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下口罩拿起笔”：

和世界分享中国的抗疫和救治经验

张文宏主编的 《2019冠状病毒

病———从基础到临床》， 侧重基础研究

和临床防治，面向国际社会分享中国抗

疫和救治经验。该书详细介绍了2019冠

状病毒病（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流行

病学特征， 病毒的基因组和分子结构、

免疫学及疫苗最新研究进展、对于国内

外关于该新发传染病的临床表现、 诊断

以及治疗亦有详细论述， 还介绍了关于

如何在医疗机构进行个人防护和院感控

制等热门话题。

张文宏教授及其团队将本书版权

无偿授予复旦大学出版社，并授权出版

社将其海外多语种版权免费向全球输

出 。 上海各大医院的专家们竭力救治

300多位COVID-19患者的宝贵诊治经验

总结为《上海市2019冠状病毒病综合救

治专家共识》，也收录在书中。

“这本书的出版非常有意义 ，它不

仅涵盖了COVID-19最新临床研究的课

题，还分享中国对病毒的研究成果。 ”新

加坡世界科技出版集团主席潘国驹感

慨， 西方国家对中国出版界知之甚少，

希望通过翻译出版更多关于中国的英

文版图书，架起中西方沟通的桥梁。 病

毒没有国界，疫病不分种族。 人类文明

史也是一部同疾病和灾难的斗争史，团

结合作是战胜疫情最有力的武器。 恰如

复旦大学常务副校长桂永浩教授所说：

中国学者抗疫专著通过海外出版社和

主流渠道走向国际，它传递了中国科学

家抗疫的声音，具有积极长远的意义。

《张文宏教授再支招新冠疫情常

态化下健康生活》 由张文宏团队与上

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再度合作 ， 延续

“易懂、 好用、 体现上海水平” 的原

则， 对疫情常态化下的健康生活作出

指引。

相比前作 ， 新作则更加针对当

下。 在疫情常态化的当下， 随着春夏

季节的交替， 人们也会产生许多新的

疑问： 如何解读无症状感染者、 核酸

复阳？ 如何申领健康码即将进入盛夏，

蚊子是否传播新冠病毒？ 空调开还是不

开， 如何安全地使用？ 日常通勤、 长途

旅行时， 如何做好防护？ 去购物场所需

要如何防范？ 去饭店、 餐厅需要如何防

范？ 老年人、 儿童、 学生、 孕妇等特殊

人群如何做好健康管理？

这些困惑都能在新书中找到答案。

书中释疑与纠偏并举， 以清晰的条线、

简练的文字、 满满的干货， 提供疫情

防控常态化下的关键词查询， 以及居

家、 出行、 工作等场景式健康指导。

《张文宏教授支招防控新型冠状

病毒》面世于今年2月。 为编写这部当

时最新防控疫情实用读本， 张文宏在

抗疫一线日夜奋战之余，“摘下口罩拿

起笔”，高质量完成了全部书稿。

该书主要内容是针对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疫情在当时的发展态势， 提出

有针对性的防控方法。在编写特点上，

突出居家、外出、工作等全过程指导，

提供场景式策略， 可以进行关键词查

询， 同时对社会上流传的似是而非的

一些防控方法予以纠偏。

该书堪称“上海抗疫权威读物”。 疫

情发生后，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第一时

间邀约张文宏，针对疫情的发展态势，以

及即将出现返程高峰、 机关企事业单位

节后返岗的新情况，权威、科学地提出有

针对性的防控举措。

在书中的“个人防护关键词”中，

