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 2002年 12月 22日收治第一
例河源非典病例至 2003 年 7 月 2 日
最后三位非典病人出院，广医一院
医务人员连续奋战 193 天，创下全

国医院非典防治工作的纪录。收治
非典病例 302 例，其中危重医务人
员 58 人，需人工通气的危重患者 59
人，取得了治愈出院率 93%的成绩。

2003 年抗击“非典”：
他带领广医一院创下九个“最”

2003 年“非典”袭来，当时敢讲
真话、敢涉险滩、敢啃硬骨的钟南山
是一个家喻户晓、响当当的名字。
那一年，在突如其来的疫情面前，时

任广州呼研所所长的钟南山院士和
他带领的广医一院医护人员没有退
缩，上下拧成一股绳，在成功抗击非
典一役中创下了九个“最”——

2002 年 12 月 22 日，一位郭姓
病人从河源市人民医院转诊到广医
一院呼研所，他出现双肺弥漫性渗
出，呼吸衰竭。病情特殊！钟南山
院士和呼研所多位专家高度重视。
随后，他们接到河源市人民医院的
消息——护送该名病人的随行医生

和护士也出现同样的症状。
钟南山院士、肖正伦等专家立

即预感到这是一种不同寻常的特殊
传染病。他们一边组织抢救病人，
一边向越秀区疾病控制中心上报。
后经查实，这是广州市首例报告的
非典病例。

2003 年的 1 月 31 日，正值除
夕，广州市卫生局下达一份紧急文
件，将广医一院指定为不明原因肺
炎病人收治的医院。时任院长叶广
春、副院长赖永洪及副院长黎毅敏
火速赶回医院现场指挥。在接到市
卫生局通知不到 1 个小时内，医院
已接收 4位不明原因肺炎病人。

当晚，医院火速进行紧急部署：
投入医院最优质的资源，调动以呼
研所为主的技术力量，全力救治病
人。在钟南山院士等专家的指导和
带领下，是日晚 12 时，广医一院在
呼一区建立了全球综合性医院第一
个专用的不明原因肺炎（非典）隔离
病房。

2003年1月8日下午，广医一院
收治了一例从其他医院转入的女性
不明原因肺炎病人。病人已高烧一
个星期，出现气促、呼吸困难、缺氧，双
肺弥漫性、渗出性阴影等严重症状。1

月10日，广医一院又接收了一例相同
症状的男性病人。两例病人都在5天
后成功脱离了呼吸机，分别于1月30
日、31日康复出院，成为广州市最早
的非典危重病人治愈成功病例。

2003 年 2 月初，以钟南山为首
的呼研所专家在大量研究总结的基
础上最先提出了非典的临床诊断标
准，该诊断标准包括非典诊治的五
个主要依据：1. 有无密切接触史；2.
有无流感样症状（呼吸道症状不明

显）；3. 有无肺部浸润；4. 白细胞是
否 正 常 或 降 低 ；5. 抗 生 素 治 疗 无
效。非典发病特点是发烧、呼吸困
难、咳嗽不明显、痰少。这些诊断标
准被纳入广东省非典型肺炎临床诊
断标准，用以指导全省的救治工作。

2003 年 2 月 8 日，在医务人员
被感染，人心惶惶之际，钟南山院士
带领广医一院主动向广东省卫生厅

请缨：将最危重的病人送到我们这
里来！广医一院成了广东省抗击

“非典”最前沿的阵地和攻坚要地。

2003 年 2 月 17 日，在抗击非典
初期，钟南山院士首次向外界公布
了广医一院总结出的非典救治经
验：对重症病人采取早期干预的手
段，早期使用皮质激素清除非特异
性炎症，对呼吸窘迫，早期出现低氧
血症的病人及早使用“无创通气”方
法给予呼吸支持。这些治疗方法和
治疗原则在日后的临床实践中不断

丰富、完善，被总结为“三早三合理”
原则（即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和
合理使用呼吸机、合理使用激素、合
理治疗并发症）。

