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市疾控中心的一块白板上贴满了党

员们的心声， 展现出他们在这场战 “疫” 中

的无畏和奉献精神。

每
个
人
在
战
“疫
”中
都
有
任
务
，只
是
角
色
不
同

回顾 H7N9 禽流感 “上海

之战”， 吴凡记得， 当时很忙，

也发了不少研究成果。 对于这

次疾控相关部门开展的科学研

究遭遇某些质疑， 这位 “疾控

女侠” 有些忍不住想说几句。

“在我们行业内部， 管这

叫 ‘应急研究’。 我想说的第

一个观点是， 如果没有这些科

研， 没有这些第一时间找出的

关键问题， 形成对应策略和具

体措施， 疫情的 ‘战线’ 可能

会拖得更长。 所以， 疾控部门

在这个时候一定是要做研究

的。” 吴凡进而说到第二个观

点， “要明白， 这类研究的目

标是什么， 一定是要为控制疫

情服务 ， 解决现场发现的问

题， 而绝不是科学家个人的兴

趣导向， 这点要明确。”

吴凡告诉记者， 针对此次

疫情， 上海很快就启动了 “应

急研究”， 疾控人员、 医学专

家等都参与其中， 开展流行病

学调查研究、 基础研究、 临床

研究等。

就在记者采访的这个下

午， 吴凡还要参与一个 “应急

研究” 的讨论。 “我们已经有

研究成果应用于此次防控工

作， 比如科学模型的建立、 大

数据的预判， 我们一边防控一

边发现有大量轻症患者， 就得

赶紧采取措施， 走在疫情发展

的前面。” 吴凡语速很快。

在市级专家组里， 专家讨

论时也频频迸发着 “火药味”。

用上海市医疗救治专家组组

长、 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

宏的话说， “会有 debate （辩

论）”。 吴凡也不回避 “争执”，

她笑言这是 “科学的争执， 对

事不对人”。

“专家都是基于不同研究

背景与工作经历走到一起的，

在科学图景没有完全浮现之

前， 大家看到的都是自己这一

块的片段， 看到的是现象。 那

么本质在哪里？ 探究本质的过

程就需要讨论乃至辩论， 这个

过程就是把大家看到的片段拼

起来。 争论得越多， 我们是不

是距离全貌更近些？” 吴凡说，

每次大家都会达成一些共识，

当然也不排除有很好的理论，

但现实难以实现， 理论必须结

合实际。

千百年来的医学进展何尝

不是如此 ， 在观点的交锋中 、 在动态的发

现—否定—发现中 ， 在理论与现实的夹缝

中， 得出科学的结论与认识的进步。

结束记者的专访， 吴凡还要参加一个专

家咨询会， 讨论防控立法的相关议程。 在此

期间她接到两通 “电话任务”： 一通是市教

委来电， 讨论学校防控要点； 一通是全国政

协来电， 她是全国政协委员， 所在界别希望

她在此前提交的关于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的调研报告里， 将此次疫情防控经验及时总

结出来， 以此推动全国的进展。

就在如此紧凑的行程表里， 吴凡还要接

受另一家媒体的采访。 都说她是有名的 “媒

体友好型” 专家， 而其实这是在牺牲她自己

的休息时间。 “只要有时间， 我愿意接受采

访， 因为我认为通过媒体可以让更多老百姓

知道这件事。 老百姓需要知道， 这不仅仅是

知情权， 更重要的是， 知道政府、 专家、 这

座城市、 这个国家的防控节奏， 大家就能明

白自己为什么要配合、 如何配合。” 吴凡强

调， “每个人在防疫中都是有任务的， 只是

扮演的角色不同。”

结束采访， 12 时 58 分， 吴凡还没有吃

上一口饭。 这是她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寒假。

去年 ， 吴凡履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

长 ， 从征战几十年的疾控系统进入教育系

统 。 没想到 ， 第一个寒假还是天天上班 ，

天天回到曾经的单位———上海市疾控中心

“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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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的防控成效达到预期
第二阶段疫情防控难度在加码

在“光速”节奏里领命成为“静下来的脑袋”，回顾疫情发展，分析预判下一步走势

这个春天的上海， 因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马路上、商场里，人烟稀少。有一个

地方与之形成鲜明反差，那里车辆交汇、人员进

出，一派忙碌，大楼灯火通明，不分昼夜。医学专

家这样描绘此地：“你想找的专家都在这里，你

能想到的信息大都在此汇聚。 ”

