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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传染性疾病防治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按照医学科学特别

是传染病学规律，全国一盘棋，统筹资源，科学防治，精准施策。在

新冠病毒肺炎疫情中，目前我国已扭转最初的被动局面，进入稳定防

控与诊疗时期。为尽早取得疫情抗击战的胜利，必须尽快在特效药、

疫苗和抗体上取得突破，不断优化分层分类诊疗体系，完善国家公共

卫生应急系统，加强应急物资保障力度。通过人财物与信息时间空间

的优化，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1、协同开展科研攻关 

医学科学研究涉及基础医学、临床医学、药学、护理学和预防医

学等多个方面。从研究现状来看，在基础研究方面，尽管已经掌握病

毒基因组序列，但病毒的致病机制尚不完全清楚。在药物研究方面，

只有经过初步筛查比较的推荐药品，个别已显现治疗效果的药物（如：

洛匹那韦/利托那韦）尚未完全通过人体临床实验验证。在疫苗研究

方面，尚无有效疫苗。李兰娟院士认为：“疫苗仅在实验室研制成功

就至少需要三个月”。在抗体研究方面，已开展新冠病毒特免血浆制

品和特免球蛋白的制备；但采血范围有限，抗体尚未进入批量制备阶

段。在中医药研究方面，中药处方和中成药在临床治疗期的不同阶段，

发挥了重要的预防和治疗作用；但无法直接杀灭病毒，对重症患者的

效果不明显。研究工作尚不能满足现实防治需求。 



在重大疫情面前要与时间赛跑，必须建立协同攻关机制。首先，

要充分发挥我国体制的优势，整合高等学校、研究机构、疾控中心、

医药企业和医疗机构的力量，突破现有的医药研究体制和制度障碍，

建立完备的生命医学创新链，才能早结硕果。其次，要严格遵守疫苗

和治疗药物从研发到量产程序，利用协同中的监督机制，防止偃苗助

长和利益交换行为。第三，要保持开放姿态，尽快与全球领先的医学

研究机构合作，实现信息共享，在尊重主权前提下接受国际技术支持

和协助。 

2、分类实施精准诊疗 

针对目前疫情严重、资源有限的情况，首先要对病人应收尽收，

否则会产生巨大的安全风险和隐患；同时要根据疾病轻重缓急，实行

分级隔离和治疗，以保证有限资源发挥最大作用。努力提高收治率和

治愈率，降低病发率和病亡率。 

    病人分类的前提是检测。检测资源短缺、耗时较长、操作复杂，

仍是当前面临的问题，造成病人无法及时得到诊疗。要推动建成大通

量的检测中心，实现检测的便利化，减少病人在排队和等待过程中的

感染机会，并赢得治疗时间。努力实现检测、确诊及在不同层级医疗

机构之间转诊治疗一条龙。 

    重症病人的治愈率是我们战胜疫情的信心基础，必须建立完善精

准的治疗体系。要组成专家组进行巡诊，认真制定诊疗方案，建立

24 小时监护并报病危的制度；针对重症病人中老年人偏多的现象，

要开展多学科联合诊疗和疑难病例讨论，防止并发症的出现；在目前



诊疗方案不完善的情况下，要根据病情的发展变化尝试多种治疗方法，

特别是要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 

3、尽快完善公卫体系 

从宏观上看，我国公共卫生体系一直从属于医疗体系，致使公共

卫生安全问题受到严重忽视，相关法律法规操作性不强，利益相关方

难以形成合力。为此，需要树立现代公共卫生安全理念，将国家公共

卫生安全战略纳入国家安全战略，重塑中国当代公共卫生治理体系；

大幅提升公共卫生政府投入，补齐民生短板；启动修订《传染病防治

法》《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条例》，建立多元利益相关方参与的机制。 

能否快速战胜疫情，隔离防控工作是保障。目前只对患者确诊后

的密切接触者进行隔离，存在漏洞。华中科技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研

究表明：患者在出现明显症状前 1 周就有传染性，出现症状前 4 天已

经有很强的传染性，因此，迫切需要对患者出现症状前 1 周的密切接

触者进行认真排查，才能真正实现隔离防控的效果。 

    在方法和手段上，要尽快建设覆盖全国的“公共卫生监测与预警

大数据系统”，通过实时下载电子病历数据信息，监测病毒、细菌和

疾病的发生和发展；通过大数据挖掘，为科学决策提供可靠依据。同

时，尽快建立全国应急大数据平台和指挥调度中心，强化中央指挥力

度和统筹调控手段。 

4、统筹调配医疗资源 

目前，医药防护物资短缺等问题仍然难以完全解决。在抗击疫情

过程中，筹集好、管理好、使用好医疗防护资源，有利于治病救人，



有利于预防控制，有利于社会公平和谐。 

要通过公开透明的措施合理配置医疗资源。一是要公开透明，在

权威网站（如政府网、纪检监察网）设立专门板块，将各医院的床位、

各类捐赠物资、各种捐赠资金的数量及其使用情况公之于众，为需求

方提供信息并接受社会监督。二是要合理配置。对于紧缺的医疗物资，

既要重视疫情重灾区，也要兼顾其他地区。既要重视大医院，也不能

忽视发热门诊和基层社区卫生中心。捐赠物资配送时应当编码并上网，

通过手机扫描物资二维码，实时查找物资的动向。 

 

作者简介： 

许晓东，中国系统工程学会教育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主任，华中科技

大学副校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邮箱：xiaodong-xu@hust.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