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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
我们看到人们从一开始的惶恐不安，
不知所措，到逐渐稳定心神，从容不
迫，正确的防控策略当然是根本的，
但健康信息的传播无疑也发挥了重要
作用，您认可这一点吗？为什么？

许静：非常认可。因为突发事
件的典型特征就是不确定性，包括
事件发生的不确定以及发展的不确
定 ， 必 然 引 发 心 理 焦 虑 和 信 息 需
求。尤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威胁
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和社会
的正常运转，一旦发生，就会引发
高度的社会关注。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当中，传染
病疫情的不确定性更高，更容易引起
恐慌和焦虑。而且，对传染病疫情的
应急处置会涉及相当数量的人群。即

使只有一人患病，所涉及的接触者、
参与救治、护理、流行病学调查以及
现场卫生学处置的人数也是大量的，
具有很强的群体性和公开性，加上传
染病防控本身也非常依赖相关人群的
配合，所以健康信息传播的重要性不
言而喻。

甚至可以说，抗击疫情的战役从
一开始就是在两条战线上同时展开
的，一是针对传染性疾病本身的疫情
防控，二是针对相关信息传播有可能

造成的信息疫情的防控。今年 4 月
7—8日，世卫组织召开两天的全球视
频会议，专门讨论应对信息疫情的问
题，可见信息传播的重要性。

记者：何为信息疫情？
许静：信息疫情这个概念最早是

2003 年抗击非典期间提出的。当时，
比疫情扩散更快的是谣言和恐慌。一
些地方发生的抢购板蓝根和白醋的情
形，令人记忆犹新。本次疫情初期，
也有与信息传播相关的社会恐慌发

生。如1月20日钟南山宣布武汉出现
“人传人”之后，一篇“北大专家谈
病毒防护：戴N95口罩不能超过4小
时”的报道在网上疯传，口罩脱销，
N95 口罩更是成为抢购“新宠”，致
使众多科学家呼吁不要和医护人员抢
口罩。

某种程度上，对信息疫情的防控
难度甚至超过对病毒疫情的防控，健
康信息的有效传播属于疫情防控的重
要策略之一。

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许静教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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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事件引发
心理焦虑和信息需求

最近，疫情防控的好消息不少。
先是北京，用 40 天的时间基本控制

住了一波突发疫情，重大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应急响应级别由二级调至三级。

接着，乌鲁木齐市疾控中心表示，
该市已基本控制了聚集性疫情的风险，
核酸检测累计超百万人份。

同时，武汉一位进行了换肺手术的
新冠肺炎患者，一度被认为“救不过
来”了，在住院166天后出院了。

从这些事实可以看出，自从中国进
入疫情零星散发、局部暴发风险并存的
阶段后，疫情防控的反应越来越快，措
施越来越准，效果越来越好，民众对于
国家疫情防控水平的认可越来越高。当
然，能达到这样从容不迫的阶段，也是
经过了一个过程。

记得年初武汉刚刚发生疫情的时
候，因为对病毒的认知不多，对疫情的
走向看不清，社会上一度非常紧张。大家
宅在家里，心里每天揪着，七上八下的。

武汉保卫战之后，国家宣布进入疫
情防控常态化阶段，很多人还不理解，
觉得疫情好不容易已经过去了，可以长
松一口气了。结果，一方面境外输入案
例增多，边境地区防控压力加大，一方
面本土新增案例还在出现，尤其是6月初
北京发生了疫情，都在不断提醒人们，
不可对疫情防控麻痹大意，思想松懈不
得，病毒还未退却，找准时机还会发动
突袭，于是大家对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认
识更加深入，更加理解。

社会上的信心，根本上来自国家已
经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疫情应对策
略，工具箱里各种工具种类充足，使用
空间充分。应急响应级别及时调整、诊
疗方案不断更新、医务人员操作更加熟
练、流行病学调查愈加缜密、各方面应对经验持续积累……于是人们
看到，疫情在哪里出现苗头，就能在哪里被摁住，露头就打，不会让
它肆意蔓延开来，该怎么着就怎么着，我们还怕什么？