这就是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如果说，

我们面临的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疫”，这里

就是名副其实的“作战指挥部”。

昨天是上海报告首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确诊病例后的第 16 天，记者在这个“指挥

部”与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上海市预防

医学会会长吴凡面对面，谈疫情关键节点、谈百

姓防控要点、谈疾控科研、谈专家组内“火药味

十足”的激辩……这名上海救治专家组成员、上

海市疾控中心原主任、 市卫健委原副主任不回

避任何问题，这名走路快、说话快的“疾控女侠”

对记者只有一点要求———“真实”。

谈疫情转换关键节点
十多天过去了，防控千万不能麻痹

2 月 3 日晚间，吴凡出现在上海电视台“夜

线约见”栏目，她关于疫情进展的分析给予很多

人新的信心。她告诉大众：目前上海的疫情进展

正值输入型的第一阶段转变为输入型与本地散

发的第二阶段。 对比上海市卫健委每天的病例

通报也可发现，新发确诊病例已从最高点下落。

这是否意味着大家可以“松口气”了？“并不

是。进入第二阶段的防控难度其实更大，因为不

确定性更大。”吴凡告诉记者，从目前结果看，第

一阶段的防控成效达到预期， 而随着疫情转到

第二阶段，防控难度其实在加码。

“第一阶段，我们防控的目标人群是相对清

楚的。 到了第二阶段，随着返程返岗人员增多，

这些人群在老家可能接触过第一波感染者，他

们从不同地区来到上海， 原本确定的 ‘重点地

区’防控目标变得不明确了；其次，疾病表现的

复杂性也增大了， 目前已发现有确诊患者存在

胃肠道消化系统的临床表现，换言之，要关注的

目标人群不止是咳嗽、 发热等有呼吸道症状表

现的人。 ”吴凡分析。

“说完这些，我特别想告诉大众，别感觉十多

天过去了，对疫情麻痹了，太阳又这么好，就憋不

住想出门了，原本的家庭‘一级戒备’模式松懈

了，万万不可！ ”吴凡向记者强调，如此“喊话”并

不是要“吓大家”。在她看来，恰相反，如此非常时

期，百姓慌乱无用，掌握一些科学知识才有用。

与这个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过招”半

个月， 吴凡这样向记者描述它的脾性：“这个病

毒最大的特点是传播能力强， 所以存在部分隐

性感染者，这类患者可能没有任何症状；也存在

大量轻症感染者，所以我们会看到报道，有人参

加了聚集性活动后被感染了。 ”据此，吴凡再次

向大众强调：不论处于疫情进展的第几阶段，做

好自我防护非常重要。

怎么才叫做好自我防护？ “已经证实，这个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不仅会通过飞沫传

