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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策群力抗“SARS” 中国工程院召开突发性疾病咨询小组第二次会议 

  6月5日，中国工程院召开突发性疾病咨询小组第二次会议，王淀佐、刘德培两位副院长和十二位医药卫生领域的院士
到会。 
  王淀佐副院长首先代表徐院长向战斗在抗击“SARS”第一线的院士表示慰问，希望大家保重身体。然后向大家通报了
工程院报告得到了国家领导的重视，家宝总理和吴仪副总理在不同的场合对当前防治“SARS”的指示很多都采纳了咨询小
组的建议，并将报告责成有关部门研究落实。 
  会议由刘德培副院长主持。王永炎院士通报了采取中西医结合治疗“SARS” 情况和最新进展，他谈到：从不完全的统
计材料看，采取中西医结合治疗“SARS”病人的的办法是可行的，临床上已受到比较好的效果，说明中医在治疗瘟病和调
养护理上确实有独到之处。但目前病例数量较少，还没有完整的病案，大量的数据需要整理和分析，需要加强回顾性的分
析和研究，并从中药中筛选出有效的抗“SARS”的药物。 
  钟南山院士在会上做了专题报告，详细介绍了他们在抗击SARS中的临床经验、基础研究思路等，并就目前SARS防治中
亟需解决的问题发表了见解。 
  他说，当前没有解决而又急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流行病学问题。SARS疫情源头在哪里？人与人相互传染是肯定的，但什么东西传染给人的，目前还不清楚。如果
是果子狸等野生动物传染，传播途径又是什么？因为在高温烹调下，病菌和病毒会被杀灭。 
  另外，病毒感染后潜伏期有无传染性，恢复期有无传染性？他们在广东对85个恢复期的人做了2-3个月的追踪调查，其
中包括重返岗位的医护人员，与他们有接触的人没有一人受到感染。目前研究初步认为没有，但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支持。 
  二、发病学研究。他说，SARS发病过程很特别，在最初病毒复制过程中，病人出现流感、发烧、肌肉疼痛等症状，很
少咳嗽和咽红，白血球多数是正常的，但免疫系统的T细胞、CD4、CD8等早期下降就很明显。进入二期时，病情进行性加
速，双侧肺很快出现间质性肺炎、肺纤维化。进入第三期后，免疫系统全面下降，这时容易产生大量的衣原体、支原体、
曲霉素等继发性感染。对这些演变过程机理目前还不清楚。他们的直观体会是，病毒侵入后是否激活或破坏了人体某个系
统，从而导致了免疫异常。国际上对中国SARS基础研究很重视，因为它太不寻常，对它的研究有可能带动对肝硬化、全身
衰竭综合征等其他疾病的基础研究。 
  三、诊断问题。现在主要采用临床观察诊断，出现诊断扩大化的问题。广东每年2-4月份会出现一定数量的肺炎和非典
型肺炎，今年大为减少，都被诊断为SARS。因此，我国需要健全特异性的诊断，包括试剂盒和其他诊断方法。目前比较成
熟的方法是抗体检测，采用这种方法，他们曾为本院100多例病人检测，病毒抗体阳性率高达95%以上，没有感染的人在3%
以下。针对一些地区相当部分病人查不到病毒抗体的现象，他认为当初误诊的可能性很大。 
  四、治疗药物的研究。皮质激素是有效的，但它是把双刃剑，使用不好对病人有危害。目前临床存在滥用现象。因此
要确定临床应用的指征，在什么情况下用，用多少剂量，疗程多长？他认为在该病第一期和第三期用激素都不合适，最合
适的是第二期：当病人X胸片肺叶阴影在48小时中增加50%以上，持续高烧3天以上，以及出现低氧血症，即无创吸氧后氧饱
和度仍在93%以下，就应用上皮质激素。使用剂量每天在80-320毫克，不超过2-4周。 
  五、加强中医中药的研究。中西医结合在治疗中初步认定是有效的，可以减轻和改善症状,但药物设计还不够严谨，还
要有说服世人的证据。 
  六、疫苗的研究。对今冬明春SARS是否卷土重来谁也没有把握。疾病有自己发病的自然规律，尽管目前疫情下降，也
不全是防治的结果，我们所能做的是积极的防护。现在很多防护手段比较好，如对病人早隔离、疑似病人密切追踪，医护
人员穿隔离衣、注意室内通风等。但只有疫苗才是最有效的防治手段。目前国内已经开展了很多相关的研究，相信随着人
类的关注，SARS疫苗的出现肯定会加速。 
  针对目前情况和存在问题，王永炎院士建议咨询小组近期在专门召开一次会议，对我国中长期科技攻关采取的具体措
施，向国家科技攻关领导小组提出具体建议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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