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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抗体快检试纸初步通过临床验证
据省疾控中心主任刘志荣介绍，快速方便的检测手段有助

于疾病的早发现、早诊断和疾病的溯源与防控。安徽省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研究团队联合安徽深蓝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研发出新

型冠状病毒抗体快速检测试纸条，通过胶体金免疫层析技术直

接检测待检血液标本，不仅能快速精准检测出标本中新型冠状

病毒IgG/IgM抗体的水平，而且检测时间大为缩短，通过肉眼观

察实质颜色即可快速读出检测结果。该方法的临床应用将有助

于提高新冠病毒感染检出率，对于新近感染和既往感染者均能

有效识别，因此推广应用可以有效辅助流行病学现场调查，为疫

情防控提供佐证。

目前该快速检测试纸条已初步通过临床验证，检测结果显

示具有较好的准确度、稳定性和可重复性，满足临床快速检测

应用的要求，为相关部门流行病学调查、临床初筛提供可靠的

方法。

上传新冠病毒毒株全基因组序列，实现成果共享
病毒毒株的全基因组序列和成果共享有助于全球共同深入

研究和识别病毒特征，共同战“疫”。自 2 月 17 日省疾控中心实

验室成功分离出2株新型冠状病毒毒株以来，现已获得4株高滴

度毒株，并通过毒株传代，获得一株可稳定传代的高滴度毒株。

通过对毒株的分离和成功的体外细胞传代培养，能够实时监测

病毒的变异动态，观察其变异和突变，能够尽早明确病毒变异对

人体产生的危害，为下一步临床药物及疫苗开发提供可靠工具。

省疾控中心近期完成一株高滴度新冠病毒毒株全基因组高

通量测序，并已将基因组序列上传GISAID(全球共享禽流感数据

倡议组织）公共数据库，是全球百余家向该国际组织分享毒株全

基因序列的机构之一，也是我省首个上传的新冠病毒毒株全基

因组的机构，对全球科研团队更全面掌握病毒演化和疫情防控

产生积极影响。通过基因组数据和病例数据的结合分析，可获

得病毒毒力的更多证据，为即将开展的病毒溯源研究、疫苗研制

和抗病毒药物靶点筛选，以及快速检测试剂研发与优化提供了

坚实的基础。

新冠病毒核酸快检试纸条肉眼观察即可
此外，安徽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合肥工业大学食品安全

快速检测团队，在疫情攻关项目的支持下，联合研制的新型冠状

病毒（2019-nCoV）核酸等温扩增快速检测试纸条检测试剂取得

突破性进展。

该试剂采用等温扩增技术进行检测，检测所需时间大幅缩

短，同时检测结果仅需肉眼观察试纸条即可，无需依赖复杂贵重

的仪器，具有操作简便、灵敏度高等特点，特别适宜于在基层筛

查和流行病学检验现场进行推广使用。

星报讯（徐明瑶 记者 祝亮）3月9日上午，安徽在院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治愈“清零”新闻发布会在省行政中心

举行，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省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常

