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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C显色，结果
为阴性；

C、G、M显色，结果
为阳性，表明患者
处于急性感染期
或恢复期

    在上海微技术工业研究院八寸线车

间里，一场与病毒的赛跑，自春节至今每
天都在上演———生产线开足马力赶制自

主研发的热电堆红外温度传感器，为红外
体温计提供必要的核心器件。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红外温度
传感器作为红外体温计的核心器件也面

临巨大的需求。位于嘉定区的工研院研发
部拥有红外温度传感器开发的完整技术能

力和丰富经验，在国内最先打破国外垄断，
自主研发的热电堆红外温度传感器产品，

并在自己的国内首条 8寸 MEMS生产线
上实现规模生产，成为替代进口的首选。

在市区两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8寸

线于 2月 2日正式开工，为红外体温计生
产企业提供大量传感器产品。据介绍，生

产线当前产能是 6万颗/天，全面复工后
可达 13万颗/天，将为国内红外体温计生

产企业提供充足的传感器产品。截至目
前，超过百万颗红外温度传感器芯片已经

从 8寸线上下线，奔赴下游生产商。

本报记者 马亚宁

沪上各高校、医院、科研院所、科技企业赋能一线协力抗疫

科技抗疫显身手 创新手段齐上阵

    疫情防控显成效，精准布网是关键。作

为我国独立自主建设的时空基准和定位导
航服务重大空间基础设施，北斗导航系统

拥有的“独门绝技”之一，就是提供高精度
点对点的时空服务。此次抗疫阻击战中，上

海北斗导航企业充分发挥技术特长，为疫
情防控各环节提供“高精度”服务。

武汉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设十万火

急，然而阻断疫情传播又必须尽可能减少
人际间直接接触。基于北斗高精度定位的

无人机精准投送应急物资，成为此次战
“疫”的“特种兵”之一。来自上海的千寻位

置公司，依托其北斗高精度数据的运维特

长，专门搭建了网上“无人机战疫平台”，并
向全国提供服务。平台可以支持上万架无

人机按照系统生成的航点以及飞行路径，
执行厘米级精度的飞行，实现精准喷洒、巡

检喊话等防疫作业。
在西安，建筑面积近 3万平方米的市

公共卫生中心（应急院区）用于集中收治新

冠肺炎患者，2月 3日正式开工建设，2 月
17日交付使用。在短短十几天的紧张工期

里，上海华测导航向项目施工单位提供了
X12、X10、X9等多款北斗高精度定位终端。

依靠北斗导航产品的高精度、高可靠性、高

稳定性，北斗卫星的高轨卫星多、抗遮挡能
力强等优势充分发挥出来，辅助施工人员

快速、精准、高效地完成了勘测设计、施工
等各阶段的工程测量工作，为应急院区的

快速建成争取了宝贵时间。
疫情期间，上海华测导航还向京东提

供高精度北斗/惯导组合导航板卡用于无人

配送车。通过接收北斗卫星及惯性导航传
感器数据，无人车获得高精度定位和导航

信息，哪怕在复杂环境如高层建筑、树木
下，依然实现了无间断、高可靠的高精度定

位导航。该技术辅助京东等物流公司实现
无接触配送，为社区封闭式管理提供科技

支撑。 本报记者 马亚宁

    影像科医生诊断一个病例要看 400层

左右的影像，加上前后对比，最快也需要 5-

10分钟，而 AI读片只需要几秒钟。如果让

AI读片的“超能力”投入战“疫”，确诊过程
中核酸检测准确率不高、人工鉴别 CT影像

费时费力的难题有望得到破解。
近日，由复旦大学副校长张志勇牵头，

复旦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和大数据研

究院联合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放射
科，正式启动了 2019-nCoV肺炎影像学 AI

智能辅助诊断相关研究工作，旨在通过 AI

智能算法实现 2019-nCoV肺炎与其他病毒

性肺炎、细菌性肺炎的影像分类识别及病

灶检测，帮助临床进行更高效的诊断。
“现阶段医生需要在大量的影像数据

中快速诊断出新冠肺炎的病例，还需要诊
断出病灶分布的位置、大小等来评估严重

程度。”复旦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教授
薛向阳告诉记者，团队快速行动，利用最先

进的深度学习算法，聚焦“肺炎分类鉴别”