仅“口罩”这个关键词下面就有很多分

类：口罩分类，口罩如何戴，什么场合戴

什么口罩， 不同人群戴不同的口罩等

等；争论不断的宠物问题，空调问题；针

对不同的防控场景，居家、出行、返程、

上班不同场景的防控方案；还有对服用

感冒冲剂，洗高温热水澡，醋熏等等网

上流传甚广的“防治偏方”作了纠偏。

为了更加及时地服务社会，该书提供

数字版和纸质版，数字版为1.0版，于2月2

日发布,供市民免费阅读。 纸质版为2.0版，

在电子版面世一周后正式出版发行。至今

纸质版已热销100余万册， 电子版点击量

数百万次，并向海外输出了十余个版本。

郭超豪

2020，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改变了人们
的生活， 防治科普知识成为了阅读 “刚需”。 与时间赛
跑， 与病毒抗争， 如何在第一时间为读者解答疫情相
关的疑惑， 如何给大众焦虑慌乱的心灵带来慰藉， 如
何向世界传递中国的抗疫最强音 ， 对于出版界来说 ，

是一次 “大考”。

8 月， 如期而至的上海书展， “揭榜时刻” 来临。

在今年的书展上， 一批聚焦 “抗疫” 的著作集中
亮相： 其中包括钟南山、 张文宏等家喻户晓的专家发
表的真知灼见； 还有 《第一时间》 《上海战 “疫” 硬
核科普 》 等呈现上海抗疫成果的著作 ； 更有 《查医
生援鄂日记 》 这样感动千万人的抗疫一线故事 ； 也
有 《抗疫简史 》 《血殇 ： 埃博拉的过去 、 现在和未
来 》 《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 》 等讲述人类
与病毒斗争过往的书籍……

面对疫情， 各大出版社发挥自身人才优势， 快速
联动社会各界资源 ， 从多角度策划 、 编写指导手册 、

防护指南和科普读物， 体现了出版人的文化担当和社
会责任， 凝聚起抗疫防疫的必胜信心和强大合力。

疫情期间黄浦江上

飘扬起的“抗疫”风筝。

摄影：张挺

向世界传递中国抗疫最强音

庚子年新冠肺炎疫情让地球

按下了暂停键 。 在这场世界性灾

难面前 ， 中国记住了一位耄耋

老人 ， 他就是 84 岁的钟南山 。

11 日 ， 钟南山被授予 “共和国

勋章 ”。

2020 年 1 月 18 日晚 ， 钟南

山赶到了人山人海的广州高铁站。

正当春运， 去武汉的高铁票早已

卖光， 事情紧急， 颇费周折他才

挤上了 G1022 次车， 在餐车找了

一个座位。 他走得非常匆忙， 只

穿了一件咖啡色格子西装。 作为

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 ，

他知道此行意味着什么。 尽管疲

惫， 他打开电脑， 开始仔细研究

每个材料和文件……

《钟南山： 苍生在上》 以六

个独立而又相连的章节， 两场相隔

数年持续的观察与采写， 从钟南山

家庭成长环境， 到他的求学之路、

爱情与婚姻、 医学追求……从最普

通平凡的日子到充满挫折的人生命

运， 在时代变迁与复杂严峻疫情

的广阔背景中， 以大量翔实丰富

的细节， 刻画出了一个立体又真

实的人物形象。

这本书的作者熊育群是广东

文学院院长， 曾获第五届鲁迅文

学奖 。 他在广东多次近距离采

访钟南山 。

“钟南山 ， 他的哀伤连接

了万家悲痛； 他的眼泪， 落成一

个国家的泪水。” 在熊育群看来，

他念兹在兹的是抢救病人。 他不

唯上， 不信邪， 敢担责任， 以求

真务实的学术精神， 表现了一个

医者的仁爱之心和道德风骨 。

他在后记中这样写道 ， “中国

有个钟南山 ， 这将是一个时代

的记忆 。”

