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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疾控中心首次公开 7万病例分析结果
姻本报记者李晨阳

2 月 17 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迄今
最大规模的新冠肺炎流行病学特征分析，其原始
数据来自截至 2020 年 2 月 11 日中国内地报告的
超过 7 万病例。相关论文发表于《中华流行病学
杂志》。

截至 2月 11日，中国内地共报告 72314例病
例，其中确诊病例 44672 例（61.8%），疑似病例
16186例（22.4%），临床诊断病例 10567例（14.6%），
无症状感染者 889例（1.2%）。

危重患者粗病死率近半

在 44672例确诊病例中，共有 1023例死亡，粗
病死率为 2.3%。其中男性粗病死率略高于女性。湖
北省的粗病死率高出其他省份 7.3倍。

粗病死率表现出随年龄上升的趋势，其中≥80
岁年龄组的粗病死率最高，为 14.8%。60岁及以上
的死亡病例占全部死亡者的八成以上。

在未报告合并症患者中，粗病死率约为 0.9%。
而有合并症患者的病死率则高得多，特别是心血管
疾病患者的粗病死率达到了 10.5%。

大多数新冠肺炎患者表现为轻症，轻 /中症病
例达到 80.9%。但是一旦形成危重症，粗病死率便达
到了不容小觑的 49%。

湖北外首例确诊病例出现在广东

新冠肺炎总体呈现出暴发流行模式。2019年
12月发病的病例，可能为小范围暴露传播模式，
2020年 1月则可能是扩散传播模式。

这也符合先前的调查结论：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可
能有野生动物交易，使得新型冠状病毒从一种仍然未
知的野生动物传染到人类，继而实现在人与人之间的
传播。湖北以外首例确诊病例是 1月 19日确认的广
东省首例输入性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根据全部患者的
发病时间，1月 24日 ~28日为第一个流行峰，在 2月
1日出现单日发病日的异常高值，然后逐渐下降。

按确诊病例的发病日期和报告日期，发病人数在
1月初开始迅速上升，1月 24日 ~28日达到第一个流
行峰，后缓慢下降；但在 2月 1日出现单日发病日异
常高值，后逐渐下降；报告病例数在 1月 10日后快速
上升，在 2月 5日达到流行峰，然后缓慢下降。

湖北省以外病例的发病高峰期出现在 1月 24
日~27日。其中六成病例报告发病前的 14天内在武
汉居住或去过武汉，或曾与武汉患者有过密切接触。

医务人员感染原因有待深究

医务人员病例的发病高峰期可能出现在 1月

28日。
在为新冠肺炎患者提供诊治服务的 422家医

疗机构中，超过 3000名医务人员感染了新型冠状
病毒。确诊病例达到 1716名，其中 5人死亡，粗病
死率为 0.3%。但不能排除存在非职业暴露造成的
感染。

医务人员中超过八成为轻症患者，病死率也低
于其他病例。论文指出，最有可能的原因还是年龄
因素。因为医务工作者都是在职人员，一般都在 60
岁以下，而死亡主要发生在 60岁以上的患者。确诊
医务人员绝大多数集中在湖北省，其中在武汉确诊
的医务人员达到了 64%。

目前尚无证据表明在医疗机构中发生了所谓
的“超级传播者事件”。但医务人员感染以及防护失
败的具体原因仍有待深入调查。

论文总结道，截至 2月 11日，我国的疫情形势
趋于下降，但疫情尚未结束。必须继续落实好以社
区和劳动场所等为单位的首例病例的发现和处置，
防止复工后的疫情反弹。而当前研究尚未完全解决
的问题包括：动物宿主的识别、传染期的确定、传播
途径的识别、有效治疗和预防方法的开发（包括简
便的检测试剂开发、药物和疫苗的研发等）。

相关论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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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16日凌晨 3点、下午 6点 45分，
全国第一例、第二例新冠肺炎逝世患者的
遗体解剖工作在武汉金银潭医院完成。对
新冠肺炎逝世患者遗体进行尸检有何必
要性，实施过程又有何要求和困难？《中国
科学报》记者就此采访了我国临床病理学
专家、目前奋战在武汉疫情防控一线的卞
修武院士。