有了这样的全民疫情防控体系，每个人身在其中，既享受到了安
全，又做出了贡献。去商场，戴口罩、测体温；去上班，自觉保持社
交距离；去出差，做好核酸检测……真正做到了我为人人，人人为
我。如此一来，整个社会才会运行得有条不紊、克难前行。经济能在
二季度回正，就是最好的证明。

没有什么能难倒中国人。也许困难刚来临的时候，确实会引发惊
慌，有人会逃离，有人会绝望，有人会嘲讽，但是绝大部分中国人都
能站稳脚跟，精诚团结，齐心面对。我们不后退，因为这是我们的家
园；我们不颓废，因为有一大批为我们奋战的逆行者；我们有自信，
因为我们能做到；我们有未来，因为我们是不屈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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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沈阳7月27日电（记者王金海、胡婧怡） 7月 22日以来，辽宁
省大连市陆续发现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截至7月26日24时，辽宁累
计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9例，其中大连38例，铁岭1例。

7月22日，大连发现1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为大连凯洋世界海
鲜股份有限公司员工。随即，大连第一时间启动不明来源新冠疫情应急
处置预案，迅速进入战时状态。辽宁发布疫情防控指挥部令，采取最坚
决、最果断、最严格的精准防控举措，最大限度降低传播风险，为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奠定坚实基础。

疫情发生后，辽宁省卫健委迅速组建50人流调队伍、10人消毒队伍
和8支核酸检测队伍，驰援大连疫情防控工作。辽宁省疫情防控指挥部要
求，大连以外的13个市要实施科学精准防控，严格落实省总指挥部关于
域外疫情防控工作的规范和办法，建立完善闭环管理体系。大连市迅速
开展流调、重点人群管控、核酸检测和消毒等重点工作，做到应查尽
查、应检尽检、应隔尽隔、应收尽收。根据疫情变化情况，大连科学调
整风险等级区域，实施分级、重点管控。中高风险区域人员严禁离开大
连，密闭场所关闭；低风险地区人员须持阴性核酸检测证明离开大连。

辽宁采取严格措施应对疫情

本报乌鲁木齐7月27日电（记者阿尔达克） 26日下午，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目前新疆新冠肺炎疫情和
防控工作情况。

发布会上，自治区新冠肺炎医疗救治定点医院副院长陆晨介绍，乌
鲁木齐市发生新发新冠肺炎疫情以来，自治区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
部署，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最重要、最紧迫任务，迅疾部署，坚持集中
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最大限度地维护各族人民群众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一是组建自治区新冠肺炎医疗救治定点医院。为确保新冠肺炎患者
救治有力、有序、有效，自治区疫情防控指挥部统筹各方力量，在自治
区传染病医院的基础上成立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冠肺炎医疗救治定点
医院，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指导组的指导下，组建医疗专家团队，调
动优质资源，完善诊疗方案，优化诊疗流程，全力开展救治工作。

二是建立专家会诊机制。疫情发生后，国务院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
防联控机制第一时间抽调北京、上海、四川、江苏、湖北等兄弟省市具
有国内一流水平、有着丰富抗疫实战经验的专家组成医疗救治专家组赴
新疆定点救治医院帮助指导救治工作，自治区也调配了呼吸、重症、院
感、护理、临床、心理、检验、影像等专业的优秀专家与国家专家组成
联合专家组，建立专家会诊机制，全面开展新冠肺炎患者的抢救治疗
工作。

三是统筹优质医疗资源。自治区调集 14家医疗机构 17支医疗队伍，
采取院包科的形式，各支医疗队点对点负责各院区的新冠肺炎患者医疗
救治工作。目前，抽调的克拉玛依市、昌吉回族自治州、吐鲁番市、巴
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喀什地区、和田地区6个地州市的护理人员组成护理
支援队已全员到位，全面负责院区新冠肺炎患者医疗护理工作。

