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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友好医院副院长曹彬教授带领的团队最先完成了全

球最先开展的 COVID-19 抗病毒药物临床随机对照研究。

该研究结果是瑞德西韦同情用药项目中截至目前的最高质量

数据结果。

该研究是全球第一时间以最高等级证据报告关键抗病毒

药物疗效及安全性、指导临床救治的重磅研究。该研究坚持以

科学的方法和严谨、客观的态度评价药物疗效和安全性，坚持

以科学的结果指导临床药物的使用和临床救治。研究同时受到

WHO 及世界医疗同道的赞许，《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同期发

评述：在疫情凶猛来袭的湖北的医务工作者在完成医疗工作同

时，冒着感染的巨大风险完成了这项英雄般的研究工作。

解放军南部战区总医院心内

科主任向定成教授在《美国心脏病

学会杂志》发表文章，研究评估了新

冠病毒的暴发和中国胸痛中心修改的 ST

段 抬 高 型 心 肌 梗 死（STEMI） 方 案 对 中 国

STEMI 患者治疗和预后的影响。

在 新 冠 病 毒 大 流 行 期 间， 医 务 人 员 需 要 在 为

STEMI 患者提供及时治疗和执行感染控制程序之间取得平

衡，以防止 COVID-19 在医护人员和其他心血管脆弱患者

中的院内传播。结果显示，新冠病毒的暴发减少了中国胸

痛中心报告 STEMI 病例的数量。与中国胸痛中心修改的

STEMI 方案一致，接受直接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的患者

比例下降，而接受溶栓治疗的病人比例上升。再灌注治疗的

平均延迟约 20 min，在暴发期间院内死亡率和院内心力衰竭

率增加，但院内出血率保持稳定。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肿瘤放化疗科谢丛华教授及团队针

