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进一步规范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健康管理工作的通
知

渝肺炎组办发〔2020〕113号

各区县(自治县)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市级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以下简称无症状感染者)是指无相关临床表现或可临床识别的
症状与体征，但呼吸道等标本新冠病毒病原学检测呈阳性者，主要通过密切接触者筛查、
聚集性疫情调查、传染源追踪调查、重点地区旅居史人员排查以及流行病学调查和机会性
筛查发现。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关于新
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管理规范的通知》要求，经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
组同意，结合我市实际，现就进一步规范无症状感染者健康管理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发现报告

(一)排查发现。要继续实施社区网格化排查，对湖北(含武汉)等重点地区来渝返渝人
员、入境来渝返渝人员等进行排查管理。各单位要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经营，谁
负责”原则，主动报告相关人员信息。机场、铁路、码头等交通口岸要继续加强卫生检疫
和排查，及时发现管控重点人员。

(二)筛查检测。对所有的密切接触者、湖北(含武汉)来渝返渝人员、14天内入境来渝
返渝人员全部开展病毒核酸检测，其中湖北来渝返渝人员，要第一时间送医学健康检测
点，12小时内完成病毒核酸检测，待结果阴性后方可放行离开，负责检测的机构要为阴性
结果人员出具核酸检测阴性的健康证明。根据需要对监管场所、精神卫生机构、养老机构
等特殊场所人员开展病毒核酸检测。医疗卫生机构可以根据诊疗和防控需要对就诊患者及
其家属等人员开展病毒核酸检测。

(三)确认与报告。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在发现核酸检测阳性结果后，要第一时间组织区
县(自治县，以下简称区县)专家组会诊，辅以必要的临床检查，及时明确诊断;确认为无症
状感染者后，应立即送该片区新冠肺炎集中定点医院(以下简称集中定点医院)进行集中隔
离观察，并由确认机构在2小时内完成网络直报，所在辖区疾控机构接到发现无症状感染者
报告后，24小时内完成个案调查，并及时进行密切接触者登记，将个案调查表或调查报告
及时通过传染病报告信息管理系统上报。

(四)密切接触者管理。无症状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按照确诊病例密切接触者管理方
式，实施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并进行病毒核酸检测。

二、定点医院医学观察

(一)检验检测与巡诊。无症状感染者应在集中定点医院集中隔离医学观察14天，并进
行血清学抗体检测。每天早、晚对隔离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各进行1次体温测量，询问健康
状况，开展必要的医学检查和医学干预;片区指导专家组要定期对无症状感染者开展巡诊，
密切监测其是否出现相关症状。

(二)出现症状后的处置。无症状感染者一旦出现症状，要立即组织区县专家组会诊，
并根据国家最新版新冠肺炎诊疗方案明确诊断。如果确诊，集中定点医院应立即通知首次
通过网络直报系统填报传染病报告卡的医疗卫生机构，在2小时内将网上直报卡订正为确诊
病例，按照规范隔离治疗。如果排除，则仍按照无症状感染者管理。



(三)解除条件。无症状感染者在隔离医学观察第7天采集标本开展核酸检测，若检测结
果为阴性，则第12天再采集标本开展核酸检测，若检测结果仍为阴性，则间隔24小时后同
时采咽拭子、肛拭子开展核酸检测，如结果仍为阴性，可做胸部CT、血常规等检查，无异
常即解除集中定点医院集中隔离医学观察。期间任一次核酸检测出现阳性，需重新计算隔
离医学观察时间。解除集中定点医院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后，集中定点医院要通知通过网络
直报系统填报传染病报告卡的医疗卫生机构，2小时内在传染病报告信息管理系统中“出院
日期”处填写解除医学观察日期。

三、解除医学观察后的管理和随访

(一)集中隔离观察。解除集中定点医院集中隔离后，无症状感染者应规范转运至各区
县指定场所，继续实施为期14天的集中隔离医学观察。集中定点医院要将信息及时推送给
负责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的场所。集中隔离观察期间，区县要指定医务人员每天早、晚各进
行1次体温测量，并询问健康状况。隔离期满且连续2次病毒核酸检测阴性即可解除集中隔
离医学观察(2次采样间隔时间不少于24小时)。解除集中隔离时，负责集中隔离场所医学观
察的卫生健康部门要出具解除隔离通知书，同时将信息及时推送给居住地街道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和居住地疾控中心。

(二)随访。无症状感染者解除集中隔离后，继续进行14天的居家医学观察。居家医学
观察期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应安排人员每日随访无症状感染者及共同居住
生活人员的健康状况，指导无症状感染者做好自我健康管理和个人防护，避免外出活动。

(三)复诊。无症状感染者在解除集中定点医院集中隔离后第2周和第4周要到集中定点
医院随访复诊，及时掌握其健康状况。

(四)异常情况处置。无症状感染者、共同居住生活对象及其他密切接触人员一旦出现
发热、咽痛、胸闷等不适症状，应立即送区县负责新冠肺炎诊治的医疗机构排查，同时报
告当地疾控中心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和相关疫情防控工作。无症状感染者在解除集中定点医
院隔离医学观察后再次出现病毒核酸检测阳性时，要立即送区县负责新冠肺炎诊治的医疗
机构排查，开展血清学抗体、胸部CT、血常规等检查，并再次在集中定点医院实施隔离医
学观察，重新计算隔离医学观察时间;此类人员无需在传染病报告信息管理系统再次报告，
且其在集中定点医院隔离期满解除隔离后，不再前往集中隔离场所隔离，直接进行居家观
察，并在解除集中定点医院隔离后第2周和第4周再次复诊。

四、工作要求

(一)落实责任。各区县、市级各部门要落实属地属事责任，加强健康教育和政策宣
传，强化单位和个人履行防控职责义务，主动报告有关信息，养成勤洗手、多通风、戴口
罩、少聚集等良好健康的生活习惯。要层层落实责任，对漏管失控造成严重后果的，要追
责问责。

(二)加强信息收集和发布。市卫生健康委要每天公布无症状感染者报告、转归和管理
情况，并分别统计本土传播和境外输入等情况;各区县和市级其他部门不得对外公布疫情有
关信息。各区县疾控中心要收集无症状感染者的个案基本情况、临床检查情况、标本采集
与检测情况、随访情况和转归等信息，并及时报送市疾控中心;市疾控中心要制定报送具体
内容和方式并下发各区县疾控中心。

(三)提升防控能力。要广泛开展培训，尤其是强化基层医务人员培训，提高基层医疗
卫生人员和社区工作人员等的防控能力和水平。要加强科学研究，支持各单位开展无症状
感染者传染性、传播力、流行病学等研究。市疾控中心要按照国家要求按时完成无症状感
染者流行病调查研究工作，评估传播风险，完善防控策略和措施。



(四)做好个人防护。无症状感染者的相关个人防护参照确诊病例有关规定执行。各区
县、市级有关部门和单位要为参与无症状感染者调查处置工作的工作人员配备必要的个人
防护设备，严防感染。

市级层面以往下发的文件有关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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