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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5 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官网发布全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情
况，核酸检测结果方面，2022年12月9日
以来，各省份报告人群核酸检测阳性数
及阳性率呈现先增加后降低趋势，阳性
人数12月22日达到高峰（694万）后逐步
下降, 2023 年 1 月 23 日降至最低 1.5 万；
检测阳性率12月25日（29.2%）达高峰后
逐步下降，1月23日降低到5.5%。

新冠病毒感染率呈下降趋势
专家：符合病毒传播规律

1月27日，上海中医药大学急危重症
研究所所长方邦江教授告诉记者，“新冠
病毒传播渐渐变弱，并非因为病毒本身有
重要变化，而是社会面维持一定低水平传
播，巩固了免疫屏障，加上绝大多数人都
感染了，形成了群体免疫，病毒有点‘传’
不动了。”

“疫情从高峰到低谷，再从低谷到高
峰，呈周期性发展，这是符合病毒发展规
律的，像美国、日本便经历了新冠疫情以
来的好几个高峰。”北京市丰台区中西医
结合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主任乔树斌
也向记者表示，二十条实施以后，全国陆
续有将近 80%的人感染了新冠病毒，呈
现了一个小高峰，短期内虽然不会再有
高峰，但并不意味着新冠病毒会消失
了。目前的情况下，做好个人防护还是
很有必要的。

节后返岗后会有感染风险？
专家：概率很低

今年春天，在其他国家流行的 XBB
和BQ.1毒株是否会在我国流行，引发又
一次的感染高峰？

北京佑安医院呼吸与感染性疾病科
主任医师李侗曾1月25日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随着我国出入境政策的放开，未
来可能会有更多感染BQ.1、XBB毒株的
本土病例，但是总体来看，今年上半年出
现这两种毒株流行的可能性比较小。

节后返岗是否有再次感染的风险？
南方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生物安全研
究中心主任赵卫1月27日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目前全国报送的本土病例新冠
病毒基因组有效序列全部为奥密克戎变
异株。

“据这一情况，在外地已经感染过的
人，从目前看，应该还在半年的有效保护
期内，加之目前的流行株仍然为奥密克

戎变异株，出现免疫逃逸现象的可能性
很小，因此返程后被感染的风险也很
小。”赵卫表示，如果在返乡后注意尽量
居家，减少外出和聚集，或者没有和有症
状感染者发生无保护接触的经历，被感
染的风险就更小了。

“从全国的表现上来看，这种担忧已
经多余。春节假期已过半，并没有出现
大规模的疫情。”上海市肺科医院呼吸与
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胡洋也向记者表
示，从家乡返回后再次感染的风险很低，

“大家都刚感染过，身体内还有抗体，短
期内再感染的概率是比较低的。”

“就目前公布的数据来看，社会面的
传染源已大为减少，客观上大大降低了
从家乡返回工作地路上的感染风险。当
然，从谨慎的态度出发，为了避免感染，
在返回路上的密闭场所，如乘坐公共交
通工具时，除了餐饮期间，建议全程戴口
罩。回到住处后，建议立即洗手和换洗
外套。同时关注自己的身体情况，一旦
出现新冠病毒感染的临床症状，及时治
疗。”赵卫说道。

相关链接

近日，广东疾控、湖南疾控等多地疾
控中心发布提醒，如果出现发热、干咳、
乏力、嗅觉味觉减退、咽痛等新冠感染症
状的人群，建议暂缓出行和返岗。同时
给出了安全返程返岗建议。

