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荨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

心病房大楼内奋战在疫情一线的

医护人员。

均本报记者 邢千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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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面对湖北前线严峻的

抗疫形势，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 2 月 13 日发布紧急动

员令， 在全国范围内再次征召 300

名医护精锐驰援湖北； 同时， 联合

多家机构开展互联网远程诊断， 缓

解一线救治压力， 并提供心理疏导

服务。

疫情爆发后， 美年健康的医护

团队便纷纷行动起来 ， 来自全国

200 余座城市的各地专家、 医生与

护士团队放弃春节休假， 积极响应

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等的号召及

部署， 走上疫情防控一线， 进驻高

速公路道口、 火车站、 机场、 长途

客运站， 承担起为出入旅客检测体

温等防控任务。

此次，美年健康面向全国美年、

慈铭、奥亚、美兆同仁紧急发布动员

令， 再度征召 300 名精锐医护团队

挺进最前线支援武汉。 一纸动员令

引发了热烈反响， 短短 4 小时就有

超过 700 名医务人员主动报名。 次

日，报名人数达到 2672 人———相当

于美年健康医护团队平均 10 人中

就有 1 人报名， 部分体检中心甚至

是全体医护人员共同报名。

除了微信报名， 一封封饱含感

情的《请战书》也纷至沓来：“我愿意

尽自己一份微薄的力量，前往一线，

与千万的医务人员共同赢得这场没

有硝烟的战役 。 ”“不破新冠誓不

还！ ” 还有不少年龄超过 50 岁的

“老将” 积极请战，“一定把我带上”

的宣言让人动容。目前，美年健康集

团总部正抓紧时间考察筛选， 优先

选出 300 精锐立即向武汉进发。

值得关注的是， 美年健康还通

过 “互联网+医疗” 积极打造疫情

防控线上战线 ， 是全国率先展开

“在线问诊” 的非公医疗机构之一。

此前， 美年健康已联合大象医生、

优健康等医疗机构， 在平台发起线

上 “肺炎疫情健康义诊” 服务， 由

内科、 外科专家医生坐镇， 发挥双

方协同效应， 为公众免费提供线上

诊疗、 远程阅片咨询等服务， 缓解

了线下医院就诊压力， 降低了因人

员聚集而产生交叉感染的风险。 比

疫情更可怕的是恐慌和焦虑情绪的

泛滥， 为此， 美年健康还在线上义

诊专区首次开通 “抗疫心理援助热

线”， 免费提供心理咨询和疏导服

务 。 据介绍 ， “抗疫心理援助热

线 ” 由心理危机干预专家组成 ，

主要针对一线医务人员、 疫情管理

人员和患者。

有10例左右病理解剖，

或可揭开新冠病毒侵害人体之谜

全国第一、二例新冠肺炎遗体解剖完成，第一批上海支援湖北医疗队领队郑军华表示：

全国第一、 第二例新冠肺炎逝世患者

遗体解剖工作 2 月 16 日在武汉金银潭医

院完成， 目前解剖病理已送检。 这标志着

全面深入了解新冠肺炎， 又迈出了关键性

的一步。

“如果我们可以有 10 例左右的病理

解剖， 将可较完整地说明问题！” 第一批

上海支援湖北医疗队领队、 临时党总支书

记、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郑军华昨

天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他非常感激并

钦佩在遗体解剖知情同意书上签字的逝者

家属。 “没有他们的支持与理解， 病理解

剖就无法进行。”

病毒对人体的侵害 ，

只有到最后阶段才能明白

据悉 ， 目前完成病理解剖的两具遗

体， 都来自第一批上海医疗队所接手的金

银潭医院北三楼危重症病区。

“作为一种全新的致病病毒， 新冠病

毒对人体的侵害， 只有到最后阶段才能看

明白。” 在武汉救治新冠肺炎病患的日子

里， 新冠病毒给郑军华和同事们带来了太

多的 “谜”， 有待进一步解答。 比如 ， 病

毒早期攻击的靶器官是肺， 但危重病人后

期会发生急性心律衰竭。 为何会出现心脏

的损伤呢？ 是炎症风暴导致了心肌炎， 还

是病毒的直接攻击？

“在没有明确找到致病机理之前， 医

务人员能做的只是对症治疗 。 诸如呼吸

机、 ECMO 等手段， 并不是对所有病人都

有效。” 郑军华认为， 目前绝大多数病人

都是轻中症患者， 只有在危重、 极危重患

者体内， 才能看到病毒真正攻击的方向 ，

因此尸检对于认识新冠肺炎病毒具有极为

重要的意义。 “当我们从病理解剖中反演

出病毒侵害人体的过程， 才能更清楚病毒

的致病性、 致死性在哪里， 才可能更有针

对性地找到阻断病毒进攻的方法， 让临床

治疗更加精准有效。”

