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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防控漫画》系列 5季全部出清，
回答了当前抗疫的 48 个突出问题，旨在以最短的时间为广大人
民群众提供应知应会、易懂好记管用的科学常识。7天来，学习
强国、人民网、央广网、健康中国、中国中医、应急部、退役军
人事务部、妇联、科协、地方政府等主流媒体，腾讯、百度、新浪、
搜狐、头条、京东、当当等社会平台，以及数百家公众号纷纷
刊载。海南、河南、北京、广州、新疆等地制作纸书实地发放。
能为阻击疫情做点具体工作，我们甚感欣慰。
  本书出版过程中，国家卫生健康委主管领导及规划司、宣传
司、健教中心领导，中宣部出版局、文改办领导、国家新闻出版
署版本图书馆条码中心领导，以及国家出版基金办原副主任祁
树德等给予了悉心指导；有来医生、泽桥医生等提供了相关支持；
一些读者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建议。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我们坚信，有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有以张定宇医生、张继
先医生为优秀代表的卫生健康工作者的敬业奉献，有全民动员、
科学防控的正确举措，送走瘟神指日可待。武汉加油！湖北加
油！中国必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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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从武汉市不明原因肺炎患者下呼吸道分离出的冠状病毒为一
种新型冠状病毒，世界卫生组织命名 2019-nCoV。

1



    人群普遍易感。是否会被感染，主要取决于是否与患者或无症状感
染者接触。
    老年人、慢性基础疾病者，感染后可能病情进展更快，严重程度更高，
预后较差。
    根据目前对患者的治疗情况来看，多数患者预后良好，只有少数患
者病情危重，甚至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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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传播途径是经呼吸道飞沫传播。
    亦可通过接触传播，包括：
    ①吸入患者或病毒携带者咳嗽或打喷嚏时喷出的呼吸道飞沫；
    ②眼结膜、鼻黏膜等处沾染患者或病毒携带者的痰液、血液、呕吐物、
体液、分泌物等；
    ③手部沾染患者或病毒携带者的痰液、血液、呕吐物、体液、分泌物等，
或触摸被这些分泌物污染的物品、器具后，再用手直接接触口、眼、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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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有确切的证椐表明可以人传人。目前所见传染源主要是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患者。无症状感染者也可能成为传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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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沫：一般认为是直径＞ 5微米的含水颗粒。 
    飞沫可以通过一定的距离（一般为1米以内）进入易感的黏膜表面。
飞沫的产生：
    （1）咳嗽、打喷嚏或说话；
    （2）实施呼吸道侵入性操作，如吸痰或气管插管、翻身、拍背等刺
激咳嗽的过程中和心肺复苏等。



    接触传播包括直接和间接接触传播两种。
    直接接触传播是指皮肤或黏膜直接接触患者或病菌携带者。
    间接传播是指皮肤或黏膜接触患者或病菌携带者的痰液、血液、呕
吐物、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或接触被这些体液污染的物品、器具等。
    手常常扮演着间接接触传播的媒介，手在触摸被病菌污染的物品或
器具后，通过揉眼、挖鼻等，使皮肤和黏膜沾染病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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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 14 天内曾与病毒感染的确诊或高度疑似病例有过共同生活或工作的人。
    包括办公室的同事，同一教室、宿舍的同学、同事，同一交通工具的乘客等。
以及其他形式的直接接触者，包括病毒感染患者的陪护人员、同乘电梯人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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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跟确诊或疑似感染病人有接触的人（包括医护人员）都应该有 14
天的健康观察期。
    观察期从和病人接触的最后一天算起。
    一旦出现症状，特别是发热、呼吸道症状如咳嗽、呼吸短促或腹泻，
立即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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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起病以发热为主要表现，可合并轻度干咳、乏力、
呼吸不畅、腹泻等症状，而流涕等症状少见。
    部分患者起病症状轻微，可无发热，仅表现为头痛、心慌、胸闷、结膜炎、
轻度四肢或腰背部肌肉酸痛。
    部分患者在一周后出现呼吸困难，严重者病情发展迅速。
    多数患者预后良好，少数患者病情危重，甚至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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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符合以下 2个条件：
    （1）流行病学史：在发病前两周内有武汉市或其他疫情高发地区的旅
行或居住史，或发病前 14 天内接触过来自武汉或其他疫情高发地区的发热
伴有呼吸道症状的患者；居住区传染病流行，有被传染者。
    （2）临床表现：发热；具有病毒性肺炎影像学特征；发病早期白细胞
总数正常或降低，或淋巴细胞计数减少。 
    在观察的同时，采集痰液、咽拭子等呼吸道标本进行病毒核酸检测即
可作出病原学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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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同时符合以下2种情况，应及时到当地指定医疗机构进行排查、诊治。
    (1) 发热（腋下体温 >37.3℃、咳嗽、气促等急性呼吸道感染症状；
    (2) 有武汉市及周边地区，或其他有病例报告社区的旅行史或居住史，
或发病前 14 天内曾接触过来自武汉市及周边地区，或其他有病例报告社区的
旅行史或居住史的发热伴呼吸道症状的患者，或出现聚集性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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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果接触者出现症状，要提前选择有发热门诊的定点医院。
（2）前往医院的路上及就医全程应该佩戴口罩。
（3）避免搭乘公共交通，应该呼叫救护车或者使用私人车辆运送

病人，如果可以，路上打开车窗。
（4）应时刻保持呼吸道卫生和双手清洁，尽可能远离其他人（至

少 1米）。
（5）任何被患者呼吸道分泌物或体液污染的物体表面都应该用含

有稀释漂白剂的消毒剂清洁、消毒。
（6）就医时，应如实详细讲述患病情况和就医过程，尤其是应告

知医生近期的武汉或疫情高发区的旅行和居住史、肺炎患者或疑似患
者的接触史、动物接触史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