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MF支持中國應對疫情措施

習近平回信藏大醫科生 勉勵以戰疫者為榜樣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在藏曆

新年來臨之際，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
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2月21日給正在
北京大學首鋼醫院實習的西藏大學醫學院
學生回信，肯定他們獻身西藏醫療衛生事
業的志向，勉勵他們練就過硬本領、服務
基層人民，並向他們以及藏區各族群眾致
以節日的問候和美好的祝願。

習近平在回信中說，得知你們17名同
學在北京進行臨床實習期間，既鍛煉了臨
床基本功，也堅定了獻身西藏醫療衛生事
業的信念，我很欣慰。

以仁心仁術造福人民
習近平指出，醫生是人民健康的守護

者。在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鬥爭中，軍

地廣大醫務工作者衝鋒在前、英勇奮戰，
用行動詮釋了白衣天使救死扶傷的崇高精
神。我相信，你們一定會以他們為榜樣，
努力做黨和人民信賴的好醫生。希望你們
珍惜學習時光，練就過硬本領，畢業後到
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以仁心仁術造福人
民特別是基層群眾。

2019年6月，在對口支援高校北京大

學醫學部的安排下，西藏大學醫學院
2015級臨床醫學專業本科班的17名學生
來到首鋼醫院，開始為期11個月的臨床
實習。

不久前，這些學生給習近平總書記寫
信，匯報了實習以來的收穫和感悟，表達
了對黨和國家的感恩之情，以及學好本領
後報效祖國、建設家鄉的決心。

國產新試劑 快速鑒別新冠患者

據中新社報道：在會上，鍾南山
稱，從目前數據來看荊州疫情已經開
始有些轉機，荊州應集中力量在危重
病人救治方面，提高治愈率。他又提
到，2月22日湖北省新增病例為630例
，新增病例數絕對值下降。據湖北省
衛生健康委員會的數據，2月22日0至
24時，全省新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
630例，其中，荊州市8例。

早至發病第三天檢出抗體
鍾南山還稱，中國國家藥品監督

管理局已批了幾種藥品，其中一個是
關於如何鑒別流感、新冠肺炎和副流
感的試劑，稱 「這是很關鍵的工作」
。另外還批准兩個比較合格的抗體試
劑盒， 「其中一個是來自廣東的萬孚
生物，這兩種試劑盒都是採用膠體金
法，能夠測出患者體內的lgM抗體，在
患者感染的第7天或發病的第3天就能
夠檢測出lgM抗體，對患者進一步的確
診很有幫助。」 鍾南山指出，當前防
控關鍵是將新冠肺炎患者和流感患者
分開， 「當前中國處於流感高發季節
，通過快速檢測，把兩類病人區分開
來是當務之急」 。

中國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22日應
急審批通過3家企業3個新型冠狀病毒
檢測產品，包括2個膠體金法抗體檢測
試劑、1個恆溫擴增芯片法核酸檢測試
劑，擴大了新型冠狀病毒的檢測方法
和手段。

據廣州萬孚生物技術股份有限公
司介紹，該公司獲審批通過的新型冠

狀病毒抗體檢測試劑盒（膠體金法）
，是首批正式獲准上市的新冠病毒抗
體現場快速檢測試劑，用於體外定性
檢測人血清、血漿、全血樣本中新型
冠狀病毒IgM/IgG抗體，操作簡單，
15分鐘即可肉眼判讀結果，可為新冠
肺炎疑似患者提供快速檢測手段。據
介紹，新型冠狀病毒的抗體檢測包括
IgM和IgG。IgM抗體陽性表示近期感
染，IgG抗體陽性表示感染時間較長或
既往感染。

「6合1」試劑盒將支援前線
四川大學華西醫院聯合成都博奧

晶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清華大學共
同設計開發的包括新冠肺炎病毒在內
的 「呼吸道病毒（6種）核酸檢測試劑
盒（恆溫擴增芯片法）」 ，獲國家藥
監局第2批新型冠狀病毒應急醫療器械
審批批准，將迅速應用到疫情防控前
線。該檢測產品是在國家衛健委高級
別專家組組長鍾南山院士、國家衛健
委高級別專家李蘭娟院士指導下設計
開發的，只需採集患者的鼻、咽拭子
等分泌物樣本，在1.5小時內便可一次
性檢測包括新冠肺炎病毒在內的6種呼
吸道常見病毒。

另據南方都市報報道，《柳葉刀
─腫瘤學》於近日在線發表來自鍾南
山院士團隊成員──廣州醫科大學附
屬第一醫院何建行教授領銜的一篇述
評。文章提示，與未患癌症的個體相
比，癌症患者感染新冠肺炎的風險可
能更高，結局更差。

鍾南山：流感高發季 區分病人成疫控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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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22
日，中國駐日本大使孔鉉佑在接受中
國駐日媒體聯合書面採訪時說： 「中
方有信心、有能力、有把握打贏這場
疫情阻擊戰，同時我們願與日方
發揮各自優勢，加強防疫合作，
攜手抗擊疫情，共同維護兩國人
民健康安全，維護地區和世界公
共衛生安全。」 目前，日本是中
國以外確診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病
例最多的國家。

