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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真面目
记中国科学院院士卞修武和他的“医生的医生”团队

“ 病 理 乃 医 学 之

本”，病理医生被誉为

“ 医 生 的 医 生”。100

多年前的东三省鼠疫大

流行，伍连德博士就是

通过遗体病理解剖证实

病因、发现传播途径而

最终消灭疫情的。2003

年 SARS 暴发，直到第一军医大学病理学家丁彦青教

授对 SARS 死者解剖后，才得到强有力的证据支持了

广东专家组提出的“非典病因是病毒，不是衣原体”

感染的科学论断，将抗击非典战役引入新的阶段。

面对更为诡异、累及多器官、损伤范围更大的

新冠病毒，如果没有对病因和病理改变的深入认识，

临床救治工作将面临巨大的挑战。

2020 年春节一过，中国病理学界唯一院士、中

国医师协会病理科医师分会会长、陆军军医大学全

军临床病理学研究所所长卞修武带领着他的“特种

团队”，积极参与到疫情防控战斗中。他们不但是

最早获得指定机构资质开始微创尸检（多脏器穿刺）

的团队，而且领衔完成了目前全球数量最多的新冠

肺炎系统尸检和病理诊断，取得了新冠肺炎病理学

研究的重要进展 , 得到国家领导人和军地前线指导组

专家的重视和肯定。

遗体病理解剖是全面

揭开新冠肺炎“真面目”