《钟南山 ： 苍生在上 》 中透

露， 钟南山的家有两大特点， 一是

运动器具多， 有跑步机、 单车、 拉

力器、 单杠、 哑铃； 二是书多。 这

充分体现了钟南山的两大爱好———

医学和体育， 这两项也成了这个家

庭的自豪之处， 也解释了他在高龄

之下如何能扛住压力与病毒赛跑 。

这部纪实文学作品密切 “追踪” 了

钟南山的奋斗轨迹， 尤其是今年疫

情以来的战 “疫” 路线， 细密编织

在字里行间。 “这一切， 对于一位

84 岁的老人意味着什么 ？ 他这是

在用生命战斗！ 他把人民的生命看

得比自己的生命更加重要！ 为他着

急的莫过于他的家人。 妻子李少芬

看到熬红了眼睛的他， 既生气更心

疼， 却又无可奈何！ 她知道自己劝

也劝不住， 他这一辈子最在乎的就

是病人。”

“共和国勋章”获得者：

国家需要我们去，我们必须今天就去

《钟南山： 苍生在上》

熊育群 著

花城出版社

疫情来袭，如何表现上海 “第一

时间”的速度与责任？ 作家何建明在

《第一时间———写在春天里的上海报

告》里既讲述了上海首例确诊的新冠

病毒感染者的 “来龙去脉 ”，也全景

梳理上海各条战线的抗疫现场，“在

这场没有硝烟的战 ‘疫 ’中 ，上海在

疫情防控阻击战中第一时间迸发出

硬核力量！ ”何建明感慨，上海拥有

2400 多万人口， 新冠肺炎疫情在武

汉暴发之后，许多人把可能的第二个

疫情“暴发地”悬挂在上海这座城市

的头顶上。 这并非 “空穴来风”———

上海不仅是开放程度最高的国际化

大都市， 还地处中国东南沿海的中

部， 是经济最活跃的长三角核心地。

而当一场不测的风暴与未知的疫情

来袭时，“第一时间” 的反应，“第一

时间”的判断与决策，将决定整个战

“疫”的成败。

何建明在 80 多天时间里切身感

受并记录上海抗疫进程，结合一线采

访和重要资料，多角度全方位记录上

海在保护 2400 多万人民生命、 支援

武汉等方面所作的巨大努力。

在全国疫情尚处“火苗”的阶段，

上海为下一步的防控争取到宝贵的时

间。 正如何建明在一篇文章中所描述

的，1 月 20 日当他读到国家卫健委确

认上海首例输入性确诊病例的新闻，

“心惊了一下”———“病毒这么快就传染

到了上海呀！ 转念又想：这么大的上海，

出现个把病例，也属‘太正常不过’的事

吧。 后来我知道，正是从这一刻开始，整

个上海就在第一时间开动了防控机器，

甚至精确到每一个细节。 ”

奔赴上海古北社区、 花木街道、上

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上海市疾控中

心、同仁医院、浦东机场等地，何建明实

地走访，在文字中再现战“疫”图景，这

些正是《第一时间》的“血肉”所在。

“这世上可能确实没有超级英雄，

不过是无数人都在发一份光， 然后萤

火汇成星河。 ”这句话印在《查医生援

鄂日记》的封面上，令人动容。 今年四

月底，一部援鄂医生亲历日记《查医生

援鄂日记》 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

版，该书由仁济医院主编，上海第一批

援鄂医疗队员查琼芳医生撰写。

从今年除夕随队驰援武汉到 3

月 31 日， 查医生日记共计 67 篇，跨

越援鄂的整整 68 天。 翻看日记，这部

由每天的语音留言转录的日记，没有

华丽的辞藻，却刻录了医护人员冲锋

陷阵守卫人民健康的惊心动魄和温

暖瞬间 。 正如一位读者评价的那

样———“最朴实的细节却令人泪目”。

日记的雏形来自一段段语音。 除

夕夜上海第一批支援湖北医疗队启

程 ，奔赴武汉金银潭医院 ，查琼芳随

队出征北三楼重症病房第一小组，在

紧张繁忙的援助工作之余， 她每天发

回一段微信语音，以抗疫一线医生的视

角，记录战“疫”征程。

这些语音既是工作汇报， 也是她

给自己解压的方式， 更是给家乡亲朋

的回音。 内容包罗了她目击和感受的

一切：医护人员无私无畏和时间赛跑，

与病毒抗争； 病人在医护和病友的关

爱鼓励下与病魔斗争；志愿者冒着被感

染的风险，服务需要帮助的人；来自社

会各界源源不断的关怀支持……仁济

医院将这些语音整理成文字后，被各大

平台转载， 不少网友追着 “更新”———

“战‘疫’一线战士的生死拼搏，撼人心

魄”“日记是献给平凡人的赞歌，真心为

勇敢逆行的医护人员点赞！ ”