據介紹，新冠肺炎疫情發生
後，中國駐日本大使館第一時間
啟動應急機制，迅速進入臨戰抗
疫狀態。鑒於日本國內疫情擴散

出現新變化，中方向日方緊急提供了
一批病毒檢測試劑，今後還將繼續加
強病毒檢測交流合作，分享疫情防控
經驗和做法，攜手共克時艱，在傳染

病防治和公共衛生體系建設等領域開
展進一步的互學互鑒和互利合作。

孔鉉佑表示，兩國民意的積極互
動，體現出兩國人民長期以來守望相

助的鄰里之道，給予了中國人民
戰勝疫情的強大信心和動力，成
為增進雙方民眾友好感情的全新
紐帶和推動中日關係進一步改善
發展的磅礴力量。他強調： 「同
日方共同應對這一公共衛生安全
挑戰，既是我國發揮負責任大國
擔當、維護地區和世界公共衛生
安全的重要一環，也是我們推動
構建周邊命運共同體的題中應有
之義。」

華大使：中日攜手抗疫共克時艱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國際

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格奧爾基耶
娃22日表示，中國正在努力減輕新冠肺
炎疫情對經濟的負面影響，IMF支持中
國採取的政策措施。

格奧爾基耶娃在沙特阿拉伯利雅得
召開的二十國集團（G20）財長和央行
行長會議期間表示，中國政府正通過危
機應對措施、流動性供應、財政政策和
金融支持，努力減輕疫情對經濟的負面
影響。

「我同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和其
他高級官員進行了很好的討論，並對這
些政策措施表示支持。」 她說， 「在這
裏我向中國以及其他受影響的國家人民

致以最深切的慰問。」
格奧爾基耶娃同時表示，受新冠肺

炎疫情影響，IMF將2020年全球經濟增
長預期從今年1月份預測的3.3%下調至
3.2%。

格奧爾基耶娃認為，雖然疫情的影
響仍在繼續顯現，但世界衛生組織的評
估是，通過採取強有力的協調措施，病
毒在中國和全球的傳播仍可得到遏制。

格奧爾基耶娃指出，全球合作對於
遏制新冠肺炎疫情及其經濟影響至關重
要，尤其是在如果疫情變得更加持久和
廣泛的情況下。IMF隨時準備提供幫助
，包括向最貧窮和最脆弱的成員提供債
務減免等。

【大公報訊】23日下
午，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南
山在廣州醫科大學附屬第
一醫院與廣東支援湖北荊
州醫療隊、荊州市新冠肺
炎定點收治機構遠程會診
，他表示，國家藥品監督
管理局近日應急審批通過
3個新冠病毒檢測產品，
其中一種是關於如何鑒別
流感、副流感和新冠肺炎
的試劑，並強調中國處於
流感高發季節，當前防控

關鍵是通過快檢將
新冠肺炎患者和流
感患者分開。

◀廣州金域醫學檢驗集團病毒診斷與轉化中心技術主管馮力敏在病
毒診斷與轉化中心實驗室進行樣本試劑配製 新華社

▲中鐵七局三公司工人在西安咸陽國際機場候機大廳查看公司印製
的疫情防控手冊 新華社

中央提高一線醫護待遇
【大公報訊】綜合中新社、記者周琳報道：

22日，中央應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
領導小組印發《關於全面落實進一步保護關心愛
護醫務人員若干措施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
》），就進一步保護關心愛護醫務人員提出提高
疫情防治人員薪酬待遇等十方面措施。

《通知》十方面措施包括，提高疫情防治人
員薪酬待遇。各地要在落實現有政策基礎上，將
湖北省（含援湖北醫療隊）一線醫務人員臨時性
工作補助標準提高1倍、薪酬水平提高2倍，擴大
衛生防疫津貼發放範圍，確保覆蓋全體一線醫務
人員。

《通知》還提出要落實一線醫務人員生活保
障，為一線醫務人員提供基礎性疾病藥物、衛生
用品以及乾淨、營養、便捷的就餐服務，舒適的
生活休息環境和與家人隔離的必要條件。要求採
取專車接送解決定點醫院一線醫務人員通勤問題
；創造更加安全的執業環境。完善問責機制，維
護醫療秩序，保障醫務人員合法權益。對於傷害
醫務人員的，堅決依法嚴肅查處等。

鄂以外新增病例波動下降
國家衛生健康委新聞發言人米鋒23日在國務

院聯防聯控機制新聞發布會上介紹，2月22日
0-24時，除湖北外，全國新增確診病例18例，
湖北省以外省份新增確診病例數均在5例以下或
無新增確診病例。

湖北以外省份每日新增確診病例由最高峰的
890例降至2月22日的18例，並呈現波動下降趨
勢。其中，16個省份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持續2
天以上無新增確診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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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點依然未明
•對於拐點何時出現，國家衛
健委高級別專家組組長鍾南
山院士認為，疫情拐點將由
返程高峰的防控情況決定。
此外，病毒還有可能變異，
無法預期其傳播性和致病性
，而人員流動、天氣變暖也
是影響因素之一

特殊個例頻現
•繼從患者糞便標本中分離出
新冠病毒後，鍾南山團隊從
一例患者的尿液標本中分離
出病毒。在連續出現核酸檢
測假陰性和無症狀感染者後
，有發現患者痰咽拭子陰性
，但糞便陽性的情況。成都
一名治愈患者在回家隔離第
10天，覆檢核酸陽性

通報數據波動
•國家衛健委23日通報，22日
除湖北外全國新增確診病例
降至18例。值得注意的是，
在全國新增確診病例連日下
降後，20日（258例）卻出
現大幅增長，其他省份疫情
數據也呈現出波動軌跡。每
日新增數據尚不足以作為判
斷疫情未來走向的依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