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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9日，河南省郑州市统一上线
公共交通及商超健康扫码系统，施行居
民扫码乘车、购物，并与小区健康登记
系统打通，所得数据实时汇集到一体化
疫情防控数据平台，为郑州智能防控提
供数据支撑，保障公众健康。

图为工作人员在郑州市一家商场
门口指导市民扫码录入信息。

新华社记者 李安摄

疫情下的
“码”上生活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阻击战在中华大地骤然打响。

如果不能和医护人员、科研工作

者等逆行英雄一样冲锋在前，你

我能做的是什么呢？

管住自己。

这个时候，需要全国人民万

众一心阻断传染源输入途径，对

抗疫情扩散蔓延。然而，仍有极

少数人盲目无知，不顾大局，给疫

情防控工作带来了严重干扰。

2 月 18 日，宁夏首次一审宣

判两起涉疫情妨害公务案。两名

被告人，一个进出小区未戴口罩，

一个纠集同事聚众饮酒，遭到劝

阻后对前来处警的民警大打出

手，并致其受伤。最后，两人均被

判处一年有期徒刑。

自觉配合疫情防控工作是每

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但纵观我们

周围，不和谐现象时有发生。面

对检查人员，有人拒绝测温，有人

肆意谩骂，有人强行冲卡，甚至有

人暴力袭警以身试法。如此种

种，令人唏嘘。

当前，疫情防控到了最吃劲

的关键阶段。全国上下齐心，共

同编织一张密而不漏的防护网，

誓将病毒拒之千里之外。各种群

体性活动取消了，所有学校开学

延期了，就连机关和企业也鼓励

弹性上班错峰生产……抗“疫”、

战“疫”，已成全民行动。

具体到每一个人，当务之急

就是加强自我保护意识，少出门、

不会客、勤洗手、戴口罩、常通风、

多消毒。即使在工作单位或其他

公共场合，也应严守相关规定，减

少聚集次数。

管住自己，就是个人对打赢

这场战斗最大的贡献。

这是一种自律。很多人平日都有晨跑、串门等习惯，眼下，

当面对一件想做又不能做的事，你能控制住自己的行为，必将有

助于磨砺心志，培养品格。自律的养成是个长期过程，哪怕是尽

量少出门、无事不乱跑等微不足道的小事，也是一种锻炼。

这是一种修养。诚然，你我对于测温、登记等手续会心生烦

躁，但如果能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少一分粗鲁，多一分理

解，矛盾便会荡然无存。《汉书·李寻传》中说，“马不伏历，不可以

趋道；士不素养，不可以重国”，指的就是素质的重要性。

当然，我们不但要管住自己，更要把自己管好。毕竟，“封住

城、关住门、管住人”的战时状态是反常的，很多人会感到不适。

但只要合理安排、科学规划，工作和生活不至于百无聊赖。

你有多久没有静下心来读一本书了？又有多久没有为家人

做一道菜了？或者很长时间没有好好陪伴孩子了吧？暂别呼朋

引伴的往昔，你会发现，心安之处，皆有乐章。

正如钟南山院士所说，“宅在家，就是最好的爱国，就是每

一个家对国的贡献”。非常时期，愿每个人都能从我做起，心

怀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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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目前累计确诊的 131 例新冠肺炎患者

