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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及时回应群众关切，帮助解决实际问题，长沙市疾
控中心对近期市民咨询的热点问题进行梳理回复。

问：长沙市哪些机构开展24小时核酸检测？
答：为全天候服务市民核酸采样需求，长沙市部分医

疗机构开展了24小时核酸检测工作。但为避免医疗资源的
浪费，检测机构可能会根据长沙疫情发展动态调整采样时
间，建议有检测需求的市民提前电话联系确认。

问：我的健康码变黄了，怎么解码？
答：一般情况下，按要求完成核酸检测且结果均为阴

性，同时完成健康监测，黄码会自动解除（市民可在健康码
界面看到赋码原因和解码核酸要求）。 如达到要求未解除
黄码，可通过以下方式按要求提交资料申诉解码。

一、线上申诉：
1.关注“健康320”微信公众号咨询申诉（仅处理湖南

省黄码人员申诉）；
2.下载“健康320”APP提交申诉（可处理湖南省外红

黄码申诉，湖南省内黄码申诉）
3.拨打0731-12320/96320热线，提供7*24小时的健

康码咨询、申诉。
二、线下申诉：请咨询所在地社区或区县（市）疾控中心。
问：健康码黄码人员有酒店能住吗？
答：目前，长沙市针对黄码人员有专门的核酸检测采

样点和住宿酒店。根据疫情发展情况，可能会相应进行动
态调整，请健康码黄码人员提前电话核实，确认之后全程
规范配戴口罩步行或自驾前往，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问：防疫提醒短信中提到的“7天3检”或“3天2检”从
什么时间开始算？

答：7天3检， 要求自收到短信之日起，7天内完成3次核
酸检测（1，3，7天检测），并做好自我健康监测；3天2检，要求
自收到短信之日起，3天内完成2次核酸检测（1，3天检测），
并做好自我健康监测。■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李琪整理

“各地加快精准做好流调工作， 疫情防控不能简单
化，不能过大范围划定风险区域，不能以‘静默’代替管
控。”在10月13日下午召开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
布会上， 国家疾控局传防司司长、 一级巡视员雷正龙指
出，在“动态清零”方针下，各地要不断提升疫情防控科学
精准水平，要及时精准划定中高风险区，及时采取坚决果
断的管控措施，并根据疫情形势变化进行动态调整，符合
解封条件的要及时解封，方便群众生活及出行。雷正龙强
调，对风险区域外的学校、餐饮等单位要加强疫情监测，
坚决避免“一关了之”，最大程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
展的影响。 国家卫健委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
组组长梁万年在发布会上补充说， 我国疫情防控的目标
是要尽可能地避免全域静态管理， 而不是把全域静态管
理当成必须采取的一种手段和措施。梁万年说，奥密克戎
变异株的特性决定了很难完全做到一发生感染就快速发
现。如果疫情发现得比较晚，特别是在感染者的传播链条
不清楚，涉及的区域比较广泛的情况下，这时候应该综合
判断疫情特点、 防控能力以及条件等各个方面的情况来
采取相应措施。 有些地区采取一定范围的静态管理也是
尽快控制疫情的一个手段，但要尽量避免全域静态管理，
要做到精准判定，“快封、快灭、快检”非常重要。

■综合央视新闻、中国青年报等

身边有人“红了”“黄了”，我该怎么办
长沙疾控：不用紧张！你可以这样保住自己的“绿码”

“7天3检”“3天2检”何时开始算
长沙疾控集中解答近期防疫咨询热点问题

国家疾控局：不能以“静默”代替管控
风险区域外学校餐饮
坚决避免“一关了之”

政策解读

基于疫情防控需要，近期一些市民的健康码被标记为红码/黄
码，需接受必要的核酸检测、健康监测等措施。不少持绿码的市民
很疑惑：如果身边的家人、朋友们“红了”或者“黄了”，我该怎么办？
会不会影响到我的健康和出行？10月13日， 长沙市疾控中心进行
解答。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李琪

