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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为降低防疫一线工作人员接触感染
风险，减轻人工配送压力，湖南省长沙市雨花
区东塘街道在防疫封控区投入使用多台无人
配送车，为封控区内的居民运送生活物资。

该车可设置配送路线，在无人驾驶的情
况下将物资从小区门口运输到小区内指定
的集中卸货点，再由志愿者为居民逐一配送
上门。这样降低了因人员聚集而带来的疫
情防控风险，助力解决物资“最后一公里”无
接触配送难题。

图为 4月 7日，在长沙市雨花区东塘街道
枫树山社区，一辆无人车在运输生活物资。

新华社记者 陈思汗摄

无人车助力
疫情防控“最后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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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丢下连续培养的细胞模型，动物实

验不能间断，保障重大攻关不停歇，仪器设备

不能没有人看守维护……当前，上海浦东疫

情封控已逾数周，但仍然有一群人，始终坚守

在实验室和公共研发服务平台。

科研道路上分秒必争

面对重点科研任务，上海药物所各课题

组长仍主动留所坚守岗位，带头战斗在一

线。药效评价、药代评价、药物安全性评价、

冷冻电镜、实验动物等关键技术平台技术人

员主动申请留所，坚守在实验台前，时间最长

的一住就是近 20天，克服困难，全力保障攻关

任务不停歇。

得到园区封闭管理的消息，药物所药物

代谢研究中心钟大放研究员课题组的郭子

涛第一时间想到实验室还培养着十余种细

胞，其中包括需要连续培养 21 天才能用于

实验的 Caco-2 细胞。如果因园区封闭管理

而全部舍弃，那后续重新复苏培养需要很长

时间，耽误科研进展，于是他主动请缨留所

负责这些细胞的培养，截至记者发稿前他依

然坚守岗位。

面对留所期间人手短缺，郭子涛充分发

挥螺丝钉精神，作为志愿者参加到各类紧急

工作中，协助加急寄出用于临床试验的材料，

帮助被封闭在研究生公寓的学生继续做迫在

眉睫的试验，负责发放生活及防疫物资，组织

留所人员进行核酸检测……

药物所神经精神疾病研究中心高召兵

研究员课题组的张小川预判可能到家就无

法 回 所 ，而 所 里 的 4 台 MOST 设 备 正 在 夜

以继日进行数据采集，必须维护。他早早

收拾好铺盖来到所里，开始了吃住在研究

室的生活。

从园区封闭管理开始，张小川一边承担

起 MOST 仪器设备运行维护、数据采集与处

理，以及样本制备、小鼠繁育等实验任务，一

边响应支部号召，参加留所人员志愿服务活

动，负责统计人员名单、发布最新通知、发放

防疫物资、配送餐食等等。

“我们的科研任务是研究健康人群与

各类重大疾病人群的蛋白质组学，发掘潜

在的生物分子标志物，用于疾病诊断筛查、

治疗指导与新药研发，这离不开设备的精

密保障和数据产出。”当前，上海市市级科

技重大专项“国际人类表型组计划（I 期）”

正处在结题冲刺阶段。作为一名青年科研

工作者，也是实验室的运行管理员之一，谭

素北选择在复旦大学校园准封闭管理期间

留守实验室。

“这是一项科研服务型工作，仪器设备

不 能 没 有 人 看 守 维 护 。”谭 素 北 介 绍 ，“ 在

蛋白质组质谱检测平台，我们主要的日常

工作就是维持平台内 9 套超高分辨率质谱

仪器的正常样品检测，只有保护好仪器设

备，才能保障在检研究项目的数据正常产

出，才能不延误相关的三四十个在研项目

的进度。”

