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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由“乙类甲管”调整为“乙类乙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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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奥密克戎病毒致病性的减
弱、疫苗接种的普及、防控经验的积
累，我国疫情防控面临新形势新任
务。

26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公
告，将于2023年1月8日将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从“乙类甲管”调整为

“乙类乙管”。这是自2020年1月
20日我国开始实施严格的传染病
甲类防控措施后，疫情防控政策的
又一次重大调整。

执行“乙类甲管”已近3年的调
控政策，此次为何调整为“乙类乙
管”？政策调整的主要依据是什
么？调整是否意味着防控力度降
低？调整之后会带来哪些改变？国
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特邀权威专家、
国家卫健委新冠疫情应对处置工作
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第一时
间回应公众关切。

问：新冠病毒感染从“乙类甲
管”调整为“乙类乙管”的主要依据
是什么？

答：分类管理一直是我国传染
病防控的策略，一直实行动态调整，
依法科学管理一直是我国应对传染
病的基本原则。

当前，我国法定传染病共有40
种，其中甲类2种，乙类27种，丙类
11种。甲类传染病包括鼠疫、霍

乱。乙类传染病包括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传染性非典型肺炎、艾滋病
等。其中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传染
性非典型肺炎和炭疽中的肺炭疽，
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
丙类传染病为监测管理传染病，包
括流行性感冒等。

将传染病从“乙类甲管”调整为
“乙类乙管”，要具备相关条件。在
依法的前提下，根据对病原体、疾病
的性质和危害性的认识，根据人群
免疫力和卫生健康系统的抵抗力，
根据疫情现状和未来走向，聚集专
家的智慧、借鉴国内外经验，综合考
虑各方面的因素才能做出决策。

从法理依据来看，当一种传染
病可能对公民的人体健康和生命安
全会造成严重危害，可能造成重大
经济损失和社会影响时，国家可以
对公民和社会采取高强度的干预措
施。但是当传染病对人体健康和生
命安全的危害减弱，对于经济和社
会的影响减轻时，国家就应当动态
调整干预措施的强度，保证传染病
防控措施因时因势优化调整。

当新发传染病出现时，由于对
其病原学和流行病学特征缺乏认
识，其传染力、致病力以及病原变异
特征尚不清晰，为了最大程度保护
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国自

2003年传染性非典型肺炎、2005
年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2009年
甲型H1N1流感等新发传染病应对
以来，有效经验做法是第一时间将
其纳入乙类传染病但实施甲类传染
病管控措施。但随着对疾病及病原
体流行规律研究与认识的不断深
入，临床治疗手段、疫苗和药物的研
发应用以及有效防控措施积累，曾
采取“乙类甲管”的非典、禽流感回
归乙类传染病管控措施，而甲型
H1N1流感则并入流行性感冒，按
照丙类传染病监测管理。

问：有网民认为，这种调整意味
着防控力度降低，将使疫情更快更
大范围传播，会这样吗？疫情防控
今后的重点是什么？

答：调整后，将在感染者与密接
人员隔离、疫区封锁、交通卫生检疫
等防控措施上做出相应的调整。针
对乙类传染病，对传染源和密切接
触者一般不再进行严格的隔离管
理，因此，在防控措施调整初期可能
会出现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增加，继
而引发药品供应不足、公众恐慌等
现象，为此，我们积极针对这些风险
准备应对方案，保障调整的平稳过
渡。

当前，我们需将工作重心从防
控感染转到医疗救治上来，工作目

标是保健康、防重症，确保防控措施
调整转段平稳有序。特别需要关注
老年人、有基础性疾病人群等重症
高风险人群的疫苗接种、个人防护
和感染后的及时救治，最大限度减
少重症和病亡。

为有效防范风险，有必要采取
如下措施：一是加强疫苗接种，特别
是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等人群的接
种。二是加强药品供应保障。三是
通过在线健康咨询、合理用药科普
等，鼓励具备居家隔离条件的无症
状感染者和轻型病例优先选择居家
隔离治疗。四是完善医疗机构分级
诊疗机制，优化配置医疗资源，加强
基层诊疗能力建设，统筹新冠病毒
感染者的救治和日常医疗服务保障
工作，尽最大可能不影响正常医疗
服务。五是做好风险沟通，面向公
众加强宣传倡导。围绕健康监测、
个人防护、居家合理用药、垃圾弃置
等方面给出建议，帮助公众了解如
何用药、何时就医以及去哪里就医
等具体问题，促成公众理性和以平
常心应对新冠疫情。六是关心关爱
医务人员、维持社会经济日常运行
的人员，合理安排工作。七是加强
病毒变异、疾病严重性、医疗资源使
用情况的监测，尽量避免发生医疗
资源挤兑。 （下转A02）

新华社电 新冠病毒感染将自
2023年1月8日起由“乙类甲管”调
整为“乙类乙管”，这是我国新冠疫
情防控政策的一次重大调整。

国家卫生健康委26日发布公
告，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更名为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根据公告，经国
务院批准，自2023年1月8日起，解
除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采取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

的甲类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不再纳入《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规定的检
疫传染病管理。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
当日印发《关于对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实施“乙类乙管”的总体方案》。
方案指出，综合评估病毒变异、疫
情形势和我国防控基础等因素，我
国已具备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由

“乙类甲管”调整为“乙类乙管”的
基本条件。

根据方案，2023 年 1 月 8 日
起，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实施“乙
类乙管”。依据传染病防治法，对
新冠病毒感染者不再实行隔离措
施，不再判定密切接触者；不再划定
高低风险区；对新冠病毒感染者实
施分级分类收治并适时调整医疗保
障政策；检测策略调整为“愿检尽

检”；调整疫情信息发布频次和内
容。依据国境卫生检疫法，不再对
入境人员和货物等采取检疫传染病
管理措施。

实施“乙类乙管”后，我国防控
工作目标将围绕“保健康、防重
症”，采取相应措施，最大程度保护
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最
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
的影响。

新冠疫情防控近三年后为何回归乙类管理
——权威专家详解新冠病毒感染实行“乙类乙管”

权威
解读

●对新冠病毒感染者不再实行隔离措施，不再判定密切接触者；不再划定高低风险区
●对新冠病毒感染者实施分级分类收治并适时调整医疗保障政策
●检测策略调整为“愿检尽检”
●不再对入境人员和货物等采取检疫传染病管理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