四是优化医院布局，配强医疗设备。根据疫情发展的需要，对医院
进行局部改造，增加了普通床位和重症监护床位。从全区范围内调集各
类先进医疗设备100余台 （套），其中，4台ECMO、50台有创呼吸、45
台无创呼吸机、9 台 CRRT 机，为全面开展医疗救治工作提供了有力
保障。

陆晨说：“作为自治区新冠肺炎医疗救治定点医院，我们将调动一切
资源，投入全部力量，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全力以赴做好患者救治工
作，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作出积极贡献。”

新疆组建新冠肺炎定点医院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蔓延。
在感染COVID-19的患者中，大多数
呈轻度至中度症状，但也有一部分患
者的病情初期表现平稳，但会以很快
的速度恶化，遭遇更高的健康风险。
因此，快速识别出这类有潜在重症风
险的患者，对于抗击疫情意义重大。

钟南山院士团队与腾讯 AI Lab
日前披露了利用 AI 预测 COVID-19
患者病情发展至危重概率的研究成
果，可分别预测5天、10天和30天内
病情危重的概率，有助于合理地为病
人进行早期分诊。这项研究已在 7月
15 日发布于国际顶级期刊 《Nature》

子刊《Nature Communications》。
这项名为《深度学习在新冠肺炎

危重患者早期分诊中的应用》 的研
究，是钟南山院士团队与腾讯公司共
同成立的大数据及人工智能联合实验
室的成果之一。

此项研究基于人工智能深度学习
所建立的生存模型，对 COVID-19
患者入院时的 10 项临床特征进行分
析，可以帮助预测患者发展至危重病
情的风险。若在患者住院期间持续采
用此模型进行分析，预测结果会更加

准确，有助于监测患者住院期间的风
险趋势。

依据此模型开发出的预测工具
“COVID-19 患 者 重 症 早 期 分 诊 系
统”已经在线公开，临床医护工作人
员也可以访问微信小程序获得这一工
具。医护人员只需输入患者的临床特
征，重症早期分诊系统就可以返回患
者在5、10和30天内病情发展至危重
的概率，进而对患者进行早期分诊，
对于 COVID-19 疾病的管理具有极
高的临床和经济价值。

同时，这项研究成果也向全球开
源，以支持全球抗击新冠疫情。

钟南山团队携手腾讯
研发新冠重症AI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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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健康信息的传播，健康观念的
培育，有助于社会快速动员，有利于社会成员正确参与其中，
并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可以说，面向大众的健康信息传播是公
共卫生体系建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
让我们深切认识到信息就是力量，它可以是建设性的，也可以
是破坏性的，必须严肃对待。

那么，健康传播在社会健康意识培养方面能发挥什么样的
作用？它是如何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贡献力量的？本报记者为
此采访了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健康传播专业的许静教授。

记者：在您看来，健康传播在应
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能发挥什么样
的积极作用？是通过什么机制发挥作
用的？

许静：理解健康传播与公共卫生
体系建设的关系，或者说要发挥健康
传播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作
用，必须要有整体健康的理念，理解
整体性治理机制。

在此次疫情中，对新冠肺炎患者
的救治按照“一人一策”开展多学科
综合救治，把中西医结合作为提高疗
效的主要保障，就是整体健康观的
体现。

而面对这样一场特大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只靠医务工作者，而没有全
社会的广泛动员和人民群众的尽力配
合，也不可能迅速有效地控制疫情。
这就需要整体性治理机制。健康传播
的积极作用，是通过整体性治理机制
得到发挥的。

整体性治理主要有三点：一是整
体价值导向的文化理念，强调公共部
门内部的凝聚性文化，重视适应、灵
活性和结果；二是超越部门分工的组
织结构，强调用整合化的组织形式回
应公共问题的和公共服务复杂性和内
在关联性，等级式和协商式都是可能
的选择；三是跨部门协同的工作机