已经有 61例治愈出院，官方多次发布的情况显示，

这中间最大的“功臣”是中医中药。在 2 月 18 日的

“山西省中医院防治新冠肺炎中医方案应用暨五种

制剂获批”新闻发布会上，全国名中医、山西省中医

院王晞星教授详细解读了山西中医药治疗新冠肺

炎病例的过程和经验。

山西在第一时间组建了 84人组成的中医药专

家及业务团队，其中有全国名中医、享受国务院特

殊津贴专家、山西省名医、山西省学术技术带头人

等全省中药制剂研发领域的领军人。他们研制的

观察期方、初期方、中期方、重症期方、恢复期方 5

种中药制剂，在临床都取得了显著疗效。山西采用

中西医结合治疗新冠肺炎，总体有效率达 90%。日

前，山西省中医院研制的防治新冠肺炎中医方案已

在湖北用于救治 29例患者，均取得良好疗效。

“一人一症、一症一方、一
人一策”
“中医把此次新冠肺炎定性为疫病。我们通过

诸多医学影像资料和病例进行分析、实地观察，特

别是对发病病人的舌苔仔细研究，确定了这次疫病

的病理主要是湿、热、毒、淤。发病的脏器主要在

肺，它可以向心、肝、脾、肾四个脏器转变。”王晞星

介绍，结合临床病例，这次新冠肺炎在早期都有发

热、干咳、乏力等症状；在第二周时，一部分病人突

然加重，出现肺功能衰竭、呼吸困难、暴喘；个别病

人出现心肌炎、肝炎、肾炎，最后可能导致多脏器功

能衰竭而死亡。

“受到地域、环境及气候条件的影响，山西患者

和湖北患者的病症有差异。”王晞星分析认为，“湖北

地区湿气比较重，山西地区则比较干燥，如果在太原

发病，热性比武汉要重，病人也更容易出现伤阴。”

山西中医专家组结合山西发病人群、发病区

域、发病特点以及山西气候特点，通过反复多次对

患者进行会诊、调整用药，最终形成了山西省新冠

肺炎中医防治新方案。从泻肺、养心、保肝、凉血、

清热、解毒等方面入手，在重症及危重症患者救治

中取得了显著疗效。

王晞星认为，在治疗新冠肺炎患者的过程中，

危重症患者和重症患者、中度、轻度患者不能使用

同一种治疗方案，对于危重症患者特别是 60 岁以

上，有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等并发症的患者，实

施“一人一症、一症一方、一人一策”的治疗方案，这

是山西这次提出的经验之一。

提高人体正气、元气、脾
气、肺气，抵抗外邪
“中医理论认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

凑，其气必虚’，疫情发生后，为什么在接触的过程

中，有些人传染，有些人不传染，这和我们人体的免

疫功能有关。还有一些人患病以后，症状非常轻，

有些人患病以后，可以急剧加重，这都和人体免疫

功能有关。”王晞星介绍，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论，山

西中医专家组制定了一期治疗原则，就是益气固

表、清热解毒，通过提高人体的正气、元气、脾气、肺

气，达到抵抗外邪的目的。

“我们提出了早介入、早治疗的预案，只要是确

诊的疑似病人，全部用中医在第一时间介入治疗。

由此可以明显减轻症状，缩短病程，还可以防止向

重症转变。”王晞星介绍，针对第二个阶段出现的情

况，他们研制出了除湿清肺颗粒。

第三个阶段是针对确诊病人的治疗。王晞星

介绍，一般情况下，确诊病人在发病第六七天时是

治疗最关键的时期，病人表现的湿毒、淤肺、闭肺的

症状非常明显，最主要出现的是炎性因子暴发，也

就是肌体反应过度，出现严重的渗出和水肿等病

症。这个时候，要采取解毒护肺的治疗方案。“因为

这个时候如果不保护好患者肺脏，就会出现呼吸窘

迫症、暴喘，然后导致病人向危重症发展，所以我们

研制了解毒护肺颗粒，用于病人的治疗，控制病情

向重症、危重症发展。”

辨证与辨病相结合施治
重症、危重症患者

重症和危重症患者如何治疗才能提高治愈率

呢？王晞星介绍，对于重症患者和危重症患者必须

中西医结合，要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目的，更要强

调辨证与辨病相结合，发挥中医药在减少肺的渗

出，抑制炎性因子释放，稳定血氧饱和度，减少呼吸

支持力度和抗生素使用程度等方面的作用。中医

以泻肺利水、护肝养心、益气固脱、凉血养阴、增液

行舟等，可起到提高机体免疫机能、保护脏器功能、

纠正电解质紊乱、减轻机体微循环障碍与组织纤维

化程度等作用。

最后一个阶段的治疗主要是针对恢复期的患

者。王晞星介绍，“核酸检测转阴以后的病人会出

现两种情况，一种是仍感觉到气短、乏力，一种是感

觉到意识已恢复，但是还达不到正常，所以根据这

种情况研制了补肺健脾颗粒，用于恢复期的治疗。”

