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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北京考察新冠肺炎防控科研攻关工作时强调院
坚持中西医结合尧中西药并用

3 月 2 日袁中共中央总书记尧国家主席尧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考察新冠肺炎防控科研攻关工作时

指出袁疫情发生以来袁全国科技战线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袁有关部门组成科研攻关组袁确定临床救治和药

物尧疫苗研发尧检测技术和产品尧病毒病原学和流行病学尧动物模型构建等五大主攻方向袁组织跨学科尧跨领

域的科研团队袁科研尧临床尧防控一线相互协同袁产学研各方紧密配合袁短短一个多月时间内就取得了积极

进展袁为疫情防控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撑遥
习近平强调袁尽最大努力挽救更多患者生命是当务之急尧重中之重袁要加强药物尧医疗装备研发和临床

救治相结合袁切实提高治愈率尧降低病亡率遥 要强化科研攻关支撑和服务前方一线救治的部署袁坚持临床

研究和临床救治协同袁让科研成果更多向临床一线倾斜遥 要加快药物研发进程袁坚持中西医结合尧中西药

并用袁加快推广应用已经研发和筛选的有效药物袁同时根据一线救治需要再筛选一批有效治疗药物袁探索

新的治疗手段袁尽最大可能阻止轻症患者向重症转化遥 要采取恢复期血浆尧干细胞尧单克隆抗体等先进治

疗方式袁提升重症尧危重症救治水平遥
习近平指出袁要加快推进已有的多种技术路线疫苗研发袁同时密切跟踪国外研发进展袁加强合作袁争取

早日推动疫苗的临床试验和上市使用遥 要推进疫苗研发和产业化链条有机衔接袁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尧
产学研相结合的疫苗研发和产业化体系袁建立国家疫苗储备制度袁为有可能出现的常态化防控工作做好周

全准备遥
习近平强调袁要统筹病毒溯源及其传播途径研究袁利用病毒蛋白和不同受体的结合特征袁评估可疑动

物作为中间宿主的可能性袁利用人工智能尧大数据等新技术开展流行病学和溯源调查袁提高精准度和筛查

效率遥
习近平指出袁要高度重视患者尧隔离群众及病亡者家属的心理健康袁动员各方面力量全面加强心理疏

导工作遥
习近平强调袁要把生物安全作为国家总体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袁坚持平时和战时结合尧预防和应急结

合尧科研和救治防控结合袁加强疫病防控和公共卫生科研攻关体系和能力建设遥 要统筹各方面科研力量袁
提高体系化对抗能力和水平遥 要加强战略谋划和前瞻布局袁完善疫情防控预警预测机制袁及时有效捕获信

息袁及时采取应对举措遥 要研究建立疫情蔓延进入紧急状态后的科研攻关等方面指挥尧行动尧保障体系袁平
时准备好应急行动指南袁紧急情况下迅速启动遥

习近平指出袁要完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袁加快推进人口健康尧生物安全等领域科研力

量布局袁整合生命科学尧生物技术尧医药卫生尧医疗设备等领域的国家重点科研体系袁布局一批国家临床医

学研究中心袁加大卫生健康领域科技投入袁加强生命科学领域的基础研究和医疗健康关键核心技术突破袁
加快提高疫病防控和公共卫生领域战略科技力量和战略储备能力遥 要加快补齐我国高端医疗装备短板袁
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袁突破技术装备瓶颈袁实现高端医疗装备自主可控遥

习近平强调袁要坚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袁从人居环境改善尧饮食习惯尧社会心理健康尧公共卫生设施等

多个方面开展工作袁特别是要坚决杜绝食用野生动物的陋习袁提倡文明健康尧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遥
习近平指出袁公共卫生安全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袁需要各国携手应对遥 当前袁新冠肺炎疫情在多个国家

出现袁要加强同世界卫生组织沟通交流袁同有关国家特别是疫情高发国家在溯源尧药物尧疫苗尧检测等方面的科

研合作袁共享科研数据和信息袁共同研究提出应对策略袁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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