10月12日，长沙市开福区，市民在有序排队进行核酸检测。

焦点
如果家人被赋码了
绿码的市民可以和他们同住吗

湖南健康码红码提示感染新冠病毒
的风险较高；黄码提示感染新冠病毒的风
险中等，但并不意味一定会感染。

当市民发现家人、朋友的健康码变为
红码或黄码，需要提醒他们主动向所在社
区（村）、县级疾控中心、工作单位、学校或
所住酒店报告， 配合相关部门的防控措
施。如果家人是红码：红码人员需集中隔
离。符合条件（经专业人员评估无法进行
集中隔离的特殊人群） 方可居家隔离。居
家隔离的红码人员需要单独居住。如果条
件不允许，选择一套房屋里通风较好的房
间作为隔离室，其日常生活、用餐尽量限
制在隔离房间内，避免与其他家庭成员共
用卫生间。

如果家人是黄码：黄码人员需居家健
康监测， 选择在通风较好的房间单独居
住。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使用单独卫
生间，尽量不与家庭内其他成员共用生活
用品，避免与家人密切接触，用餐时提倡
分餐制。

焦点
如果家人被赋码了
绿码市民还可以自由出行吗

健康码不是实施防疫措施的唯一依
据，即便是绿码，各地指挥部防控部门有
权根据流行病学调查情况，依法依规采取
防疫措施。

如果家人是红码：已进行集中隔离的
红码人员不影响持绿码的家人出行。居家
隔离的红码人员，其共同居住者或陪护人
员一并遵守居家隔离医学观察管理要求，
不得随意出行。

如果家人是黄码：如近期确无风险轨
迹及风险行为，做好个人防护，持绿码可
以自由出行（进入学校等重点机构除外）。

焦点
家人或朋友“红了”“黄了”
还能和他们聚餐聚会吗

红码人员居家隔离医学观察期间不得外出，
拒绝一切探访。对因就医等确需外出人员，经所在
社区医学观察管理人员批准后方可， 安排专人专
车，全程做好个人防护，落实闭环管理。

黄码人员居家健康监测期间不外出， 如特殊
情况必需外出时做好个人防护 ， 规范佩戴
N95/KN95�颗粒物防护口罩， 避免乘坐公共交通
工具。

所以，如果身边有人红码或者黄码了，市民都
要暂缓与他们见面，等待解除管控措施后，才能与
他们聚餐聚会。

焦点
如果同住人员是红码、黄码
市民应该如何保护自己

（1）保持家居通风，每天尽量开门窗通风。使
用空调时，应选择分体空调，如使用集中空调，保证
空调运行正常，加大新风量，全空气系统关闭回风。

（2）与红码人员共同居住时，其他人员尽量不
进入隔离房间，可在隔离室门口放置桌凳，作为非
接触式传递物品的交接处。必须接触时保持1米以
上距离，规范佩戴医用外科口罩。

（3）红码人员使用过的餐具应当清洗和消毒。
餐具首选煮沸消毒15分钟， 也可用符合标准的消
毒液溶液浸泡15分钟后再用清水洗净。

（4）做好居家环境卫生清洁，对卫生间、浴室
等共享区域定期通风和消毒；对门把手、手机、开
关等日常高频接触物品表面定期消毒； 红码人员
的毛巾、衣物、被罩等需清洗时，要单独放置，用符
合标准的含氯消毒剂浸泡30分钟， 或采用煮沸15
分钟消毒后用清水漂洗干净。

（5）做好手卫生，讲究咳嗽礼仪，咳嗽或打喷
嚏时用纸巾遮盖口鼻或用手肘内侧遮挡口鼻，将
用过的纸巾丢至垃圾桶， 如接触呼吸道分泌物立
即洗手或手消毒。

（6）红码人员日常生活垃圾需用75%酒精喷洒
消毒后扎紧塑料口袋，再和家里其他垃圾一起丢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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