抗原筛查“疫测达”上线

面对越来越庞大的抗原检测数量，如何

实现检测数据的高效上传、管理、分析是亟须

解决的问题，抗原检测数字化服务升级迫在

眉睫。

为此，中国信通院上海工创中心依托多

年在智慧医疗研发服务、数据管理等领域的

丰富经验，第一时间成立研发团队，迅速上线

新冠抗原检测数字化服务平台“疫测达”，利

用数字化技术和手段帮助广大市民顺利完成

自测、企业和社区高效便捷统计检测结果，实

现抗原检测数据有效汇总分析，提高疫情管

控精准性和高效性。

时间紧，任务重，上海工创中心组织研

发人员日夜奋战，平台上线之后，用户量暴

涨，对于并发量处理、数据管理提出了更高

的 要 求 。 上 海 工 创 中 心 工 作 人 员 实 时 跟

进 、加 班 加 点 ，反 复 压 测 、调 优 ，快 速 解 决

了“疫测达”大用户量并发访问导致系统延

缓的问题。

面对激增的工作量，上海工创中心近

200 人 的 开 发 团 队 立 刻 化 身 幕 后“ 大 白 ”，

加班加点、枕戈待旦，在近两周的时间里日

日夜夜完成了满负荷工作。其中有很多人

已经 30 多个小时连轴转没有合眼，时刻紧

绷待命。有人曾这样戏称自己每天的工作

状 态 ：“ 电 脑 先 比 自 己 累 趴 下 。”但 团 队 成

员也说：“防疫是大家伙的事，自己辛苦点

儿没什么。”

截 至 4 月 6 日 19:00，“ 疫 测 达 ”新 增 抗

原 检 测 记 录 244.1 万 条 ，累 计 1285.73 万

条。“疫测达”服务全国用户超 778 万人，其

中 上 海 682 万 人 、占 比 87.6%，累 计 点 击 量

达 1.81 亿。

为更好地提升用户体验感，上海工创中

心还发动全员内测，全体管理干部、党员积

极响应，连夜查纠、反复测试、齐心攻坚，以

保障“疫测达”高效稳定运行。对于研发团

队来说，“疫测达”不仅仅是一个平台产品，

更是可以惠及民生、保障你我他生命安全的

利器。让创新更有温度，上海工创中心团队

正在用他们最擅长的数字化新方式守护着

这座城市。

后续，上海工创中心将在保证“疫测达”

平稳运行的同时，积极与各地相关主管部门、

厂商和科研机构等开展数据对接，打破原有

数据壁垒，充分发挥多方数据资源优势，实现

数据资产全面应用，为疫情防控期间决策研

判和调度指挥提供重要保障。

疫情来袭不停摆 他们坚守在实验室

单日新增 322+19660，可以说上海战“疫”

已经到了关键时刻。4 月 7 日上海举行的疫

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副市长、市

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生活物资保障专班负责人

陈通表示，要全力以赴做好全市 2500 万人民

生活物资供应工作。

连日来，数量快速增长的无症状感染者

令人忧心。吃饭大过天，全域静态管理后，保

障生活物资供应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但这

项工作并不轻松。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来自祖国各地的

物资、菜蔬源源不断向上海汇聚，增添了广大

群众战“疫”必胜的底气，但让“菜篮子”“肉盘

子”从小区走进单元、来到家门前，是保供工

作的重中之重。

看似不起眼的“毛细血管”，最易成为整

盘棋局的焦点。一是上海是国际化大都会，

人口众多，要让 2500 万人吃饱、吃好，配送人

员的压力可想而知；二是地形复杂，老旧小

区、公寓楼、电梯房所面临的问题各不相同，

必须“对症下药”；三是保供体系须重建，大量

熟练的快递员、分拣员被封控在家中，短期内

极易出现人手缺口。

面对人力短缺，上海市一方面依靠志愿

者、社区“三长”及机关下沉的党员干部充实

一线；另一方面充分重视、发挥科技力量，为

取得上海防疫攻坚战胜利发挥作用。

以智能设备为例，顺丰、圆通及上海许多

科技型企业都将无人车应用于物流保障工

作；美团的自动配送车在无接触的前提下，将

水果、蔬菜等物资从小区门口运送到单元楼

下。在封闭期间，无人车可以根据货物量、社

区需求等随时配送，最大程度地满足办公和

居家人员的需求，直至社区解封。

在世博方舱医院里，第一批 28 台钛米消

毒机器人正在工作，它们 24 小时提供智能消

毒、自主送餐服务；在社区防控中，无人机可

以协助志愿者做好防疫工作，减少人员相互

接触的频次，最大限度降低被感染的风险，保

障了志愿者和医务人员的安全，助力社会面

清零这一目标的实现。

让科技多跑路，“大白”少走路，既是破解

人力短缺难题的关键，也是筑牢上海战“疫”