病理解剖需要专业团
队在专门场地才能进行

目前， 这个病理解剖团队由华中科技

大学同济医学院法医系、 金银潭医院的医

务人员和上海支援湖北医疗队共同组成 。

病理解剖相关研究报告， 需要 10 天左右

完成。 “这期间， 相关专家、 研究人员肯

定会加班加点， 为尽早获得结果而努力。”

郑军华说， 从准备场地开始， 到最终出报

告， 需要一个专业团队的默契配合。

不少人会问： 为何从第一例死亡病例

出现到开始遗体病理解剖， 会时隔一个多

月？ 郑军华介绍， 要完成病理解剖， 需要

“四角俱全”： 首先是得到相关部门批准，

特别是卫生管理部门的批准； 二是需要不

幸逝世的患者家属的同意； 三是需要一个

相对合适的场地 ， 在负压环境中进行操

作， 并有相应的防护措施； 四是尸检人员

需要专业化团队配合。

“在完成尸检过程中， 最大的难点是

得到患者家属的理解与支持。” 郑军华在

接受采访时多次表达对两位逝者家属的感

谢， 出于对医学研究发展的支持， 在遭遇

大不幸下， 他们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再如， 尸检的相关操作必须在达到生

物安全防护等级三级 （BSL3） 的场地内才

能进行 （最高等级为四级）， 而满足这么

高要求的场地其实并不多， 因此金银潭医

院也要有时间进行准备。 按照国家相关规

定 ， BSL3 实验室要有空气过滤 、 污水排

泄等系统， 要设置一系列污染区、 半污染

区、 缓冲区， 并对进入工作区域人员进行

专门培训， 确保安全规范操作， “金银潭

医院院长张定宇为协调各个团队的工作 ，

付出了很多心血和努力”。

5000件沪产防护服发往抗疫一线

市经信委派出驻厂专员现场办公，

半个月完成企业转型并投入生产

本报讯 （记者单颖文）拷边、上拉链、封条并检查密封性、

产品装箱……5000 件“上海产”医用防护服 16 日正式下线，

于昨天发往抗疫一线。生产这批防护服的，是美迪科（上海）包

装材料公司。 美迪科的转型，只用了短短半个月。

市经济信息化委在全市摸排医用防护服生产企业时，从

奉贤区得知， 做了十几年医疗器械包装的美迪科是国际巨头

杜邦的合作伙伴。大年初三上午，美迪科董事长杨镇华接到一

通“不速之客”的来电；两小时后，他出现在了市经济信息化委

关于防控物资筹备的紧急会议现场。

企业是找到了，那么符合资质的生产车间在哪里？杨镇华

决定把老厂区两间装满医用包装设备的厂房先拆一间利用起

来———这原本就是洁净度达 10 万级的医疗包装车间。1 月 29

日，上海市药监局现场指导，经检测，厂房洁净度超出医用防

护服生产环境标准，可以投入使用。

车间落实了，原材料又要去哪买呢？与杨镇华一起筹备生

产线的市经信委驻厂专员，开始了联络———大到无纺布，小至

一根拉链、一条皮筋，市经济信息化委都发函至相关上游企业

和所在地经济信息化部门，协调对方加快复工发货。

原材料解决了，人上哪去找？美迪科所在的头桥社区迅速

动员，为他们配齐了 20 多位当地的熟练缝纫工，让产线迅速

转动了起来。

万事俱备，只欠“两证”。市药监局开通应急物资快速审批

通道，让美迪科边生产边送检，把以往需要一年才能拿到的医

疗器械生产“两证”压缩至半个月。

从车间改造、购置机器、采购原材料，到招聘工人、医疗器

械“两证”审批，整个过程仅用了短短半个月时间，“上海速度”

