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章 指 出， 临 床 中

发现，即使没有明显的低

血压，许多重症或危重症

COVID-19 患者也出现了

肢冷和脉搏细弱等典型的

休克临床表现。这些患者中

许多都表现出严重的代谢

性酸中毒，表明可能存在微

循环功能障碍。此外，除严

重的肺损伤外，一些患者

也有肝脏和肾脏功能受损。

这些患者符合 Sepsis-3 共识

中关于感染中毒症和感染

中毒症休克的诊断标准，

但 SARS-CoV-2 感染似乎

是大多数患者的唯一病因。

在 最 近 报 道 的 一 项

COVID-19 研究中，76% 感

染中毒症患者的血液和下呼

吸道标本细菌和真菌培养结

果呈阴性。因此，用“病毒

性感染中毒症”来描述重症

或 危 重 症 COVID-19 患 者

的临床表现更加准确。理解

COVID-19 中 病 毒 性 感 染

中毒症的机制有助于探索为

这些患者提供更好的临床救

治。此外，有些研究还指出，

病毒感染和 COVID-19 全

身多脏器受累，以细胞因

子风暴和淋巴细胞减低为

特征的宿主免疫反应失调

是 SARS-CoV-2 感染的突

出表现，重症 COVID-19

患者存在凝血功能异常。

基 于 对 患 者 的 临 床

观 察， 文 章 假 设， 在 轻

症 SARS-CoV-2 感 染 者

中，肺部的巨噬细胞能够

激 活 炎 症 反 应 并 吞 噬 病

毒，固有免疫和适应性免

疫应答可有效抑制病毒的

复 制， 患 者 可 以 很 快 康

复。但是，在重症或危重

症 COVID-19 患者中，肺

泡上皮 - 内皮屏障（气 -

血屏障）的完整性会被严

重破坏。SARS-CoV-2 病

毒不仅会攻击肺泡上皮细

胞，也会攻击肺毛细血管

内皮细胞，导致大量浆液

性成分漏出进入肺泡腔。

SARS-CoV-2 病 毒 感 染

后，肺泡巨噬细胞和上皮

细胞会释放大量促炎细胞

因子和趋化因子；单核细

胞和中性粒细胞会被募集

到感染部位并清除含有病

毒颗粒和感染细胞的渗出

液，导致炎症反应失控。

在这个过程中，由于

显著的淋巴细胞数量减少

和功能失调，适应性免疫

难 以 有 效 启 动。 失 控 的

病毒感染会导致严重的巨

噬 细 胞 浸 润， 进 一 步 加

重肺损伤。同时，播散的

SARS-CoV-2 病 毒 也 可

直接攻击其他器官，免疫

反应可导致系统性的炎症

风暴，同时还有微循环障

碍，这些因素一起作用最

终引发病毒性感染中毒症。

因此，有效的抗病毒治疗、

调节固有免疫应答和重建

适应性免疫应答的措施是

打破恶性循环、改善患者

预后的关键。

本文翻译 商潋瀚   徐九洋  

致 谢 感 谢 南 开 大 学 曹 雪

涛教授的指导

重症及危重症患者救治是
当前重点工作

问题 1：武汉“解封”

