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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

持续，一些消毒举措不断“升

级加码”。这样看似“贴心”的

消毒是否行之有效？我们该

如何科学消毒，防患于未然？

针对大家关心的生活环境消

毒问题，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

冯录召提醒：“消毒不宜过度，

还是要按照规范来做，并且要

注意潜在风险。”

专家答疑解惑

科学消毒，这些事项要注意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沈 慧

金融科技显威力

拓展应用场景

助力联防联控
本报记者 钱箐旎

盲目消毒不可取
□ 舒 云

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对付新
冠病毒，认清“敌人”刻不容缓。

“根据对SARS和MERS等冠状病毒的
理化特性研究可以得知，新冠病毒对紫外线
和热敏感，56℃30分钟、乙醚、75%乙醇（酒
精）、含氯消毒剂、过氧乙酸和氯仿等脂溶
剂，均可有效灭活病毒。”中国科学院微生物
研究所研究员陶勇说。

摸清了“敌人”的“弱点”，消毒成为科学
防控新冠病毒的一个重要手段。目前，市面
上见到的酒精就是常用消毒用品之一。陶
勇介绍，酒精是一种广泛用于临床的消毒
剂，一般场合均可使用。但鉴于酒精消杀依
赖于高浓度乙醇，只能用于体外消杀。而大
面积消杀常用含氯消毒剂，如84消毒液等。

含氯消毒剂是指溶于水产生具有灭杀
微生物活性的次氯酸消毒剂，其灭杀微生物
有效成分常以有效氯表示。这类消毒剂包
括无机氯化合物，如84消毒液、次氯酸钙、
氯化磷酸三钠等；有机氯化合物，如二氯异
氰尿酸钠、三氯异氰尿酸、氯铵T等。

过度消毒现象频现

“消毒是切断传播途径、控制传染病流
行的重要手段，但是不宜过度。”陶勇表示。

随着市民防疫意识增强，近期在一些
地方陆续出现了过度消毒现象。前不久突
然走红的“消毒小屋”即是个代表。什么
是过度消毒？疾控中心有关专家解释，这
是指在很少受到病原体污染的、没必要消
毒的地方反复消毒，或是坚持使用某种不
起作用的消毒方法，其最大特点即“没有
必要”。

那么，什么情况下不需要消毒？2月15
日，在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
星火如是回应：根据新冠病毒传播的特点，
不需要对室外的地面、绿植、空气等实施消
毒。对于很少用手触及的室外场所及物品，
如地面、绿植、墙面等，没有明确受到呕吐
物、分泌物、排泄物污染，不需要消毒。社
区、单位不需要对进入社区内或单位内的人
员、汽车、自行车等实施人体、车体消毒。

“面对过度消杀的现象，我们要理性地
从专业和科学的角度及时纠偏。按照规范
来做，并且要注意潜在风险。”陶勇说。

过度使用存在风险

或许有人不以为然，“消消毒，过了也
没啥大事”。对此，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

所副研究员林白雪提醒：“过度消毒不仅起
不到相应作用，还会对人畜及环境造成危
害和污染，甚至还存在无法定量评估的潜
在风险。”

林白雪以含氯消毒剂的过量使用举例
介绍，含氯消毒剂的有效成分是次氯酸，具
有一定的氧化性、腐蚀性以及致敏性，过量
或长期接触可能会致人体灼伤，甚至有可能
引起中毒；与其他物质混用，有可能发生化
学反应引起中毒。而且，消毒剂对物品有腐
蚀作用，特别是对金属腐蚀性很强，如果长
时间直接与人体接触，对人的皮肤和黏膜有
较大的刺激，会产生轻微疼痛感。

不仅如此，含氯消毒剂如84消毒液等，
暴露在空气中易挥发出氯气，这是一种有毒
气体，主要通过呼吸道侵入人体并溶解在黏
膜所含的水分里，生成次氯酸和盐酸，对上
呼吸道黏膜造成有害影响。1升空气中最多
可允许含氯气0.001毫克，否则会引起人体

中毒。此外，84消毒液使用后会残留在空气
中不挥发，污染水源或餐具，增加了致癌、致
畸、致基因突变的危险，会对人体造成相当
大的危害。

“消毒剂过度使用对人体造成的伤害可
能是无法弥补的。”林白雪表示。

这只是问题的冰山一角。林白雪表示，
对道路、绿化等环境大面积消毒，会使消毒
剂渗透到地下污染水源，或残留在土壤中，
对于微生物和其他生物具有潜在危险。残
存在城市表面的消毒剂如果随着雨水进入
河流，则会对环境造成更为长期的影响。

