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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40岁左右，要求上白班，双
休，工资面议。电话：18103378165招聘保姆

从源头扼住病毒咽喉，是中
国常态化防控取得显著成效的
一个关键环节。但在奥密克戎成
为主要流行株后，局部暴发的疫
情“源头”往往难寻。除了人以
外，多起案例也提示了物传播的
风险。

过去两年内，在中国本土无
病例情况下，防控一直遵守“人
物同防”，特别是对于已被证实
可携带新冠病毒的冷链物品，中
国采取了严格的消杀防控措施。
但奥密克戎入境后，之后的北京

“国际邮件”、珠海“假牙”、杭州
“进口设备”等案例，提示入境的
普通物体可能潜在风险。

“物传人”难脱嫌疑

除冷链食品外，普通物品或
许也可携带病毒，并引发新冠病
毒传播。虽然这一观点尚受争
议，但在中国，的确有普通物品
引发本地新冠病毒传播的嫌疑。

中疾控的一项研究显示，今
年年初，珠海发生的奥密克戎本
土聚集性传播案例或由欧美进
口假牙引起。该研究称，自 2020
年 2月 4日以来，珠海没有本地
新冠病例，而珠海这起疫情中的
第一例感染者在发病前一个月
内从未离开珠海。她所在的公司
主要承接国外义齿（即假牙）、牙
模的定制生产，在 2022年 1月 1
日至 11日间，她曾间或在没有
防护（不戴口罩和手套）的情况
下在收货区帮忙提货。后经环境
采样，该公司检测出 6份阳性样
本，其中 5份阳性样本来自感染
者的工作区，1份阳性样本来自

一楼进口模具包装的内部。
不仅是珠海，今年以来，北

京、杭州、温州、青岛、深圳等多
地在流调溯源时发现，确诊病例
与核酸检测为阳性的境外物品
存在接触。其中，3 月初杭州上
城的一名确诊病例存在销售韩
国进口服装的情况，毒株与国外
上传序列高度同源。

“人物同防”是中国“动态清
零”政策下的关键一环，但与“人
传人”的常态化防控相比，“物传
人”的防控策略仍处于探索阶
段。

“如果境外物体可携带病毒
并导致感染人，那么当前本土奥
密克戎病毒也会通过物体进行
传播，使得疫情传播路径更隐
匿。在一些感染病例比较多的地
区，这种存在的可能性更大，几
率也更高。所以，我们单纯防人，
已经做不到清零，本土物体的防
控远比境外输入的物品难的多，
量也大的多。”上述专家表示。

比如吉林，仍有管控区域外
的病例发现。这些病例到底是人

传播还是物体传播？目前并不清
楚。

奥密克戎在物体
表面存活更久

国内外多项学术研究也表
明，奥密克戎可在多种物体表面

“带毒传播”时间更长。
所谓“带毒传播”，即物体表

面的病毒具有活性，人在接触时
有感染风险。并非所有新冠核酸
检测为阳性的物品均具有传染
性。

今年年初，北京海淀区一名
职员疑似因接触过表面有阳性
病毒的国际邮件确诊新冠肺炎。
随后，其母亲及一名同事也相继
确诊。北京市海淀区疾控中心负
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该
病例接触了来自加拿大多伦多
的邮件，在检测过程中，邮件检
测出的病毒量和存活时间都超
出了预期。

日本京都府立医科大学在

今年年初发布的一项实验室研
究显示，奥密克戎变异株可以在
塑料表面存活 193.5小时，相当
于8天，接近原始毒株（56小时）
和德尔塔（59.3小时）的 4倍，在
人体皮肤模型上，奥密克戎变异
株具备传染能力的时间也最长。

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近
日发布的一项实验室研究成果
同样证实了奥密克戎在物体表
面存活更久。该研究称，在面巾
纸、打印纸等凹凸不平的物体表
面上，奥密克戎可带毒传播 30
分钟，而原始毒株则会在 5分钟
至 15分钟后失去传播能力；在
玻璃、塑料、不锈钢等光滑表面
上，奥密克戎变异株可带毒传播
7天，而原始毒株在第二天传播
能力就会大幅减弱。

对于奥密克戎是否增强了
“物传人”的风险，深圳市第三人
民医院院长、深圳疫情防控公共
卫生专家组组长、国家卫健委疾
病预防控制专家委员会委员卢
洪洲表示，他正在牵头由深圳科
创委立项的一项研究，旨在填补
多种场景下，奥密克戎传播力方
面研究的科研短板。

“由于‘物传人’需要满足的
条件因素很多，所以我们还会对
动物进行模拟实验，并结合深圳
三院等多家医院住院病例，摸清
在不同环境和场景中，‘物传人’
接触性传播的风险点。”卢洪洲
称。

应对进行时

针对境外物品携带病毒入
境的风险点，加强口岸筛查成为

“早发现”的重要抓手。此前国务
院联防联控机制曾多次发布文
件，要求各口岸对进口邮件和货
物进行全面消毒，希望在关口拦
截被污染的物品。近期以来，上
海、深圳、青岛等多个口岸城市，
纷纷进一步加强了对各行业企
业、机构和人员的境外输入物品
疫情防控工作。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
授姜庆五在接受采访时称，当
前，国内“外防输入”这道防线已
经筑得相当扎实了，但基于多地
疫情防控压力大，而主要流行株
传播力强、传播速度快等阶段性
因素，还应在避免疏漏的基础
上，强化防控。