务副组长邓向阳介绍相关情况。

据悉，截至3月8日，全省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990

例，累计治愈984例，治愈率99.4%，实现在院确诊病例治

愈“清零”。也成为继西藏、青海、福建后第 4 个“清零”的

省份，也是首个“清零”的湖北周边省份。

我省按照“四早”要求，制定完善新冠肺炎确诊程序和

信息报告制度，规范有序组织病例诊断，及时指定符合条

件的医疗机构开展核酸检测。同时，遴选6家第三方检测

机构，对全省1.5万多名密切接触集中医学观察人员进行

筛查，确保患者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先后组织9次全

省视频培训会，对各版诊疗方案推广使用、中医治疗、院感

防控等工作进行培训，严格规范住院患者临床治疗方案和

药物使用。

按照“四集中”原则，根据我省医疗资源布局，确定99

家定点医院，其中省级8家、市级22家、县级69家。同时，

确定合肥和芜湖、蚌埠、阜阳“1+3”省级重症集中救治基地

医院，分区划片，明确任务，强化保障。把县级定点医院收

治的确诊患者全部转运到省市定点医院救治，把重型、危重

型患者全部转到基地医院救治，实行“一人一方案”“一人一

团队”和“1+1+1+1包保制度”，有力保障了救治质量和效果。

根据住院患者临床分型和年龄、有无基础疾病、病程

长短、病情稳定性等相关因素，实行分级分类管理，合理调

配医疗力量，采取精细化治疗方案，努力做到轻症不向重

症转化、重症不向危重症转化、危重症不向病亡转化。对

病情发展较快、年龄超过 60 周岁合并严重基础疾病等具

有高危因素的普通型、重型病例提级管理，全部纳入重型、

危重型病例救治范围，每日跟踪评估病情变化，动态调整

临床分型，对病情加重的及时预警，尽最大可能防止病情

趋重转化，治愈率在全国 10 个确诊病例较多省份中始终

稳居前列，3月5日起连续4天稳居第一位。

我省新冠肺炎在院确诊病例治愈“清零”
全国第4，湖北周边省份第1

全省无医务人员院内感染
“2 月 5 日，在预测未来一周全省确诊病例可

能近千的情况下，基于对各市确诊病例和医疗资

源的分析研判，制定印发了《接续性集中救治工作

方案》，作出具体到市、到定点医院、到收治床位、

到医护人员、到设备设施的精准救治安排，确保疑

似、确诊病例全部收治。”

据单向前介绍，全省共确定了 99 家定点医

院，其中省级 8 家、市级 22 家、县级 69 家，同时确

定了14家省市后备定点医院。迅速开展可用及后

备床位、医护人员、医疗设备调查挖潜工作，通过腾

空院区、征用医院等方式增加床位储备。其中，省市

30 家定点医院挖掘可用床位 2206 张、后备床位

1958张，组织呼吸、感染、重症医学等相关科室医师

1216人、护士2684人；69家县级定点医院可用床位

1145张、后备床位2446张，相关科室医师1242人，

护士2722人，为救治工作做好充足准备。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下拨各类医用口罩

365 万个（其中 N95 口罩 33.8 万个）、防护服 14.8

万套等防护物资，确保全省无医务人员院内感染；

省财政安排 6900 万元专项资金，紧急采购 69 台

负压救护车和部分急救医疗设备，确保满足医疗

救治需求。

重症比例占到近1/5
据陶仪声介绍，我省990例确诊病例中，共出

现重症病例190例，占确诊病例的19.2%，其中危

重型30例，占重症病例的15.8%；全省重型、危重

型病例数最高峰分别达到50例和19例。新冠肺

炎病情变化快，特别是患有基础疾病的老年患者

容易转化为重症，一旦发展成危重则救治难度大，

死亡风险高。

对此，我省把病情发展较快，或年龄超过 60

周岁合并有严重基础疾病的普通型、重型病例，全

部提级纳入重型、危重型病例进行管理，高配医护

力量，动态监测预警，及时阻断病情恶化。

及时搭建了安徽省新冠肺炎重症救治远程会

诊平台，自2月11日起，每晚8时由省级专家主持

重症病例讨论，进行全省大会诊，已连续组织24

天，直至重症患者全部治愈。同时连通了国家会诊

平台,及时邀请国家专家来皖指导救治和远程会诊。

1305名安徽医疗队员驰援武汉
陶仪声告诉记者，疫情发生后，我省全力调集

医疗力量支援武汉和湖北其他地区。1 月 27 日，

我省第一批支援湖北医疗队185名医务人员驰援

武汉起，先后派遣8批次共1305名医疗队员、3批

23 名公共卫生专业人员驰援武汉，随队携带了 2

台 ECMO、18 台呼吸机、8 台监护仪等医疗设备，

先后调拨医用防护服34批27.8万件，支援6台奇

瑞负压救护车，向湖北武汉、孝感、黄冈、随州、襄

阳、十堰等市调配血液总量203.84万毫升。

我省派出的医疗队主要分布在武汉金银潭医

院等 5 家医疗机构和 4 个方舱医院，有的成建制

接管医院或院区医疗救治，先后管理服务2480多

名患者，其中重症患者315人。此外，医疗队还巡

诊12个社区及隔离点，指导排查1000多名患者，

培训当地医护人员3760余人次。

安徽研制新冠病毒核酸
快检试纸条可肉眼观察结果

确诊病例中重症比例占到近1/5
省级专家连续24个晚上进行远程会诊

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www.ahcaijing.com）、掌中安徽记者

从3月9日举行的安徽在院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治愈“清零”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安徽省疾控中心科技攻关团队在新冠病毒快速

检测试剂和全基因组测序研发上取得突破性进展。

□ 徐明瑶 记者 祝亮

3月9日上午，安徽在院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治愈“清零”新闻发布会在省行政中心举行。省卫健委

党组书记、省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单向前及省卫健委主任、省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主任陶仪声回答了记者提问。 □ 徐明瑶 记者 祝亮 /文 周诚/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