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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白莲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将默默
无闻的他们推向公众——他们虽不直接
接触患者，但要直接面对各种各样的检
测样本；疑似病例的确诊和排除，都要通
过他们精准的实验室检测结果来确定。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群众生活逐渐回归正常，而自治区综合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科研管理科的卢爱桃
博士却依然不敢松懈：作为深入病毒“腹
地”的“白衣侦探”，她要时刻与时间赛
跑，与病毒赛跑。

在与甲流、禽流感、腮腺炎等重大传
染病疫情的交锋中，卢爱桃和同事们挺身
而出、主动担当，书写着直面病毒、为前线
救治提供精准制导的精彩战“疫”故事。

疫情防控的尖兵

病毒检测实验室是离病毒最近的地
方。2020年 1月 23日，二连浩特市首
例、自治区第二例疑似新冠肺炎样本送
至自治区综合疾控中心，进行了核酸复
检，结果显示出强阳性。

几天后，卢爱桃作为内蒙古援鄂成
员之一，随团队赴随州市抗疫一线开展
核酸检测工作。

清晨进实验室、凌晨出结果、清晨报
数据，周而复始是他们的日常作息；连体
防护服、N95口罩、护目镜是他们的“战
袍”；神经高度紧绷，一天进出数次负压
环境，更成为他们的生活常态……“应检
尽检”“当日清零”，团队成功为当地疫情
防控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其实，这并不是卢爱桃与病毒的第
一次“过招”。从 2009年的“甲流”，到
2017年的H7N9禽流感，在重大传染病
疫情防控现场，对病毒进行检测，奔赴现
场处置疫情，第一时间开展病毒溯源，都
有卢爱桃和同事并肩战斗的身影。

2009年，甲型H1N1流感在我区大
规模流行，而当时大多数盟市、旗县区疾
控机构应急检测能力不能满足应对新
发、再发传染病和自然灾害的需求，一些
地区技术人员对标本采集基本的操作掌
握不规范，相关核酸检测体系尚未建
立。应急小组成员手把手教技术人员操

作仪器、培训相关实验流程。
“核酸检测体系的建立，为新冠肺炎

疫情检测奠定了技术基础。疫情暴发
时，各地具备了初步的检测功能。”说起
这些，卢爱桃很欣慰。

政府决策的助手

近年来，我区手足口病的散发病例
及多次暴发流行，致使幼儿重症和死亡
病例时有出现。

“引起手足口病的病原复杂多样，相
关肠道病毒就有20多种，搞清楚我区主
要流行株到底以哪几种为主，不仅为预
防和控制手足口病提供理论基础，对针
对性治疗以及疫苗研发也有重要意义。”

2013年，卢爱桃团队首次将分子生
物学方法应用到我区手足口病的检测和
监测中，并使用先进的基因序列分析方
法，对病原特异性核苷酸片段VP1的基
因遗传特性进行分析研究。

通过3年的样本检测，团队发现我
区手足口病的主要流行株以HEV71和
CVA16为主，重症病例和死亡病例以
HEV71居多。同时，成功克服了肠道病
毒难于分离培养的技术难题，采用RD
细胞培养分离到HEV71和 CVA16毒
株，并建立了肠道病毒毒株库，为我区制
定手足口病疫情预防控制政策提供了科
学依据。

流行病疫情不可预测的特点给救灾

防病带来了巨大挑战，制定相应防控政
策，由被动防控转向主动出击，对当地传
染性疾病流行趋势提前进行评估和预判
意义重大。

近年来，我区在应对突发急性传染
病方面积累了一些成功的防控经验，但
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置管理研究工
作起步较晚，传染病的威胁依然形势严
峻。自治区尚未进行过全覆盖、多层次
的传染病防控能力专项调查和资料分
析，缺乏用风险管理模式系统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的相关研究。

“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进行风险评
估，一方面可以为政府和卫生行政部门
及时做出防范措施提供有效的事件信息
与可靠的决策依据，另一方面能够及早
发现突发事件公共卫生风险的苗头，防