制，强调伙伴关系式的沟通方式和工
作方式。

回顾这次抗疫斗争，“人的生命
高于一切”成为凝聚一切力量的整体
价值观。党中央的统一指挥，从中央
到地方的跨部门协同，迅速开展的全
社会动员，超常规的社会隔离和灵
活、人性化的社会管控措施构建的联
防联控、群防群控防控体系，充分的
科技支撑，以及依法及时公开透明的
信息发布制度等，都充分体现了整体
性治理的政府管理效力。

就疫情中的健康信息传播来看，
政府信息发布是重点。2003年非典期
间，卫生部确立了定期新闻发布制
度，最突出的变化在于回应民意。在
这次疫情中，政府信息发布则经历了
又一次重大转变，即从回应型向整体
性治理的转变——除了依法、及时、
公开、透明的疫情信息发布外，还有
在联防联控机制下的分级分层新闻发
布制度和多平台多渠道的信息传播
制度。

除政府新闻发布和传播外，全国
各地专业的新闻媒体，大量的各级医
疗机构和医务工作者利用社会化媒
体，自觉进行应急科普，从而更充分
地体现了健康传播的广泛性和整体性
效果。

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应重视整体健康和整体性治理

记者：健康教育与健康
信息传播在应对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中还有哪些不足？

许静：在整体性治理的
框架下，我们的健康教育与
健康信息传播与之前相比有
很大进步，但仍然需要继续
改善。疫情期间，人们足不
出户，很多人有通过网络求
医问诊和检索相关信息的经
历，网络上虽然有大量的相
关信息，但权威性和公信力
都不太足，我们依然缺乏能
让老百姓相信和依赖的健康
信息发布平台，来满足人民
群众对真正权威、全面、及
时、准确的健康信息的强劲
需求。

记者：如何进一步加强
大众传播媒介的宣传作用，
改善健康信息传播？

许静：一方面，当前中
国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人
民群众健康意识有了很大提
高，此次疫情更是极大地提
升了人们的健康意识，刺激
了对健康信息的需求。另一
方面，传播科技也极大地改
变了健康信息的生产和传播方式，卫
生与医疗不再仅仅是专业医护人员所
掌握的封闭型专业内容，卫生信息也
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可以通过网
络信息检索，社会化媒体传播，以及
各种可视化多媒体表现形式来吸引关

注，信息获取的便利性也刺
激了信息需求。

健 康 信 息 关 乎 人 的 生
命，健康信息的传播兼具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自媒体
内容生产的便利性，既带动
了医务工作者注重社会效益
的健康科普，也吸引了大量
以牟利为目的的伪健康信息
的生产和传播，造成了众声
喧哗、鱼龙混杂的网络健康
传播乱象，急需进行整体性
治理。

中国的卫生信息化建设
20世纪80年代起步，2003年

“非典”之后引起高度重视，
制定了 《国家公共卫生信息
系统建设方案 （草案）》，建
设包括传染病与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监测报告在内的四大
系统。2009 年新医改政策发
布，卫生信息化进入以电子
健康档案和电子病历为核心
的区域医疗卫生信息平台建
设和协同服务为主要内容的
第三阶段。2016 年国务院颁
布 《关于促进和规范健康医
疗大数据应用发展的指导意

见》，提出一系列推动互联网+健康
医疗服务的目标。在这样快速的发展
中，相信一个由专业人士提供权威知
识、方便百姓检索利用、统一整体的
公益性健康信息平台，在不久的将来
就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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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常态化疫情防控阶段，四
川南溪持续抓好“外防输入、内
防反弹”工作，大力加强对农贸
市场、大型超市和海产品销售企
业的食品及处理环节等开展常态
化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织密织牢
公共卫生防护网，巩固来之不易
的疫情防控成果。

图为日前南溪疾控中心工作
人员对大型超市海产品进行核酸
检测样本采集。

罗 平摄 （人民视觉）

加强核酸检测
巩固防疫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