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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沟通 合作共享 

中国助力全球战疫 

 
2020 年 3 月 26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

新闻发布会。科技部副部长徐南平表示，在治疗新

冠疫情患者方面，目前中国初步形成了一套相对完

整的方案，中国愿将新冠疫情治理方案毫无保留地

与其他国家分享。 

毫无保留地分享治理方案 

一、对于轻型、普通型患者的治疗，中国研发

了系列中医药和治疗方案，能够有效的缓解症状，

显著提升治愈率。 

二、在抗病毒治疗方面，磷酸氯喹、法匹拉韦、

可利霉素等药物，在临床研究中显示出了一定的治

疗效果，减少了患者从普通型向重型和危重型的转

化。 

三、对于重型和危重型患者的救治，目前研发

的恢复期血浆、干细胞、托珠单抗、人工肝等一系

列的治疗药物和治疗方案，有效的降低了病亡率。 

这是中国科技人员奋斗的成果，同时也是人类

抗击传染病长期以来所积累的智慧结晶。中方愿将

这些成果毫无保留地与其他国家分享，共同抗击疫

情。 

继续开展国际联合攻关，加大国际沟通力度 

下一步，中国将从三个方面推动技术方案的共享： 

一、推进成果共享 

疫情期间，中国进行了大量临床试验，并将把

前期临床试验结果尽快发表，与国际同行交流，让

大家汲取这方面的经验。 

二、开展联合攻关 

前期临床试验成功比较好的一些药物，如法匹

拉韦、氯喹等，现在许多国家都在进行大规模临床

试验。中国也在密切关注其他一些国家的科技工作

者筛选出的一些新的药物。同时，中国希望与各国

同行进行合作。合作方式主要是积极参与国际多中

心的临床研究。中国也愿意参与或发起与其他国家

的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 

三、加大沟通力度 

在药物方面，各国都有不同的法律法规和风

俗习惯，一些新药进入一个国家也需要做很多工

作。在这方面，中国也正在与很多国家进行深入

沟通，如视频会议等，努力解决成果共享的问题。 

共同面对、共同研究、共享成果 

中国虽然在短时间内控制了疫情，提高了治愈

率，降低了病亡率，但是抗击疫情还有很多东西需

要探索。面对全球问题和全球灾难，我们只有共同

面对，共同研究，共享成果，才能取得最好的结果。 

例如：DNA 疫苗，中国企业正在和美国 Inovio

公司进行实质性合作；mRNA 疫苗，中国企业正

在与德国 BioNTech 公司进行合作；重组蛋白疫苗，

中国企业正在与英国 GSK 公司进行合作。 

除了及时共享科学数据、技术成果和防控策略

外，中国还将继续与各国深入开展疫情防控、患者

救治、基础研究等科技攻关的合作交流，为全球抗

疫贡献力量。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援助伊拉克防治新冠肺炎医疗专家组

成员，在成功安装移动 X 光机后与当地医务人员合影 

保障科学数据和信息共享 

一、分享基因组信息 

1月11日，中国第一时间分享了新型冠状病毒基

因组信息，为全球各国家进行病毒研究、药物开发和疫

苗研究创造了条件。 

在共享数据方面，中国搭建了两个平台，一是

国家微生物科学数据中心的“全球冠状病毒组学数

据共享与分析系统”，二是国家生物信息中心的

“2019 新型冠状病毒资源库”。在数据服务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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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平台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2019 新型冠

状病毒资源库”已经为 152 个国家和地区的 7.6

万余访客提供了数据服务。同时，一些国内外专家，

利用数据库提供的数据对病毒进行了多方面分析，

发表了高水平的文章。  

二、搭建学术共享平台 

《中华医学杂志》搭建了“防控新冠肺炎科研

成果共享交流平台”，已有 99 种期刊上线，论文

和报告超过 700 篇，浏览量超过 230 万次。在《柳

叶刀》、《新英格兰医学》等四大主流医学杂志及综

合性杂志《Science》、《Nature》、《Cell》等共七大

期刊，中国科学家已经发表 54 篇论文。钟南山院

士团队发表的论文涉及到 1099 例病例分析，中

国疾病控制中心发表的文章涉及 7 万多例的病例

分析。这些成果的发布，对全球防控疫情具有一定

的借鉴意义。 

三、构建交流机制 

目前，在 WHO 框架下的 10 个工作组都有中

国科学家参加交流。如，中国医学科学院动物研究

所秦川研究员在 20 天之内参加了 4 次会议，围绕

着动物模型与国际同行进行了深入交流。 

其次，通过中国驻外科技参赞和各个政府、非

政府组织建立了很好的交流机制，开展视频会议和

学术交流等。 

此外，还有非政府机构之间的交流，科学家之

间的交流。 

四、开展技术合作研究和技术服务工作 

目前，中国在临床救治和药物、疫苗研发、病

毒溯源和传播、检测试剂与设备、动物模型等五大

研究方向都有国际合作的内容。同时在对外援助

上，现在取得了一些成果，如：中国有科技产品、

科研人员参与，还有中国方案、中国经验，到疫情

严重的地区提供我们的技术服务。 

 

（来源：科技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