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下 ， 我们正经历着一场没有硝

烟的战争 ， 这次战争让我们每个人都

成为了战士！ 为生命而战！

在这次的疫情面前 ， 我们身边的

每一位同事 、 同行 、 学生 ， 都展现出

应有的担当 ， 他们以行动回应了 “国

有战， 召必应， 战必胜”， 他们出征的

誓言至今还在我的耳边回响。

众志成城 、 共克时艰 ！ 对我们年

轻人来说 ， 更需要知道 ， 知识就是最

好的免疫力， 合作提供最强的战斗力。

要战胜疫情 ， 需要科学 ， 更需要所有

人的携手合作！

从0到万再到0?中止
疫情不仅需要医护和科学
家，更需要所有人携手

从数据来看 ， 中国大多数城市感

染人数保持多日零增长 ， 情况不断向

好 。 令人担忧的是新冠肺炎开始在全

球多国爆发 。 2 月 27 日 WHO 总干事

谭德赛表示 ： “中国防疫经验表明 ，

只要采取正确的措施 ， 就可以控制疫

情。 现在中国以外地区才是最大担忧，

全球疫情处于关键时刻。”

面对这次的新冠肺炎疫情 ， 我们

的困惑是 ： 这次的病毒与其他病毒有

什么不同？ 为何能够如此快速传播？

新冠肺炎的流行病学特征也许可

以部分回答这一问题。

回顾世界上历次重大流行病事件，

从最早的鼠疫 ， 到 SARS、 埃博拉病

毒、 再到这次的新冠肺炎， 可以看出，

人类的生存发展史就是一部与传染病

作战的斗争史 。 人类战胜传染病的方

式有两种 ， 一种是彻底消灭病毒 ， 第

二种就是通过疫苗或药物长期控制它。

但到目前为止 ， 唯一被消灭的只有天

花病毒。

流行病如何传播？ 电影 《传染病》

形象地再现了这一过程 。 影片最后一

幕还原了第一天的故事 ， 简言之———

携带病毒的蝙蝠的粪便落入猪圈 ， 食

用了蝙蝠粪便的猪被运往饭店 ， 处理

猪肉的厨师没有洗手 ， 与一位女士握

手 ， 导致这位女士感染病毒死亡 ， 最

后形成人传人的大规模疫情发生。

回到现实 ， 新冠肺炎的传染能力

如何？

传染病学上有一个特殊概念 ： 基

本再生数。 目前统计分

析， 新冠肺炎基本再生

数为 3.77， 即平均 1 个

感染者传染约 3.77 个

人 。 这个数值要高于

SARS 和普通的季节性

流感。

病毒从天然宿主到

中间宿主， 再到人， 形

成了传播的全链条。 如

何确认新冠肺炎病毒的

中间宿主———从蝙蝠到

人的中间环节？ 科学家

发现 ， SARS 爆发的中

间宿主是果子狸， 中东

呼吸综合症中间宿主是

骆驼。

为了揭示新冠肺炎

的真实面目 ， 中国科学家前所未有地

团结 ， 他们联手在疫情发展早期 ， 就

迅速完成了病毒分离和基因组测序。

经过基因组序列比对和进化树分

析 ， 科学家发现 ： 新型冠状病毒与蝙

蝠的冠状病毒的受体结合域氨基酸序

列相似性为 89.2%， 和穿山甲相关序列

相似性高达 97.4%。 这一结果提示了，

蝙蝠可能是新冠肺炎病毒的天然宿主，

穿山甲是潜在的中间宿主。 综合分析，

蝙蝠似乎是该病毒的宿主 ， 中间宿主

尚未查明， 还需进一步明确。

报告指出 ， 新冠肺炎的聚集性传

播有 78%-85%发生在家庭中， 而且易

感人群从儿童到成人到老年人 ， 是全

方位的 ， 特别是那些免疫力低下的人

群 。 因此 ， 特别提醒所有人 ， 尽量不

要去人多的地方， 保护好自己和家人。

今天可以清楚看到 ， 新冠肺炎在

国内的传播模式 ： 是通过武汉特定人

群扩散到社区 ， 形成社区传播 。 又由

武汉传播到周边城市 ， 进一步蔓延到

全国。

基于疾病的流行病学特征 ， 国家

一开始积极采取了对患者 、 疑似人群

隔离以及封城等重要的公共卫生预防

措施 ， 对于有效控制传染源发挥了重

要作用， 成效显著。

世卫组织考察组组长也积极评价

了中国隔离措施的效果 ， 他说到 ：

“中国的方法是目前我们知道的、 唯一

已被证实确实有效的方法。”

