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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中国

期间坚守应急检测岗位，调整值班人员组合，加强力量配备；

对物，盘点和配置各种必需物资，包括试剂耗材、仪器设备、

个人防护用品和消毒用品。硬件齐备了，更重要的是“软件”

也得跟上：团队边做边摸索，对几次送来的应急筛查样本，细

致分析实验数据，谨慎研判实验结果，建立高效快速准确的实

验室检测方案……

2020 年 1 月 16 日，实验室灯火通明。通过反复验证，

实验室确认一个患者样本的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呈现弱阳

性——这很可能成为上海首例疑似病例。团队毫无迟疑，立即

向中心领导上报了结果。公众看到的这个重大信息背后，是紧

张的两天两夜。面对来势汹汹的新病毒，实验室慎之又慎。当

时全国还未有稳定可靠的核酸检测试剂，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下发的 2019 年疑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核酸阳

性样本还需要通过全基因组测序，序列比对高度同源才能作为

疑似病例上报中国疾控中心，首例疑似病例更是需要中国疾控

中心复核才能公布。

得益于上海市卫健委“三年公共卫生行动计划”建立的二

代测序平台，团队立即开展测序工作。经过整整两天两夜的测

序和生信分析，并将样本上送到中疾控中心，终于完成了首例

标本复核所需要的所有工作。

在焦灼中，实验室等到了中疾控的回复：上海市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送检的 1 例疑似 2019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呼吸道标

本 3 份，经对送检标本进行核酸复核检测，结果均为 2019 新型

冠状病毒阳性。

至此，上海首例新型冠状病毒实验室诊断顺利完成。

“随着疫情发展，病例增多，要求区级疾控全部投入抗疫

工作中。”张曦介绍，小年夜，上海市疾控中心又做了一次加

强培训，对相关技术提出进一步要求，“我们要求各区的首例

核酸阳性样本必须先送到市疾控进行复核确认”。

正是基于上海快速建立的市区两级疾控的实验室检测网络，

对及时检测快速处置，控制本地新冠疫情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区

时间倒回至 2020 年 1 月 20 日。当晚，国家卫生健康委确

认了上海市首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这样的结

果，对于张曦和实验室团队来说，虽不愿看到，但也早有准备。

2019 年 12 月底，武汉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的消息开始在社

会上散播时，敏锐的上海市疾控中心实验室就已经开始着手一

系列准备——梳理和准备各种呼吸道传染病的应急试剂，拟定

可能需要开展的工作计划，部署具体环节做好随时迎接应急指

令下达的准备。

事后可以看到，提前准备是非常必要的。2020年 1月 7日，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武汉首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

此时，距离新春假期虽然只有两周时间，但病例的公布吹响了

全国抗疫的战斗号角。

中疾控针对新发传染病开展相关培训后，上海市疾控中心

马上启动了市区两级疾控全部实验室人员的培训。“培训内容

包括了从病原学，技检测技术，到个人防护和生物安全要求等

各个方面。”张曦告诉记者。

与此同时，上海市疾控中心的实验室团队密切跟踪疫情发

展，实验室进入作战状态：对人，重申应急值守制度，节假日

　　公众看到的这个重大信息背后，是紧张的两天两夜。面对来势汹汹的新病
毒，实验室慎之又慎。

2020年 2月 7日，病原所科研人员通力协作，仅用两天成功分离到4株新冠病

毒毒株，为后续病原谱、传染谱、疫苗研制、快速检测试剂开发等领域研究活动

提供助推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