如何科学消毒

究竟应该怎样合理消毒？
庞星火介绍，新冠病毒的主要传播途径

为飞沫传播、接触传播。这意味着，新冠病

毒集中出现在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飞沫能
够到达的区域，通常在1米范围内；以及手
经常接触的部位，如扶手、座椅、门把手、电
梯轿厢、按钮、扶梯、办公桌面、公用电话、车
的把手、方向盘等细节处，或病人停留过的
室内环境、电梯等。瞄准病毒经常“光顾”的
部位和地点做消毒，才有意义。

很多人会心存疑问：出门一趟，回家要
不要对着鞋子、衣物大面积消毒？

“鞋子更安全，接触到飞沫的机会更
少。回家之后，把鞋子放在门厅就可以；如
果触碰，洗手即可。”庞星火表示，从传染疾
病的角度来看，在人流密集的场所，比如会
议室、宾馆、超市等，如果没有确诊患者，以
加强清洁为主；对于手能够接触到的部位要
进行消毒，其他部位清洁即可。

“面对疫情，我们应科学、适度消毒，避
免残留的消毒剂对人和环境造成危害。”林
白雪呼吁。

近日，一则有关消毒的消息在网上广为
流传：某市某小区搭建了一个消毒棚，居民
进入小区前，要先到消毒棚中全身喷洒消毒
剂——据说这是从养殖业获得的灵感。

面对当下严峻的新冠肺炎疫情形势，打
好防疫阻击战，“消杀灭”是不可或缺的一
环，在医院等特殊场所实行例行的消杀十分
必要。不过，搭建“消毒屋”这样的举措，初
衷虽好，让很多人“看着很放心”，却缺乏科
学依据，不仅浪费人力物力，反而容易埋下
安全隐患。

日前就有专家提醒，“消杀灭”具有很
强的专业性，需遵循科学方法。比如，人

和物需分开消毒，消毒剂不能直接喷人。
专家还特别提醒，倘若在“消毒屋”这个密
闭的空间里出现了新冠病毒等病原体，而这
种消毒模式又不能及时将其杀灭，那么一些

“消毒棚”很可能会成为病毒的集散地，成为
一个“毒棚”。

让人担忧的是，在一些城市、农村，类似
的场景屡见不鲜：一些工作人员手持消毒装
置，对着路面、绿化带等全方位“扫射”。面
对不断攀升的确诊数字，将病毒扼杀在“摇
篮”中，我们需要全民行动，严防死守，但这
样“大动干戈”的盲目消毒属于过度消毒，得
不偿失。

经过一段时间努力，我们已经大致摸清
了新冠病毒的一些“脾性”。现有研究表明，
新冠病毒在室外空气、各类表面存在的几率
很低，只有当出现病人及潜在感染者时，或
者因人群密集性活动风险增加时，才需要
消毒。

科学防疫，人人有责。在防疫进入攻
坚阶段的当下，消毒仍是切断传播途径、
控制传染病流行的一个重要手段。不过凡
事过犹不及，消毒同时我们还需严格遵循
相关规范，科学、合理消毒，以免操作不
当，由此带来不必要的心理恐慌和其他潜
在风险。

不识字能通过手机办银行业务吗？不出门能在线融资在
线提现吗？“AI村医”又是怎么回事……带着这些问题，经济
日报记者联系了多家银行，一探究竟。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出门不便，这给习惯了线下办理业务
的人带来不少难题。为此，疫情期间，台州银行发挥手机银行
APP——台行移动营业厅24小时“视频柜员”的线上服务优
势，引导客户线上渠道办理业务。

据悉，台行移动营业厅是一款基于最新移动互联网技术
开发的手机客户端，智能、灵巧、便捷。其最大特色是设置了
专属的客户经理、在线客服、“视频柜员”服务。其中，24小时

“视频柜员”服务可以在线帮助客户办理转账、挂失、咨询、贷
款申请等非现金业务。客户只要点击“视频柜员”功能，就能
与“视频柜员”远程“面对面”，足不出户享受到与银行网点柜
台一样的便捷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客户不识字，上述“视频柜员”服务也
能解决线上金融需求，大大降低了传统手机银行的使用门槛，
为广大中老年、农民等使用电子银行有困难的群体带来切实
便利。

战“疫”期间的金融科技当然不只如此。2019年底，建行
广东省分行率先探索“裕农通+AI（人工智能）村医”模式。他
们与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合作，依托AI医生平台，嵌入建行
的裕农通服务功能，在广东省2277个村级卫生站中推广。在
这次战“疫”中，“AI村医”让乡村医生变成“行走的银行”，实
现了金融服务进村入户，也为阻止疫情向乡村蔓延提供了
支撑。