范事件发生，减轻事件危害。”
多年的实战经验让卢爱桃意识到传

染病风险防控预判的重要性，去年，“风险
评估在传染病防控管理中的应用研究”正
式立项，卢爱桃团队承担了相关课题。

该课题通过督导检查，修正错误和
不足，强化针对性的干预措施，引领盟
市、旗县区疾控机构传染病防控能力工
作走向规范化、标准化，并及时向政府提
交调查评估报告，引导政府层面关注卫
生应急工作，在人、财、物等方面予以政
策性倾斜，提高相关疾控机构的传染病
防控能力，为健康内蒙古保驾护航。

百姓健康的顾问

无论是日常的疾病防治，还是突发
的疫情防控，多年来，卢爱桃凭着丰富的
专业知识和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公众释
疑解惑，成为老百姓信任的“科普顾问”。

2019年入冬以来，我区发生了2例
肺鼠疫病例输入首都北京；2020 年上
半年，又发生 1例腺鼠疫病例，防控压
力巨大。

卢爱桃和同事们主动进入社区开展
鼠疫防控现场示范培训活动，为群众解
答卫生应急管理、传染病防治等相关问
题，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初，民众情绪
恐慌。从疫情防控、身心卫生保健到疫苗
接种，铺天盖地的询问让卢爱桃的手机成
了咨询热线。对此，她毫无怨言，不讲条
件，全身心投入到疫情防控一线，用专业
知识缓解大家的恐慌情绪。

防控工作的重心在基层，薄弱环节
也在基层。盟市、旗县区级疾控机构是
传染病防控的基石，基层防控能力直接
关系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否得到有
效、早期控制及事件危害的程度。

针对基层流调能力弱这一关键问
题，2018年开始，卢爱桃所在科室面向
基层牵头开展了“现场流行病学”培训
项目。

“在自治区疾控系统抽调的援鄂防
控大军中，13位流调成员中就有4位是
培训班结业的。”卢爱桃不无自豪地告诉
记者，现在，毕业学员已经成为各地科普
宣教、科学防疫的骨干力量。

（配图由受访者提供）

【记者手记】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
烧。”在党史学习课上重温毛泽东的《七律二首·送瘟神》，经历过新冠肺炎疫情
战场，卢爱桃有了更深刻的体悟。

长期从事传染病预防控制工作，每天面对众多可能携带着各种传染源病
毒的样本，时刻处于被动感染的危险之中，很难说不紧张、不害怕。但为了人
民健康，他们必须冲上去，用精湛的技术、过硬的本领，在实验室这片看不见硝
烟的战场上，护佑群众幸福安康。

或许世上有一种“成功”，就是做自己热爱的事，以喜欢的方式度过一生——
采访中，谦逊的卢爱桃说，自己没有什么“成功的业绩”，做的都是点滴小事的
本职工作，所幸的是，这正是自己热爱的领域。也因着这份热爱，别人看来处
处充满危机，她却淡然处之，甘之如饴。

心中的信念，化作脚下的路。在一次次与病毒的实战交锋中，坚守岗位、
永不言弃，一个个“卢爱桃”，也是新时代里、新战场上“最可爱的人”。

视线

□陈曦 张华 王雲生

天津大学李振教授团队联合南开大学丁丹教授
团队，研发出像“夜明珠”一样的高效率、长寿命纯有
机室温磷光材料。该材料接受10秒以内的光照后可
持续发光近半个小时，有望用于医疗领域，帮助医生
实现疾病的早期诊断。研究成果发表在材料学领域
顶级期刊《先进材料》上。

传统上生物医药领域使用的发光材料几乎全是
荧光材料，其共同特点是发光寿命极短，通常小于千
万分之一秒。同时，荧光材料的发光离不开激发源，
极大地限制了应用场景。

此次联合团队研发的有机室温磷光材料就像充
电手机，可以在一次激发后，保持数分钟发光时间，将
它注射进生物体内，就可以通过捕捉发光信号和材料

“保持通信”，获得其位置、强度等信息。这些信息能
反应组织内外微环境状态，通过进一步处理识别，就
可以评估这些组织的生理状况。

实验中，他们将这种材料加工成纳米颗粒后注射
到小鼠体内，其会定向聚集在肿瘤细胞中。通过捕捉
纳米颗粒的发光信号，就能锁定肿瘤位置，并实现超
高对比度的磷光成像。

“现阶段利用这些材料在生物成像和疾病诊断方
面的应用探索，更像是‘传呼机’时代，只能建立单向
通信。未来我们将进一步提高材料的智能属性，例如
提高靶向能力，赋予材料药物输送功能等，实现从看
得见（成像）到打得着（治疗），不断推进材料迭代升
级。”联合团队李振教授介绍。