这个结果凝结了众多科学家以及

疫情中每个人携手合作的奉献。

此次疫情也体现了公共卫生 “三

级预防 ” 的重要性 ， 涵盖新冠肺炎的

预防 、 临床前预防 ， 即早期发现 、 早

期诊断 、 早期治疗 ， 以及临床预防和

治疗等 。 今年我们计划开设一门 《公

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导论 》 选修课 ， 这

门课也将向大众开放 ， 让更多的人借

此了解公共卫生基础知识。

平静安宁是因为总有
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

冠状病毒是自然界广泛存在的一

大类 RNA 病毒。 其中， 新冠肺炎病毒

与 SARS 病毒和 MERS 病毒属于同一亚

类， 危害严重。

这个邪恶的病毒通过表面的 S 蛋

白与人体细胞的 ACE2 受体结合， 进入

细胞 。 如果把人体细胞想象成一间房

屋 ， 把新冠肺炎病毒想象成强盗 ， 那

么， ACE2 就是这间房屋的 “门把手”。

病毒通过 S 蛋白与 ACE2 结合打开门，

长驱直入闯进人体细胞。 有研究表明，

病毒 S 蛋白与 ACE2 蛋白亲和力是

SARS 的 10-20 倍，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

么它的传染力这么强。

我们同事的团队利用最新单细胞

测序技术发现人体多种脏器细胞都具

有 ACE2 基因表达， 提示这些器官也有

可能受到病毒感染。

为了在临床上进一步弄清新冠肺

炎病毒的致病机制 ， 一批我们的同道

活跃在病因诊断这个看不见硝烟的医

学战场的最前沿 。 在第一批上海援鄂

医疗队领队 、 来自交大附属第一人民

医院的郑军华教授的大力促成之下 ，

对首批新冠患者遗体进行了解剖 。 上

海唯一派出的一支 6 人援鄂病因检测

小分队也来自于交大医学院附属瑞金

医院和基础医学院 ， 从筹备到组建仅

仅用了半个小时 ， 他们被称作是医生

背后的医生 。 在我们眼中 ， 病因诊断

是 “离病毒最近的工作”， 相比救治病

人的一线医护人员 ， 他们的感染风险

可能更大！

战斗不仅在抗疫前
线， 还有更多幕后英雄默
默守护

新冠肺炎的诊断标准 ， 主要基于

病人目前的流行病学调查史 ， 进一步

结合临床表现 、 肺部影像学检查 、 实

验室检测进行综合判断 。 最后通过实

时荧光定量 PCR 技术的核酸检测方法，

来帮助确诊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

在临床检测方面 ， 我的同事们一

直奋战在科技战 “疫 ” 的一线 。 1 月

24 日， 我国权威检验机构鉴定合格的

首个新冠肺炎病毒检测产品中， 就

有一项重要的支撑技术来自于

我们的生物医学工程学院古

宏晨教授团队。

同时 ， 前几天获悉交

大医学院谭蔚泓院士团队

发明了一种便携式的现场

快速分子诊断新技术， 使得

普通民众按照产品说明书即

可在家自行完成检测， 有望解

决集中检测造成的医疗资源透支

和交叉感染的严峻问题。

我还特别想分享我身边的一个故

事 ， 与我共事了十几年的同事邱红玲

老师在疫情发生之初正在湖北黄冈休

假 ， 于是她第一时间给学校发来了一

封特殊的 “请战书 ” ， 申请暂时不返

沪 ， 同时放弃休假志愿加入钟南山医

学基金会病毒快筛团队。 从 1 月 28 日

至今 ， 她已辗转三地 ， 一直与团队日

夜奋战在检测一线 ， 并已协同当地疾

控中心建立新型冠状病毒快速筛查体

系 ， 实现采样体系规范化和检测方法

规范化， 为疫情防控所需的 “早发现、