返岗前
提前进行体温测量和自我健康监

测，如出现发热、干咳、乏力、嗅觉味觉减
退、咽痛等新冠病毒感染相关症状时，建

议暂缓出行并进行抗原自测等排查。
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尽量错峰出

行。
减少不必要的聚餐聚会。
提前备足口罩、手消毒液等防疫物

资；注意气候变化，备齐保暖衣物，防止
着凉。

返岗途中
遵守车站、机场、服务区等交通站场

的防控要求。
坚持科学佩戴口罩。乘坐公共交通

工具时，应全程规范佩戴口罩，尽量减少
因就餐而摘口罩的次数和时间。

避免或尽量少去人群聚集的场所，
减少旅途感染风险。

在公共场所、排队等候时，注意与他
人保持1米以上安全社交距离。

保持手卫生，减少触摸车门、扶手等
公共物品。

讲究呼吸道礼仪，咳嗽、打喷嚏时用
纸巾或手肘遮挡口鼻。

返岗后
到达目的地后进行自我健康监测，

如出现发热、干咳、乏力、嗅觉味觉减退、
咽痛等新冠病毒感染相关症状时，暂缓
返岗复工并进行抗原自测等排查。

日常要坚持做好勤洗手、戴口罩、勤
通风、一米线这“防疫四件套”。

上下班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需全程
佩戴口罩。

工作场所保持通风，做好常用办公
用品的日常消毒。多人办公尽量戴口
罩，咳嗽、打喷嚏时注意遮挡。

本报综合消息

新冠病毒有点“传”不动了？

新华社北京1月28日电 记者28日
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9个部门近
日印发指导意见，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
推动大型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融入新型
城镇化、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总体要求、主
攻方向、主要任务和支持政策。

《关于推动大型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
融入新型城镇化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指导
意见》指出，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聚
焦大型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以满足搬迁
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出发点和落脚
点，以巩固拓展易地扶贫搬迁脱贫成果实
施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为主线，着
力扶持壮大县域特色产业，着力促进搬迁

群众就业创业，着力提升安置区配套设
施，着力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着力健
全社区治理体系，解决好搬迁群众急难愁
盼问题，加快实现人口市民化、就业多元
化、产业特色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社
会治理现代化，全面转变搬迁群众生产生
活方式，确保搬迁群众稳得住、逐步能致
富，为推动脱贫地区高质量发展如期实现
中国式现代化打下坚实基础。

指导意见明确，要分类引导大型安
置区融入新型城镇化，推动安置区与所
在城镇一体化建设发展，推进产业园区
安置区产城融合发展，促进农村安置区
城乡融合发展。要加快搬迁人口市民化

进程，推进有序落户城镇，提高融入城镇
能力，强化合法权益保障。要促进高质
量充分就业，全面促进多元化就业，大力
支持多业态创业，全方位提升就业技
能。要推动县域产业特色化发展，提升
安置区后续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强化
区域产业协作帮扶，提升县域特色产业辐
射带动能力。要全面提升安置区生产生
活便利性，推动县城基础设施延伸覆盖，
支持配套设施提档升级，实现公共服务提
标扩面。要建设治理现代化的安置社区，
提高社区服务能力，创新社区治理模式。

指导意见要求，各地要强化组织领
导，强化政策支持，强化资金保障。

随着新冠“乙类乙管”后的首个长假春节假期结
束，作为新冠治疗药物关注焦点的小分子口服药，也将
在春节结束后迎来上市竞速。

记者了解到，今年春节前一周，就有两款新冠口服
药提交了上市申请，并且已经被受理。

1月16日，先声药业宣布与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
研究所、武汉病毒研究所联合开发的创新药先诺欣（先
诺 特 韦 片/利 托 那 韦 片 组 合 包 装）新 药 上 市 申 请
（NDA）获国家药监局以药品特别审批程序受理，拟用
于治疗轻至中度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成年患者。

先诺欣是一款口服小分子抗新冠病毒创新药，针
对SARS-CoV-2病毒复制的3CL蛋白酶，与低剂量利
托那韦联用有助于减缓先诺特韦在体内的代谢或分
解，提高抗病毒效果。

1月18日，君实生物发布公告称，收到国家药监局
核准签发的《受理通知书》，口服核苷类抗新型冠状病
毒 药 物 氢 溴 酸 氘 瑞 米 德 韦 片（项 目 代 号 ：JT001/
VV116）用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治疗的新药上市申请
获得受理。截至目前，VV116已在乌兹别克斯坦获得
批准用于中重度COVID-19患者的治疗。

据了解，国内已有超 30 家企业处于口服小分子
新冠药研发阶段。除了新药上市申请已经获得受理
的先声药业和君实生物外，众生药业RAY1216、前沿
生物 FB2001、广生堂 GST-HG171 因已经处于 III 期
临床阶段，而成功踏入新冠口服药上市竞速的第二梯
队。