在 3月 22日的国务院联防
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中国
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
尊友表示，在过去两年多的新
冠防控中发现，新冠病毒可能
通过“物传人”的方式进行传
播，但不是疫情的主要传播方
式。

吴尊友表示，通过洗手可以
简单有效地切断这一途径。保持
手的清洁卫生可以有效降低新
冠病毒感染的风险。日常工作和
生活中，人的手接触到被细菌或
病毒污染的物品，如果不能及时
正确洗手，手上的细菌或病毒可
以通过手触摸口、眼、鼻等进入
人体。呼吸道传染病主要是通过
近距离飞沫传播，也可以通过手
接触污染物体表面造成传播。

“所以，在新冠肺炎预防中，我们
把手卫生作为一项重要个人防
护措施予以强调。”

据第一财经

今年的 3·15晚会曝光了翡
翠直播骗局，再次引发消费者对
直播带“祸”、电商售假的关注。
部分线上商家夸大宣传、虚假承
诺、编写“剧本”，甚至“理直气
壮”地知假售假。律师指出，这源
自商家售假成本低而消费者维
权成本高，建议平台进一步压实
责任、监管部门建立协同监管机
制。

近年来，直播带货发展迅
猛，在给消费者带来沉浸式购物
体验的同时，也存在不少乱象，
例如夸大宣传、虚假承诺、编写

“剧本”等，一些商家甚至知假售
假且“底气十足”。一旦消费者遭
遇假货，权益该如何保障？又该
如何引导直播带货这一新业态
健康发展？

商家售假无关价格

“明明在直播中说是纯银的
银碗、银筷子、银勺子、银元宝，
实物根本不是。”最近，哈尔滨市
民王先生在看直播时花了 205
元下单了一套银具，收货后发现
并非纯银。

王先生询问商家，客服给出
的解释是商品为镀银的合金，在
商品详情页面有介绍，却回避了
王先生对于“直播中为什么说是

纯银”的质疑，并反问道：“纯银
怎么可能是这个价格呢？”

记者搜索到王先生提供的
直播间账号，发现该账号主播已
将开播记录隐藏，直播历史回顾
不可见。

在电商直播平台，“主播感
恩回馈价”“灵魂砍价”等低价噱
头繁多。记者以“直播售假”为关
键词在消费者投诉平台上搜索
发现，不少消费者称假冒伪劣商
品成交价远低于市场价格，并吐
槽“便宜没好货”。

价高也并不意味着质优。此
前，南京警方捣毁利用直播带货

销售假冒某国际潮牌服饰的团
伙。该团伙利用消费者以价格高
低论真假的心理，将售价几十元
的服饰伪造成潮牌产品卖到几
百上千元，涉案金额近2亿元。

事实上，无论价格高低，消
费者都有可能掉入商家的售假
陷阱中。直播中，有的主播编造
具有煽动性的故事，诱导消费
者把下单当成“做善事”；有的
采用指向性的代号进行介绍，
把假冒商品说成是国际大牌的
别名；还有的使用“尾货”“转
销”等话术，暗示直播间的商品
是大牌正品。

“假一赔三，给你
四双有问题吗”

虚假宣传的背后，一些商家
知假售假。据媒体报道，有消费
者买鞋时询问是否为正品，得到
商家“假一赔三”的回答后下单，
收货时却发现商家寄来了四双
鞋。对此，商家“理直气壮”地表
示：“假一赔三，给你四双有问题
吗？”

“‘假一赔三给四双’，当然
有问题。”北京星竹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郝旭东律师说，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明确了对经营者欺诈
行为的惩罚性赔偿责任，这里的

“赔偿”指的是金额而非同样的
商品。在消费者看来，假一赔三
是保证正品的承诺，很有可能因
此决定购买，而商家却偷换概念
逃避责任。

对于商家为何“有底气”知
假售假，郝旭东认为，这源自商
家售假成本低和消费者维权成
本高的鲜明对比。

“一方面，商家售假本小利
大，以假充真、以次充好往往能
获取暴利，一些直播团队及带货
主播妄图‘赚快钱’，对产品质量
把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郝
旭东说，“另一方面，相对较高的
维权成本使得一些消费者不得

不放弃维权。”

司法解释明确直
播营销责任

3月 15日，《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网络消费纠纷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一）》施
行，针对网络消费纠纷案件中常
见的法律适用问题作出规定。

中国消费者协会专家委员
会委员朱巍分析，这一司法解
释明确网络直播营销民事责
任，引导新业态健康发展。一方
面，明确高于法定赔偿标准的
承诺应当遵守，经营者应承担
其工作人员在直播中虚假宣传
的赔偿责任，强化经营者诚信
经营意识；另一方面，规定直播
销售商品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
时，平台若无法提供直播间运
营者真实信息应履行先付责
任。

郝旭东建议，监管部门可尝
试整合建立协同监管机制，做到
精准、有效监管；平台应严格审
核商家资质，搭建渠道引导消费
者维权，及时处理平台内商家的
违法违规行为，着力净化网络购
物环境；消费者在增强消费理性
的同时要强化证据意识，积极维
权，避免吃“哑巴亏”。

据《工人日报》

多地本土疫情源头不明

奥密克戎“物传播”风险到底有多大？

部分线上商家夸大宣传、虚假承诺、编写“剧本”，甚至“理直气壮”地知假售假

他们为何有底气“假一赔三给四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