早诊断、 早隔离、 早治疗” 提供支持。

诊断后的治疗也尤其关键 。 遗憾

的是目前尚未有特效药 。 我们众多的

同行和同事们正日以继夜地进行药物、

医疗器械研发 ， 并在临床上不断地探

索 。 也许我们无法直接参与抗疫 ， 但

我们可以防护好自己， 并提高免疫力。

一个特别重要的提醒 ： 要坚决杜绝食

用野生动物 。 疫情期间也需要调整好

自己的生活方式 ， 保证科学适量的有

氧运动和充足且有质量的睡眠。 此外，

保持积极乐观情绪对于提高机体免疫

力 ， 降低机体炎症反应 ， 也非常的重

要 。 我还特别希望年轻人能思考一个

问题。 经历疫情的洗礼， 生命的考验，

我们都将收获成长 。 现在 ， 你们对生

命的价值有些什么新的思考吗？

疫情带给我对生命价值的重新思

考在于 ： 崇尚热爱自然情怀 。 我们每

一个人都该真正懂得尊重生命 、 敬畏

自然 、 热爱自然 、 与自然和谐共处 ；

追求科学精神， 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

知识可以提供最好的免疫力 ， 当下 ，

每一个年轻人学好自己的专业 ， 掌握

科学规律、 科学方法， 练就过硬本领，

就是对防疫最大的贡献 ； 携手合作共

同应对 ， 不论是抗疫 ， 还是科研 ， 需

要的是携手 ， 当下更需要携手提升全

民公共卫生素养和健康意识 ， 众志成

城、 守望相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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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 使得在线教育成为高校春季学期的打开

新方式， 高校和中小学首次全面开展在线教育。 在线教育 “打开 ”

的不仅是春季学期， 更是大学面向公众知识分享的大门。

上海交通大学 3 月 1 日全球直播春季学期在线教育第一课 ，

262 万听众全程听满两小时； 日前， 复旦大学的在线教育第一课同

样吸引数百万听众， 一批通识教育课程也在线公开， 开放在线 “旁

听”； 早在 2 月中旬开讲第一课的清华大学， 更是开放了在线公开课

的课程表， 欢迎有兴趣的公众在线 “蹭课” ……高校在线教育， 传

递的不仅仅是知识， 更是疫情期间服务公众的满满情怀。

在上海交大第一课上，上海交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王慧讲授

的“知识是最好的免疫力，合作是最强的战斗力”从“防控疫情从我做

起”谈起，更是让“上海交大第一课”瞬间进入微博热搜榜。

看看各家高校今年的第一课， 都有些什么闪光点———

2 月 24 日上午 10 时， 复旦大学

“硬核教授 ” 张文宏和 “疾控女神 ”

吴凡联手讲授的 “新冠肺炎防控第一

课” 正式上线。

在这干货满满的第一课， 张文宏

科普了人类与传染病的斗争史以及我

们现在的防控状况： “肺炎本身就是

非常严重的疾病， 要是得了新冠肺炎

还不隔离自己， 传染给别人， 可能就

是重症， 这是我们完全无法接受的！”

他告诫学生： “最好的防控就是

隔离 。 请同学们开学返校后先隔离

14 天， 待在寝室， 不要串门。”

“冬将尽， 春可期， 山河无恙，

人间皆安”。 结束时， 张文宏如是说。

而吴凡解释了上海为什么病例不

多， 密切接触者数量却很多， “你听

到这么 ‘可怕’ 的数字， 应该感到这

是 ‘好事’！ 因为这说明上海疾控中

心的流行病学调查质量高 。 如果 10

个密接者只找到了 8 个， 剩下 2 个很

可能就是危险的传播者。”

