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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没有到抗疫一线，但中国针灸
学会会长、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主席、
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刘保延教
授几乎每天都会借助互联网，远程协助
前方开展抗疫工作。

记者通过视频连线对刘保延采访
时，他正在部署实施远程协助湖北、湖
南两地的艾灸项目。他告诉记者，在新
冠肺炎疫情的治疗中，中医药得到广泛
使用。以针灸为例，由于新冠肺炎患者

很多都是寒湿体质，艾灸通过温热穴
位，具有温阳散寒、通经活络等作用，可
以有效提升新冠肺炎患者的免疫力。

同时，在中国科学院院士仝小林的
带领下，中国中医科学院数据中心、医
药企业、社区医生、志愿者等多方联动，
开展了新冠肺炎中医药线上医疗活动。

“目前，参与线上医疗活动的医护
志愿者有320人，这些志愿者可以通过
网络与患者进行沟通，能够及时有效地

向患者提供帮助。”刘保延说，采用“互
联网+”模式，能够发挥更多后方专家
的作用。尤其是患者比较集中的情况
下，采用“互联网+”的方式，可以实现
每个患者都能得到后方中医医护人员
的指导。目前,已经有数千名患者加
入，收集病例日志近万份。

“刚看了下后台，有志愿者一天给
患者打了200多次电话。”刘保延说，新
冠肺炎作为乙类传染病，甲类传染病管
理，采用线上问诊模式，不仅能够有效
避免病毒传播，还能给予患者一定的心
理治疗，“患者的心态很重要，当有人关
注他，给他解答问题时，对他们而言是
很好的心理安慰，有助战胜疾病。”

97岁高龄的新冠肺炎患者付桂英
老人，几天前在医护人员的陪同下走
出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协和医院。疫情
发生以来，华中科技大学与一些企业
针对重症患者展开联合科技攻关，研
发出CT影像量化分析系统，把检测
时间从过去的半小时缩短到几秒钟。

武汉协和医院放射科主任郑传胜
说：“在新冠肺炎患者诊疗期间，科学
的力量让治疗更高效、更精准。”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广大医护
工作者、科研工作者、社区工作者，不

蛮干、不迷信、不盲从，从控制传染源、
救治被传染者，到切断传播途径、保护
易感人群，以科学态度、科学方法、科
学的精神指导疫情防控和临床实践，
有效控制了疫情的蔓延。

遵循科学规律

“医疗救治急不得，要用科学方法
避免恐慌。”在武汉，很多医护人员说
过这样的话。他们中，有临床治疗的
专家，有隔离点检测的护士，也有科研
院所的工作人员。正是临床、科研、防
控领域的不同人员协同参与，一系列
科研成果迅速在疫情防控第一线投入
应用。

2月19日，一份CT检查结果让武
汉市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的治疗团队
倍感振奋。一名新冠肺炎患者接受血
浆疗法治疗后，胸闷呼吸困难等症状
有了明显好转。“这一突破，确实不
易。”武汉市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副院
长刘本德说，血浆疗法属于新冠肺炎
治疗的全新课题，属于应急科技攻关
项目。

目前，还没有针对新冠肺炎的特
效药，因此科学防控尤为重要。在疫
情暴发之初，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呼吸
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程真顺第一时间
制作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
疗方案（试行）》，并呼吁进行全员培

训。截至目前，该医院呼吸与危重症
医学科仍保持着全市“零感染”的纪
录。

3月8日，湖北省蕲春县人民医院
最后一名新冠肺炎患者治愈出院。初
进医院时，他胸口疼痛，气喘胸闷、不
能侧卧，“吃了几天中药，这些症状都
消失了”。

科技部生物中心副主任孙燕荣表
示，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在临床救治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武汉地区
和湖北全省应用中医药进行救治的患
者已经超过90%。

找到科学答案

疫情发生后，高等院校、科研院
所和科创企业发挥优势，在抓生产、
保供给的同时，紧急开发新技术、新
产品。

科技部批复支持的5种疫苗在紧
锣密鼓地进行，部分疫苗预计在4月份
开始临床或应急使用。科技部社会发
展科技司司长吴远彬说，目前已经有
14个检测产品获批并应用于临床，抗
体和核酸两类检测试剂互相补充，进
一步提高了检出率。

在核酸检测方面，最新审批上市
的试剂盒基于恒温扩增芯片技术，一
次能快速检测6种呼吸道病毒。中国
工程院院士程京说，相比之前的检测，

新技术大大缩短了检测时间。
此外，湖北省基于省技术创新重

大项目研究成果，由武汉烽火众智数
字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开发出疫情联防
联控信息管理系统——“视频大数据
AI”解决方案。武汉烽火众智相关负
责人颜剑雄介绍，该系统运用新技术
能实现社区、医院、超市联防联控，已
应用于武汉市的火神山医院、雷神山
医院、26所方舱医院、29所定点医院、
63家发热门诊、132个隔离酒店等重
点区域。