这一原则以工作指引形式下发
到广东各地市与省直、部属医疗单
位，在全省推广。后来成为世界上最
早公布的成功经验，为全国、全世界
防治非典提供了宝贵的技术支持。

2003 年 2 月 12 日，广医一院呼
研所与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合作，
共同进行非典型肺炎的病原学研
究，成为首家与境内外进行合作的

医疗机构。经过两个月的技术攻
关，4 月 12 日下午，钟南山院士首次
公布了这一合作研究成果，指出非
典型肺炎的病原体是冠状病毒。

抗击非典，钟南山带领广医一
院承担了广东绝大部分危重非典病
人和危重医务人员的抢救重任，创

下了最高的非典危重病人抢救
成功率——84%，为降低非典病
人死亡率做出重要贡献。

他让大家无特殊情况别去武汉 自己却赴武汉一线了解疫情

84岁钟南山又出征

钟南山院士
的 72 小时

最早的隔离病房

最早的报告病例

最早的抢救成功病例

最早提出临床诊断标准

最危重病人的救治

最早总结出救治原则和方案

最早倡导和推动大协作

最长的连续奋战时间

最高的危重病人抢救成功率

1 月 18 日，星期六，深圳

从深圳抢救完相关病例返回广州

1 月 18 日，星期六下午，省卫健委

在广东省卫健委开会时，接到通知马上赶
往武汉。

1 月 18 日，星期六 17:00，广州南站

当天飞往航班已经买不到票，助手匆匆帮
他回家收拾东西，直接到省卫健委会场与他会
合后赶往广州南站，挤上了 17 时多开往武汉
的高铁。

1 月 18 日，星期六晚上，高铁餐车

春运期间高铁票紧张，临时上车的他被安
顿在餐车一角。一坐定，他马上拿出文件研究
思考对策。

1 月 18 日，星期六 23:00，武汉

晚上，近 23 时到达住处，他又简单听取了
武汉方面的情况，满满当当的一天工作和行程
才算结束了。

1 月 19 日，星期天 17:00，飞往北京

中午来不及休息，下午开会到 17 时，又从
武汉登上飞往北京的航班。

1 月 19 日，星期天上午，
武汉金银潭医院和武汉疾控中心

上午开完会，出任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
组组长的钟南山院士又前往武汉金银潭医院
和武汉疾控中心了解情况。

1 月 19 日，星期天晚上，北京

到达北京，马上赶往国家卫健委开会。

1 月 20 日，星期一 02:00，入睡

回到酒店，约凌晨 2时睡下。

1 月 20 日，星期一 06:00，起床

才睡了 4 个小时，6 时许便起床看文件准
备材料，匆匆吃完早餐。一天高强度的工作又
马上开始：全国电视电话会议、新闻发布会、媒
体直播连线⋯⋯

近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肺炎疫情备受关注。他给出
建议：“我总的看法，就是没有
特殊的情况，不要去武汉。”但
18日傍晚，84岁的他还是义无
反顾地赶往武汉防疫最前线。

从广州到武汉再到北京，
连日来，实地了解疫情、研究防
控方案、上发布会、连线媒体直
播、解读最新情况⋯⋯他的工
作和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

他就是此次临危受命出
任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
组长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
山教授。

关键时刻再次站出来的
钟南山，又勾起人们对这位当
年敢讲真话、敢涉险滩、敢啃
硬骨的抗“非典”英雄的集体
回忆，更有满满的敬意。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翁
淑贤 通讯员苏越明、茹志娜、韩
文青

图/通讯员苏越明

记者：如何保护医务人员的
安全？

钟南山：我赴武汉、北京时很
有体会，疫情形势在三四天内变
化很快。我认为，医务人员是人
传人的防护重点，病毒若从患者
传到医生，对社会影响也大。

在武汉，出现一个患者影响
了 14 个医务人员的情况，是在非
定点收治医院的神经外科。这样
的情况往往不会出现在传染病医
院和定点收治的专科里，这也提
醒我们要注意保护所有的医务人
员。

这段时间以来，医务人员工
作非常努力，一直没怎么休息。
有人说“一有事件，白衣天使又来

了”，而我说“其实白衣天使从来
没走过，事情来了，看出本色”。
春节马上就要到了，很多医务人
员春节将坚守岗位，好样的。

记者：目前广东确诊的 14 例
病人分别收治在哪些医院？目前
广东总共有多少家定点收治医院，
怎样分布的？这些定点收治医院
为救治患者做了什么样的准备？

黎毅敏：14 例病例分别收治
在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中山大
学附属第五医院、惠州市中心医
院、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这 4
家医院都是我省定点收治医院。

