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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福州9月14日电
14日下午，福建省应对新冠肺
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召开新闻
发布会，通报疫情防控情况。9
月10日至9月14日8时，福建省
累计报告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
例120例（莆田市75例、泉州市
12例、厦门市33例），本土无症
状感染者19例（均在莆田市）。
目前，确诊患者、无症状感染者
均已转至定点医院收治，无重
症患者。

福建省卫健委副主任杨闽
红说，莆田、泉州、厦门三地全
力追踪本次疫情密切接触者、
次密接者，均已落实集中隔离
措施。根据流调结果，截至9月
13日24时，三地共划定4个中风
险地区、2个高风险地区。交通
部门按照相关要求加强中高风
险地区的交通管制，中高风险
地区人员原则上非必要不
出行。

从9月10日至13日，福建省
从省内各地抽调疾控专家、流
调人员、核酸检测应急采样队、
医疗队等2570多人，以及移动
核酸检测车、国家紧急医学救

援队应急车、移动方舱核酸检
测实验室驰援莆田。

厦门启动
全市全员核酸检测

9月14日，福建省召开新闻
发布会，介绍疫情防控最新
情况。据通报，福建厦门首例
患者，吴某某，在厦门同安区某
工艺品公司从事车间管理工

作。9月12日，同安区通过对莆
田市仙游县枫亭镇等中高风险
地区来厦人员的筛查中发现这
个病例。经过流调核查：该名
患者是莆田市报告一例确诊病
例的家人，属于其密切接触者。
截至14日早上8点，累计报告同
安区这家工艺品工厂聚集性疫
情确诊病例32例。

该病例在9月4日、5日与莆
田确诊病例有密切接触史，于9

月6日乘坐动车返回厦门。经
专家研判，从9月6日到12日检
出核酸阳性期间，吴某某接触
的车间作业及管理人员较多。
工厂的作业场所是一个较为密
闭的空间，且从事作业人员未
做好个人防护，加上德尔塔变
异株具有传播速度快、传染代
际短的特点，因此，这一传播链
条造成了多人感染的聚集性
疫情。

记者从厦门市应对新冠肺
炎疫情工作指挥部办公室获
悉，截至9月14日11时，厦门累
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5例
（其中普通型22例，轻型13例），
无症状感染者1例,均在定点医
院隔离诊治，病情稳定。厦门
已决定启动全市全员核酸检
测，14日部分地区已经开始。

据介绍，基于厦门市同安
区出现工厂的聚集性疫情，厦
门市已将同安区新民镇湖里工
业园以东、同明路以西、集安路
以南、集贤路以北的区域列为
高风险地区，并对病例居住地、
工作地及相关活动场所进行了
封控。

福建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120例

厦门启动全市全员核酸检测

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
为进一步做好医疗机构内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预防与控制工
作，最大限度降低感染发生，国
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近日
印发《医疗机构内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预防与控制技术指南
（第三版）》，要求对部分重点科
室、部门工作人员实行闭环
管理。

指南要求，对参与相关诊
疗工作人员要加强管理，必要

时，可集中封闭管理，并根据疫
情流行情况和防控要求进行核
酸检测，需要时可合理开展胸
部CT、血常规、抗体检测等检
验检查。收治新冠病毒感染者
的隔离病区工作人员实行闭环
管理。

针对发热门诊，指南明确，
接诊入境、国内中高风险地区
以及集中隔离点发热患者等高
风险人群的发热门诊，所有工
作人员要严格闭环管理。

对于收治新冠病毒感染者
的定点医院及病区，指南要求，
定点医院隔离病区所有工作人
员（包括医务、管理、安保、保
洁、餐饮、医疗废物收集转运等
人员）及其他直接或间接接触
新冠病毒感染者的工作人员
（包括专门为新冠病毒感染者
提供服务的影像学检查等医务
人员、闭环管理人员的通勤车
司机等）应当严格实行闭环管
理，工作期间安排单人单间集

中居住，所有人员在驻地与定
点医院间两点一线出行，固定
通勤车辆，不得在定点医院内
安排驻地。

指南表示，医疗机构应当
合理调配人力资源和安排班
次，优先保障隔离病区、发热门
诊及核酸检测等重点部门的诊
疗需求，医务人员相对固定，缩
短可能暴露的时间，避免医务
人员过度疲劳，提供营养膳食，
保障医务人员充分休息。

最新版医疗机构内新冠病毒感染防控技术指南来了

高风险人群发热门诊人员要实行闭环管理

9月14日，在厦门市思明区筼筜街道一处检测点，市民排
队等待核酸检测。 新华社发

人工关节集采
平均降价82%

新华社天津9月14日电
国家医疗保障局组织开展人
工关节集中带量采购14日在
天津产生拟中选结果。本次
集采拟中选髋关节平均价格
从3.5万元下降至7000元左
右，膝关节平均价格从3.2万
元下降至5000元左右，平均
降价82%。

人工关节置换是治疗因
外伤、运动损伤、退变老化等
原因导致的股骨头坏死、关
节损伤、骨性关节炎等疾病
的有效手段之一。由于骨科
耗材技术分类和组合复杂，
难以直接竞争，长期以来是
集中采购的难点，价格虚高
明显，患者负担较重。

这次人工关节集中带量
采购首年意向采购量共54万
套，占全国医疗机构总需求
量的90%。按2020年采购价
计算，公立医疗机构人工髋、
膝关节采购金额约200亿元，
占高值医用耗材市场的10%
以上。

在总结冠脉支架集采成
功经验基础上，本次集采着
眼于尊重临床需求和关节类
产品特点，对采购规则进一
步探索创新。一是按产品系
统实施采购。根据临床使用
特点，将临床完整手术所需
的多个主要部件组合为产品
系统实施采购，避免部分必
要的部件因未中标而短缺，
以及部分部件因未被纳入集
采而涨价，确保临床治疗的
整体性和安全性。二是充分
考虑临床伴随服务。关节类
手术需要企业提供“跟台”等
临床伴随服务，本次集采企
业报价时单列伴随服务费
用，确保产品稳定供应和使
用，有利于中选结果顺利
落地。

预计2022年3月至4月
份，患者可以用上降价后的
人工关节集采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