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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5日深夜，陆军军医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病理科实验室。

灯火通明的室内，中国科学院
院士、陆军军医大学教授、全军临
床病理学研究所所长卞修武院士，
带领团队观察标本切片，进一步研
讨着新冠肺炎病理和相关学术问
题。

2月8日奔赴武汉抗疫一线，4
月16日随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返
渝。在身经百战的卞修武看来，此
次战“疫”需要勇气，更需要科学。
因此，他赴武汉全力推动新冠肺炎
遗体病理解剖工作，建立了国内最
齐全、数量最多的新冠肺炎病理数
据样本。

火神山
建首个负压尸检方舱

4月12日，两辆载着新冠肺炎
尸检样本的救护车，从武汉驶回陆
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这是两个多月来，卞修武带领
团队获得的全国范围内数量最多
的新冠肺炎病理样本。

“100多年前的东三省鼠疫大
流行，伍连德博士通过遗体病理解
剖证实病因、发现传播途径，最终
消灭疫情。”卞修武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新冠肺炎是一种以肺部
病变为主、累及全身多器官，损伤
范围大，病变复杂的传染病。

但此前，人们对新冠肺炎的病
理变化特点、病毒在体内的分布规
律以及发病机制等一系列重大医
学问题，知之甚少。

“病理解剖可以直接看到器官
的颜色、黏液、出血部位等特点，从
而对疾病做一个大致上的判断。
然后通过更深入、细节的分析，全
面揭开新冠肺炎病毒的真面目。”
卞修武说，尸体剖验就像在战场前
方派出“侦察兵”，在尸检的“破案”
过程中揪出“凶手”是谁，从哪里
来，通过什么方式导致患者死亡，
需要采取怎样的策略或“武器”与
之对抗？

作为病理学专家，2月初，卞修
武便带领团队在全国获得首个新
冠肺炎尸检指定机构资质。随后
对重庆三峡中心医院4例病例开展
了微创穿刺尸检。

为了获得更多的科研数据，2
月8日，卞修武和医院黄学全教授
抵达武汉，进一步推进新冠肺炎尸
检工作。刚到武汉时，没有新冠肺
炎患者尸检的相关政策依据，没有
依托机构和实施资质，没有充足人
手开展工作，没有符合生物安全的
尸检平台和病理室……一切从零

开始。
从全国各地紧急筹措负压系

统、尸检台、监控、洗消、正压防护
服等装备，在移动手术方舱基础上
建立解剖室……卞修武克服重重
困难、一步步创造条件，最终在火
神山医院建立起全国首个符合负
压过滤的生物安全尸检方舱和病
理研究室。

病理解剖
建最齐全新冠肺炎病理样本

回忆起在武汉进行的第一例
病理解剖，卞修武记忆犹新。

那是2月 18日深夜，全身尸
检。“初春的深夜，气温很低。整个
解剖过程持续了3个多小时。大家
防护服内的衣服全部湿透，缺氧、
头晕，出尸检室时已是凌晨。”卞修
武回忆，自己第一眼看见病变组织
最本质、最原始的状态时，心情极
为沉重，也更想探究病变的原理。

病理解剖分为三种：全身尸
检、局部尸检、微创穿刺尸检，对遗
体的影响依次由大至小，医学价值
也由大到小。

在尸检方舱内，每次开始工作
前，卞修武和同事会分列在手术台
两侧，举行一个简短的默哀仪式。
尽管身上的防护装备像太空服一
样笨重，大家依然用力向前弯腰，
向逝者鞠躬致敬。

“全身尸检其实是取走内部一
些器官和组织，最后经过非常精细
的处理，恢复遗体的完整性。”卞修
武告诉记者，给新冠肺炎逝者做遗
体解剖，比平时更艰难，“穿上隔离
服和正压头盔后，一会儿就满头大

汗，会像高原反应一样，出现心慌、
头晕等低血糖症状。”

由于卞修武身材较高，长时间
的弯腰站立会加剧他的腰痛。但
他常常亲自去做尸检，并且做得很
细致。相关工作启动后，他开始逐
步扩大病理团队，除上海交通大学
和中国科技大学积极增援外，陆军
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病理科的
团队也于2月底抵达武汉。

姚小红负责取材、阅片、数据整
理，学法医的唐瑞主要进行解剖，何
志承做切片和标本处理，付文娟做
免疫组化，罗涛做分子检测和序列
分析……团队成员各司其职。

每一例尸检做完后，团队即组
织讨论总结，将临床信息与病理研
究相结合，揭示发病机制、寻找病
毒分布规律。在武汉，卞修武带领
团队先后完成40余例新冠肺炎患
者遗体病理解剖工作，搜集建立了
目前全国病理数据最齐全的新冠
肺炎病理样本。

“每一例都有新的发现，填补
一些未知，更多的科研数据会更接
近病理真相。”卞修武说，团队一起
克服困难，夜以继日地进行尸检病
理工作。

相关研究
病理结果共享给临床专家

通过一例例的病理解剖，团队
比较全面地认识了新冠肺炎病理特
点、发生发展规律，初步揭示出病毒
感染的主要部位(靶器官、靶细胞)以
及病毒在体内可能的播散途径。

这些结果被应用到临床救治
和疫情防控之中，也推进了诊疗方

案的进一步完善。卞修武牵头撰
写的新冠肺炎病理学改变的相关
内容，被全文纳入国家《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 行 第 七
版）》，填补了新冠肺炎诊疗规范中
的病理学空白。

在火神山等医院，卞修武还把
病理结果共享给临床专家，通过视
频讲课培训、临床病理讨论会等形
式，为更多一线临床医护人员解惑
释疑，共同探讨新冠肺炎的救治与
防控。

回到重庆，卞修武又马不停蹄
地开始了工作。在他的办公室，直
接用水泥墙夹出一间长条形的“卧
室”，放一张简易折叠床，备一个漱
口杯、一条毛巾，偶尔回家拿点必
需品，卞修武的办公室已被“改造”
成临时的家。

“他闲不住，隔离一结束就马
上工作，医院强制他休息都不行。”
团队成员唐瑞告诉记者，卞院士保
持精力的秘诀是困倦到极限时，调
好闹钟睡上10分钟，闹铃响了再起
来继续工作。

“新冠病毒变幻莫测，未知的东
西很多，我们需要继续研究。”卞修武
表示，战“疫”需要勇气，更需要科学
——知己知彼，才能取胜，“此次战疫
的团队成员大多很年轻，最年轻的只
有32岁，大家都为自己参与抗击疫
情、贡献病理人的力量而自豪。”

据悉，目前团队已在《CELL》
等医学杂志发表研究文章，向全世
界展示这一全新疾病阶段性的病
理资料和研究方向。未来，团队将
持续攻关，为疫情防控和应对重大
公共安全事件提供病理支撑。

（本版图片由市科协提供）

战“疫”需要勇气更需要科学
重庆日报记者 李星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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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重庆广大科技工作者紧
急行动、全力奋战，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了有
力科技支撑，谱写了科技战线壮美篇章。我们聚焦部

分抗疫一线的科技工作者，讲述他们的动人故事，传
递出人民群众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勇气与
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