目前全省共有 30 家定点收
治医院，广州地区有 8 家，其他 20
个地级市分别有 1至 2家。

各定点医院均成立了由医疗
机构主要领导担任组长的领导小
组，并成立相应的临床专家组，在
门诊设置专门的发热病人候诊区
和诊疗区，做好了负压病房和床
位、负压救护车、负压担架、呼吸
机准备及防护用品、应急物资的
储备，对医务人员开展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诊断治疗、消毒
隔离和个人防护等相关知识的培
训，建立具体清晰的工作制度、程
序和患者接收、转诊流程。近期，
各定点医院还专门针对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肺炎开展了应急演练。
总之，各医院将尽最大努力去保
障患者的健康和医务人员的安
全。

希望尽量不让
超级传播者产生

记者：新型冠状病毒会人传
人，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有效地减
少传染？

钟南山：新型冠状病毒目前
已明确会人传人，在武汉、在广东
都得到证实。在武汉，医务人员、
病人之间出现了相互传染，广东
有两个家庭也出现家庭成员间的
互相传染。冠状病毒经呼吸道感
染，相对传播距离不是很远，病毒
有可能黏在飞沫上。因此要对病
人进行隔离，不要让其接触健康

的人。
目前，广东已采取有效隔离

措施，在珠海和深圳都有家人被
传染的情况，但没有听说又传染
别人。如果有第二代传染，病毒
很快就会扩散，17 年前的 SARS
就是因为没有很好地控制传播。
在人群中，病毒会有逐渐适应的
过程，当年有动物传人、人传动物
的相互作用。现在比较怕出现超
级传播者，那就是个大问题。

因为现在已经出现了人传人

的情况，所以患者要严格隔离，对
密切接触者进行严密追踪，这个
环节一定要抓好，别任它发展，那
样 病 毒 就 不 会 像 SARS 那 样 传
播。把防控战略前移，这个做法
是非常正确的。

现在严重的局部暴发主要在
武汉，从武汉出去的人要严格检
测。人一旦发烧，不要离开武汉，
从而阻止病例输出。在暴发还在
局部时，这样做能有效地控制疫
情。

要对病人进行隔离 不要让其接触健康的人

全省定点收治医院最新确定 30 家

记者：目前正值春运，大批的
人员流动会否导致疫情扩散？

何剑峰：目前的疫情是比较
严峻的，在广东，社区传播风险
确实是存在的。但广东经历过
禽 流 感 、SARS、MERS 传 入 等 ，
因此我们的防控体系、监测体系
保持着高水平运转，我们有完整
的监测体系、应急体系，全省 21
个地市都可开展新型冠状病毒
检 测 ，初 筛 初 诊 都 能 在 地 市 完
成，人员、技术、装备等都是常态
化高效运行，而不是事情来了才
启动。

在此之前，我们就预判春节
前后可能有病例传入，尤其节前
有父母从武汉来广东跟孩子团聚

过年，不可避免地会有输入性病
例，更要关注的是这一风险会持
续加大。

此外，随着疫情的发展，尽管
我们在尽可能避免危重病例、死
亡病例的出现，但这个可能性是
有的。家庭聚集性传播、小范围
传播等病例可能会越来越多，但
社区大规模暴发的可能性不大。

还要提醒的是，春节过后甚
至现在，流感多发，3 月~7 月是高
峰期，它也是以发热为主的呼吸
道传染病，要防止相互混杂。

记者：如何防范地区之间的
病例互相输入？

段宇飞：从今天开始，广东在
机场、火车站、长途汽车站等重点

场所启动体温监测机制。
同时实行分类制检测：如果

有人发热，又是武汉来的，那将要
求其简易测核酸；如果人是其他
省份来的，有发热，又有呼吸道的
症状，也将要求其检测。在人流
密集的广州、深圳，原则上对武汉
来的、发热的人，不仅要求其检
测，还要求其隔离；如果检测结果
是阳性的，送其去定点医院治疗，
从而防止地区间病例的输进输出
和疫情扩散。

