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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时间。

从国家层面到上海市地方，联

防联控机制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次疫情中国家制定了详细的防控

方案，上海在国家方案的基础上结

合地方特点制定了更加适应上海实

际情况的防控方案，这些方案都具

有很高的可操作性，提高了流调和

其他防控措施的工作效率。

另外借助分子生物学的发展，

实验室检测技术的提高，也给流调

结论最后的“一锤定音”提供了支持。

《新民周刊》：上海为疫情流

调溯源准备了多少人力和物力？

孙晓冬：快速做出流调结论并

明确筛查对象的背后，是巨大的人

力物力投入。

从人力来说，我们的流调专业

人员有几个梯队。我们市区两级疾

控中心有 700 多名专业人员共同组

成了第一和第二梯队，另外基层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和设有发热门诊的

医疗机构中经过流行病学调查专业

培训的医护人员，也可以调动加入

流调工作，他们是第三梯队。三个

梯队的人员全部加起来有3000多人，

也就是说我们的流调队伍可以扩充

到这个规模。

今年上海市疾控中心传防所急

传科牵头对全市 298 家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的 2767 名医护人员开展了流

调专业培训，浦东疫情中为每一名

密接开展一对一的深入流调时，就

调用了这支第三梯队。

物力也很重要，比如后勤用车

有时候会比较紧张。当时我去浦东

机场物流做流调时，所有的后勤用

车都被派出去了，我是打车去打车

回的。接下来我们疾控部门在后勤

用车上将按照《上海市疾病预防控

制特种专业技术用车配备使用管理

办法》需要有所增加，以更好地应

对疫情防控的需要。

《新民周刊》：我们曾报道疾

控系统职业吸引力不够，人才流失

比较严重。疫情发生后疾控工作的

重要性再次受到关注，公共卫生事

业迎来了比较好的发展机会。您对

此有什么期待？

孙晓冬：疫情防控中的一线疾

控工作人员真的非常需要得到关注

和鼓励，他们工作时秉持着职业精

神忘我投入，并没有惦记什么回报，

但希望我们的社会和机制能够给他

们多一点认可和激励。

流调工作对专业人员素质和能

力要求是很高的，他们不仅要掌握

专业技术，还需要有丰富的生活经

验和社会经验。这次上海疾控系统

工作在一线的流调专业人员很多是

硕士、博士，年龄在 30 岁左右，是

非常值得珍惜的人才。

要扭转公共卫生专业不受重视

的现状，首先要从教育阶段就抓起，

到工作岗位上要体现出他们的专业

价值。我们现在的医学教育中，临

床医学与公共卫生几乎是割裂的，

但在发达国家，不少公共卫生专业

人员有着扎实的临床医学知识基础，

然后再投身公共卫生事业。

总体而言，政府对公共卫生事业

的投入要持之以恒、与时俱进，要跟

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如

此我们的职业吸引力才会提高。

向外省发出了协查函。在接下去进

一步的深入细致的调查过程中，我

们通过该病例所在部门的负责人了

解到这一搬运工病例和他在外省被

确诊的工友曾经共同暴露于一个航

空集装器，这为最终溯源定性打下

了可靠的基础。

《新民周刊》：你从事疾控工

作二十多年，经历了数次传染病疫

情，这一次的感受有什么不同？

孙晓冬：新冠疫情的持续时间

比以往任何一次传染病的暴发和流

行都要长。1988 年的上海甲肝疫情，

2003 年的非典疫情，2010 年的甲流

疫情，之前几次疫情基本上都没有

超过半年。

我们上海市疾控中心从 2019 年

12 月 31 日开始做“不明原因肺炎”

的风险评估，2020 年 1 月 5 日我们

开始介入可疑风险事件的流调，到 1

月 20 日上海出现首个确诊病人，直

到现在一直处于疫情防控的高度紧张

状态。你看一转眼就一整年的时间了。

新冠疫情防控还有一个比较大

的不同，就是这次疫情防控中我们

比过去增加了很多技术手段。比如

在流调过程中，各部门的协查合作

比过去要好很多，我们很多的流调

要借助其他部门的帮助和配合，这

些部门的协助效率比过去高很多。 

比如对很多密切接触者的排摸，

就是通过疾控部门与警方密切合作，

用最快的时间通知到密接，为进一

步采取隔离措施和其他防控措施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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