记者了解到，“裕农通+AI村医”的最大特点是让村医实
现了组织化。以建行广东清远分行为例，他们将全辖100多
位裕农通村医业主拉到统一微信群，每天及时通报清远地区
抗“疫”情况，畅顺了防控信息、实现了联防联治。同时，建行
各地市裕农通负责团队与村医建立了工作联动，为村医提供
抗“疫”物资援助。

值得一提的是，在当前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各地均实行
网格化管理，争取对涉疫情人员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
离、早诊断、早治疗”。为此，江西省各级学校均实行在校学生
健康信息报告制度。为做好服务，提高学校的统计效率，建设
银行对建融慧学校园E码通小程序紧急升级，上线了“校园E
码通”小程序的“校园自查上报”功能，用金融科技的力量解决
高校每日学生健康信息上报统计的难题。

该功能植入建行开发的“校园E码通”小程序中，方便学
生填写，能够统计学生寒假春节期间的去向、出现的症状、目
前状态、是否与疫情高发地人员有密切接触等信息。校方通
过该功能可以快速完成各院系和各班级的学生情况统计，提
高了工作效率，赢得了与疫情赛跑的时间。

同样，为减少线下服务的传染风险，浦发银行也加大了科
技支撑，引导线上办公，为小微企业提供在线融资、在线贴现、
在线银税贷、在线提款等服务。其中，“在线融资”涵盖在线申
请、在线审批、在线放款、在线还款等全流程。“在线贴现”可实
现自助询价、秒速自动审批、资金极速入账，并提供优惠价格
和到期短信自动提醒等服务。客户通过便捷的浦发“公司金
融”微信公众号进行涉税数据授权后，即可申请纯信用贷款，
系统自动审批，推送纯信用贷款额度。对于在浦发银行有授
信额度的小微企业，可登录浦发网银在线提款。

新冠肺炎疫情正敲打着每个人的神
经。面对这个来势汹汹的“敌人”，新药开发
需要多久？同属“冠状病毒家族”，治疗
SARS 的药物对于新型冠状病毒是否有
效？公众又该如何防范？经济日报记者就
此采访了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GHDDI）
主任、清华大学药学院院长丁胜。

“开发药物有其客观时间规律，一般需
要5至10年。”丁胜建议，如果条件允许，
大家可以注射流感疫苗。“因为时下正是流
感季，虽不能直接抵御新型冠状病毒，但
可以降低医院负担，对自己的身体也是一
种保护。”

谈及治疗药物，丁胜介绍，当前针对新
型冠状病毒的药物研发主要包括“老药新
用”“疫苗研发”“抗体分离提取”3个方向。
其中，“老药新用”是从已经过临床试验的药
物中，筛选出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的药物，这
个方向的研发速度是最快的。

因为新冠病毒和SARS、MERS（中东
呼吸综合征）一样均属“冠状病毒家族”，用
于后两者的药物自然被寄予厚望。“从现有
资源来看，我们并不能确定用于SARS和
MERS的药物是否能有效作用于此次病毒
疫情。”丁胜称。

他解释说，SARS、MERS和新型冠状

病毒都有一个与艾滋病毒相似的蛋白酶靶
点，所以目前讨论比较多与可靠性较高的两
类已知药物，一个是针对艾滋病病毒HIV蛋
白酶的抑制药物，另一个则是针对埃博拉病
毒的一款新型核苷类似物抗病毒药。

“这两种药物可能会对新型冠状病毒的
两个不同靶点有作用，其中针对埃博拉病毒
的药物基于体外实验、动物模型等各方面来
看，比HIV药物的可能性会大一些。但是否
真的对于治疗新型冠状病毒有效，还需要进
一步验证。”丁胜表示。

“打开围墙”，加速新药研发。全球健康
药物研发中心近日宣布，会同清华大学药学

院向全社会科研人员免费开放药物研发资
源，助力攻克新型冠状病毒。此次免费开放
的平台包括高通量药物筛选平台和多个化
合物分子库、计算化学和药物虚拟筛选平
台等。

“GHDDI人工智能药物研发和大数据
平台，将针对SARS/MERS等冠状病毒的
历史药物研发实行数据挖掘与集成，开放相
关临床前和临床数据资源，并针对新型冠状
病毒‘老药新用’预测结果及新型冠状病毒
最新科研动态，实时向科学界和公众公布，
为新型冠状病毒科学研究提供重要数据支
撑。”丁胜说。

治SARS的药能“对付”新型冠状病毒吗？
本报记者 沈 慧

“科技＋”助力深圳疫情防控。在广东G94高速深圳观澜
收费处，悬挂有申报二维码的无人机在候检的车辆间飞行。

（新华社发）

在湖南长沙经开区东方智造港内，行深智能科技有限公
司用配送机器人为复工企业提供免费送餐服务。每次配送任
务完成后，工作人员会为配送机器人消毒。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