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汉雷神山医院建成在即，55

辆上汽大通负压救护车已赶到现场

严阵以待。由于患者需要隔离，负压
救护车的需求量大幅增加。这类救

护车主要用于运送传染性病人群
体，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医患人员

的交叉感染及对外部环境的污染，
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

负压救护车被称为守护生命的

“可移动大号 N95口罩”，它与普通
救护车的最大区别就是能实现“负

压隔离”，即利用技术手段，使车内
气压低于外界大气压。空气在自由

流动时只能由车外流向车内，而且
负压技术还能将车内的空气进行无

害化处理后排出，防止疫情扩散，实

现病人的安全隔离与转运。

正常情况下，生产一辆负压救

护车，要经过基型车生产、改装两个

步骤，约 30天。基型车生产需要 2

周时间。负压救护车改装，包含发泡

密封处理、布线、内饰安装、电气、医
疗设备安装、负压设施安装等多个

步骤，也需要 2周时间。在保证质量
的前提下，上汽大通将 30天工期缩

短至 10天，完成了巨大的挑战。

本报记者 叶薇

“可移动大号N95”火速驰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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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疫物资捐赠，你们缺什么？我

们往哪儿捐？⋯⋯由上海产业技术研
究院一群“90后”IT男不眠不休三整

天完成的H5小程序———“云逆行”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物资供需平台，已成

为许多自发捐助者的“引路人”。平台
上线一周，发布了1500多条供需信

息，成功完成24批次物资对接。

年初一开始每天只睡四五个小
时，顶着浓重黑眼圈，电话接了一通

又一通⋯⋯研发组负责人杨坚毅打
开手机页面，橙色、蓝色和紫色标记

出现在一张中国地图上，“不同颜色
对应不同类型医院。哪家缺口罩，哪

家防护服不够，如何取得联系，点击

标记就能一目了然。”
疫情发生后，产研院智能交通

工程中心主任陶欢注意到，多地出
现物资紧缺，需求信息分散，很难及

时对接。年初一深夜，他在工作群里
倡议，利用技术专长开发信息沟通

平台，立即得到 30名工程师响应。

“面对疫情，医务人员冲锋在前
令人感动和钦佩。我们科技工作者也

想为抗疫尽点力。”项目组成员很多
已经回老家过年，但是大家不约而同

远程办公，每天工作到深夜。终于用
最短的时间，上线了第一版的物资供

需平台。随后，需求信息不断增加，菜

鸟、交通运输部全国货运公共平台等
爱心企业、个人、公益组织、志愿者不

断涌入，平台先后发布了来自 900多
家医院、400多家爱心企业、200多家

社会组织的 1500多条供需信息。
让大家没想到的是，平台影响

力甚至走出国门，来自海外的捐助

请求一条接着一条。就在初九，日本
的一位大塚先生就是看到平台信

息，专门从日本采购了一批口罩，定
点捐到了医院。

随着数据规模不断扩增，杨坚
毅考虑引入 AI技术，让物资对接效

率更快更准。“这样可以大大提高供
需匹配的效率，帮助更多需要帮助

的人。” 本报记者 马亚宁

科技力量 上海力量 同时间赛跑 与病魔较量

    原本，年均开机 7000小时的上

海光源在这个新春佳节要好好“休
息”一下，保障团队也将为这位“劳

模”体检一番。可有细心的科研人发
现，上海同步辐射光源官网“用户开

放-运行实时状态”一栏 2日显示，
BL17U1、BL19U1、BL19U2 等线站均

处于“开放”状态。原来，为抗击疫情，

上海光源特别开通“新型冠状病毒研
究专项课题”绿色通道，并于 2 月 2

日提前开机，助力科学家深入了解新
型冠状病毒微观结构。

疫情当前，解析病毒关键蛋白的
结构至关重要。开发阻断病毒入侵的

药物、找到新型冠状病毒可能的中间

宿主、指导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的研发
等与疫情防控相关的要事，都将与这

项工作密不可分。
上海光源是目前全球性能最好的

第三代中能同步辐射光源之一，它像

一台“超级显微镜”，帮助科学家探索
未知的世界。在助力国际紧急卫生事

件的研究上，上海光源早已“战功”卓
著。多种高致病性病毒H1N1、H5N1、

H7N9、MERS-CoV和埃博拉病毒的蛋
白结构，都在此被成功测定。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所研究员、中