和“关键病灶检测”两大功能，为肺部 CT影
像定制了一套深度神经网络模型。

在对新冠肺炎及其他病毒性、细菌性
肺炎和正常人 CT影像数据进行收集、归类

的基础上，让机器学习不同类型肺炎在 CT

影像表现上的不同特征，具备智能辅助诊
断的能力，成为临床医生的得力助手。

2月 21日，复旦团队开发的辅助诊断
设备系统进入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进行

联试联调，很快将完成与影像科 CT设备数
据对接及临床应用流程嵌入。目前取得的

应用数据显示，对新冠肺炎类型诊断的假

阴性在 7%左右（核酸检测假阴性高达 30%

-50%）。“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与医院的团队

合作，增加患者的体温、血液检测等临床数
据，突破多模态、多组学 AI 辅助诊断算法

的研究。”薛向阳期待此成果既在疫情期间
发挥作用，又能对肺炎疾病的诊断与治疗

持续发力。 本报记者 张炯强

    “我们团队一直在研发新型冠状病毒

（2019-nCoV）的诊断试剂盒和治疗性中和
抗体，目前已经取得有效成果。”华东师范

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赵文祥激动地说，“检测
试剂盒操作便捷，仅需采一滴血，十分钟后

就可以出检测结果，大大缩短检测时间。”

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医学
团队已成功制备新型冠状病毒（2019-

nCoV）快速诊断试剂盒，已交付浙江大学医
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开展对疑似感染者、密

切接触者、确诊病例的临床验证。
疫情发生后，华东师大生命科学学院

刘明耀院长快速行动，与浙江大学医学院

附属第一医院常务副院长裘云庆组建了应
急科研团队。团队筛选出多个新冠病毒的

优势抗原表位肽，并基于抗原表位肽开发
出了灵敏性高、一致性好的 IgG/IgM抗体诊

断试剂盒。同时，利用噬菌体展示技术构建

康复病人抗体库，筛选治疗性中和抗体，目

前已筛选到多株可以和病毒蛋白特异性结
合的全人源抗体。接下来，要在传染病诊治

国家重点实验室 P3实验室评估抗体阻断
病毒进入细胞的中和活性。

“全人源中和抗体的获得，可以实现低

成本大规模的生产，作为药物应用于人体，
具有极低的免疫原性，安全性更好。”赵文

祥说，该抗体将在新冠肺炎的预防、诊断和

治疗中发挥巨大作用。 首席记者 王蔚

    医疗垃圾处理处置是防疫第一线遇

到的难题之一。近日，由上海交通大学环
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大气污染控制团队参

与研制的“医疗垃圾应急处置方舱”发往
武汉驰援疫区，为战“疫”贡献科技力量。

此次发往武汉的“移动式医疗垃圾焚
烧方舱”，包括固废粉碎方舱、焚烧方舱和

烟气净化方舱三部分，每个方舱为 20尺

标准集装箱大小，体积约为 30立方米，为
应急抢险救灾过程中生活垃圾、医疗垃

圾、动物尸体（家禽家畜）等固废提供移动
式处置方案，实现垃圾减量和无害化处

理，焚烧烟气也经过净化达标排放。
上海交大团队主要负责烟气净化工

艺及方舱设计，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瞿赞介绍，医疗垃圾经焚烧处置关键在病

毒病菌的去除，在方舱焚烧炉中以 850℃

以上维持两秒焚烧，病毒无法在这种条件

下存活，该技术正好支持当前武汉医疗废
物无害化处置。目前，项目组根据武汉防

疫医疗垃圾处理的现场要求，对垃圾焚烧
及烟气净化方舱进行了优化改进，每日可

以焚烧、无害化处理医疗垃圾 5吨。
该设备由南京中船绿洲环保有限公

司牵头，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与上海交大参与联
合研制，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勤务学院牵头

的“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成果，今年 1月在

青海格尔木通过军方验证试验。 本报记者 易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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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坚决决打打赢赢 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抗击疫情进入最吃劲的关键期，科技
创新“生力军”来助力。病毒溯源与流行病
学，致病机制与治疗靶点，检测试剂与快速
筛查，新药（疫苗）研发与快速制备，大数据

与公共卫生决策支撑……上海充分发挥医
疗、科技资源优势，加快健全完善临床诊治
医、学、研、用协作攻关机制，市科委紧急启
动一批应急科技攻关专项，沪上各高校、医

院、科研院所、科技企业同心协力抗疫。上海
“科技抗疫”从 1.0 升级为 2.0，一系列科技
创新成果快速集中上线，为抗疫防控第一线
赋能，为击败新冠病毒赢得更多主动权。

■ 医疗垃圾应急处置方舱

■ 工作人员日前在上海东森花园小区用无人机

消毒灭菌，这是千寻位置“无人机战疫平台”上线
后在上海促成的第一单作业 千寻位置 供图

北斗定位 高精度点对点时空服务

AI 赋能 影像科医生诊断智能帮手

便捷检测 一滴血十分钟检出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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