吴凡抽丝剥茧地展示了一个个

“破案” 故事———通过流行病学调查

把新冠肺炎患者的传染源以及密切接

触者排除出来， 她强调 “如果你身边

有外来的人员的话， 一定要帮助他们

及时报告并进行居家隔离”。

她还给出防控策略： “不结伴外

出、 聚会， 不去人员密集场所； 前往

公共场所 、 乘坐公交时注意个人防

护、 开窗通风； 互相交流不宜近， 保

持一米的距离； 避免握手和拥抱， 用

拱手微笑的传统礼仪代替打招呼， 经

常通风换气防飞沫。”

此外， 养成正确打喷嚏的习惯。

她说： “在公共场合、 教室里， 哪怕

在家， 也不能毫无遮拦地打喷嚏， 因

为喷嚏一打 ， 整个空间就弥漫着飞

沫、 气溶胶， 这非常危险。 如果实在

来不及掏纸巾， 喷嚏就来了， 就要头

微微低下， 用手肘捂着口鼻， 左右无

所谓， 这是最容易的。”

衣服手肘弄脏了怎么办？ “这个

病毒在干燥物体的表面能存活的时间

比较短， 回家以后清洗衣服， 不能洗

的就晾在阳台上， 经常晒晒太阳， 病

毒对紫外线很敏感。”

隔离是最好的防控措施

复旦大学疫情防控第一课

2 月 3 日上午 10:00， 清华大学

以在线直播的方式， 通过清华大学快

手号、 雨课堂平台、 人民日报客户端

和清华大学官方微博等多个渠道， 全

校五万多名师生同上一堂特殊的 “开

学第一课”。 近两小时的 “开学第一

课” 由党委书记陈旭介绍清华大学的

疫情防控情况， 校长邱勇解释为何要

“延期开学， 如期开课”， 他说： “每

临大事有静气， 坚持上课会带来长远

的收益。” 而在此后正式在线开课后，

他则时常连线旁听课堂。

此次直播不仅在清华大学官方媒

体平台获得了极高的播放量， 在快手

平台也吸引了超 10 万人在线观看 ，

累积获赞量超过 65 万。

邱勇说： “疫情来临， 每一位清

华人都应该担当一份责任， 成为履行

社会责任和义务的表率。 身为教师，

大学的教学是育人的保障， 大学不可

放弃的职责就是教师教书育人的职

责！ 在任何情况下， 在任何困境里，

清华的教师必须始终坚持教学， 学生

必须始终坚持学习。”

“每临大事有静气。” 他说， 越

是面临困难与挑战， 越要保持定力。

西南联大时期的清华人在战事紧张、

飞机轰炸的情况下， 依然坚持教学、

坚持静心学习 ， 自强不息 、 弦歌不

辍。 “当下， 我们更要坚信生活中遇

到的挑战， 都将促使我们有所改进、

得以成长 。 要坚信面对压力时所坚

持的自强不息的精神品格 ， 将让我

们终身受益 。 要坚信在当下疫情防

控的特殊时期 ， 哪怕面临各种可能

出现的问题和技术障碍 ， 坚持上课

本身也将为我们全体师生带来长远的

收获。”

学校 “延期开学、 如期开课” 的

承诺， 也促使所有教师在一周内就完

成线上教学准备 ， 3900 多门次线上

课程迅速上线。

越是面临困难越要保持定力

清华大学在线教育第一课

8.8 万人在线听课、 互动， 累计

弹幕 8000 余条……2 月 29 日， 华东

理工大学通过小花梨 B 站 （即哔哩

哔哩） 直播间开设的 “云团课” 第一

课 “火” 了！ 食品科学与工程系教授

刘少伟以 “疫情期间饮食指导” 为主

题开讲第一课。

免疫力与食品的关系、 如何搭配

食物、 疫情期间的健康饮食结构、 营

养合理摄入……一个多小时授课中，

刘少伟的话题几乎集齐了营养大全。

“别瞧不起鸡蛋， 它有最接近人

体需求的营养成分。” 他说， 疫情期

间要补充足够的优质蛋白质类食物，

以帮助增强免疫力。 “很多人不会想

到， 每天一枚鸡蛋是很好的选择。 因

为鸡蛋提供优质蛋白质， 其氨基酸组

成与人体需要最接近， 对儿童乃至成

年人都是良好的蛋白质来源。 我国建

议居民每日摄入蛋类 25—50 克， 相

当于半个至一个鸡蛋。 千万别认为鸡

蛋常见就是营养不够高级！”

