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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E A R I N R E V I E W

病毒毒株

中国学者第一时间成功分离

1 月 7 日晚，中国疾控中心从武汉不明原因

肺炎临床样本中成功分离出新型冠状病毒。1

月 11 日，中国向全球分享新冠病毒全基因组序

列信息。

病毒毒株为疫苗研制、抗病毒药物的筛选以

及快速检测试剂的研发等奠定了基础。分离出

病毒毒株，也就是获得了新冠病毒的纯的培养

物，可以用于了解病毒的致病机理，如病毒是通

过什么样的途径侵入到人体当中，在人体细胞中

是怎样繁殖的、不同部位细胞的感染效率差异、

产生细胞因子风暴的详细机制和干预手段等。

病毒学专家、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医学

院教授 Robert Naviaux 曾表示，由中国国家病原

微生物资源库发布的，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成功分离的我国第一株病毒（新型冠状病毒武汉

株 01）毒株信息和电镜照片，让人们清楚地了解

了病毒的基本信息，其同步发布的引物探针序列

使得更加准确的检测手段得以快速开发。

Robert Naviaux 认为，中国科学家的快速研

究进展和信息共享，一方面对人类认识病毒，为

病毒命名具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全基因组序

列的完成对开发新的快速检测方法、设计靶向药

物、开发疫苗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诊疗方案

40 天内修订发布 7 版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暴发后，国家卫健委

于 1 月 16 日发布了第一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

疗方案》，用以指导医生临床诊疗。此后，专家组

不断分析疫情形势和研究进展，在对前期医疗救

治工作进行分析、研判、总结的基础上，及时对诊

疗方案进行修订。截止到 3 月 4 日，短短不足 40

天之内，诊疗方案修订至第七版。

针对新发疾病，采用不断更新的诊疗方案，

并全媒体、全渠道发布。这一策略既帮助基层诊

疗一线统一思想和行动指南，也便于将全新的认

识持续注入到一线的诊疗行动和标准中。

据介绍，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七个

版本中，从病原学、流行病学的特点，到临床表

现、实验室检查、诊断、病例的发现和报告，以及

治疗、解除隔离和出院后注意事项均有不同程度

的变化。比如第五版就根据临床实际将 CT 检

查结果纳入了诊疗标准。

8 月 19 日，在总结前期新冠肺炎诊疗经验和

参考世界卫生组织（以下简称世卫组织）及其他国

家诊疗指南基础上，国家卫健委在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版）基础上修订完成了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八版），增加“在

潜伏期即有传染性，发病后 5 天内传染性较强”

“接触病毒污染的物品也可造成感染”“何种情况

下可通过抗体检测进行诊断”等内容。

科技部署

十大应急攻关项目及时启动

1 月 21 日，科技部组织召开“新型冠状病毒联

防联控工作机制科研攻关组第一次会议”，成立以

钟南山院士为组长、14 位专家组成的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工作机制科研攻关专

家组，紧急部署十大应急科技攻关项目。

在疫情发生之后，中国科技界坚决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的指示精神，成立科研攻关组，全程跟

踪，全程服务，协调解决在科研项目攻关过程中

遇到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并积极推进科技、卫

生、药监等管理部门无缝衔接，在推进血浆采集、

试剂审批、病毒毒株共享利用等方面联动工作，

确保有关的应急攻关项目顺利实施。围绕临床

救治和药物、疫苗研发、病毒溯源和传播、检测试

剂与设备、动物模型构建五大方向，设立了十个

工作专班，以“可溯、可诊、可防、可治、可控”为目

标导向，争分夺秒、全力以赴，加快推进科技攻

关，取得了一批切实管用的科技成果。

检测筛查

优化技术“半小时出结果”

