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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辰院士谈抗疫新阶段关键任务

核酸与血清抗体流行病学调查
“ 如 果 说 方 舱 医 院

是当时关键时刻的关键之

举，那么开展核酸与血清

抗体流行病学调查就是当

前的一项关键任务，急需

落实。”日前，中国工程

院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

院北京协和医学院院校长

王 辰 院 士 围 绕“ 疫 情 形

势”“下一步重点工作”

等焦点问题接受了新华社

专访。他表示，虽然当前

疫情形势已有明显好转，

但新的阶段仍不可松劲，

必须要有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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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辰：目前，我的主

要工作逐渐转向了危重

患者救治。在当前的疫

情阶段，危重患者救治、

核酸与血清抗体流行病

学调查和科研攻关应该

是我的三大重点工作，

其中，做好核酸与血清

抗体流行病学调查，是

为今后实现科学防控必

须完成的极为紧迫的关

键任务。

王辰：新冠病毒当前有

强的传染性和相对较强的致

病性，今后，在人体这一新

宿主中会有一个时期变异得

比较明显以适应新的宿主环

境，在形成相对稳态之前，

往往表现出多种情况。

现在来看，新冠病毒的

全球大流行在趋势上已经看

得很清楚。我国采取了严厉

的社会管控措施，有些国家

没有这样的条件和力度。我

国现在既有内部产生病例的

压力，下一步很严峻的就是

面临着外部输入的压力。对

此，要预先考虑、谋划好防

止输入的有效、适用措施。

从历史上看，造成人

类最大减员的原因就是疾

病，尤其是疫情。疫病是

关乎社会稳定、国家安全

的突出问题，是一定要重

视的。所以，在这次疫情

中和今后疫情过了以后，

一定要认真反思怎样能够

将公共卫生安全体系、突

发公共卫生应急体系考虑、

设计、建设得更加周全一

些。其中，一定要树立一

个基本意识并切实体现于

行动的，就是对付传染病

最关键的是公开透明，不

能搞“鸵鸟政策”。“脓包”

不及时切开，就会发展成

“败血症”。

此外，今后如何促进

临床和预防体系的融合而

不是愈加分离是另一个重

大的方向性问题。深入思

考，充分汲取经验教训，

把握好正确的方向才是国

家民族之福。

日前，新冠肺炎疫

情在全球多国流行，有

的国家已借鉴了方舱医

院模式，例如出现了“韩

版方舱医院”“意大利

版方舱医院”。对此，

王辰表示，方舱庇护医

院可以作为成熟有用的

经验，运用到今后大的

疫情防控之中。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

球已具备大流行特征，

世界各国在对疫情的应

对中可以借鉴这个经验。

“我们奔赴伊，朗、伊拉克、

意大利等国际应急援助

的专家团队，已向当地

提出了建设启用方舱医

院的建议，这是一个适

用有效的中国方案。”

核酸与血清抗体流行病学调查是当前关键任务

要预先考虑“防止输入”的有效措施

世界开始借鉴方舱医院模式

问：您现在的工作重心是什么？

问：如何看待疫情发展的趋势？有哪些感悟？

文 / 新华社记者张旭东、林晖

图 / 新华社记者肖艺九
王辰  院士

《上海市 2019 冠状病毒病综合救治专家共识》发布

新冠肺炎“上海方案”三大突破
▲上海市新型冠状病毒病临床救治专家组

近日举办的上海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新闻发布

会上，上海市卫健委表示，《上海市 2019 冠状病毒病综

合救治专家共识》（“上海方案”）在阻止轻中度患者

向重症发展、提高重症和危重症患者救治成功率方面，“上

海方案”有三方面的突破：一是在临床思维上，形成了

分类治疗、精准治疗、系统治疗的理念。二是在治疗方

法上，突显了多学科融合的序贯支持治疗。三是在标本

兼治上，形成了中西医结合独特模式。

病原学及流行病学特征

分类救治方案

COVID-19 患 者 及 无

症状感染者均可传播 2019-

nCoV。经呼吸道飞沫传播

是主要传播途径，亦可通过

接触传播。在局限的封闭空

间内，还有气溶胶传播的风

险。COVID-19 患 者 的 粪

便、尿液和血液中可检测到

2019-nCoV；部分患者在呼

吸道标本病原核酸检测阴

性后，其粪便病原核酸检测

仍可阳性。人群普遍易感。

儿童及婴幼儿也有发病，但

病情较轻。

抗病毒治疗 可试用硫

酸羟氯喹或磷酸氯喹、阿

比多尔口服，干扰素雾化

吸入，首选干扰素 κ，也

可以应用干扰素 α。不建

议同时使用 3 种或以上抗

病毒药物。所有抗病毒治

疗药物疗效有待进一步临

床研究来评估。

轻型和普通型患者的

治疗 需加强支持治疗，保

证充分热量；注意水、电

解质平衡，维持内环境稳

定；密切监测患者生命体

征和指氧饱和度等。及时

给予有效氧疗措施。原则

上不使用抗菌药物和糖皮

质激素。需密切观察患者

病情变化，若病情出现显

著进展并有转为重型风险

时，建议采取综合措施阻

止疾病进展为重型，可酌

情谨慎使用低剂量短程糖

皮质激素。

重症与危重症患者的

脏器功能支持治疗 循 环

功能的保护与维持：实施

早期积极的控制性补液原

则。推荐入院后尽快评估

有 效 容 量 和 启 动 液 体 治

疗。重型患者可根据条件

选用静脉途径或经结肠途

径进行液体复苏。补充的

液体首选乳酸林格液。推

荐重型、危重型患者使用

保护心脏的药物，尽量避

免使用对心脏有抑制作用

的镇静药物。对于窦性心

动过缓患者，可使用异丙

肾上腺素。

中西医结合救治方案 

中西医结合救治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能提高协同疗效。

对于成人患者，通过中医

药辨证施治可改善病情。

问：为什么这一流行病学调查是当前关键任务？

王辰：目前我们对新

冠病毒的传播与致病规

律还远未深入掌握，而核

酸与血清抗体流行病学

调查是把握这一疾病流

行规律的最关键科学证

据，是对进一步防控措施

作出科学决策的最重要

依据。

当前，就总体而言，

我国本轮疫情流行高峰

已经过去，此时须及时、

立即调查以武汉为代表

的疫情严重地区和其他

代表性地区的人群中核

酸与血清抗体的基线情

况，今后动态把握。方舱

医院的创新举措可转化

为国家常态备急方案。

这一调查无比重要，

将对防控方略、措施是否

专业产生直接影响。现在

时间已经很紧，不能再耽

误，再晚启动就失去了

对当前基线水平的评估意

义。一旦人群开始流动、

复工复产复学之后，情况

就会发生变化，难以前后

对比，而这种对比对于判

断疫情走向至为重要。

尊 重 科 学， 尊 重 专

业性，这是当前和今后我

们在疫情防控中必须加强

的基本态度。在此，我呼

吁，要形成社会共识：抗

体流行病学调查对个体和

家庭、单位、社会都是件

大好事，大家应该积极配

合和推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