尸检：揭示疾病“真相”的权威手段

“要彻底获悉患者体内病原体（病因）
情况和死亡原因，尸检是最好的材料来
源。”卞修武呼吁，我们应该依法开展规范
的尸检工作，动员遗体捐献。

尸体解剖是疑难和新发疾病诊断与
研究的最基本、最重要方法，也是“最后诊
断”方法。卞修武说，临床诊断对不对、治
疗上需如何改进，尸检及对样本进行相应
的检测和诊断，是目前揭示疾病“真相”的
最权威手段。

具体来说有以下几方面作用。
首先，尸检能明确器官病变、分析发

病机制和判断死因。通过大体观察、显微
镜识别、免疫病理和分子病理检测，可以
全面了解该病患的脏器在整体、组织、细
胞层面的基本病变特点和相关分子异常，
特别是肺脏、心脏、肝脏、肠道、造血和免
疫器官等部位的病变性质和严重程度，比
如为什么新冠肺炎病人血中淋巴细胞数
量和比例异常，这对于分析发病机制和死
亡原因、探索国际上对该病的诸多未知，
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临床意义。

其次，尸检能帮助分析播散途径。通
过检测病毒在体内组织和细胞内的分布，
可以了解病毒的确切感染部位、主要靶器
官组织，这是认识播散途径和靶器官的重
要依据。

比如，粪便中有病毒成分存在，来源是
什么？肠黏膜感染如何？睾丸受不受累及？
会不会通过精液传播？这些都还不清晰。

2003年，SARS肆虐期间，对死亡患者
的尸检病理结果为确定其病毒病因提供
了重要依据，SARS患者尸检发现汗腺和
肾脏等脏器受累及特点，也明确了病毒在
体内的分布情况和患者的病理改变，这为
认识接触传播机理和多脏器功能衰竭救
治策略提供了重要依据，为治疗和防控策
略调整做出了贡献。

再次，尸检能准确诊断并发症，协助
完善诊断规范，提升诊治水平。

目前该病的确诊依据主要是采集咽
拭子和支气管肺泡灌洗液进行新冠病毒
核酸检测，这属于病因诊断。当肺组织（主
要指上皮细胞）见到病毒颗粒，看到肺有
炎症反应和病变性质，“肺炎”的病理诊断
才能成立。CT影像是临床诊断的重要依
据，但这不是病理诊断，也不是确诊依据。
很多年老体弱的患者患该病后往往死于
肺部继发的真菌感染或其他脏器并发症，
这些需要生前活检或死后尸检证明。
“尸体解剖的完整病理诊断可以验

证、补充和纠正临床诊断，联系临床表现
和 CT特征及治疗过程，分析救治经验教
训，提高诊治水平。”卞修武说。

尸检开展的主客观条件需完善

在疫情暴发初期，尸检相关工作并
未有效展开。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疫

情暴发初期对病因、传
播途径和病原传染性
的未知；在死亡病例增
多后，针对这种传染病
尸检工作的具体规定
没有出台；医疗机构主
要精力集中在诊治，担
心尸检风险；国内缺乏
符合生物安全要求的
尸检室等。

卞修武认为，还与
对病理检查的重视程
度不够有关。“比如，几
个版本的诊疗规范中，
确诊依据都没有肺穿
刺活检病理诊断（根据
形态特点和原位病毒
检测）。”

此外，在对临床疑
似、没有禁忌症这类传
染病人进行尸检时对尸
检室条件有明确要求
（特别是防止空气途径
传播的负压系统），并且
要得到省级以上卫生行
政部门指定。病理标本
的转运、制样、检测和观
察也都需要安全防护。
这些都给尸检带来一定
的困难。

卞修武说，这次疫
情警示我们，大型医疗
机构和医学院校病理
学科或相关学科应高
标准设置尸检室，区域
医疗中心应设置可以
承担传染病尸检和病
理样本处理的机构，研
究所和医院病理科对
尸检室环境的要求要
提高，特别是要有负压
系统，设置病理检测设
备等。
目前，经过与国家

卫健委，重庆市、湖北省
卫健委等部门沟通后，
通过改建、新建负压尸
检室，新冠肺炎尸检工
作可以随时展开。

卞修武提示，对于
新冠肺炎这样临床进程
特殊、诊疗有疑问、死亡
原因不清的传染病例，
更需要尸检。他强调，在
尸检具体操作过程中，
除了尸检需要的硬件条
件，操作人员保护和环
境保护最为重要。考虑到疾病的传染性，
尸体应适当放置一段时间再进行尸检，以
降低病毒活性。
“对于重大新发传染病，特别是病因