此外，新材料还展现出对机械力和热具有双重刺
激响应特性的室温磷光效果，因而在热敏打印和信息
加密方面，也具有广阔应用前景。

神奇的室温磷光材料

光照10秒钟 发光半小时

●生态环境部日前发布的《2020中国生态环境
状况公报》显示，2020年和“十三五”期间，生态环境
重点目标任务均圆满超额完成，全国生态环境质量明
显改善。2020年，全国337个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
为87.0%，同比上升5.0个百分点；细颗粒物（PM2.5）
浓度为33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8.3%。

●工业和信息化部首次在全国范围内揭榜人工
智能领域重点创新应用成果，覆盖智能制造关键技术
装备、智能服务机器人、智能无人机等八大领域，以进
一步加快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发展。下一
步更多支持举措将协同发力，重点面向制造、交通、农
业、医疗等领域推动应用落地。

●以“科技强国 气象万千”为主题的2021年“气
象科技活动周”近日在湖北武汉拉开帷幕，全国范围
内还开展了野外科学试验基地等科研业务平台开放、
气象科普进社区等系列科普活动。我国第一代全球
大气和陆面再分析产品、我国自主研发且具有完全知
识产权的数值天气预报系统GRAPES、智能网格预报
服务平台等一大批气象科技成果同时亮相。

●一个国际团队在英国《自然》杂志旗下的《自
然·地球科学》期刊上发表报告说，格陵兰冰盖西南端
存在一个大型汞源，这里的冰川流域融水中有非常高
含量的溶解汞，这一汞源可能对北极局部和海岸生态
环境产生重大影响。

●总部设在法国巴黎的欧洲航天局近日发布新
闻公报说，一座巨型冰山从位于南极洲威德尔海的龙
尼陆缘冰断裂，成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冰山，面积约
4320平方千米。这座冰山由英国南极考察处发现，
并由美国国家冰中心利用欧洲“哨兵-1”卫星近期拍
摄的图像确认。

（本报综合媒体报道）

前沿

卢爱桃：追踪病毒的“白衣侦探”

□文/本报记者 白莲 图/福荣

近日，2021年自治区科技活动周暨全区第二十六届科普宣传周在包头市全面启
动。

活动当日，包头科技馆室外广场上热闹非凡，许多家长带着孩子在科普展台前流
连，消防机器人、反恐救援装备等吸引了大小观众的目光。好奇者还动手操作，在人
机互动中体验科技的魅力。

除了各种科学互动体验，活动周期间，
科普小分队还带领医疗卫生、农牧业、税收
政策等领域专家学者，深入到包头市相关旗
县区和市直有关部门开展科技服务活动，为
企业做政策专题讲解，为基层百姓普及安全
健康、绿色发展的科技知识和理念，助力乡
村振兴。

“科技活动周”是国务院批准设立的一项
重要科技活动，是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
神、普及科学知识、提高全民科学素养的一项
重要举措，也是宣传科技政策、展示创新成
就、推动科技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载体。

今年自治区科技活动周于5月22日—28日在全区范围内举行，活动以“百年回望：
中国共产党领导科技发展”为主题。自治区科技活动周组委会还同时组织了全区科普
讲解大赛、全区科普微视频大赛、全国优秀科普作品推荐等重大活动。科技志愿者服务队进行种植养殖技术现场指导科技志愿者服务队进行种植养殖技术现场指导。。

科技志愿者服务队走进社区义诊科技志愿者服务队走进社区义诊。。

消防人员教一名孩子使用灭火器消防人员教一名孩子使用灭火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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