对那些管不住嘴的同学， 他连说

三遍 “千万别吃零食”。 对着直播镜

头， 刘少伟掏出了一小包薯片， “我

这样 ‘出身’ 食品专业的人， 看一眼

成分表， 就能判断摄入的热量。 薯片

里的钠、 碳水化合物、 蛋白质确实是

我们日常需求的成分， 但是 30 克波

浪薯片就达到了我们日常卡路里摄入

需求的一半， 而最小包的薯片都不止

30 克 。 换句话说 ， 如果你在寒假期

间正常吃三餐 ， 还吃零食 ， 不增肥

才怪。”

“管住嘴， 勤动腿， 别以为年轻

人不会得高血压 、 糖尿病这类慢性

病 。” 刘少伟建议学生 ， 作息规律 ，

杜绝暴饮暴食等不良生活方式； 保证

饮食的充分性， 均衡性， 多样性； 主

食要粗细搭配， 适当摄入玉米， 红薯

等粗粮， 少吃肉， 多吃蔬菜水果等。

他还掏出了为学生制定的疫情期

间饮食摄入表： 一天不超过 6 克盐，

25 克油， 1 至 2 两肉， 粗细食比例最

好为 1:3。 “这个量是考虑到我们在

疫情期间运动量减少后的量。 所以大

家千万不要在吃上 ， 太过于宠爱自

己， 太任性！”

疫情期间更应科学饮食

华东理工大学“云团课”第一课

抗疫期在线教育第一课，打开知识分享的大门

 몣붻춨듳톧릫릲컀짺톧풺풺뎤 王慧

3 月 3 日下午同济大学 2020 年

春季学期第一课在线上开讲。 同济大

学医学院精神医学专家赵旭东给师生

们带来满满激励。

他说， 疫情突如其来， 处于紧急

事态中的人们需要陪伴 、 支持和引

导。 因此， 心理救援队员要与一线的

其他医务人员一样 ， 顶着恐慌 、 焦

虑、 迷茫的雾霾逆行。

心理援助能对个体心理的应激反

应 ， 进行管理 、 疏导 ， 预防心理创

伤 ， 缓解痛苦 、 调节情绪 、 鼓舞士

气； 引导和构建社会认知， 引导正确

态度 ， 矫正社会行为 ； 调整社会关

系， 整合人际系统。

学生如何克服焦虑情绪， 安下心

来、 专心学习？ 赵旭东给出了 5 个关

键词： 一是 “安全”， 物理环境安全，

身体和心理健康； 二是 “平静”， 情

绪健康表达 ， 情绪情感稳定 ； 三是

“连接性”， 人际沟通和谐， 有亲人+

朋友； 四是 “自我效能和团体效能”，

家庭及个体的自信建设 ； 五是 “希

望”， 相信困难只是暂时的， 一定会

越来越好。 如果能做到这 5 个方面，

大多数人是不需要专门的心理学和医

学干预的。

“我们要认识到， 心理应激反应

具有两重性， 同学们要学会在灾难中

学习和成长。” 赵旭东说， 如果我们

把处理危机当成升华精神 、 磨砺意

志 、 锻炼体魄 、 提高能力 、 增加体

验、 加速成长、 承担责任、 成就业绩

的重大机遇， 那么我们不仅会有超常

的功能水平发挥， 还会获得在舒适生

活中不可能有的人生洗礼和感悟。

在灾难中学习和成长

同济大学在线学习第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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