防线的必由之路。

实际上，科技战“疫”的潜力还不止于此，

在应急科普、精准防控、药物研发等领域都有

发挥空间。相信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广大

群众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必将打赢这场防控

疫情的人民战争。

用科技力量筑牢上海战“疫”防线

4 月 5 日下午 1 时，3 架无人机在上海

金山区某隔离医学观察点缓缓降落。迎接

他们的是“大白”们的笑容。1200 份抗原

检测试剂在无接触的情况下送达。由于无

人机运用的是点对点直线距离配送，原本

需要志愿者运送 15 分钟的 30 公斤重的样

本，仅需 5分钟就能送达，节省了许多时间

和人力，也让“大白”们更加安全。

疫情之下，封控管理以来，医疗救助、

生活物资供应等成了群众急难愁盼的问

题。在上海湾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原

金山工业区），华东无人机基地在疫情暴发

后，第一时间组建了一支无人机抗疫突击

队，无人机在紧急物资配送、公共环境消

杀、公共秩序维护等方面提供了许多飞行

助力。

采用无人机工作，可以降低接触风险，

加快配送、消杀工作的速度，也大大缓解了

志愿者人手不足的状况。

上海瑞时创展印刷有限公司的一位员

工就在无人机的帮助下熬过了难关。一星

期之前他的降压药就已经断档，但由于生

产瓦楞纸隔离床等防疫物资的任务非常紧

急，他就没有当回事，一直坚持着加班加

点，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4月 5日中午他

突感身体不适，公司负责人了解情况后向

园区企业服务中心发出了代配药求助。无

人机随即出动。从发出请求半个小时不

到，无人机就把药送到了厂区里。瑞时创

展董事长罗喜荣也对无人机送药竖起了大

拇指。在无数工人的努力和无人机的帮助

下，瑞时创展的纸质隔离床，每天可生产

300 张左右。目前已经累计生产并向市场

提供超过 10000余套。

无独有偶。前两天，园区一处封控

管理的建设工地有一位员工不慎烫伤，

由于没有烫伤膏等药物，他看着不断恶

化的伤口犯了难。情况紧急！接到电话

后，担负园区志愿者协调工作的薛佳黎

一边迅速安排志愿者赶赴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配药，一边紧急联系了华东无人机

基地负责人薛彬，请求无人机支援。很

快，无人机就将烫伤药膏送到了企业员

工手中，解了燃眉之急。

除了送货工作外，无人机在消杀工作

方面也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在对上海金

工生物医药标准产业园 B区和上海（金山）

国际中小产业园一期的公共环境进行防疫

消杀时，3000 平方米的公共空间，仅用时

50 分钟。对公共场所的消杀工作，是疫情

期间阻隔病毒传播的重要举措，也是群众

在解封以后放心出门的保障。

“通过无人机进行消杀可以让消毒水

在空中扩散并持续更长时间，消杀效果更

显著，达到表面消毒和空气消毒的有机结

合，既能消杀空气中的飞沫病毒，还能有效

阻断病毒传播。”无人机抗疫突击队队员胥

飞说，接下来，突击队将根据企业和园区的

实际需求，提供更多高效便捷的消杀等相

关服务。

疫情形势严峻，政府的措施需要及时

传达至每家每户。对于难以使用网络的弱

势群体来说，志愿者的喊话成了获取信息

的唯一途径。这项工作费时费力，无人机

广播在这时帮了大忙。

“各位居民朋友，当前疫情形势严峻，

请不要在外逗留，封控期间做到足不出户，

谢谢配合……”连日来，在上海湾区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许多居民和企业职工都能

清晰地听到来自空中的喊话。这也是华东

无人机基地无人机突击队每天都要做的一

项工作。

华东无人机基地无人机突击队共配备

了物资配送、空中巡查喊话、消毒消杀等无

人机总共 30余架，配置有经验的飞手 5名，

累计飞行时长超过 500 小时，为战胜疫情

提供积极助力。

疫情面前，城市物流系统的最后一百

米是痛点，而无人机配送快、准、稳的特点

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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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新冠阳性感染者的宠物犬该如

