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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中国

呼吸道感染综合监测系统”，支撑发热病人监测工作的开展使

其真正发挥疫情防控的“关口前移”作用，目前已接入上海的

300 多处监测哨点，包括医院的 117 家发热门诊和 200 余家社

区的发热哨点诊室。同时，他们对上海原来使用的“传染病报

告系统”做了调整，使之适应新冠疫情下的需求。后期，这两

个系统与全新的开发的“重点传染病管理信息系统”在他们的

手中完成了数据互通，实现了对发热病人信息的全流程“一条龙”

有效管理。

“时间紧、任务重、挑战多，说实话，我一度觉得要‘凉凉’，

没想到最后这些系统都建设成功了。”刘星航说。

这三个系统处理生成的数据不仅在疾控系统内部流通，还

共享到上海市内外的卫健、公安、交通、教育等部门；数据汇

总到上海市“一网统管”大数据中心，为联防联控提供了坚实

的决策支撑。疫情防控期间，不少通过“上海发布”传递给公

众的数据，就是来自这些信息系统；人们经常要用到的“健康码”

中，也包含这些系统的数据贡献。

对于建设抗疫信息系统中的艰难，他没有过多在意；深深

刻在他脑海里的是 2020 年大年夜在市疾控中心看到的场景。那

一晚，中心内所有大楼灯火通明。为了市防控办的顺利快速入驻，

需要对中心1号楼8楼、9楼进行清理、腾空。在8楼他看到，

所有人都当起了“搬运工”，为市防控办腾出一块办公区域，

连中心的领导也都撸起袖子加入进来。“那一刻，我前所未有

地感觉到咱们疾控人的强大战斗力和团队凝聚力。作为其中的

一分子，怎么能不努力。”

正如他在 2020 年的一次文艺表演中的台词所说：疾控人筑

起了守卫公众生命健康的“魔都结界”。年轻的疾控人，正是

这道结界的强大生力之源。

学校里做基础研究，而这次新冠疫情中，我真正体会到了疾控

人的精神，也更明确了自己的价值。”崔晓娴说。

上海市疾控中心于 2019 年开始推行“青耕计划”，专门培

育青年人的科研能力，崔晓娴是第一批申报者，现已完成全部

项目工作。如今，她已申请与新冠病毒变异相关的课题，以十

足的动力继续攻关。

IT 男也能上“战场”

“我没去过医院、没去过隔离点，没穿过防护服、也没做

过流调。我想去一线，但那些活儿我真不会呀。”一开口就自带“脱

口秀”气质，刘星航这个 1993 年出生的小伙子在专业上却是个

地地道道的理工男：他在上海市疾控中心疾病预防控制信息所

标准和项目管理科工作，疫情期间他负责疫情相关的信息系统

开发和管理。

如果说疾控人是守护公共健康的“幕后英雄”，那刘星航

可算“幕后中的幕后”；但实际上，他的工作非常关键，同时

一点儿也不轻松。想象一下：从流调到密接者追踪，从发热病

人的监控到核酸、抗体检测，从对病例的救治到对全民的“健

康码”覆盖，抗疫流程中要涉及多少海量信息；如果没有强大

的信息处理系统，信息数据将不能为人们所用。

疫情刚刚来袭，首批同事开始穿上防护服奔赴前线时，刘星

航第一时间开始了抗疫信息系统的开发。针对新冠肺炎的“重点

传染病管理信息系统”是从零开始做起，因为新冠肺炎是完全新

发的传染病，该收集哪些数据要根据国家相关防控方案研究确定。

疫情突如其来，系统“需要实现怎样的功能”也存在很大的不确

定性，刘星航与疾控系统内各个部门的同事开始不断商讨。

“以前我们几乎没有晚上 10 点之后还开‘需求讨论会’的

情况，但抗疫以来，许多部门的同事当天的工作临近收尾时就

已经是这个时间了，有的甚至到此时只是‘中场休息’，我们

肯定无条件配合他们。”他说。

每个部门都想让自身流程的信息进入系统，处理的数据范

围在膨胀，开发时间资金有限。刘星航向《新民周刊》记者坦言：

要把系统搭建、调试好，“真是费了老大的劲儿”。

大约一个月之后，系统第一版上线，然后就是不断迭代完善。

修改频繁时一周会有 2-3 个版本更新，到系统功能成熟稳定之

前，总共修改推出了 30 多个版本。

除此之外，刘星航与同事们还升级了上海原有的“急性

信息所的年轻人调试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