这套方案不仅在本地立功，还用来救治湖北患者
——专家解读中医治疗新冠肺炎山西经验

本报记者 王海滨

“从 1 月 27 日到 2 月 17 日，全省各级中医医院

共派出 312 名医护人员驰援湖北武汉、荆州。”2 月

19 日，在广东省召开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

布会上，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广东省中医药

局局长徐庆锋介绍，中医药参与治疗确诊病例中，

治愈出院 448例，平均住院日 14.5天，症状改善 660

例，有效率达 89%。

“广东中医医疗队首批队员于 1月 29日起正式

整建制接管隔离病区，到目前为止我们已与前方进

行过 6次集中远程中医会诊。”广东省第二中医院

肺病科主任陈宁介绍，中医医疗队主要采取中西医

结合的治疗方法。

她表示，广东中医医疗队首先是保证每个患者

都用上中医药，采取的中医手段有中药汤剂、中成

药、针灸、八段锦、耳穴贴敷等。其中以中药药物治

疗为主，辨证论治，个体化的治疗。

“从前方队员的反馈来看，中医的非药物辅助

治疗方法也起到了很好的效果。”陈宁说，“目前看

来，中医药的加入，中西医结合在新冠肺炎治疗方

面有优势。包括能较快改善患者症状。对于轻症

和普通型患者，中医药的及早介入能有效阻止病情

向重症和危重症转化。在重症救治上，中医药通过

改善症状，为抢救危重患者赢得了时间。”

截至 2月 18日，在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的广

东中医团队累计收治 124例，其中重型或危重型达

116 例，经中医药为主的中西医结合治疗，症状明

显改善的 112 例，其中，已出院或达到出院标准的

50 例。“中西医协同起效，有效缩短了病程，提高救

治率、减少死亡率，发挥了 1+1>2 的效果，极大地

增强了医患双方信心。”陈宁说。

2 月 17 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

上，来自广东中医的“肺炎 1号方”被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公开“点赞”。“肺炎 1号方”是广州市第八人民

医院中医科谭行华主任中医师临床经验方。谭行

华介绍，截至 2月 17日 17时，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

运用“肺炎 1号”治疗确诊病人 221例。目前服药超

过 6 天的病人（共 121 例患者）已有 44 人治愈出

院。全省已有 11家定点医院申请调剂“肺炎 1号”。

广 东 的 新 冠 肺 炎 中 医 药 方 案 突 出“广 东 特

色”。“有两大特点。一是因时因地因人制宜，二是

紧抓核心病机，分期分证论治。”据广东省中医院肺

病科主任林琳介绍，中医药切入治疗的优势阶段在

早期和中期。

有观点认为中医是“慢郎中”，那中医在救治危

重病人方面能发挥什么作用？“中医并非‘慢郎中’，

它不仅治慢病，且在许多危急重症的救治上起到很

重要的治疗作用。”广东省中医院肺病科主任林琳

表示，我们在开展中医药或中西医结合治疗急性心

力衰竭、呼吸衰竭、重症肺炎、急性脑梗塞等危急重

症方面，很多都是 ICU 的病人，也取得了不错的临

床疗效，充分说明中医药能在危急重症救治上有所

作为。

中药能否起到预防作用？谭行华表示，我们不

主张在普通人群中开展固定中药预防，因为每个人

的身体素质都有所不同，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

“科学总在质疑中进步的，中医也不例外。”广

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林培政教授说，虽然目

前有不少中药或中成药已经通过实验研究证实对

病毒有明确的抑制作用，但具体到新冠肺炎的防

治，中药起效的原因绝对不仅仅是抑制病毒，可能

在阻断病毒感染、调节免疫反应、截断炎症风暴、促

进机体修复等多个环节起作用。

广东中医医疗队：中医药及早介入能阻止病情向重症转化
不 主 张 在 普 通 人 群 中 开 展 固 定 中 药 预 防

本报记者 叶 青

将健康码推广落地超 100 城、首创疫情“五色

图”分级防疫……近日，继疫情暴发之初的严密防

控，与当前有序推进复产复工，浙江进一步发挥数

字技术和政府治理现代化的优势，全面启动“一图

一码一指数”，着力健全精密智控机制。

疫情暴发之初，浙江首先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一级响应，各地相继上线数字化疫情防控平

台，发动基层网格员严密摸排疑似病例的同时，兼

顾保障民众生活，为当前精密智控机制的健全积蓄

经验。

截至 2月 18日，浙江省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

病例 1173例，确诊人数在全国各省中居于第四，其

中 累 计 出 院 544 例 ，出 院 患 者 占 确 诊 病 例 的

46.38%，且全力坚守新冠肺炎病亡和医护人员感染

数“0”的底线。

在 2 月 14 日的浙江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视频会议上，浙江省省长袁家军表示，精密智控