对于新冠肺炎患者的诊断是实施救治的第

一步。核酸检测诊断是目前最为准确的新型冠

状病毒诊断方法。

1 月 16 日，聚合酶链式反应（PCR）诊断试剂

优化完成，武汉市对全部 69 所二级以上医院发

热门诊就医和留观治疗的患者进行主动筛查。

这背后是基础研究的分秒必争。在北京，中

国疾控中心 1 月 4 日成功研制出灵敏度高的高特

异性 PCR 检测试剂，截至 1 月 23 日全国累计使

用检测试剂 3 万余人份；在武汉，中国科学院武

汉病毒研究所等专业机构 1 月 10 日初步研发出

检测试剂盒，武汉市立即组织对在院收治的所有

相关病例进行排查。

在病毒序列全基因组公布的基础上，不同的

研发机构开始发力，针对核酸、抗原、抗体不同的

检测对象，选择了多种技术路线开发一系列新冠

病毒快速检测产品。

在检测类别、方便程度、检测耗时等方面也

不断突破。由清华大学、四川大学联合相关企

业研发的可同时检测包括新冠病毒在内的 6 种

呼吸道病毒的检测产品 2 月底通过了国家药监

局的审批，并向境外捐助。武汉大学还研发出

了可同时检测 10 大类 40 种常见呼吸道病毒的

新方法，该方法可以监测病毒的突变⋯⋯

经技术的优化，核酸检测分析过程能够实现

样品制备、反应、分离、检测基本操作均集成到一

块微米尺度的芯片上，自动完成分析全过程。7

月 13 日，卡尤迪生物研发的核酸检测闪测系统

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它的应用使

得新疆昌吉州奇台县在 4 天内完成 20 万人的核

酸检测，这在疫情初期是不可想象的。

随着零星散发病例的出现，强大的检测能力

为集中扑灭疫情提供了有效的甄别手段，进而让

突发的疫情得以迅速疏解，助力中、高风险地区

短时间恢复常态化。

信息共享

新型冠状病毒信息库上线

1 月 22 日，国家生物信息中心开发的 2019

新型冠状病毒信息库正式上线，发布全球相关病

毒基因组和变异分析信息。

据国家生物信息中心/国家基因组科学数据

中心负责人介绍，高质量的基因组序列及其变异

位点的注释是病毒相关研究的重要基础和保障。

2 月 28 日，“2019 新型冠状病毒信息库”2.0 版上

线。基于全面的数据，2.0 版对数据进行初步粗

评，如在“基因组序列发布”“变异数据统计”“变异

注释”栏目中提供每一条基因组序列和每一个变

异位点的质量评估信息，助力新冠病毒科研工作。

此外，国家微生物科学数据中心搭建了全球

冠状病毒组学数据共享与分析系统，中华医学期

刊网上搭建了防控新冠肺炎科研成果共享交流

平台等，以促进信息共享，让科研成果能够迅速

得到整合，并助力抗疫工作少走弯路。

截至 12 月 18 日，由国家生物信息中心/国家

基因组科学数据中心发布的“2019 新型冠状病

这一年，科技筑起抗疫“防火墙”

本报记者 张佳星 毒信息库”，已为 175 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19 万访

客提供数据服务，数据下载超过 2 亿条。

动物模型

再现疾病发生发展动态过程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科

研攻关组积极推动了动物模型的研发和应用，将

其作为五个攻关方向之一，组织国内的优势单

位，充分利用在非典、高致病性禽流感和中东呼

吸综合症等历次研究中有基础的单位，第一时间

建立了动物模型，为科学家认识疾病、病原体、传

播途径、药物筛选、疫苗研发等发挥了重要的作

用。

动 物 模 型 是 在 实 验 室 里 研 制 的 新 冠“ 病

人”。疫苗和药物都要经过这种特殊的“病人”的

检验，才能用到真正的病人身上。中国医学科学

院、中国科学院等单位在国际上最先建立动物模

型。通过建立人源化转基因小鼠模型、非人灵长

类动物模型等，率先突破了药物和疫苗从实验室

走向临床的关键技术瓶颈，再现了疾病发生发展

的动态过程，不仅明确病毒传播途径，同时用于

有效药物的筛选和验证疫苗的有效性。

三药三方

展现新冠治疗的中医智慧

在抗击新冠疫情的过程中，中医药发挥出特

有的优势。在疫情伊始，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成

立了中医药专班，分别成立包括临床救治、机理

研究、方药筛选、体系建设的 4 个小组。

在早期没有特效药、没有疫苗的情况下，中

医药专家通过深入发掘古代经典名方，结合临床

实践，形成了中医药治疗新冠肺炎的诊疗方案和

中西医结合的“中国方案”，筛选出金花清感颗粒、

连花清瘟胶囊、血必净注射液和清肺排毒汤、化湿

败毒方、宣肺败毒方等有明显疗效的“三药三方”

为代表的一批有效方药。

在 湖 北 地 区 ，中 医 药 的 参 与 率 达 到 了

91.05%，全国除湖北以外的地区，中医药参与救

治的病例占累计确诊病例的 96.37%。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设立应急专项，对 10 个省市 1261 名服

用“清肺排毒汤”的患者临床观察显示，没有 1 例

轻型患者转为重型，没有 1 例普通型患者转为危

重型。武汉江夏方舱医院（中医方舱）共收治

564 名患者，没有 1 例转为重型和危重型。

中西医结合救治新冠肺炎的科技攻关项目

启动后，科研人员开展临床救治研究和药物评

价，验证了“三药”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三药”

获得相关批件，被认可用于新冠肺炎治疗。

方舱医院

扭转疫情防控被动局面

4 月 2 日，《柳叶刀》发表中国工程院副院长、

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王辰院士团队有关方舱医院

的论文，论文记录了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方舱医院

的建立和发展。王辰总结道：“方舱医院，五个基

本功能即隔离、分诊、基本医疗照护、经常监测和

快速转诊、保障基本生活和社会参与。方舱医院

可成为当前应对新冠疫情和未来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的一个强有力的组成部分。”