播，还会通过黏膜感染……这是什么意思呢？首

先，不要恐慌，这两天大家动不动就说门把手上

有病毒，衣服上也有病毒，如同惊弓之鸟。 这其

实不算新事，SARS 也是如此。 其次，要明白防

范的手段。我们已经知道，这个病毒离开人体后

的抵抗力很差，一般消毒剂就能杀灭，因此最重

要的就是戴口罩、勤洗手、戴手套！”吴凡多次强

调“要管住手”。

“戴口罩阻断的是呼吸道传播，也就是飞沫

传播；勤洗手、戴手套则是隔断手传播途径。 试

想一下，你的手如果沾染到病毒，再去揉眼睛、

摸鼻子、摸嘴巴，病毒就可能通过口腔、鼻腔、眼

黏膜等感染你。 而如果你勤洗手、戴手套，不就

起到隔断作用了吗？ ” 吴凡希望大家以此类推

“活学活用”，不管门把手、衣服裤子上有没有病

毒，严格“管住手”，切断传染途径即可。生活、工

作中的场景太多， 大众明白应对的科学道理与

方式，就不会盲目恐慌。

谈防控举措的易与难
今日冷静应对来自昨日星夜兼程

“喊话”归“喊话”，吴凡的“主战场”在研判疫

情，为政府决策提供专家意见。 受命出任上海专

家组成员，吴凡自称这次是“二线队员”。“大家都很

忙，所以根据市领导的指令，需要有人静下来，需

要有人在如此‘光速’的节奏里，不断静下来回顾

事态发展，分析、预判下一步走势。 ”吴凡说，她就

是这次专家组里“几颗静下来的脑袋”之一。

别以为这个“静”是闲庭信步，不妨看看吴凡

在接受记者专访前 12 个小时的节奏：3 日晚上

结束电视台的节目已经 10点多， 继续参加专家

组内部紧急讨论，晚上 12 点左右回家；4 日一早

赶到市疾控中心与市领导就相关专题开展研讨。

“十多天了，大家都是这样，后半夜回家、一

早冲出去是常态。 ”面对这场严峻的战“疫”，吴

凡说，“如果准备不足，会有很严重的后果；但如

果反应过度，也会有严重后果。 所以，要按照疫

情发展规律，及时采取科学、理性的措施，这点

说来容易，做到很难。 ”

那么，结果如何？ “所幸，从目前来看，我们

的准备都达到了预期， 大部分专家建议被采纳

了。 ”吴凡介绍，专家建议包括交通站点加大消

毒频次，这点，上海很早就行动起来。 而在全市

启动“一级响应”后，健康防疫举措、人员隔离观

察要求、 防控策略的转段， 都如下棋般步步为

营、时刻调整。

专家“大脑”与政府行动的“合拍”，也让吴

凡特别感慨：“历次疫情面前， 政府始终坚持科

学决策、理性应对，这点很重要。 ”

在这名“疾控女侠”看来，这背后是上海多

年来扎实构建的防控体系。“上海是一座超大型

城市，人员密集，我们也有过深刻的教训，比如

1988 年的甲肝爆发。 这些年来，我们不断吸取

教训，健全体系，完善机制。比如，上海努力健全

基层防控体系，三级防控体系这些年只有加强，

没有削弱。 ”吴凡直言，一、二、三级医院的阶梯

式三级防控体系，平日老百姓不会有特别感觉，

但在当下的非常时期， 这个历经多年努力构建

起的“大网”就发挥作用了，“大家别看危重患者

都在三甲医院治疗，不要忘记，大量疑似病例、

轻症患者就在基层，这是更庞大的数量，就靠三

级网络来防控。 ”

这就是蚂蚁“雄兵”的力量。在吴凡看来，网

底“牢”，才能托得住。 走出医防结合的“三级网

络”，吴凡更看重上海政府健全的基层平台：“基

层网络搭建得越好、越有序，这种时候就越能看

出效果，即在最短时间、最有序地动员起社会各

方力量，联防联控，步调一致。 ”

吴凡分析，从目前的成效看，前期的一系列

举措是符合预期的， 上海的公共卫生体系乃至

整座城市的管理运作机制在经历一次前所未有

的“大考”，多年来常抓不懈的“平战结合”（和平

时期—战争应急时期） 防控重大传染病模式进

入了真正的实战。

“所有今日的冷静应对， 都来自于昨日的星

夜兼程。” 吴凡说， 这就叫有备才能无 “患”， 居

安要思危。

谈迎战 H7N9的成功经验
还没到总结时，这次比上次难

如果说，每个人职业生涯中有几段高光时刻，

迎战上海 H7N9 禽流感疫情， 算是吴凡的高光时

刻之一。

这里简要“回放”下这名“疾控女侠”的职业生

涯：1989 年，她是上海医科大学（现复旦大学上海

医学院） 的学生会主席，1991 年进入上海市卫生

局的第一个工作岗位就在疾控处，1998 年参与筹

建我国第一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上海市疾控

中心。 过去 20 年里，她亲历“非典”、禽流感、疫苗

风波……尤其是 2013 年，正是她建言上海果断关

闭活禽交易市场，为中国有效阻击“全球恐慌”的

人感染 H7N9 禽流感立下汗马功劳， 获国务院和

世界卫生组织高度评价。

“抗击人感染 H7N9 禽流感的成功经验，在这

次疫情防控中有没有发挥作用的空间？”面对记者

的问题，吴凡的语速回归到正常节奏，但每个字都

说得很有力量：“现在还没有到可以总结的时候，

但可以说的是，这次比上次难。 ”

