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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流行期间，建议对

于不同场所选择性消毒，不过度防护。按防疫工作

性质和风险提出以下指引：

(一)家庭篇 一般家庭，没有发热病人，主要以清

洁为主，没必要进行消毒，要坚持开窗通风，每天至少

两次，每次至少30分钟。外出回到家要做到及时洗

手、勤洗手。室外、庭院、小区外环境不建议消毒。家

里来客人，特别是客人有发热情况时，才需要对家里

进行消毒，用500mg/L的含氯消毒液对家里的地面、

桌面等物品进行擦拭，30分钟后，用清水擦拭干净。

（二）单位篇 上班人员到达单位前，应提前对单

位（办公室、会议室、餐厅等）设施、设备进行清洁消

毒，使用500mg/L的含氯消毒液擦拭，30分钟后，用清

水擦净。办公区域要保持空气流通，建议每天3次，每

次30分钟。电话、电脑等保持清洁，可用75%酒精进

行喷洒。传递文件等纸质物品后，在流动水下把手清

洗干净。尽量减少会议次数，确需开会时，控制好时

间，参会人员必须佩戴口罩、保持距离。会议结束后

及时对会议室地面、物体表面

进行清洁。做到勤洗手。

（三）餐厅篇 采用分餐

进食，坐下吃饭的最后一刻才

脱口罩，避免面对面就餐，避

免就餐说话，避免扎堆就餐，

就餐前、后要洗手。餐厅从业人员（采购、加工、供餐时）必须佩戴口

罩、一次性帽子、手套。操作间要保持清洁干燥，严禁生食品、熟食品

混用。使用后的餐具，用开水蒸煮10分钟。餐厅每日消毒2次，就餐

结束后，对餐桌、座椅使用500mg/L的含氯消毒液擦拭，30分钟后，用

清水擦净。

（四）电梯篇 尽量不乘坐电梯，如果必要乘坐时，可以事先携

带一小瓶酒精喷雾，触摸电梯按钮前，用酒精喷洒以下，然后再触摸

电梯。保洁人员每2-4小时对电梯进行一次消毒，使用500mg/L的

含氯消毒液擦拭，30分钟后，用清水擦净。

（五）学校篇 上下学尽量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建议步行、骑行。

如果必须乘坐时，务必全程佩戴口罩，尽量避免用手触摸公共物品。学

校要根据疫情防控情况，做好进校园人员管控，密切关注人员健康情

况。安保人员工作时必须佩戴口罩，认真询问、登记访客状况，并进行

体温监测。开学前对教室、办公室、会议室等场所进行消毒。使用

500mg/L的含氯消毒液擦拭，30分钟后，用清水擦净，并开窗通风。每

次使用完毕后都应进行保洁。集体性活动尽量安排在室外。中央空调

尽量不要使用，如必须使用时，需定期对送风口、回风口进行消毒。

（六）幼儿园篇 教室、宿舍、餐厅每天要坚持开窗通风，每天至

少两次，每次至少30分钟，开窗期间注意儿童保暖。每天放学后，30

分钟后，用清水擦净，并开窗通风。宿舍要确保一人一床，禁止合

铺。使用后的餐具，用开水蒸煮10分钟。玩具每天需使用500mg/L

的含氯消毒液擦拭，30分钟后，用清水擦净。

（七）车站等其他公共场所篇 车站候车厅、商场超市等人员密

集场所，座椅等物体表面使用500mg/L的含氯消毒液擦拭消毒并加

大通风量。公共厕所、垃圾中转站以及清运车辆要用500mg/L的含

氯消毒液喷洒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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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达摩院于日前推出智能疫情机器人，率先

落地浙江、黑龙江和山东济南三地。随着疫情防控阻击

战的深入，各地在开展地毯式调研摸排、医学跟踪外呼等

工作时，纷纷遭遇人力不足的困难。挨家挨户上门沟通

的方式不仅效率低下，还会加大接触性感染风险。

智能疫情机器人让很多地区找到了替代方案，很快

被北京、上海、重庆、江苏、湖北等地引进。机器人具有

电话外呼和在线问诊两大功能，前者是指通过拨打电话

进行疫情随调、防控排摸，后者是指在网络平台为市民

提供疫情咨询和问诊服务。

重庆市沙坪坝区在2月15日启动第一轮外呼调研，机

器人当天拨打16.8万通电话，向市民了解是否居住本区、

是否有发热等不适症状、是否从外返回复工等问题，并将答

案录入系统。沙坪坝区政法委办公室主任刘毅表示，机器

人每分钟可拨打3500个电话，效率远超人力。16.8万份数

据如果交由人工分析需要半个月，机器人只用了约4小时。

机器人的智能来自于达摩院前沿的语音识别、

语义理解、自然语音合成等技术，它们使得机器人能

够理解人类语言，还能精准处理方言识别、多轮对话

等难题。 （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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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疫情影响，全国部分地区出现农产品滞销问题。