时钟拨回到 2 月 3 日晚，武汉市开始连夜建

设三所“方舱医院”，在武汉国际会展中心、武汉

洪山体育馆和武汉客厅，紧张的工程迅速启动。

方舱医院设计超过 4000 张床位，主要收治轻症

患者与 65 岁以下的病人，从而将更优质医院的

医疗资源留给重症患者和身体较弱的老年人。

方舱医院的启用扭转了疫情防控一度极为

被动的局面。当时武汉医院一床难求，上万患者

无法及时收治，而方舱医院建成后一个多月累计

收治轻症患者 1.2 万余人。

收治轻症，转重后最快转诊，转阴后随时出

舱，方舱医院对于整个社会、医疗秩序的理顺远

超过收治患者的作用。“应收尽收”产生了“拧紧

水龙头”的作用，阻止了新的新冠病毒感染者的

产生。

据统计，为确保完成“应收尽收，应治尽治”

目标，武汉市前后共建设启用了 14 座方舱医院，

开放床位 13000 多张。

疫苗研发

五条路线位列全球第一方阵

“我国目前已有 5 个新冠病毒疫苗进入Ⅲ期

临床试验，数量位于全球前列。”国务院联防联控

机制科研攻关组疫苗研发专班工作组组长、国家

卫健委医药卫生科技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郑忠伟

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疫苗研发已经

进入冲刺阶段，我们处于全球第一方阵，但不为

第一而抢跑。”

1 月 21 日，科技部紧急部署十大应急科技

攻关项目，确定 5 条技术路线并行推进新冠疫

苗的研发。

2 月 15 日，科技攻关组设立疫苗研发专班，

以新型举国体制推进疫苗研发工作。

3 月 16 日，在严谨、充足的动物试验等临床

前试验研究的基础上，由中国工程院院士、该院

研究员陈薇领衔的科研团队研制的重组新冠疫

苗通过了临床研究注册审评，获批正式进入临床

试验。同一天，美国默德纳的 mRNA 疫苗未经

动物实验直接宣布开启人体试验。

4 月 12 日，该疫苗在Ⅰ期试验进展良好的前

提下，开启Ⅱ期临床试验，这也是全球开启的首

个新冠疫苗Ⅱ期临床试验。

4 月 14 日，国药中生、科兴中维研发的灭活

疫苗开启临床Ⅰ/Ⅱ期临床试验。

随后，我国 mRNA 疫苗、重组蛋白疫苗等不

同技术路线的疫苗陆续获批进入临床试验。截

至 12 月 16 日，世卫组织官网统计数据显示，全球

共有 52 个新冠疫苗进入临床试验阶段，我国目

前 5 条技术路线共 15 个疫苗进入临床试验。

截至目前，我国有 5 个疫苗正在开展Ⅲ期临

床试验，分别是：中国医药集团有限公司的“中生

武汉”和“中生北京”灭活疫苗、北京科兴中维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的灭活疫苗、军事科学院联合康希

诺公司研发的腺病毒载体疫苗、中国科学院微生

物研究所和安徽智飞龙科马共同研发的新冠重组

蛋白疫苗。

12 月 9 日，基于Ⅲ期临床试验有效率 86%等

一系列结果，国药中生研发的新冠病毒灭活疫苗

在阿联酋、巴林分别获批上市。

国际合作

世卫布局全球研究路线图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国为国际合作提

供了帮助。3 月 6 日，世卫组织正式发布针对新

冠肺炎的全球研究路线图。在全球研发路线图

报告中，世卫组织指出，此次疫情暴发期间，全球

研究人员的交流和信息共享也是史无前例的，促

进了各国科学家间的协作，使得研究行动的执行

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快。

面对越来越多和渐显成效的信息和研究活

动，世卫组织开发了一套核心规程，概述了应该

如何进行研究的标准，并收集关键数据，以便能

够对相同事物作出比较，并能够汇集众多研究数

据。路线图明确九大优先领域，包括交叉研究重

点，并针对短期、中长期优先事项制定了未来一

年内实施部分研究行动的时间表。
本版图片除标注外由视觉中国提供本版图片除标注外由视觉中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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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16日，武汉，布丁
酒店（华师大店）店长刘蕾
正在给房间消毒。

2月 21 日，四川成
都，志愿者向伟展示水
果箱上捐赠者的“致敬
最美‘逆行者’！”祝福
语。

3 月 1 日 ，截 至
目前全国年龄最大的
新冠肺炎危重症患
者、98岁高龄的胡汉
英从武汉雷神山医院
治愈出院。

3 月 1 日 ，
武 汉 雷 神 山 医
院，首批中医治
疗 康 复 患 者 出
院。志愿者司机
在雷神山医院门
口等着接送康复
患者。

22月月2525日日，，工作人员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工作人员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 PP33实验室传递窗口接收刚实验室传递窗口接收刚
刚从浙江省疾控中心运抵的疫苗生产用新型冠状刚从浙江省疾控中心运抵的疫苗生产用新型冠状
病毒毒株病毒毒株。。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刘沛诚刘沛诚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