科研战线也是战“疫”一线。“要最
大限度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必须
与科技‘牵手’，同时间赛跑，继续加大
科研攻关力度，尤其要尽快推动药物
和疫苗研发、探寻病毒源头等工作。”
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元元说。

共筑科学后盾

坚持不懈做好疫情防控关键靠社
区。3月6日，武汉市首批无疫情小区
（社区、村）公布，一些小区（村）持续零
感染14天以上进入名单。“新冠肺炎疫
情发生以来，我们小区始终保持着‘零
感染’，疑似病例和密切接触者数据均
是零。”武汉市青山区新沟桥街蒋家墩
社区党总支书记夏贵秀说，零感染的
秘诀是动员广大业主成为防疫政策宣
传员，社区防疫知识、流程、禁忌在普

通群众中“入脑入心”，谁也不会“出昏
招”。

在孝感，早就成立的全市科学防
控工作领导小组，目前已面向社会发
布科学防控信息1.2万余条，向全市药
企、医院征集抗疫关键技术需求48条，
组织申报省级重大科技专项6个。

在荆州，科技部门工作人员搭建
科研信息共享平台，制定《全市胸科医
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常
规》并支持荆州市中医院“探讨中药清
瘟化浊方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
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等项目纳入科研
课题立项项目库。

自武汉关闭离汉通道至今，江夏
区五里界街李家店村实现连续50天

“无疫情”。“农村防疫更要讲门道、讲
科学。我们村有17个村民小组，两人
一班，白夜班轮值，24小时封闭管理。
每天来下沉的党员干部要把私家车停
村口，我每天走湾串户，上门为村民测
体温。”村里的村医鲁良珍说。

科学防疫是一项系统工程，是一
场全民工程，也是一场智慧工程。正
因为有了广大科研工作者的科技攻关
力度，有了相关部门实事求是的科学
态度，有了人民群众科学理性的社会
心态，我们打赢这场阻击战才有了信
心，有了武器，有了策略。让科学防治
贯穿疫情防控全过程，为我们取得最
后的胜利提供坚强保障。

图① 山东省滕州市志
愿者对滕州市交运公司所属
营运的 1026 辆公交车、校
车、大巴、出租车等客运车辆
进行防疫消毒。

宋海存摄（中经视觉）
图② 武汉大学中南医

院重症隔离病房的医护人员
对病人进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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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③ 3 月 10 日，武昌
方舱医院最后一批痊愈病人
共49人出舱。随后，舱内进
行全面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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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13日上午，武汉地标性建筑
——武汉客厅不复往日的繁忙紧张，这
座武汉最大方舱医院已于日前“休舱”。

运行31天，武汉客厅方舱医院共
收治病人1815名，治愈患者868人，实
现了患者零死亡、医护人员零感染、安
全生产零事故、进驻人员零投诉、治愈
人员零复发，打造了生命方舱、安全方
舱、和谐方舱，成为疫情高峰期开放床
位多、收治患者多、运转效率高的“生命
方舟”。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经科学研
判，疫情防控从解决“三急”破题：源头
防控之急、医疗救治之急、药物研发之

急。2月3日，中央指导组决定设立方
舱医院。当晚，武汉客厅等三所共
4300张床位的“方舱医院”开建。在短
时间内，方舱医院扭转了武汉“内防扩
散”的整体大局，为“应收尽收”创造
条件。

武汉客厅常年举办会展、文艺演出
等活动。这一次，它收治大量患者，成
为寄托希望与安慰的“生命方舟”，被誉
为“武汉人民真正的客厅”。

武汉客厅方舱医院由武汉大学中
南医院接管，来自全国各地的15支医
疗支援团队进驻，配置了P3移动实验
室、移动CT等高科技装备，使方舱医院

的技术和救治能力比肩正规大型医院。
武汉客厅方舱医院内，浓郁的烟火

气最抚病人心。医生与患者一起跳广
场舞、高三学生奋战高考、生日会上的
真情流露、铿锵有力的诗歌朗诵、“信心
树”上一句句感人肺腑的留言……一个
个令人感动的画面，让患者看到了希
望，坚定了信心，他们互相鼓励，用守望
相助抵御病魔。

“一日一方舱”，武汉平均每4个患
者就有一人入住……这一个多月，方舱
医院完成了“史诗级”的救援任务，并成
功帮武汉扭转了战局。

在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医学科
学院院长王辰看来，像这种能够迅速提
供大容量收治，短时间、低成本建设起
来的方舱医院，在将来设计国家应急体
系乃至世界应急体系时，都有一定借鉴
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