和发病机理未明的传染病，国内外相关法
规都支持尸检。”卞修武说，“此次疫情的
尸检工作开展较晚，实际上，现在国内的
尸检越来越少了，在很多医学院校、大的
医院甚至完全不开展，死亡病例讨论没有
病理诊断，这些严重阻碍临床医学的进步
和水平提高。这对医学本科生教育和病理
医师培养十分不利。国家应建立和完善尸
检相关法规。”

艺术家对纳米线发电机的构想
图片来源：ELLA MARU STUDIO

本报讯 利用稀薄的空气发电听起来像是科幻
小说，但一项基于纳米线的新技术———发电细菌，
就能在含有水分的空气中做到这一点。

这项 2 月 17日发表于《自然》的新研究表明，
发电细菌产生的蛋白质细丝，可以产生足够的能量
点亮 LED灯泡。虽然研究人员还不确定这些蛋白
质细丝是如何工作的，但这个微型发电机功能强
大：17个这样的设备链接在一起，可以产生 10伏特
的电压，足可以为一部手机提供电力。

未参与这项工作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航空
航天大学纳米科学研究所所长郭万林说，新方法应

该被视为一个“里程碑式的进步”。郭万林研究水伏
发电技术，这是一种从水中获取电能的分子方法。

据《科学》报道，15 年前，美国马萨诸塞大学
微生物学家 Derek Lovley 和同事发现了一种名为
Geobacter 的细菌，能将电子从有机物转移到金属
类化合物。从那以后，人们了解到，其他许多细菌
可以制造蛋白质纳米线，将电子传递给环境中的
细菌或沉积物。这种转移产生了一种小电流，研
究人员曾尝试将其作为清洁能源加以利用，并取
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

两年前，马萨诸塞大学姚军（音译）团队发现，

如果把纳米线的薄膜夹在两块用作电极的金板间，
并且不去管它，它们可以持续供电至少 20个小时。
而且这个设备可以自我充电，诀窍是让纳米线薄膜
的一面暴露在潮湿的空气中，且使顶板比底板小。

经过不断试验，研究人员发现，当把纳米线
放在一个不潮湿的房间时，电流会减小，这表明
湿度是电子产生的关键因素。通过将设备暴露在
不同的湿度下，研究人员发现这种方法在空气湿
度为 45%的情况下效果最好。

研究人员表示，发电的秘密就在于薄膜的上半
部分吸收了水分，形成了水分梯度，水滴不断从上
半部分扩散进出，这些水滴可以分解成氢离子和氧
离子，导致电荷在顶部附近聚集。姚军解释说，薄膜
顶部和底部的电荷差异导致了电子流动。

但之前利用水蒸气导电的尝试，只能在短时间
内产生少量电流。姚军团队报告说，在新装置中，纳
米线之间的空隙似乎有助于保持湿度梯度，使发电
可以持续两个月以上。因此，新装置运行时间可持
续几周，其输出功率是之前设备的 100多倍。

郭万林表示，“空气发电”不需要外部电力，
比太阳能电池板或风力涡轮机的适用范围广，因
此，如果能扩大规模，它将显示出“巨大的实际应
用潜力”。

不过德国马普海洋微生物研究所微生物学
家 Dirk de Beer 对这篇论文的成果持保留意见。
他说，空气发电似乎提供了一个无限的电源，但
该技术仍然没有明确的电子来源。 （辛雨）

相关论文信息：

科学家用细菌实现“空气发电”

寰球眼

重回海鲜市场寻找“零号病人”
姻本报记者甘晓 见习记者任芳言

近日，关于新冠肺炎零号病人的问题引发了社
会公众的广泛关注。那么，此次新冠肺炎的零号病
人是谁？要怎么找？能找得到吗？

2月 17日，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微生物
流行病研究所研究员曹务春告诉《中国科学报》，目
前尚未找到零号病人，建议重新回到武汉华南海鲜
市场溯源病毒。