何处理引发关注。宠物犬到底是不是中间

宿主，病毒是否会在人与宠物间传播？应

该怎样对待隔离人员的“毛孩子”？

4月 7日，科技日报记者就此采访了中

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所长步志

高研究员。

还在疫情初期，步志高团队就曾围

绕新冠病毒是否感染宠物、哪种宠物更

易感做过严谨的科学研究，相关研究结

果于 2020 年 4 月 8 日在线发表于《科学》

杂志。当时的研究发现，猫和雪貂对新

冠病毒高度易感，犬、猪、鸡和鸭对新冠

病毒不易感。

“我们当时也专门做了狗的感染试验，

从目前试验数据和现场发生情况看，狗是

可以被暴露感染的，但是狗的易感性相对

比较低，不是那么容易感染。尤其狗感染

的水平与猫和雪貂等在自然界已经发生感

染的动物相比，感染水平较低。”步志高进

一步科普说，“根据现场情况看，到现在为

止，已经发现有宠物狗被感染，比如香港发

生过狗被感染的例子，但是狗再回传给人

这样的现象目前还没有发生。这个情况和

实验室试验结果是一致的。”

“我们在试验中通过监测狗的排毒

情况，从抗体转阳率和抗体水平都提示

狗的易感性是比较低的，其病毒载量也

很低。从这个角度推测，狗作为中间宿

主 、作 为 人 的 传 播 宿 主 风 险 还 是 很 低

的。事实上在自然界，截至目前还没有

发现这样的报道，所以感染的狗回传人

类，整体来说风险很低，但狗本身感染的

风险还是存在的。”

那么，人一旦检测出阳性感染，其宠物

犬该如何处置？

“如何处理一定要首先尊重各地的

防疫政策，尊重各地的防疫领导小组以

及防疫专家建议，还要根据各地实际情

况来综合研判采取相应措施。”步志高强

调，“我个人建议对于阳性感染者密切接

触的宠物犬，如果有条件应该对其隔离

一段时间，并加强环境消毒，同时采集口

鼻及粪便拭子，进行多频次的病毒核酸

或抗原动态检测。目前用于人的检测方

法，不论是核酸检测还是抗原检测，对狗

都适用。这是比较科学理性的做法，这

样风险也是可控的。”