后，您和团队工作的重点

是什么？

王辰院士：重症及危

重症患者救治一直是我和

团队的重点工作。中日友

好医院团队收治的都是危

重患者，包括一些因公被

感染的医务人员。随着疫

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我

们将原在不同医院收治的

危重症患者转到由协和、

北 京、 中 日 友 好 等 医 院

组成的国家医疗队进行救

治。同时，这段时间我还

承担着金银潭、雷神山等

医院的会诊工作。

问 题 2： 和 您 刚 到 武

汉时相比，现在我们对新

冠病毒的认知情况如何？

王辰院士：目前来看，

我们对新冠病毒有了一些

初步的认识，这对疫情防

控工作起到了一定的指导

作用。但我们对新冠病毒

的认识还远远不够，对其

传播规律尚不甚清楚，必

须迅速进行关键性的科学

研究，这样才能够更好地

把握疾病规律，更主动更

科学地进行防控。

病毒无国界。虽然各

个国家疫情各有特点，但

我 国 的 经 验 有 其 借 鉴 意

义。我们目前同欧美国家

做了大量学术交流，也包

括卫生政策方面的交流，

比如与欧洲呼吸学会、美

国呼吸医师学院等。我们

希望通过进行一系列重要

的国际交流活动，能够与

各国同行分享抗疫中的中

国智慧、中国经验，促进

国际社会的抗疫合作。

必须用严格的科学态度
对待药物研究

问 题 3： 药 物 治 疗 方

面研究进展如何？

王辰院士：我们目前

已经对一些药物进行了严

格的实验和观察，近期已

经接近药物试验解盲和出

结果的阶段。对于大家所

关心的一些药物对治疗能

否有所帮助等问题，我们

期待根据研究数据给出客

观的评价。

这里一定要明确，包

括医学界很抱希望的瑞德

西韦、氯喹等在内，在严

格的研究结果出来之前，

我们还不确定这些药物是

否有效。必须用严格的科

学态度来对待，这是至关

重要的。

　一定要强调防和治的融合

问题 4：经历过多次疫

情，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王辰院士：首先我们

必须充分认识到，小到具

体的防疫和应对新突发传

染病，尤其是呼吸道传染

病，大到国家整体发展，

卫生健康是国家极为需要

重 视 发 展 的 公 共 事 业 之

一，其关乎人民健康和生

命安全，关乎国家安全和

社会稳定。在这次疫情之

后，我们还要对此进行深

刻总结。

卫生健康事业是关乎

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

因素。群众对健康的需求

潜力巨大，在发展好国家

卫生健康事业的同时，把

医疗健康产业作为促进经

济社会发展的一大产业，

用符合经济规律的方式进

行发展，这对实现健康中

国战略目标十分重要。

问 题 5： 在 您 看 来，

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应该如何更好发挥医院的

关键作用？

王辰院士：我们必须

要 加 强 公 共 卫 生 体 系 建

设，一定要促进医疗和预

防的融合。从 SARS 开始，

到 H1N1 流 感， 再 到 本

次新冠肺炎疫情，都证明

了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真

正促进医疗和预防体系的

融合，而不是让它们愈行

愈远。

从国际来看，预防队

伍也都是以医疗机构和医

务人员为主。如果让医院

只是去负责诊疗，把预防

功能从医院中剥离出去，

这种做法是让医院这一主

流的预防力量置身事外。

防和治本身是相辅相

成的，不可分离。比如平

时 宣 传 控 烟 很 多 人 都 不

听，而医生让他戒烟，他

就很入心入耳。因此，只

有把临床体系跟预防体系

高度融合和一致起来，才

能 够 解 决 预 防 的 根 本 问

题。在疫情之后，一定要

强调防和治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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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辰院士：临床与预防需高度融合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  聂新鑫 陈昊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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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辰院士一直身先士卒，

2 月 1 日，他便带队赶赴

武汉。他提出将已经确

诊的轻症患者及时收入

方舱医院，也成为扭转

武汉保卫战战局的关键

一招。

随着疫情形势向好，

大部分医疗队已经撤离

武汉，王院士目前也已

回到北京。今后他的工

作重点将转向哪里？

中日医院曹彬教授团队在《柳叶刀》上发表论文提出假设

病毒性感染中毒症对新冠肺炎发病至关重要
4 月 17 日，中日医院曹彬教授团队在《柳叶刀》

发表的论文中，提出了关于 SARS-CoV-2 发病机理的

若干假设，认为病毒性感染中毒症对 COVID-19 的发

病机制至关重要。虽然未来可能会证实假设是不完美

的，但作者认为这些观点可为基础研究提供思路和指导

方向。（Lancet.4 月 17 日在线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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