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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科技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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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重庆精准医疗研究院执
行院长兼重庆迪安实验室主任伊远学很忙。他带领
实验室团队率先建立并完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荧光
定量PCR标准操作程序，日检测能力达到3000例，已
为全市各区县完成3万多例检测；同时，他和团队研
发的等温PCR（聚合酶链反应）检测系统和3类检测
试剂盒，具有结果准确、检测快速、操作简便等特点，
成为重庆基层抗疫的有力“武器”之一。

然而在伊远学看来，研发和检测工作仅仅是一
个开始。3月14日，他接受重庆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希望将相关技术和成果进一步完善，能服务更多
的人群。

第一时间投身抗疫研发

今年49岁的伊远学是一名党员，也是医学检验
领域的专家，还曾是一名军人。

“建功伟大时代，是党员应有的担当！”1月26日，
伊远学在微信朋友圈留言，激励重庆迪安实验室的党
员们团结起来，抗击疫情。

伊远学的呼吁，很快得到响应。1月28日，伊远
学与同事一起向大渡口区卫健委递交请战书；1月29
日，伊远学牵头成立以党员为骨干的重庆迪安新冠核
酸检测小组，迅速制定科学完备的检测方案。

2月1日，项目团队向市委、市政府及市卫健委主
动请缨，承担新冠肺炎疫情检测工作。2月5日，重庆
迪安获批成为全市首批开展新冠病毒感染的肺炎病
原学检测的第三方机构。

“我是党员，又是科技工作者，抗击疫情，责无旁
贷。”伊远学说，抗疫所需的检验技术，正是重庆迪安
的强项。作为重庆迪安实验室主任，他必须行动起
来，为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贡献力量。

新型检测试剂盒15分钟可出结果

疫情防控需要什么样的检测技术？伊远学深入
一线开展调查，很快发现“痛点”——社区等基层单位
检测需求量大，对检测结果的时效性要求高，却缺少
专业的检测设备和技术人员。

原来，疫情防控之初，新冠肺炎检测大多采用变
温PCR检测，需要在高等级实验室中由专业人员完
成，实验条件高，检测时间长，很难在基层推广。

能否研发一种结果准确、检验快速、操作简单的
检测产品？伊远学和团队反复论证，决定研制等温
PCR检测试剂盒。

历经上百次测试和对照试验后，伊远学团队成功
研发出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新冠病毒核酸等温
扩增快速检测试剂盒、新冠病毒核酸等温扩增+基因
捕获荧光报告法快速检测试剂盒，社区工作人员、基
层医疗单位医护人员经过简单培训后即可进行准确
检测，检测时间仅15分钟，真正实现了检测结果立等
可取。

已在全市完成3万多例检测

研发成功了，但伊远学一点也没闲着。脱下防护
服，走出实验室，他又来到大渡口区的社区一线，为基
层防疫人员提供培训。

“把握时机，找准位置，两侧腭弓，咽及扁桃！”培
训中，伊远学发现，因为缺乏经验，有的基层防疫人

员的采样不够标准。遇上这种情况，他总
是亲自示范，并总结出一套“口诀”传

授给大家。
为了提高培训效率，他又

想到了线上授课。至今，伊
远学开设线上科学防护授
课 16 次，为 9000 余人讲
授相关知识，并主动为其
他第三方检验机构和相
关企业提供技术指导。

目前，实验室团队已
经在全市完成3万多例检
测。伊远学透露，下一步，
将在持续服务公众的同时，

重点关注微生物、病毒领域，
力争为全社会构建和完善精准

医疗支撑体系。

“我是科技工作者，面对
疫情必须站出来，做点有价
值的事情。”

3月17日，国际系统与
控制科学院院士、重庆师
范大学副校长、重庆国家
应用数学中心主任杨新民
在接受重庆日报记者采访
时如此表示。

疫情防控期间，杨新民
组织团队，借助数学工具分析
突发性传染病的传播、控制，为
重庆疫情发展趋势和累计确诊病
例变化情况作出了较为精准的预测。

此后，他又联系多名院士，开展数学
领域的线上科普讲座，至今已覆盖近20万大、
中、小学师生和家长。

而在杨新民看来，这些都只是他作为一名科技工
作者的分内事。

远程组建数学团队支持抗疫

“重庆驰援武汉的医疗队成员中，我看到不少熟悉
的面孔。”杨新民说，医护人员在春节万家团圆之际，毅
然和家人离别，奔赴武汉抗疫。这既让他深深感动，也
让他觉得必须做点什么，为抗疫贡献一份力量。

杨新民是在运筹学领域深耕30多年的数学家，对
他来说，数学就是最熟悉、最得力的“武器”。

然而，数学能为抗疫做些什么呢？
“面对突发性传染病，我们可以使用数学模型，根

据已有数据，推演、预测它的发展趋势。”杨新民说。
2月4日，杨新民从重庆师范大学数学学院、计算

机学院的教师队伍中“点将”，通过微信群，远程组建起
一支14人的研究队伍，开始建模工作。

利用数学工具提供疫情精准预测

然而，这项工作绝非易事。在建模过程中，由于最
初几次推演出的预测结果不太理想，部分团队成员失
去信心，甚至有些气馁。

“大家别灰心，除了我们，全国上下还有许多人都
在为抗击疫情而战斗，我们要知难而上。”杨新民鼓励
大家。

夜以继日的付出，换来的是更加可靠的模型——2
月11日，杨新民和团队已经能够用计算机编程的模型
推演7天后的新冠肺炎疫情发展情况，并可通过全国、
湖北省、除湖北省外的全国其他省市、重庆市4个点
位，直观地展现不同点位的疫情推演情况。

2月12日，重庆市科协以专报形式将杨新民和团
队的新冠肺炎疫情发展趋势预测报告上报给市政府，
为相关科学决策提供支持。

根据不同点位的推演情况，2月16日，团队又对重
庆疫情防控提出4点建议：继续加强有效管控、适当开
展分类管控、通过媒体等传播正能量、关注隔离人员心
理健康。

如今，实践证明，杨新民和团队的预测结果具有很
高的精确性，为防疫工作提供了更精准的数据支持。

邀请多名院士开设线上科普讲座

3月以来，杨新民又忙起了另一件事——发动“朋
友圈”，邀请数学领域的院士专家做线上科普公益讲座。

首场讲座于3月7日下午开讲，主讲人是中国科学
院院士、北京大学副校长张平文，题目为《数据科学融
通应用数学》。

一周后的3月14日下午，中国科学院院士袁亚湘在线
开讲《数学漫谈》，单场讲座就吸引超过17万人次观看。

讲座中，院士们用深入浅出的方式，图文并茂地诠
释数学学科，传授数学思维，也为广大学子带去了学校
里听不到的数学课。

“疫情防控期间，我们希望用这样的方式为广大师
生提供帮助。”杨新民说，讲座收到的热烈反响，超乎预
料，让他备感欣慰。线上开展讲座，能同时惠及更多听
众，也能通过讲座视频回放，提供宝贵的学习资料。接
下来，他还准备邀请更多院士专家，围绕数学文化、数
学与诗歌等主题，继续开展线上讲座，服务更多的教
师、学生和家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