仅海南一地，急待上市的蔬菜水果，就达数十万吨。

业内分析，造成滞销的因素主要有三方面：一是防疫

导致大型农产交易中心关闭，使农产品长期依赖的线下

交易几乎停转；二是道路封闭或半封闭，造成物流困难；

三是因为停工，打包发货所需

的纸箱、泡沫等材料短缺，而且

人工相比往常稀缺。

为了不让蔬菜水果烂在地

里，稳定农民收入，近日，政企

联合出招，各大电商平台推出

爱心助农活动，以网上直播卖

货等形式带动农产品销售。

阿里巴巴于 2 月 6 日率先

启动“爱心助农”计划，宣布设

立 10 亿爱心助农基金，组成线

上线下农产品销售全域网络，补贴商家发货和快递揽收、

降低商家仓储成本、打通绿色运输通道等，在助力滞销农

产品“触网”突围的同时，也加速农产品的数字化。

拼多多也于2月10日上线“抗疫开拼，爱心助农”活

动，覆盖全国近 400 个农产区，230 多个国家级贫困县。

除了充足的流量支撑外，还设置每单2元的快递补贴，鼓

励物流企业履约。

京东、苏宁易购、每日优鲜等平台也加入到爱心助农

活动中。在电商平台助力下，今年的春播变得不一样：农

民不仅忙播种，也忙着直播卖货。他们上网开直播，边采

摘、边连麦，全国上万个蔬菜大棚、果园变身直播间。在

政府绿色通道支持下，断开的农产品销售链条逐步恢复。

爱心助农计划，也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市长、县长纷

纷上阵直播卖货，在田间地头为当地特产“打call”。三亚

市市长阿东做的一场直播，卖出了6万斤海南金煌芒果。

阿里巴巴的数据显示，仅2月6日刚开通的一场直

播，山东烟台就销售西红柿近一万斤，黄瓜近一万五千

斤，草莓近六千斤……截止 2 月

24日，爱心助农已帮助20个省销

售滞销农产品 5.2 万吨 ，涉及

1396个品类。

拼多多商家表示，在专区店

铺开通直播后，两小时销售了一

万斤紫皮洋葱。还有的商家说，

每天销售一千多单无花果，放弃

了将滞销果实倾入河中的打算。

海南某专业合作社的王林

芬介绍，往年的销售旺季，村里

平均每天可以卖出200吨地瓜，今年一天只卖出300多公

斤，为此急得几夜睡不着。参加拼多多“抗疫助农”活动

后，三天累积销售了8.6吨地瓜。时下，边看直播边下单，

已成为消费潮流。农民直播卖货，不仅消费者能直观看

到蔬果的原产地和品质，而且产地直供、线上直销的助农

新模式，也让更多农户找到新的市场空间。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

林表示，电商助农是一件互惠共赢的事，一方面消费者

享受到原产地直供的新鲜果蔬，一方面帮助抗风险能

力弱的农业和涉农中小企业尽快恢复生产经营，增强

农民和农业的抗风险能力，打赢疫情中的经济战，对改

善民生意义重大。 （人民网）

不一样的春“播”：农民网上直播卖货忙
每次疫情发生，人们首先总会想

到疫苗。作为消灭疫病的终极武器，

疫苗有最低的成本，更有先发制敌的

优势，无疑成了公众的希望。

近日，在浙江省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浙江

省科技厅副厅长宋志恒表示，第一批

疫苗已经产生抗体，进入动物实验阶

段，重组腺病毒载体疫苗，开始进行

重组病毒的培养，将于近期开展动物

实验。

当细菌或病毒等侵入人体时，它

们会攻击细胞并试图无限繁殖。这种

入侵被称为感染，而感染是导致疾病

的原因。

人体第一次接触到细菌或病毒

时，可能需要几天的时间来制造和使

用所有需要的杀敌工具，也就是我们

说的通过抗体来克服感染。

如何在不让自己感染的情况下，

又能让免疫系统记住那些可能会登

门拜访的细菌和病毒？于是科学家

设计出可以模拟细

菌或病毒特征，但又

去除了其致病性“硬

核”的疫苗。将其注

射到人体中，让人体

免疫系统误以为大敌当前，展开战备动员，并且牢牢

记住这种细菌或病毒的面目，下次如果真正的敌人来

袭，免疫系统就可以立即激活，并全力投入战斗。

我们也可以将其理解为疫苗对免疫系统喊了一

声“狼来了”，免疫系统开始筹备弹药，下次狼真的来

了，免疫系统就可以马上给予充分回击。（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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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眼科医师协会主席、医学博士伊戈

尔·阿兹纳乌里扬领导的科研小组，开发出可使

不同类别的眼疾患者恢复立体

视觉的“电子眼镜”。更重要的

是这种“电子眼镜”能够帮助有

先天缺陷的儿童恢复立体视力。

先天性及后天因受伤、甲状

腺疾病等病变导致的视力受损、

甚至双目失明病例并不罕见。

据伊戈尔·阿兹纳乌里扬的估

计，在俄罗斯，有5%的儿童患有眼球运动障碍，

他们患有立体视觉疾病，也就是说，他们看到的

世界是平面的，就像是图片。如果这种视力疾

病是先天的，那就会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无法从

事许多职业，比如司机、飞行员、珠宝师等等。

伊戈尔·阿兹纳乌里扬在解释“电子眼镜”

的工作机理时称，“电子眼镜”能够刺激大脑神

经元，激发双眼视光感反射恢复，也就是使视轴

对准在目标上。他还说，一天

戴1个小时这样的眼镜，治疗1

个月至6个月就可以恢复视力，

研发人员相信，疗效可达95％。

俄罗斯“5-100 计划”项目

院校、托木斯克理工大学化学

与生物医学技术研究院教授

康斯坦丁·布拉佐夫斯基表

示，将“电子眼镜”引入临床实践可大幅提高眼

科矫正。因为，这种技术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无

需手术干预，利用大脑自身资源就可以恢复立

体视觉。

据悉，“电子眼镜”已通过临床测试阶段，目

前正在准备批量生产。 （人民网）

俄开发出可恢复立体视觉的“电子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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