这番话，是这名身经百战的疾控专家在与这个

全球新型病毒“鏖战”十多天后得出的阶段性认识。

人感染 H7N9 禽流感距离我们其实并不遥

远，就在 2013 年。那一次，世卫组织带着全球医学

专家组来到上海 ， 最后给出了六个字的评价总

结———“灵敏、专业、高效”。

“灵敏”说的是上海的疾控监测体系，将疫情

及时处置在“苗子”状态。吴凡说，如何在“苗子”阶

段就发现， 并在其还没扩散前即扑灭， 这点对战

“疫”进程很重要，但其实很难，而上海做到了。

“专业”说的是上海所有的处置措施，包括轻

症患者的处理、对新型病毒的研究、病人的整体救

治工作等。

“高效” 说的是政府防控策略与举措。 而高

效的背后是专业的调查， 给予政策制定者正确的

支撑与决策参考， 如果说这是 “破案”， 就是要

“带对路”。

为什么说这次更难？ 吴凡分析，这次与上次最

大的不同是： 人感染 H7N9禽流感是上海自发的，

在本地发生，更容易及时发现“苗子”，掐灭在摇篮

期；而这次是输入性的，一开始就不是“苗子”阶段。

“上次运气比较好的是，H7N9 禽流感病毒我

们判断是‘有限的人传人’，而这次的病毒传播力

强，已经不是有限的人传人了。”吴凡说，她不是为

了“挺”武汉同行，但她强调要科学认识，“一是一，

二是二，这就是科学。 ”

与迎战 H7N9 禽流感时不同的是， 当时身为

市疾控中心主任的她，是绝对“一线”。 那年的吴

凡， 上午在市里开各种会议， 下午出席媒体通报

会； 下午 4 点半以后召开市疾控的内部集中讨论

会，大家一起发现问题、研判问题；晚上 6 点半再

赶去参加市里的工作组会议； 到晚上 8 点再回到

市疾控布置第二天的任务；晚上 10 点半，继续开

内部研究会议……

如今，身处“二线”的吴凡节奏一点不慢，但流

程略有不同：上午基本是市级专家组的碰头会，分

析治疗进展、讨论特殊病例、研判疫情走势。 “此

时，一线人员都在做调研，我们不能过多打扰。”吴

凡说，专家组秉持“帮忙、不干扰”的工作原则。 到

了下午和晚上，吴凡会出现在各种市级碰头会、决

策咨询会上，讨论的问题既有全局性的，也有专题

性的， 事关防控策略的每一步转换和每一个最新

的全市部署。

领命成为“静下来的脑袋”，吴凡明白这个角

色的分量。

■本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

■本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

吴
凡

曲突徙薪
下午一点多 ， 我走出市疾控中心的大

门 ， 回头看看这栋已灯火通明十多天的大
楼， 一行大字赫然映入眼帘： “曲突徙薪 、

博学明道、 方寸纳海、 健康为上”。

后面三个词应该大家都能读懂， 第一打

头的词———曲突徙薪 ， 语出 《汉书 》， 说的
是一个人到别人家去做客， 然后建议主人把
直的烟囱改弯 （曲突）， 搬离易燃柴草 （徙
薪）。 主人不理会， 果然， 之后就因风倒灌而
失火。 事后， 主人大摆酒席将救火者奉为座

上宾， 却忘了最初那个建议曲突徙薪的人。

2012 年， 上海市疾控中心提炼 “上海疾
控精神”， “曲突徙薪” 领衔 。 如今 ， 每个
进出市疾控中心的人都能望见这十六字精
神 ， 这背后照见的何尝不是这座城市的精
神。 生活不会始终岁月静好， 风浪有时， 暗
礁有时， 但越是这种时刻， 越是考验这座城
市的预判力、 决策力与联动力。 曲突徙薪说
的是一种预见性， 及时行动， 步调一致， 我
们定能迎来这场战 “疫” 的凯旋号角。

荩吴凡接受本报

记者专访， 对于目前

疫情的防控提出建议

和看法。

茛吴凡 （右二 ）

参加了一轮又一轮的

防控会议， 抓紧时间

与各界专家领导共商

对策， 连等电梯的间

隙都不放过。

本版照片

均本报记者

袁婧摄

记者手记

近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