如果发热病人不需要核酸检
测，则实行“两登记两送”：登记电
话号码、身份证，送口罩、就诊方
便卡，引导其及时到医疗机构排
查治疗。

即日起重点场所启动体温监测

记者：对于超级传播者，钟院
士能否多做介绍？

钟南山：首先，我们希望尽量
不让超级传播者产生。现在处于
人传人的疫情第二步，第三步的
关键之一就是出现超级传播者。
为什么会出现超级传播者？因为
若听任疫情发展，病毒变异可能
就会适应人体，从而产生超级传
播者。

尽量不产生超级传播者，前
提是不让病毒自由扩散。广东目
前病例数排第二，但哪怕是轻症
者，我们也要立刻采取措施，不让

他再传人；一旦发现重症者，则要
实施更严格的隔离治疗措施。切
断传播环节，就可减少传播者。

当然，很多人想知道如何发
现超级传播者。过去 SARS 传染
了很多人，我们才知道他是超级
传播者。但现在我们对重症有了
一些办法，比如不断监测其下呼
吸道病毒负荷，如果病毒负荷一
直高，就有可能传播力较高。目
前正在加强研究，争取较早发现
超级传播者。

记者：如何看待有人猜疑“瞒报”？
钟南山：此次高级别专家组

里有香港大学微生物学袁国勇教
授，在突发性传染病时期，他常常
出来发言。此次我与他一起研判
疫情状态、病例输出情况等。原
来第一拨是动物传人，现在武汉
地区清理了，市面上没有了；现在
我与他共同研判的是第二拨即人
传人，出现明显的传播者。我们
也一起特别提出并强调要戴口罩
这一措施。

境外有人猜疑“瞒报”“疫情
情况不真实”。目前的情况是透
明 的 ，在 问 题 处 理 上 无 任 何 保
留。

目前情况是透明的 在问题处理上无任何保留

记者：目前广东对确诊病例
采取了哪些主要的治疗措施？

黎毅敏：目前，广东省主要是
按照国家的诊疗方案，对患者使
用抗病毒及对症治疗。

同时，为最大限度地保障患
者的生命安全，省卫健委还制定
了广东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临床
专家医疗救治工作运行机制，专
家组执行“三线”值守制度。

一是安排“一线”专家驻点，
充实收治医疗机构救治力量，融
入救治组开展工作。

二是安排“二线”专家巡诊，
由专家组组长、副组长对新发和
重症病例进行巡诊。

三是组织“三线”专家进行病
例讨论，由钟南山院士等专家对
病例进行讨论，必要时进行现场
会诊，指导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

例的医疗救治。
省卫生健康委成立了防控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专家
组，由钟南山院士担任顾问，下设
临床、防控、病原学 3个专家小组，
其中临床专家组组长由省人民医
院覃铁和主任担任，共有 67 位专
家担任成员，涵盖呼吸、重症监
护、传染、院感、临床检验及影像
等多个专业。

医疗救治工作执行专家组“三线”值守制度

在昨日下午举行的广东省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应对防
控发布会上，省卫健委主任段宇
飞、钟南山院士、省疾控中心首席
专家何剑峰、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黎毅敏教授等省防控专家
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钟南山院士指出，现在比较怕
的是出现（病毒）超级传播者，以前
传了很多人才知道，现在有了一些
办法，比如不断监测下呼吸道病毒
负荷，争取较早发现超级传播者。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何
雪华 通讯员省宣、粤卫信

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乔
军伟

在广东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应对防
控发布会上 钟南山院士等省防控专家答记者问

钟南山在钟南山在
赶往武汉的高赶往武汉的高
铁餐车上铁餐车上。。

钟南山赶赴武汉金银潭医院了解病人收治情况钟南山赶赴武汉金银潭医院了解病人收治情况。。

钟南山院士在发布会上答记者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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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以赴防控疫情 现场

（截至 2020 年 1 月 22 日 00:30，本文在广州日报微信公众号
和微博阅读量分别为 261 万次、899 万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