未见确切证据

零号病人是一种通俗说法，指病毒从动物传到
人以后，第一个发病的人。
“现在肯定没有找到新冠肺炎的零号病人。”曹

务春说。
中国疾控中心一位专家透露，目前寻找零号病

人的相关工作仍在湖北省内展开。2月 17日，中国
疾控中心再派 43人奔赴湖北。迄今为止，该机构已
陆续派出 160位专业人员，参与当地实验室检测、
病毒溯源、流行病学调查等工作。

浙江大学医学院教授金永堂告诉《中国科学
报》，无论是寻找零号病人，还是当下开展的流行病
学调查，都有助于最快、最准确地确认传染源和传
播途径，及时采取有效防控措施，阻止疫情发展。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副院长邬堂春则向

《中国科学报》表示，“国内已有不少团队在做新冠
病毒的溯源工作，但目前还未见到确切证据。”近
期，他参与了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委托的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措施评估工作。

重回海鲜市场

2 月 17 日，中国疾控中心在《中华流行病学
杂志》发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病学的特征分
析，指出疫情暴发流行时间趋势与先前结论一
致，即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可能有野生动物交易，
使得新冠病毒从一种仍然未知的野生动物传染
到人类，继而实现人传人。

对此，专家建议，应尽快组织各单位到武汉华
南海鲜市场做系统采样和检测。
“看到底哪些摊位和病毒有关，再去查这些摊

位的进货来源、货物去了哪些餐馆、这些餐馆有哪
些人来。如果相关的人都找到，有可能把零号病人
找出来。”曹务春强调。

破案难，应联手

受访专家还提醒，零号病人与流行病学中的指
示病例（index case）是两个概念，但容易混淆。指示

病例是卫生部门观察到的首个病例，但不一定是真
正意义上第一个感染疾病的人。即便有指示病例，
也很难找出零号病人。
“例如，SARS的指示病例来自广东，其流行病

史、接触过的人都可以做调查，但最终没有足够证
据指向谁是 SARS的首发病例。”西安交通大学公
共卫生学院副教授齐欣告诉《中国科学报》。

流行病学调查工作庞杂且耗时。为应对此次
新冠肺炎疫情，上海疾控部门已派出 550名专业
人员做流调。北京疾控部门近期通报的几起案例
显示，即便查清小范围的疫情传播过程，也需要
数十天。追溯整个传染病暴发的源头，则需要更
大的工作量。
“科研、疾控、临床、动物保护等部门要联合

起来。”曹务春表示，单靠某一个单位，想把病毒
源头搞清楚非常困难。找到病毒源头可以打消疑
惑，更重要的是可为未来突发传染病疫情的防控
积累经验。
不过，在齐欣看来，当下流行病学调查最重要

的工作仍是疫情防控。“针对新发传染病，人们还未
完全了解，如何判断传染病的传播途径、传播力、致
病力和相关机理，还需要更多证据。无论是政府、疾
控部门还是医疗机构，都要尽可能通过有效防控措
施，减少健康损失。”

中科院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召开

本报讯 2月 18日上午，中国科学院党
组 2020年第 8次会议暨中科院应对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第
四次会议在京召开。中科院党组书记、院
长、领导小组组长白春礼主持会议，传达
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
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第
八次和第九次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
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以及党中央、国务
院关于科技攻关的重要部署，研究部署了
全院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相关工作。

与会人员就进一步做好中科院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信息宣传工作和积极回应
公众关心关切问题进行了充分研讨，明确
了后续安排。

白春礼强调，全院上下要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疫情防控的各项决策部
署；要深刻认识到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项重大任
务，也是中科院当前最重要的工作，必须时
刻牢记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全面贯彻坚定信
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要求，
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勇于担当作为，坚决打
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白春礼强调，在推进落实中科院应对疫
情工作时，要密切关注公众关心关切问题，积
极组织发声回应；要进一步做好信息宣传，适
度宣传全院疫情防控工作和相关成果；要持
续加强相关科学普及、解疑释惑工作。（柯讯）

2月 18日，随车机械师在中卫南站对 C8202次列车进行检查。
当日是 2020年春运的最后一天，铁路部门精准安排错峰返程运

力，实行分散售票策略，并加强对列车、候车厅等进行消毒和清洁，对
所有进出站旅客进行体温监测，做好防控工作，保障旅客出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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