科院病原微生物与免疫学重点实验
室的两位课题组长齐建勋与施一带

领的团队正在开展新型冠状病毒蛋

白结构解析。自今年 1月初第一株新
型冠状病毒基因组序列发布，他们就

开始了这项工作，连春节也没休息。
在三天的开机时间里，他们首先

需要目标蛋白形成蛋白晶体，蛋白晶

体在同步辐射 X-光照射下发生衍
射。获得衍射数据后，再通过专门的

软件去解析蛋白质结构。如果数据质
量高的话，就可以得到其三维结构。

研究团队发现，新型冠状病毒转
录复制复合体的这些蛋白亚基的氨

基酸组成序列，跟 SARS病毒的相似
性比较高，有 90%以上的相似性。施

一指出，尽管新型冠状病毒与 SARS

病毒有比较高的相似性，但二者在氨

基酸层面还有些差别，这也使得二者
在传播特性和致病病理上有所不同。

因此，团队希望比较一下新型冠状病
毒在入侵和复制、转录的特性上与

SARS病毒有什么差异，通过结构解
析给出一些解释，更加清晰地了解其

致病机制。 本报记者 郜阳

    2月 4日，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

院整建制承建的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
暨中国国际应急医疗队（上海）共 55

人，受命出发，驰援武汉。当天上午 8

时，10辆装载药耗、生活保障、帐篷医

院等共计 30吨物资的车辆呼啸而去。
这支高颜值的车队由通讯指挥车打

头，后面紧跟监护转运车、轻伤员转运

车、检验车、炊事车、电源车、物资储备
车、物资转运车和两辆集卡。

可别小瞧它们，这些医学救援车
外形貌似加大版越野车，均由德国乌

尼莫克特种车辆改装厂改装大型奔
驰车而成，可涉水 1.5 米深，并能载

重 10吨，通过 45度斜坡如履平地，
具备在极其复杂地形中的通行能力。

10辆车在抗疫一线又能产生怎样的
化学反应？队伍将移动帐篷医院投送

疫区后，可迅速建立普通床位 40张、

重症监护床位 8张的小型医院，队员

一专多能、配合默契，各类诊疗设备
齐全，可有效缓解疫区医疗资源紧张

状况。
“救援车辆整建制出队可携带完

备的发电、空调、饮水、食品、生活设
施等，不占用当地紧缺物资，实现自

给自足。”医疗队领队、东方医院副院

长雷撼介绍，“车载移动医院的救援
指挥车辆，可联通沪鄂两地，进行病

例互通互联，为医务人员提供更加安
全、高效、精准的会诊系统。”