对肿瘤患者新冠肺炎感染风险的一项回顾性分析。结果显

示，暴发城市中的肿瘤患者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是普通人群

的 2.31 倍。对于肿瘤患者，疫情期间，应该降低返院复查

随诊的频率，开展线上随诊；对于一般状况比较好的患者，

可适当推迟治疗以减少感染发生的风险；对于需要治疗的患

者，必须在适当的隔离条件下进行，以降低 COVID-19 的

感染风险。

该结果为当时正处于疫情暴发过程中的其他国家的肿瘤

患者提供了治疗指导。谢教授希望通过这个研究结果引起社

会各界对肿瘤患者的重视，尤其是疫情期间，肿瘤患者同样

是更需要关注的一群人。

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党委副书记徐金富教授

研究报道了上海市 25 家定点医院的 COVID-19 筛查路径，

上海市发热门诊严格的 COVID-19 筛查策略，有效地预防

和控制了新冠的发展，有助于疾病的早期诊断。本研究识

别出的 COVID-19 病例早期诊断的关键危险因素，将有助

于全世界的临床医生对该传染病的早期诊断和早期识别。

 该研究是国际上首个将研究焦点集中在疑似病例到确

诊病例的研究，强调了将临床医师焦点提前，从而早期诊

断早期识别早期隔离确诊患者，对于大型城市疫情防控的

重要意义。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国家呼吸系统

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钟南山院士团队在

疫情暴发初期用基于 2003 年 SARS 的数据进行

训练的人工智能（AI）方法来帮助预测这次疫

情的流行趋势。以及将最新的新冠肺炎流行病学

数据整合到经典传染病学预测模型（SEIR）中

并得出流行曲线。

这项研究结果证实了 1 月 23 日起我国实施

的公共卫生干预措施有效控制了疫情的发展，并

提出严格的防控措施如“早期筛查”。该研究中

强调的另一个关键点是，放缓湖北省的检疫限制

将导致新的易感人群涌入，即春节后返程人员，

将导致湖北省的疫情在 3 月 11 日左右出现另一

个小高峰。

河北以岭医院院长贾振华教授率先应用络病理论

指导呼吸系统疾病治疗研究，创建外感热病络病证治，

研制国家专利新药连花清瘟，在抗击甲型 H1N1 流

感和新冠肺炎等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发挥重大

作用。

新冠肺炎暴发流行期间，细胞 - 动

物 - 临床形成连花清瘟治疗新冠肺炎

证据链，体外抑制病毒并显著抗炎；

改善转基因小鼠模型肺部炎症；

随机、对照、多中心临床研究证

实，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连

花清瘟可改善发热、乏力、咳

嗽等症状，缩短症状持续时

间，改善肺部炎症表现，提

高临床治愈率，转重型率降

低 50%。；两项研究分别发

表于《药理研究》杂志与《植

物医学》杂志，为国际首篇

中药抗击新冠肺炎基础与临

床研究文章。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感染科吴超教授带领的

“江苏省多中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临床队列研究”团队

建立江苏省多中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临床队列，共收

集新冠病毒感染者 342 例，对患者的临床特征进行

了深入的分析，相关研究已发表英文论文 14 篇，

其中 SCI 论文 13 篇，总 IF 66.844，总引用次

数 368 次。其中对“南京一起涉及 11 例

患者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家族聚集病

例”进行调研，发现无症状者或潜

伏期患者也可能是 COVID-19 感

染的潜在传染源，为制定科学合

理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策

略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

此外还对江苏省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患者重症的危险

因素，对无症状感染者、儿

童患者、合并基础肝病等特

殊类型患者的临床特征进行

了分析，并进行新冠病毒感

染者抗体方面的研究。为世

界各国的抗击新冠病毒的工

作提供了参考！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风湿

免疫科主任董凌莉教授团队及华中科技大学同济

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等多家

医院联合进行的多中心回顾性临床研究发表。

该研究是全球首项评估风湿疾病患者新冠肺

炎感染风险研究，也是第一个基于新冠感染病例

和密切接触者数据集的研究。

结果提示，患有自身免疫性风湿病的患者可

能比普通人群更容易感染新冠肺炎，且服用羟氯

喹的风湿病患者的新冠肺炎感染风险低于服用其

他改变疾病的抗风湿药物的患者。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黄从新教授团

队深入研究了 COVID-19 重症患者的心

肌损伤发生特征、变化规律、临床意义及

发生原因。该研究结果回答了临床迫切需要回

答的问题，同时全面地分析了 COVID-19 重症患

者发生心肌损伤的特点、变化趋势及临床意义，最重要

地是分析了哪部分人群更容易发生心肌损伤，更可能出现急性

心血管事件及院内死亡。上述结果对 COVID-19 重症患者的

心血管并发症发生风险提供了预警指标，提示临床及早识别、

干预、监测，以减少心肌损伤和院内死亡的风险，提高救治成

功率。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全球第一时间、最高证据报告关键抗病毒药物疗效

《植物医学》
连花清瘟胶囊显著提高新冠肺炎临床症状的改善率

《美国心脏病学会杂志》
新方案对中国患者治疗和预后

的影响

《柳叶刀》
国际上首个将研究集中在从疑似病例至确诊病例的研究

《柳叶刀·风湿》
全球第一个风湿疾病患者

新冠肺炎感染风险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首次报道新冠肺炎患者

出现多种高滴度抗磷脂抗体的临床现象

《欧洲心脏杂志》
重症患者

心肌损伤特征研究获突破

《柳叶刀·感染病》等
为制定科学合理的疫情防控策略提供重要科学依据

《美国医学会杂志·肿瘤》
首次阐述暴发城市肿瘤患者感染新冠病毒风险

《胸科疾病杂志》
首次阐述疫情发展趋势

（按首字拼音排序）

北京协和医院院长张抒扬教授在新冠肺炎全球流行时，

发现凝血异常是重症患者的重要合并症，加速患者死亡。这

是国际上首次报道新冠肺炎患者出现多种高滴度抗磷脂抗体

的临床现象，提示自身免疫紊乱与新冠肺炎患者凝血异常、

血栓事件发生密切相关。

结果提示，危重型患者体内存在多种机制导致高凝状态，

而抗磷脂抗体出现加重了凝血异常，甚至有患者出现灾难性

抗磷脂抗体综合征。应重视对于此类患者的抗凝治疗，必要

时应强化抗凝甚至联合抗血小板治疗，以降低血栓发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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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抗疫英雄
繁霜尽是心头血，

洒向千峰秋叶丹。抗疫
的成功离不开科研团队
的夙兴夜寐，离不开科
研人员持之以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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