步志高介绍，从试验和实际情况看，狗

即使感染了，其症状也不是很明显。尽管

人工感染试验的犬只数量有限，但一般的

健康狗感染后症状都不明显，病毒载量从

实验室结果看也不高；当然，不排除老年狗

或有基础疾病情况，也有可能表现出症状，

“按当前的研究数据看，狗即使暴露感染核

酸或抗原检测阳性，隔离一周两周后，一般

也会转为阴性，当然这个必须根据可靠的

检测判定”。

“客观地说，我们目前的研究数据还都

是根据早期毒株做的试验，现在病毒已经

发生多次变异，那么变异的病毒对狗的感

染性和致病性是否增加，这个也需要跟踪

研究和监测。我们希望能有机会进一步开

展严格的科学研究，那样得到的试验数据

才更有参考价值。”步志高说。

当前，全世界都在密切关注陪伴的宠

物是不是会感染。目前看关于宠物狗的感

染报道非常有限，相对猫的感染报道比较

多，猫和狗的易感性和病毒载量不是一个

数量级，猫的易感性更强。

那么，如果没有条件对宠物进行隔离

监测怎么办？据光明网、央广网等媒体报

道，深圳近日建立全国首个“宠物方舱”，可

免费托管隔离人员的宠物，提供观察护理

健康检测和医疗保障服务。

如何科学处置隔离人员的宠物犬
◎本报记者 李丽云

多轮核酸检测正在疫情中高风险地区反

复开展。

进行核酸检测，需要用拭子在咽部反复

刮擦，不少人挨“捅”了好多次。有热心网友

发现，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

第九版）》中提到可以通过测痰液进行核酸检

测。如果“咳痰”也能出结果，不就可以不挨

“捅”了吗？

那么，究竟取自哪个部位的检测标本更

有效？这招究竟能不能行得通呢？科技日报

记者独家连线采访了核酸检测领域专家、西

安交通大学教授、天隆科技创始人彭年才。

哪个部位的检测标本
最有效
“无论选取什么部位的标本，只要能从中

获得核酸，通过核酸的富集、纯化、扩增，检测

出里面究竟有没有病毒，进而反映一个人有

没有携带病毒，就是合格的样本。”彭年才告

诉科技日报记者，对于呼吸道传播的新冠病

毒而言，咽拭子、鼻拭子、肛拭子、痰和肺泡灌

洗液等都可以是有效样本。

以咽拭子为例，在刮擦时除获得咽部分

泌物之外，还要刮出足够的、包裹着病毒的上

皮细胞。而痰液不仅包含支气管黏膜上皮的

黏液分泌物，还包括脱落的黏膜上皮细胞、炎

性细胞等，感染者的这些脱落细胞中会裹挟

病毒，在进行核酸提取后可检出阳性。

此外，不同的采样部位往往有不同的

代表性。有专家表示，鼻咽拭子代表上呼

吸道感染，痰液代表下呼吸道感染，肛拭子

代表机体核酸存在的负荷。例如此前临床

上发现，有的确诊病例只有消化道症状，呼

吸道检测可能漏诊。因此，在一些特殊情

况下，不同部位的样本检测可以互相补充、

互相印证。

痰液作为检测标本由
来已久
“两年前的疫情初期，新冠病毒主要引起

肺部炎症，因此对肺泡灌洗液进行核酸检

测。”彭年才说，随着人们对新冠病毒的科学

认知，例如在感染者粪便中分离出了活病毒，

提示肛拭子也可以探测到病毒，检测样本逐

渐丰富。

科技日报记者查询资料显示，《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五版）》中笼统地

将样本分类为呼吸道标本和血液标本。到第

六版才将呼吸道标本分为鼻咽拭子、痰和其

他下呼吸道分泌物，而且还特别提出，为提高

核酸检测阳性率，建议尽可能留取痰液，实施

气管插管患者釆集下呼吸道分泌物，标本采

集后尽快送检。

可见，针对当时的新冠病毒而言，痰液检

测优于鼻咽拭子检测，有助于降低核酸检测

的假阴性率。

痰液检测未必更好

“核酸检测的采样就像‘剪豆芽’，与感染

病程和病毒载量等都有关系，要选对‘豆芽萌

发’的时机和地方，来上‘一剪刀’，才能检出

阳性或阴性。”彭年才说，因此，想在取样时获

得有效样本，这“一剪刀”应剪对地方。

“随着人们对奥密克戎变异株认知的深

入，发现它感染上呼吸道较多。理论上讲，检

测奥密克戎变异株选取上呼吸道标本将获得

病毒核酸检测的阳性率。”彭年才说，因此，现

在痰液作为下呼吸道样本和鼻咽拭子相比，

哪个检出率更高、感染后几天检出率最高，仍

需要进一步研究。具体指导原则在诊疗方案

第九版中有所体现。

此外，对于大规模的筛查而言，最优采样

方法不仅要无创、便捷、检出率高，还要便于

收集、避免接触、避免形成气溶胶等引发交叉

感染。

资料显示，留取痰标本的方法有自然咳

痰、气管穿刺吸取、经支气管镜抽取等方法。

有的方法操作复杂、痛苦。自然咳痰相较于

取拭子也较复杂，需用清水漱口数次，用力咳

出气管深处痰，留于玻璃、塑料小杯或涂蜡的

纸盒中，不便于进一步收集、检测。因此，通

过咽拭子的采集进行核酸检测，更有利于整

个过程的规范采样。

为了确保核酸检测安全、有效、规范，在 4

月 6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会上，北京大

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主任王贵强建议，公

众在核酸检测前两小时内不吃东西，避免采

样过程中出现呕吐、反胃；30 分钟内不要喝

水，不吃口香糖，避免喝酒。

“痰”出结果？核酸检测不挨“捅”行不行？
◎本报记者 张佳星

◎杨 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