令人瞩目。

疫情当前，请善良
唐闻佳

一名主诉咳嗽的患者， 因在就诊时隐瞒新冠肺炎相关病

史，导致多名医务人员被医学隔离观察。 有人说，疫情也像一

面照妖镜，照出不少“丑八怪”。 此前有报道称，有男子持续 4天

高烧 39摄氏度，竟在医院摘下口罩故意对着医护人员咳嗽；有

群众报警， 称一男子故意多次将口水涂抹在小区电梯按键上；

还有人在病区里吐痰，扬言“大家都别活”……生病固然不幸，

但因为“生病”就可以颠倒黑白、无辜伤害他人？！ 什么时候“生

病”可以成为恶行的通行证了？！

眼下正值疫情防控最吃劲阶段，依旧坚持开设门诊、为病

患提供医疗服务的医院，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让医生冒着

生命危险救治患者性命”。毋庸多言，强化院感控制，避免交叉

感染，对医务人员提出巨大挑战。

“非常时期，有些病能等，但有些病怎么等得起？！ ”一位医

务人员这样说。 医者父母心，令人动容。 但医务人员也说出另

一桩事：就在如此情况下，竟有个别患者到医院做血液透析时

执意不戴口罩，甚至对医务人员恶语相向。 岂有此理! 这对医

务人员乃至整个病区的患者来说无异于一场“灾难”。据介绍，

个别刁蛮患者甚至发微信朋友圈，“审判” 医务人员 “态度不

好”，却对自己不佩戴口罩的行为“选择失明”……

还有一些人，明明在隔离期，却屡屡“偷偷外出”；还有人故

意隐瞒重点地区行踪，不好好隔离。 因隐瞒踪迹延误治疗的确

诊病例已有前车之鉴，这种行为，不但害人，而且害己、害社会。

眼下，各地各学校“网课”上线，公民道德素养教育，有必要

结合防疫举措一起，成为疫情下的“第一课”。 还是那句话：疫情

之下，请你善良，因为“无尽的人们，无穷的远方，都与我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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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 许琦敏

武汉方舱医院患者将喝上上海中药
复旦大学发布新冠肺炎防治两张中药方，能辅助抑制“炎症风暴”