的最直接手段，是实现其

“最后诊断”的唯一途径。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全

国病理学工作者积极建言

献策，参与疫情防控战斗。

鉴于这一新发传染病的体

内器官病毒分布和病理改

变特征不明，可能严重影

响诊疗方案的完善和救治

水平的提高，卞修武院士

于 1 月份通过全国政协委

员“履职平台”等途径提

出开展新冠肺炎尸检工作

的建议方案，并被国家采

纳。国家卫健委 2 月 4 日

印发《关于规范开展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死亡

尸体解剖查验工作的通知》

以来，卞修武团队是首个

获得全国新冠肺炎尸检指

定机构资质（陆军军医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开展微

创尸检（多脏器穿刺）和

病理研究的团队（2 月 13

日第 1 例）。

为了给临床病理工作

者提供借鉴，卞修武院士

基于尸检工作的实践、病

理研究结果，牵头撰写了

“新冠肺炎病理变化”专

家共识，组织制定了《关

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防控期间病理科工作指导

意见（试行）》《冠状病

毒病 -19 死亡病例尸体解

剖查验操作指南（试行）》

等行业指南规范，主要结

果在《中华病理学杂志》

发表。上述指南规范和论

文被阅读量达 4 万余次。

2 月 8 日，卞修武院

士主动请缨，和一位擅长

穿刺工作的血管外科专家

到达武汉，成为军事医学

专家组成员。他克服重重

困难，通过从全国各地紧

急筹措，在移动手术方舱

基础上，在火神山医院建

了首个符合负压过滤的生

物安全尸检方舱和病理研

究室。“三天集成负压尸

检方舱”“两天建立红区

病理科”“两小时获批尸

检机构资质”，高效的工

作，使得尸检病理工作的

开展进入更加安全、正规

的快车道。

相关工作启动后，他

们 扩 大 了 病 理 学 解 剖 团

队。2 月 28 日， 陆 军 军

医大学姚小红副教授等 5

名病理骨干增援武汉。加

上地方单位（上海交通大

学瑞金医院王朝夫教授团

队和中国科技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吴海波副教授团队

等）增援力量，卞修武领

衔的新冠尸检病理武汉团

队骨干成员共 16 人（另

外 12 人同步远程在重庆

开展工作）。

他们一边完成尸检病

理诊断报告，一边开展病

理学研究，牵头组织制定

新冠肺炎尸检方案，形成

疫情期间全国病理科工作

指南等系列规范和共识。

截至 4 月 3 日，团队

共开展系统尸检 27 例和

微创尸检（穿刺）13 例，

总量达 40 例，在同期新

冠尸检中是全球病例最多

的国家。他们的工作有原

创 性 发 现， 包 括 新 冠 肺

炎与 SARS 病理特征的鉴

别、呼吸衰竭机制的新认

识与救治意义、新冠病毒

的全身分布与播散机制、

“炎症风暴”的病理基础、

某些肿瘤标志物升高的细

胞来源以及转阴患者肺部

病理与纤维化特点等。在

卞修武的手机屏保上，一

直保留着他们团队首次发

现和报道的肺内新冠病毒

的“真面目”。

卞修武院士带领的尸

检 病 理 团 队 经 过 深 入 细

致的病理学观测、诊断和

研究结果，新冠肺炎病理

改变以肺最为显著，主要

表现为病毒性肺炎特征，

包括肺泡渗出性炎、肺间

质 炎、 肺 泡 上 皮 细 胞 增

生、透明膜形成和病毒包

涵体，晚期形成肺肉质变

和间质纤维化。病变导致

的肺泡损害、渗出物和微

循 环 异 常 引 起 气 体 交 换

功能障碍，小气道黏膜上

皮 脱 落 和 黏 液 栓 形 成 导

致 气 道 阻 塞 而 影 响 通 气

功能，是呼吸功能衰竭的

重要病理基础。该病毒感

染还累及多个脏器病变，

特 别 是 淋 巴 造 血 损 害 和

免 疫 异 常 可 能 在 发 病 机

制中发挥重要作用。

基于上述脏器病理病

变 和 体 内 病 毒 分 布 观 测

结 果， 卞 修 武 作 为 组 长

牵 头 撰 写 和 制 定 了 新 冠

肺 炎 病 理 学 改 变 的 专 家

共识，并被全文纳入《新

型 冠 状 病 毒 肺 炎 诊 疗 方

案（ 试 行 第 七 版 ）》，

填 补 了 新 冠 肺 炎 诊 疗 规

范中病理学内容的空白，

并将向 WHO 推荐。

他们在火神山医院、

华 中 科 大 同 济 医 院 中 法

新 城 院 区（ 北京协和医

院 医 疗 队）、 金 银 潭 医

院 及 多 家 军 地 医 院， 通

过 视 频 讲 课 培 训、 临 床

病 理 讨 论 会 等 形 式， 把

病 理 结 果 共 享 给 临 床 专

家；在“央视新闻”（武

汉直播间） 发 布 和 解 读

了 新 冠 肺 炎 病 理 变 化 及

其 临 床 意 义， 为 临 床 医

护人员解惑释疑。 

这些工作受到广泛关

注，尸检结果为钟南山、

李 兰 娟、 王 福 生、 陈 薇

院 士 等 一 大 批 专 家 教 授

及 其 团 队 提 出 的 抗 疫 策

略 和 措 施 提 供 了 直 接 证

据与建议。尸检工作发现

还多次以成果展示、会议

口头报告、专家组讨论和

书 面 材 料 等 形 式 向 国 家

领 导 人、 军 队 前 线 首 长

和国家部委负责人汇报，

受 到 军 地 领 导 和 专 家 的

高度肯定与鼓励。

卞修武院士说，此次

积累了一系列生物安全条

件下病理平台诊断体系构

建经验，也发现了我国病

理学发展中的一些短板问

题。对于下一步的工作规

划，他有着成熟的思考：

利用此次疫情中组织

实施的大宗的尸检病例

资源和积累的丰富经验，

建立新冠肺炎病理样本

库。加强免疫病理、分子

机 制 和 诊 疗 新 策 略 等 方

面的研究，进一步认识新

冠肺炎病理机制，更好指

导临床实践。加强对涉及

生物安全、国家社会组织

经 济 利 益 的 重 要 研 究 资

源 和 成 果 的 样 本 信 息 采

集、整理和保护，并安全、

科学地利用。从国家安全

和 医 学 发 展 层 面， 加 强

病 理 平 台 建 设， 完 善 遗

体捐献和尸体解剖法规。

大 力 推 进 重 大 传 染 病 病

理样本库建设，做到“战

时能管，平时能用”，严

格管理，资源共享。

加强总结交流，公布

和发表研究成果。国家卫

健委总结指出，此次新冠

肺炎尸体解剖与病理研究

工作是我国传染病疫情中

开展例数最多、研究最深

入、效果最好的一次，为

我国未来应对重大传染病

和医疗救治提供了重要经

验与技术支撑。在当前疫

情肆虐全球的形势下，应

该加强尸检病理发现的总

结 交 流 工 作。 为 此 他 建

议：（1） 成 立“ 新 型 冠

状病毒肺炎病理学专家委

员会”，进一步总结和推

动形成新冠肺炎病理学国

际共识和诊断指南。（2）

集中发出中国声音，体现

新冠肺炎防控方面病理工

作的国家行动。（3）以

尸检发现为基础，结合临

床，加强新冠肺炎的病理

学等基础医学研究，更好

地指导临床实践，落实党

中央指示精神。

（本报记者荆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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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0 日习主席考察火神山医院时在

尸检工作结果幻灯片前关心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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