不仅如此，这些“变形金刚”还能
深入大型社区，及时发现疑似病人，

及时分诊、转入定点救治医院；而帐
篷医院的搭建和撤收等日常训练科

目，使得医疗队可根据疫情需要随时
变动展开位置。

本报记者 郜阳

    “喂，您好！我是疫情防控机器

人。为了做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
工作，占用您 1分钟时间，做个电话

回访。”近日，部分苏州斜塘街道的居
民接到了这样的来电，一个友好的

“女声”开始询问。这是上海交通大学
智能语音实验室团队联合人工智能

技术企业思必驰支援疫情防控，免费

提供给基层单位的技术服务。

伴随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
例、疑似病例和密切接触者的持续增

加，且返程潮已逐渐开始，社区的防
控管理压力不断增大。“利用口语对

话系统技术可以替代社区人力，向海
量的辖区居民主动拨打电话，调研近

期行踪、摸排重点人员，能够大大减

轻基层工作的负担。”上海交大智能
语音实验室教授、思必驰联合创始人

和首席科学家俞凯介绍。
此前交大与思必驰的联合团队

应用相关技术开发家庭医生智能助

理在本市徐汇区部分社区试点，开
发智能客服外呼系统。这些技术储

备正好能应用到此次疫情防控中，

针对疫情防控定制快速外呼对话逻
辑和话术。

很快，疫情防控机器人诞生了。
依托语音识别、合成、理解和对话管

理等人工智能技术，结合新研发的疫
情排查对话逻辑和话术，机器人根据

设定拨打时间“一对一”外呼，在自然

的问询对话中，还适时“善意提醒”，
向社区居民主动宣教疫情防控知识，

遇不适居民还会提醒就医。机器呼叫
的访谈结果还能实时生成报表反馈

给服务单位。
为一同抗击疫情，这项技术目前

供政府或医疗机构免费使用，无需设
备或复杂技术对接，只需提供相应的

访问对象手机号码列表，机器人就能
立刻“开工”。机器人已在江苏、山东

和四川部分城市服务，疫情排查和通
知共呼出十万人次，其中难度较高的

自动排查电话，平均每通电话在 1分

钟的交互中即完成信息沟通。
本报记者 易蓉

    做好消毒，是赢得抗疫的重要

一环。来自上海张江的消毒机器人，
与武汉的医护人员一道站到了防疫

最前线。记者日前从位于张江的上海
钛米机器人科技公司获悉，20多台

消毒机器人已在武汉中心医院、武汉
协和医院、武汉中南医院等 6家医院

24小时不间断“上岗”，就连展厅里

的样机也已被征用。
钛米智能消毒机器人系统，集

成超干雾化过氧化氢、紫外线消毒、
等离子空气过滤等消毒方式，可以

满足疫情需要，做好环境物表、流动
空气的六个对数以上的杀灭效果。

消毒机器人拥有自主导航技术且自

主移动，能识别环境内的物品，达到

自主避障；配备消毒管理软件，自动
根据空间面积计算消毒时间，并自

主围绕消毒目标进行 360°无死角
消毒，消毒过程量化管理。特别是，

机器人全程智能操作，人机分离，保
障了人员安全。

“氯酸+等离子的消毒方式可以

在人机共存的环境下进行高水平消
毒，与传统固定的消毒设备不同，机

器人可以重点针对患者、医护、医废
的高频活动区域进行沿路径高水平

消毒，重点针对患者和医护人员的所
处区域进行多点终末消毒，避免了交

叉感染。”上海钛米机器人科技有限

公司创始人潘晶告诉记者，产品当初

在疾控中心实验验证时，是拿着最难
杀的芽孢进行的灭杀实验。如今，面

对新型冠状病毒，机器人犹如手持
“长生剑”，灭杀病毒，延长生命，尽全

力护武汉周全。

目前，钛米消毒机器人正在武汉

中心医院、协和医院、中南医院等疫

情中心的隔离病房、ICU、手术室、发
热门诊等场景，全天候不间断使用。

除此以外，自助发热初筛工作站、医

疗物资配送和管理机器人、隔离病
房陪伴机器人等各种类型医务机器

人，也已经陆续进入疫情现场。机器

人不仅帮助保护医护人员自身安
全，也为解决病人的病情筛查、隔离

区送药等难题提供了“可选项”。
本报记者 马亚宁

    1月 28日，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智

能影像评价系统在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上线，投入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的一线战斗之中。由依图医疗开发的该

系统采用创新的人工智能全肺定量分析
技术，为临床专家提供基于 CT影像的智

能化新型冠状病毒性病灶定量分析及疗
效评价等服务，更为高效、准确地为临床

医生提供决策依据，助力疫情防控。
指导该系统研发的市公共卫生临床

中心副院长施裕新告诉记者，CT影像是
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的重要诊疗决策依

据之一，能及时实现病毒性肺炎的诊断。
该套系统是行业内首款智能评估新型冠

状病毒性肺炎的 AI影像产品，通过图像
算法实现了对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 CT

影像的智能化诊断与定量评价，并对局
部性病灶、弥漫性病变、全肺受累的各类

肺炎疾病严重程度进行分级；通过对病

灶的形态、范围、密度等关键影像特征定

量和组学分析，精确测算疾病累计的肺炎
负荷，实现对 CT的全肺病变动态 4D对

比，有助于临床判断病情，评估疗效，预测
预后。

对于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严重程度
的分级及疗效评价是临床关注的重点，需

要采用病灶定量评价的方法，涉及到病变

累计的肺体积范围、密度等多因素，但是，
由于目前缺乏统一标准，医生需要采用传

统手工勾画 ROI 的方法进行量化的评
估，需要的时间长，效率低，临床推广难，

而利用这个新 AI系统能够实现病变区域
的自动检测，最快 3秒就能完成定量分

析，极大提升精准定量分析的效率。
通过将 AI系统与市公共卫生临床中

心 70多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的病情
评估结果相比较，该系统的定量分析与医

生的评价结果相似。 本报记者 左妍

    春节假期结束后，各地将很快

进入复工返程高峰，这给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的防控工作又将带来巨大
挑战。中国总部位于上海的商汤科