紧随着第二梯队身后，科兴制药 SHEN26 处于 II
期临床研究成功阶段，完成全部受试者入组；信立泰
SAL0133则刚获批开展适应症Ⅰ期临床试验；长江健
康通过收购江和药业入局新冠口服药赛道。

此外，作为曾经的第一梯队，开拓药业去年4月曾披
露其在研新冠口服药普克鲁胺治疗轻中症非住院新冠
患者III期临床试验的关键数据，但此后一直没有更新消
息。而该药也因雄激素受体的作用机理一直受到业内质
疑。

安信证券认为，根据药企相关新冠药物的临床开
发进度，上半年将有多个药物获批上市。总的来看，先
声药业先诺欣、君实生物 VV116、众生药业 RAY1216
成为了业内看好的种子选手 。据“江苏药品监管”微
信公众号此前消息，“先诺欣的III期临床进度处于国
内 3CL 靶点药物第一位，预计最快于 2023 年 2 月上
市”。

此外，记者了解到，国内还有多款3CL蛋白酶抑
制剂在研，包括先声药业的先诺欣、众生药业的
RAY1216、前沿生物的 FB2001，以及广生堂的 GST-
HG171。针对RdRp靶点，君实生物旗下的口服核苷
类抗新型冠状病毒药物 VV116，以及科兴制药的
SHEN26也在开发中。

背景
除了新冠小分子口服药
多款治疗药物、器械已密集获批

事实上，国家一直在着力于扩大新冠治疗药物的
种类和数量。2022年的最后一周，国家药监局集中批
准了12款新冠病毒感染对症治疗药物，并紧急批准了
默沙东的新冠口服用药莫诺拉韦胶囊进口。

在春节前的半个多月时间里，国家药监局继续批
准了多个新冠病毒对症治疗药物以及医用氧气上市；
作为危重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的挽救性治疗设
备、2 款我国国产体外膜肺氧合治疗（ECMO）产品先
后获批上市；国家药监局通过快速审评通道，批准布洛
芬片等5个品种增产扩能相关补充申请；国家药监局2
天内批准2款托珠单抗注射液生物类似药上市，该药
被纳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诊疗方案（试行第十版）》和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重症病例诊疗方案（试行第四
版）》。 本报综合消息

新华社海口1月28日电（记者 吴茂
辉）今年春节假期，海南离岛免税消费持
续火爆。据海口海关统计，1月21日至1
月27日，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
金额15.6亿元，比2022年春节假期增长
5.88％；免税购物人数 15.7 万人次，比
2022 年春节假期增长 9.51％；人均消费
9959元。

记者了解到，随着海口国际免税城
在去年10月底开业，以及万宁王府井国际
免税港在今年春节前试营业，海南离岛免
税店实现全岛南、北、中重点旅游区域全覆
盖，离岛免税购物格局进一步优化。记者
走访看到，今年春节假期期间，海南各地免
税店均推出促销活动，许多品牌店铺顾客
络绎不绝，排队结算长龙随处可见。其中，

香化、精品等免税商品成为销售“爆款”。
为确保免税店货源充足，海口海关

靠前服务，为企业量身定制节假日服务
保障方案，提供全天候预约通关机制，确
保免税品快速通关及时上架销售，同时
依托智慧监管，保税、免税衔接互转，推
动公务机、邮轮旅客参与免税购物等创
新举措，全面提升监管效能和服务质量。

我国推动大型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融入新型城镇化

春节假期海南离岛免税销售额达15.6亿元

国内超30家企业正研发新冠小分子药

新华社北京1月28日电（记者 叶昊鸣 樊曦）记者
28 日从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春运工作专班了解到，
2023年春节假期（1月21日至27日），全国铁路、公路、
水路、民航共发送旅客约2.26亿人次。

具体来看，全国铁路共发送旅客约5017.4万人次，
公路共发送旅客约 1.62 亿人次，水路共发送旅客约
486.8万人次，民航共发送旅客约900.6万人次。全国
高速公路总流量约 3.15 亿辆次，其中小客车流量约
3.06亿辆次。

2023年春节假期

全国共发送旅客约2.26亿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