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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冠状病毒研究态势分析及其启示

冠状病毒种类繁多，可引起诸多严重疾病。该文对全球冠

状病毒的研究态势进行了全面分析，形成了可视化的知识

图谱，尤其是第四部分基于知识图谱的深度分析对当下及

未来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的药物研发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疑似病例诊治方

案 (2020 v.1)

疑似病例的诊治是此次疫情防控的关键。我院新冠肺炎诊

治专家组按照国家指南，结合我院临床工作实践，总结并

凝练形成了此方案，对疑似病例诊治标准的同一化具有指

导价值。后续应随国家更新指南进行相应调整。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新冠肺炎防控期间核医学科 PET

检查防护方案 (2020 v.1)

疫情防控期间，非新冠肺炎患者的就诊考验着医院及科室

的精细化管理水平，尤其是核医学科这种环境相对封闭的

科室。基于此，我院核医学科制定了此方案，供同行参考。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期间预防肺功能检查交叉感染专家

共识

肺功能检查是呼吸道疾病诊治的重要手段，其操作具有特

殊性，如何合理开展有待深入探讨。上海医学会呼吸病学

分会肺功能学组的专家共同制定了此共识，有利于防控期

间规范开展此项检查。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临床及影像学研究进展

随着人类对新冠病毒了解的不断深入，有必要梳理相关成

果，指导后续防控。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结合临床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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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对新冠肺炎临床诊治、影像学诊断等最新进展进行了

综述，还一并展示了不同分期患者 CT 影像学特征的变化，

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胸部 CT 影像学特征分析

湖北孝感是此次疫情的重灾区之一，早期大多属于输入性

病例，具有代表性。该文总结了孝感地区疫情暴发早期收

治的 30 例患者的临床资料，并展示了典型病例，为未来

进行不同时期患者分层研究提供了有益参考，其中胸部

CT 影像学特征分析是本文亮点。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危重症患者的临床诊治

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的诊治是此次疫情防控的难点。该文

总结了深圳地区 12 例危重症患者的临床资料并提供了典

型病例，分享了危重症患者救治的宝贵经验，供同行参考。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隔离人员生理心理状况调查

心理干预体系的建立是疫情防控中不能忽视的重点和难

点，涉及人员很广，包括患者、家属、隔离人员，乃至社会

大众。该文基于疗养中心的区域、人群优势，开展了对疫

情期间隔离人员生理心理状况的调查，为后续心理干预体

系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了宝贵资料。

肺癌术后合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临床诊治 1 例报告

有效杜绝院内感染是疫情防控中医院、科室管理的重中之

重和核心难点，特别是高危科室。本文详细介绍了疫情暴

发初期武汉同济医院 1 例肺癌术后合并新冠肺炎患者的诊

治经验及病理资料，为疫情防控期间胸外科规范开展限期

手术提供了警示及参考价值。

助力战胜新冠疫情
——“新冠肺炎防控专栏”导读

2019 年 12 月以来，首发于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肆虐全国，严重威胁人类生命健康，引发了全球

的密切关注。中国政府采取了最强有力的措施动员社会各界一起抗击疫情，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得到了 WHO 及世界各国的广泛

称赞！全国的医务工作者众志成城，纷纷奔赴抗疫一线，扶危度厄，体现了医者担当及大爱情怀，在此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为“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及时总结并共享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的宝贵经验，

即时展示一线临床、公卫及基础研究人员的科学成果，“将论文发表在抗击新冠肺炎的第一线”，我刊第一时间启动策划了“新冠

肺炎防控专栏”，向全国公开征稿。经过编辑部同人一个多月的艰辛努力，在全国各地无私医者的积极响应下，在热心编委及审

稿专家的积极配合下，首期新冠肺炎防控专栏论文终于顺利付印，并借助网络首发平台实现了与读者即时分享。

首期新冠肺炎防控专栏包括 9 篇高质量论文，内容涉及新冠肺炎病原学研究进展、影像学特征及诊断、危重患者诊治要点、

临床防控指南以及心理干预等多方面，资料宝贵，内容丰富。为便于读者阅读，特将每篇专栏论文的亮点及重点扼要介绍如下：

疾风知劲草，疫情见真章！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国医务工作者及科学家表现突出，最早分离并鉴定出致病病原体、探

索出了行之有效的诊治方案，付出了艰辛努力，也取得了疫情防控的阶段性胜利。但目前我们对于新冠肺炎的认识仍存在诸多薄

弱点、空白点，甚至是盲点。有关病毒的起源和宿主，传播感染途径，发病机制及变异机制，临床诊治的方向、思路和对策，疫

苗的研制开发，以及防控措施的完善、高效应急体系的建立，均亟待开展跨学科、多机构、全方位的联合研究。这是一个事关全

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科研命题，希望能够进一步加强全球合作，以取得突破性的研究进展，造福全人类。

最后，我谨代表《中国临床医学》再次向全国的医务工作者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欢迎您们继续将最优秀科研成果交给我们。

相信在全球各界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守望相助、同袍战疫，一定能够战胜疫情、战胜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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