“太子参 12 克、 黄芪 15 克、 白术 12

克……” 复旦大学中西医结合研究院院

长、 附属华山医院中西医结合科主任董竞

成团队日前向社会发布了新冠肺炎预防及

治疗中药方， 一张主预防、 一张主治疗 。

董竞成说 ， 方子是从中医的基本思想出

发， 加上现代医学对中医药的研究， 轻症

患者吃中药后恢复进程有所加快。

昨天晚上从武汉传来消息， “两张药

方” 正在当地快马加鞭地生产中， 所有由

华山医院驰援的方舱医院患者 3-4 天后就

能喝到这一药剂。

此次疫情中， 中医药也正在发挥其作

用。 两天前，上海一支由 122 名医护人员组

成的中医医疗队驰援武汉； 在上海定点医

院收治的确诊患者中， 有 90%的病例使用

了中医治疗； 在广东、湖南等地的部分医

院， 中医药也加入了新冠肺炎的治疗……

针对新冠肺炎 ， 中医药有些什么特色优

势？ 记者采访了复旦大学中西医结合研究

院院长董竞成。

用现代医学的方法弄清中
医药的作用

17 年前， 董竞成是 SARS 上海防治专

家组副组长， 已经着手中医药非典防治的

研究， 那时的经验是从相对固定的方子中

寻找一些抗病毒、 增强抵抗力的方子。 此

次发布的 “预防方” 也由中医古方玉屏风

散、 银翘散和陈皮藿香汤等化裁而来， 不

过相比 17 年前， 现在对中医药的现代化

研究已经上了一个台阶。

记者注意到 ， 两张药方中都用到了

黄芪、 白术等中药， 用中医书里的说法 ，

黄芪甘温 ， 内补脾肺之气 ， 外可固表止

汗， 为君药； 白术健脾益气， 助黄芪以加

强益气固表之功， 为臣药。 而根据现代医

学 ， 黄芪 、 白术在临床和相关基础研究

中 ， 均有不同程度改善机体免疫 （包括

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 减少病毒在呼吸

道表面定植， 以及改善机体整体反应性等

作用。

和 “预防方” 相比， “治疗方” 去掉

了一味太子参， 加入了贯众、 仙灵脾等中

药， 据董竞成介绍， 太子参的作用是提高

免疫力， 贯众有较强的抗病毒作用， 仙灵

脾等则有抗炎、 重塑人体免疫系统稳定性

的作用。 因为针对机体因病毒感染后而继

发的严重炎症反应状态的治疗， 并不是把

人体免疫能力调动的越强越好， 而是需要

重塑人体内免疫系统的稳定性， 即致炎抑

炎平衡调控机制的稳定。

中医在调节“炎症风暴”上有
独到之处

“新冠病毒肺炎是一种自限性疾病 ，

这意味着要获得痊愈， 还得靠人体自身免

疫系统， 因此不管中药、 西药， 都是要尽

可能让人体 ‘撑过’ 这场免疫系统与病毒

的较量。” 董竞成告诉记者， 而在这点上，

讲求 “中庸之道” 的中医有其独特优势。

此前， 已有研究显示， 许多因新冠病

毒肺炎去世的病人 ， 自身的免疫细胞在

“杀敌 ” 过程中分泌大量炎性细胞因子 ，

启动了炎症风暴， 导致人体受到伤害， 这

在中医术语中叫做致炎抑炎平衡失控， 现

代医学中则叫做 “细胞因子风暴”， 这也

是当年 SARS 病毒高致死率的主要原因。

“现代医学是追求极致的， 讲求的是

有效、 优效， 而中医相对温和， 一些中药

既有增强免疫力的作用， 又能使其不过分

亢奋。” 董竞成说， 不过他也强调， 这并

非说中医更好， 而是两者各有所长， 中西

医结合就能发挥 1+1?2 的作用。

据悉， 这两张药方已经作为华山医院

院内制剂， 在医生、 护士群体中使用， 在

武汉的方舱医院内也逐渐流行开来。 董竞

成也已经做好准备， 如果要支援武汉， 就

把数十年的研究成果带去， 为治愈更多患

者贡献一分力量。

■本报记者 沈湫莎

和病毒赛跑，最强“医学大脑”使用哪些“新武器”
———独家对话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医务部主任沈银忠

文汇报：在新冠肺炎的救治过程中，市

公卫中心目前采取了哪些新的技术手段？

沈银忠： 在此次确诊患者的治疗过程

中，医护人员始终以患者需求为导向，想尽

一切办法挽救患者的生命， 也使用了一些

尚未真正应用于临床的新技术手段， 并不

断优化方案。

比如血药浓度检测技术。 人体对药物

的代谢反应不同，同样的用量，在不同患者

体内的药物浓度是不同的。 特别是某些药

物，浓度太少诊疗效果不佳，浓度太高可能

会引发中毒。 我们现在可以根据血药浓度

调整剂量，使治疗更有针对性，也更有效。

另外， 我们还在临床引入了二代测序

技术， 有助于判断患者合并感染症状时属

于哪种感染，更具有针对性。

文汇报： 听说在这次诊疗患者的过程

中还使用了人工智能技术， 具体发挥了哪

些作用？

沈银忠：目前，人工智能主要以下三个

方面发挥作用：

第一，AI 辅助诊断，主要是影像学的辅

助判断；第二，在入院分诊时，向患者“问寒

问暖”，问出患者哪里不舒服；第三，在病房

里，通过远程操作，让机器人对患者进行询

问和观察，辅助医生的诊疗。

这里要明确一点： 人工智能在某些领

域和某些地方确实可以发挥不小的作用 ，

但即便如此，也不可能完成所有的工作。 现

阶段有些事情必须医生来做， 把病人完全

交给机器人做是不可能的。

文汇报： 在暂时没有新冠病毒疫苗的

情况下，我们如何提高人体免疫力？

沈银忠： 提高人体免疫力没有 “特效

药”，市民群众千万不要迷信各种打着 “显

著提高免疫力”旗号的保健品。 提高免疫力

的关键还是靠人自己。 简单说，就需要维持

好心情、均衡饮食、适量运动、睡眠充足，避

免过度疲劳。 总结起来就是一条：保持健康

的生活状态和愉快的心情状态。

文汇报：出院患者越来越多，普通百姓

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与他们相处？

沈银忠：一定要相信科学。 患者既然能

出院，就必然符合严格的出院标准，他们痊

愈了，体内不再有新冠病毒，而且在一定时

间内还存在抗体。 他们出院后，可以和正常

人一样生活，轻症患者可以 100%康复。 切

忌对新冠出院患者人肉搜索、侵犯隐私、污

名化，要以平等的心态和睦相处。

新冠肺炎任何人群都易感。 你今天如

果歧视别人，将来万一你自己感染了，难道

也希望自己被歧视吗？！ 所以，人与人之间

不仅要相互尊重、 理解， 更要懂得换位思

考；传染病只是一种疾病，我们要加大宣传

和科普力度， 让大家对这种疾病有科学认

识、用科学的方法去防治，而不是采取诸如

“带头盔”这样盲目的恐慌。

■本报记者 赵征南
首席记者 唐闻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