日记里透露了医护人士如何扛过

种种艰辛———“天气暖和了， 出汗多，

因为不能补充水分， 这个时间点身体

很容易出问题。曾经有护士跟我说，穿

着防护服太热， 不做事的时候就背靠

在墙上，可以感受一下墙壁的凉意。 ”

“凌晨 4 点到 8 点的内围班是最辛苦

的，之前能不能睡好暂且不论，凌晨 3

点不到就得起床， 怕上厕所又不敢吃

不敢喝，换上防护服进去，工作到早晨

5-6 点又是人最疲倦的时候。 ”“担心

病人再有情况发生，我曾戴着口罩，穿

着厚重的棉大衣， 坐靠在办公室的椅

子上。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体验戴着口

罩睡觉”……

日记中还记载了来自各方的关心

和帮助， 比如：“大家共同坚守在冰封

雪飘的武汉， 有自愿在凌晨接送医护

人员的司机师傅， 有捐赠爱心雨伞的

企业， 还有始终坚持帮医护人员理发

的 Tony 老师……”无不为医疗队员们

一次次注入动力， 坚定他们抗疫战斗

的决心。

援鄂医生写下 67 篇一线日记：

“不过是无数人都在发一份光， 然后萤火汇成星河”

该书从数千篇上海抗击疫情的

健康科普作品中精选而成， 包含屡

屡刷屏的健康“金句”、包罗万象的

健康防护提示等， 为常态化疫情防

控提供指南。

“历史上从来没有一种病毒可

以把一个国家的人民打倒”“你在家

里不是隔离， 是战斗”“控制灵魂对

自由的渴望， 不要输在麻痹大意”

“一米，是爱你的距离”……在防控

新冠肺炎疫情的人民战争中， 上海

集中一大批优秀的公共卫生、 临床

医学、基础医学专家，积极开展健康

科普， 由此也诞生了大批广为流传

的“金句”，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起

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据统计，自 1 月疫情暴发以来，

市卫健委官微牵头 110 多家医疗卫

生机构组成新媒体矩阵，38 家市级

医院推出 1200 多个科普栏目 ，全

市卫生健康系统共发布原创科普

文章近 7500 篇、音频 400 余个 、视

频 1500 余个， 印发海报等宣传资

料近 400 万份 ， 健康科普通过微

信、微博、抖音等多媒体推送，累计

浏览量数十亿人次。

本书主编 、 市卫生健康委主

任邬惊雷表示 ，《上海战 “疫 ”硬核

科普 》 是上海疫情防控健康科普

工作的缩影与见证 ， 既是总结经

验 ，更是展望未来 ，对推进常态化

疫情防控 、建立全社会群防群控

机制 、 完善公共卫生应急体系 、

深化 《健康上海行动 》具有重要

启示意义 。

《第一时间———写在
春天里的上海报告》

何建明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查医生援鄂日记》

查琼芳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你在家里不是隔离，是战斗”：

健康“金句”为常态化疫情防控提供指南

《张文宏教授支招防
控新型冠状病毒》

张文宏 著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张文宏教授再支招
新冠疫情常态化下健
康生活》

张文宏 著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9 冠状病毒病———

从基础到临床》

张文宏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战 “疫 ” 硬核
科普》

邬惊雷 主编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在今年的上海书展上， 与疫情相关的书籍成为一大热点———

作家用 80 多天切身感受并记录上海抗疫进程：

第一时间迸发出的硬核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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