的要义是“智网恢恢，疏而不漏”，要以“一图一码

一指数”为抓手，实施精准、严密、智慧的点穴式

管控，最大限度方便群众生活、推动企业复工、提

升管控能效。

记者了解到，“一图”即以县域为单位，采用五

色“疫情图”对各县（市、区）疫情情况进行风险评

估，分区分级制定差异化防控策略。在 2 月上旬，

浙江采用“五色法”进行对全省县域进行风险评估，

也为复工复产提供了有效的宏观指导。

据浙江五色“疫情图”最新显示，截至 2 月 18

日，高风险的县（市、区）降至 0 个，较高风险的县

（市、区）为 7个，低风险的县（市、区）为 67个。浙江

省卫健委副主任孙黎明介绍说，浙江新增确诊病例

已降至个位数，四分之三以上县（市、区）处于低风

险或较低风险等级。

基于五色“疫情图”，“一图一码一指数”中“一

图”的内涵越发丰富。为有序开展复工、防止一哄

而上的现象出现，浙江基于五色“疫情图”分区分级

统筹，建立起覆盖全省 90个县（市、区）的复工复产

监测体系，通过“企业复工率指数”和“疫情五色图”

“复工率五色图”掌握各地复工复产情况。

“我们在浙江首创的电力复工指数基础上，分

产业深度挖掘，利用电力大数据，绘制与疫情相匹

配的复工综合指数图。”浙江省发改委副主任胡奎

表 示 ，截 至 2 月 16 日 ，全 省 企 业 复 工 综 合 指 数

42.2%，超五成规上综合企业已复工。

此外，“一图一码”的应用实效，通过“一指数”

予以体现。所谓“一指数”，即精密智控指数，由管

控指数与畅通指数构成，二者分别由新增病例管

控、外省输入病例管控、聚集性疫情管控等五个指

标与健康码畅通度、公共交通开通率、高速国省干

线公路开放率等七个指标构成。

在浙江省信息化发展研究院院长、杭州电子科

技大学教授陈畴镛看来，“一图一码一指数”的构建

完善，是浙江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

理效能的充分体现，为科学精准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和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战提供了准确识变、科学应

变、主动求变的决策依据。

当前，随着“一图一码一指数”的不断推进和深

化，浙江的疫情防控模式已从“封闭式管控”向“精

密型智控”转变。预计到 2 月底，除了高风险和较

高风险地区外，浙江有望基本实现全面复工，产能

恢复率达到 75%以上。与此同时，全省已追踪到密

切接触者 39186 人，尚有 6339 人正在接受医学观

察，将为此在防输入、防聚集和治病患上持续发力。

浙 江 ：“ 一 图 一 码 一 指 数 ” 精 密 智 控 助 复 工
洪恒飞 本报记者 江 耘

科技日报长沙 2 月 19 日电 （记者俞慧友 通讯员郭三
元）19 日，记者从湖南省科技厅获悉，该厅联合湖南省财政厅

启动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应急专项”截至目前已受理 400

项项目。其中，21 项目入选首批专项，即将启动实施。

1 月 28 日，湖南在全国省份中率先启动新冠肺炎疫情应

急专题项目申报，通过事前资助方式支持，加快推动疫情防

控应急科技攻关。项目主要支持疫情防控技术集成示范、防

控装备研发应用、监测体系建设、病原检测的新技术方法及

产品研发与应用等四方向。湖南省科技厅社发处处长吴桂

贤介绍，立项着力突出与疫情防控密切相关、科技创新支撑

疫情防控、临床一线与成果应用及竞争择优等原则。

记者了解到，项目承担单位中，投入疫情防控的第一线

单位，如中南大学湘雅系医院、南华医院等，均获重点支持，

占立项半数以上。其中，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研究院教

授陈新宇的“湖南省新冠肺炎中西医结合诊疗方案多中心平

行对照临床研究”项目，主要围绕建立中医药防控理论体系

及中西医结合诊疗 NCIP 临床诊疗数据库，观察和总结新型

中医药防治理论体系临床有效性等展开。目前，该项目已完

成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注册、申报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

确定了省市及各市州定点医院研究者及相关科研联络员名

单等准备工作；长沙市第一医院教授刘激扬的“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防治技术集成研究”，则主要聚焦研究临床中患者的

CT 改变、探索糖皮质激素抗病毒临床疗效、寻找患者中医诊

断规律和适宜的中医治疗方案及心理危机干预技术等临床

“实操”内容，探索诊疗中的湖南经验。

此外，该省还启动了“湖南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大

数据监控服务平台研究及应用”等多个监测体系项目，而这

项工作有望获长期支持，为未来此类疫情防范提供预警等科

技支撑。

湖南启动首批新冠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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