技利用人脸识别算法和热成像智能
测温技术，在短时间内迅速推出了

“AI智慧防疫解决方案”，主要包含
区域通行模块和出入口通行模块，

可实现对人员体温、口罩佩戴以及

人员身份等多个方面的识别和管
理，并能将实时信息统一展现及存

档，助力打赢这场疫情“阻击战”。
AI 智慧防疫解决方案的区域

通行模块，由星云系列智能边缘节

点、热成像摄像机、黑体和智能管理
系统组成，可在机场、车站、地铁、学

校、办公楼宇、小区等多种场景下实
现非接触式筛查，实现高温、未戴口

罩异常事件告警和人员识别，提高
公共场所高温人群检测速度，减少

疫情传播的可能性，也提高了人员

通行效率。同时，可将往来人员实时
信息进行存储和展示，使管理人员

及时了解区域状况，让城市更便利、
更安全。

部署此模块后，系统通过热成

像摄像机对行人的额头温度进行测

量，可快速在人群中自动检测到体
温超过 37.3°C的人员，并产生声光/

弹窗提醒，工作人员可进一步使用
医用体温计做二次测量后在智能管

理系统中做复核确认。

应用此模块，人体测温精度可
达到正负 0.3℃，满足疫情防控初步

筛选疑似患者标准，能够极大提高
行人体温筛查效率，可用于进行疫

情疑似筛查，并保障正常的通行速
度。其非接触式的测温方式，还可降

低交叉感染的风险。同时，该系统还

支持未戴口罩人员识别提醒等，并
可在佩戴口罩的情况下高精度识别

出人员身份。 本报记者 郜阳

    “请允许我代表高性能计算项目

组对你们的支持和无私帮助道一声诚
挚的感谢。”在这个特殊的新春里，上

海超算中心收到了一份特殊的感谢
信：甘肃省计算中心高性能计算组赞

赏上海超算科技 HPCPlus平台和技术
人员的协同努力，只需 6个小时，就建

立了多地互联互通的合作研究机制；

只用了 16小时，就上线了大量 CPU和
GPU的免费计算资源，服务于正在进

行的一线科学研究。
在病毒疫苗和药物的研发过程

中，先要对病毒进行基因测序，了解病
毒的基本结构。超级计算机在基因测

序、药物研发、病毒结构等方面可以发
挥重要作用，加速研究进度。上海超级

计算中心在历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如

SARS、禽流感等的药物研制中也发挥
了重要作用。

1月 30日晚，兰州大学和澳门科
技大学中药质量研究国家重点实验

室的科研团队通过甘肃省计算中心

（上海超算甘肃分中心） 与上海超算
中心取得联系，希望可以提供计算资

源和技术支持以满足即将开展的更
大规模的计算模拟工作。双方沟通后

得知，研究人员至少需要 1000 核
CPU，30 块以上 V100GPU 加速处理

器，以及 50TB的存储资源。了解情况
后，上海超算通过 HPCPlus 平台迅速

整合了超过 3000 核 CPU 和 32 块

V100GPU的免费计算资源（分别由上

海超算、甘肃超算和苏州超算中心共

同提供）。
在上海超算中心主任周曦民的倡

议和努力下，在此前的互联共享机制
基础上，上海超算又联合甘肃省计算

中心、江西省计算中心、苏州超算中
心、昆山超算中心共建互联互通合作

研究机制于 2 月 1 日向社会宣布，将

统筹协调大规模 CPU 和 GPU 资源免
费提供给广大科研人员开展疫苗研

发、药物筛选等抗击疫情相关研究工
作，与时间赛跑，为生命护航。

上海超算中心相关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面对此次疫情，研究工作者需要

弄清楚什么样的分子可以和病毒结
合，使病毒失去功能。通过超级计算机

模拟不同的药物分子与病毒结合后发
生的变化，可以极大地加速这一过程。

本报记者 马亚宁

    你知道怎样科学防控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吗？你想展示自己寒
假中的抗疫心得吗？⋯⋯在这个突如

其来的漫长寒假里，上海市科委、上
海市教委等联合推出沪上首个专门

为寒假青少年策划的抗疫防疫特别
节目《课外有课》。自 2月 5日起，每

天午间半小时，同学们可以守着电

视获得一份“寒假科普大礼包”。
《课外有课》精心设置了“新闻

课堂”“课外新知”“课外好作业”三大

板块，邀请中国科学院院士、分子微
生物学家赵国屏等国内权威专家学

者和来自各行各业的热点人物走进
演播室，以轻松活泼、深入浅出的讲

解方式，为同学们趣味普及公共卫生
知识，展示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

与此同时，因疫情暂时关闭的

上海科技馆也加强了线上资源的推

送。例如，通过科技馆网站、微信、抖

音等平台发布疫情相关信息，内容

包括病毒防护知识科普文及漫画、
常设展览和临展虚拟导览、线上科

普游戏、抖音辟谣短视频等。
上海自博馆官网也通过“虚拟

导览平台”和“自然探索在线”平台
为公众提供线上展览及科普教育资

源。观众可以虚拟漫游在自然博物

馆中，全方位、多角度地步入式观
展，或者通过在线教育游戏“自然探

索在线”，边玩边学围绕鸟类、昆虫、
植物、地质、古生物等学科的 20个

在线课程。 本报记者 马亚宁

“体检”光源送出最亮助攻

“变形金刚”化身移动医院

消毒“战士”24小时工作

甜美“女声”减轻社区压力

“超级算力”无私支援药物研发

非接触筛查提高效率

90后“云逆行”引路物资分配

课外有课 宅家也能玩转科学

最快3秒完成病变检测
■ 红外测温+人脸识别+二维码门禁, 宝山区高境镇高境欣苑小区的门禁

注入高科技元素 首席记者 刘歆 摄

■ 华住推行“无接触服务”，采用机器人为住客跑

腿送餐 首席记者 刘歆 摄

■ 东方医院整建制承建的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 东方医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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