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
发
出
首
个
新
冠
病
毒
抗
原
检
测
试
剂
盒

重
庆
日
报
记
者

李
星
婷

孟
涛

“面对疫情，我们有责
任冲锋在前。”5月14日，陆
军军医大学教授、全军免疫
学研究所所长吴玉章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说。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
来，高质量的新冠病毒检测
试剂盒成为全球市场的“硬
通货”。2月底，吴玉章团
队联合南方医科大学成功
研发出全球首个新冠病毒
抗原检测试剂盒，10分钟
就能检测出结果，准确率超
过99%，在疫情防控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

这款针对新冠病毒的
抗原检测试剂盒是如何研
发出来的？

今年1月，由吴玉章牵
头的“蛋白质抗原工程技术
的创立及其应用”项目，获
得了2019年度国家技术发
明奖二等奖。在针对病原
及抗原的“快拆”和“改装”
等关键技术的基础上，团队
发明了首个SARS实验室
免疫诊断试剂盒。

吴玉章告诉记者，冠状
病毒有很多种，但具有很高
相似性，如新冠病毒和
SARS病毒有80%的相似
性，所以要区分这20%的差
异性非常关键。这款新冠病
毒抗原检测试剂盒，正是他
在此前的基础上联合多学
科、多单位团队开展研发的。

据介绍，相比抗体检
测，抗原检测可以提前2-3
周实现早期诊断，但要筛选
出具有特异性诊断价值的
抗原、筛选出与抗原结合最
好的抗体，技术难度更大。

尽管这项工作十分繁重，团队成员仍夜以
继日，全心投入研发，个个都疲惫不堪。吴玉章
鼓励大家：“我们早一天研发成功，疫情防控就
可能早一天取得胜利。”在吴玉章的鼓励下，大
家深感使命在肩，更加全神贯注地投入工作。

疫情时刻牵动着吴玉章的心，他同武汉前
线的医院一直保持着联系。“重庆那时候病例很
少，要想进行大规模的实验只能去武汉。”吴玉
章说，为了尽快验证产品的效果，他经过多方联
系，终于和西南医院、东部战区总医院以及武汉
一线的6家医院达成合作，进行了251例实验，
测试结果准确率超过99%。

2月底，吴玉章团队联合南方医科大学等单
位终于成功研发出新冠病毒抗原检测试剂盒，并
拿到了欧盟CE认证和土耳其等多国认证。

此外，吴玉章还带领团队率先发现一批可用
于精准预防和治疗新冠病毒感染的全人源克隆
抗体，该研究可为新冠肺炎治疗提供特异性免疫
防治药物。同时，他领衔研制的冠状病毒通用型
疫苗也已经进入动物试验阶段，研发成功后可用
于预防SARS、MERS、新冠病毒等多种冠状病
毒感染。 （本文图片为重庆日报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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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由重庆医科大
学、博奥赛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重庆派金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共同研发的新
冠病毒 IgM/IgG 抗体检
测试剂盒获得国家药监局
批准上市。作为我国首个
获批上市的化学发光法新
冠病毒抗体检测产品，其
不仅在北京、湖北、黑龙江
等省市的疾控中心得到应
用，如今，还出口到亚洲、
欧洲、美洲、非洲的多个国
家和地区。

整个研发项目的牵头
人，就是重庆医科大学校
长黄爱龙教授。

1月21日，正是国家
卫生健康委确认重庆市首
例输入性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当天，重庆医科大学就
决定开展新冠病毒相关科
研攻关。

从哪里着手？经过分
析，他们把研究方向聚焦
在新冠病毒抗体的化学发
光检测试剂研发上，因为
当时，国内已有多家公司
可以提供核酸检测试剂产
品，但免疫诊断试剂还是
空白。

随后，他们找到从事
化学发光试剂和仪器研发
已有10余年的博奥赛斯，
合作开发产品。其中重庆
医科大学负责抗原抗体设
计与制备以及临床实验，
博奥赛斯负责试剂盒组
装、产品报批和批量生产。

从抗原设计与制备，
到试剂盒组装及实验室验
证，再到临床验证，是研制
免疫诊断试剂的3个重要
环节，环环相扣，前一环的
成败，直接影响后一环的

进度。为了尽可能避免实验失败，在黄爱龙的
带领下，项目团队采取了“双线并行”的方式
——分成两个组同时独立推进，开展重组抗原
的设计与制备。

那段时间里，他们经常都是一整天泡在实验
室，高度专注和紧张的状态，让每个人话都不怎
么说。他们深知，与病毒赛跑，就是与生命赛跑。

经过反复改进和验证，2月6日，初步组装
的基于表位肽和重组抗原的化学发光试剂盒各
项性能都基本达到预期设定指标。

试剂盒研制成功后，在市卫生健康委支持
下，项目团队先后依托重庆几家新冠肺炎定点
救治医院进行了临床验证实验。3月3日，抗体
检测被《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
版）》纳入新冠肺炎的确诊依据。3月4日，新冠
病毒IgM/IgG抗体检测试剂盒获批上市的消
息正式对外发布，3月9日，该团队研发的7个
新冠抗体检测试剂获得欧盟CE认证，正式获
得进入欧盟市场资质。

黄爱龙黄爱龙（（中中））

“接下来，数学的应用
将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们
的生活中。”近日，国际系
统与控制科学院院士、重
庆国家应用数学中心主任
杨新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如此表示。

今年2月，科技部公布
了首批13个国家应用数学
中心名单，重庆市依托重
庆师范大学牵头建设的重
庆应用数学中心成为其中
之一，这也是我市首个国
家级数学中心。

当时正是疫情防控
最吃劲的关键阶段，杨新
民作为中心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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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夕夜，陆军军医大学
医护人员毅然和家人离别，
奔赴武汉抗疫。这让杨新
民十分感动，他觉得必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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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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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组建
一支14人的研究队伍，开始建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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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团队成员受到打击，情绪变得消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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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的鼓励下，团队日以继夜地完善模型。
功夫不负有心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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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可通过模型的4个点位，展
现疫情的推演情况。

2月12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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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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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建议，为重庆疫情防控工作提供了
有力的决策参考。

杨新民介绍，目前，重庆国家应用数学中心
已经和本土企业开展合作，在金融、人工智能、
智慧交通等领域共同研发新技术、新产品。

他说，创新离不开数学的力量，下一步，重
庆应用数学中心将推动数学学科与信息科学、
高端制造、金融、生物医学等领域交叉，结合重
庆实际，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本文图片为重庆日报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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