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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预判气溶胶传播风险
牵头编写疫情防控指南

疫情伊始，呼吸道飞沫和密切接触被
认为是新冠病毒的主要传播途径。我们团
队预判了新冠病毒存在气溶胶传播风险。
2020 年 3 月，我们在 《中国科学报》 撰
文，呼吁要防控新冠病毒气溶胶传播，加
强室内空气净化消毒。

2020年7月，世卫组织把空气传播列
入新冠病毒传播方式。国家卫健委相继发
布了系列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
案》，明确了新冠肺炎传播途径主要为飞
沫传播、接触传播和气溶胶传播，而三种
传播途径中有两项与空气密切相关。

现代人有70%以上的时间在室内环境
中度过，疫情突发，室内更是成为绝大多
数人全天候生活和工作的空间。室内空间
空气流通有限，人员活动密集，病毒气溶
胶容易存活并富集，存在病原微生物传播
的风险。因此，坚决做好公共及居住建筑
室内空气环境常态化疫情防控，做好特殊
时期室内空气应急净化战略部署，最大限
度降低感染发生风险，至关重要。

疫情暴发期间，针对抑制室内空气致
病微生物传播、保障室内空气安全与健康
的新需求，由中国工程院、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组织，我们团队牵头编写了《公共及
居住建筑室内空气环境防疫设计与安全保
障指南 （试行）》。2020 年 5 月 19 日，该
指南由住建部颁布实施。这是我国首部针
对公共及居住建筑室内空气环境防疫制定
的全国性的应急设计与管理指南，包括室
内空气环境防疫设计、疫情期间空气环境
防疫应急技术措施等五大部分。

编制过程中，团队成员在隔离状态下
紧急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资料查询和调研，
总结了新冠病毒防控实践经验，研究制定
了公共及居住建筑室内空气环境防疫设计
及应急技术措施，为有效保障重大疫情期
间公共及居住建筑室内空气环境安全，减
少呼吸道传染病在疫情期间的传播风险，
提高疫情防控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为确保
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提供了技术指导。

该指南已被翻译成英语、瑞典语、德
语，在瑞典能源署及瑞典供热通风空调协
会、瑞典学术期刊等作了专题介绍，为世
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及时采取有效措施
保障公共及居住建筑室内空气环境防疫安
全贡献了“中国力量”。

创新空气净化消杀技术与装备
解决医院机场疫情防控难题

疫区新冠病毒的传播特征决定了阻断
室内空气污染与传播是重中之重。如何从
通风气流组织角度改善医护人员的工作条
件，加强医护人员职业暴露的防护设施建
设，最大程度地避免医护人员感染已成为

国际上普遍受关注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为了保护第一

线医疗工作人员生命安全以及避免疫区交
叉感染，我们迎难而上，攻坚克难，开展
了病区空气净化和消杀技术紧急科研攻
关。我们团队依据多年的研究与工程实
践，组织了团队先进贴附通风技术、高效
杀菌功能材料、污染物控制设备与空气净
化装置等特色方向协同攻关，将已成熟应
用、具有国际领先的前沿技术进行创新性
研究和综合集成，提出主要由智能新风净
化、室内净化、室内消毒、石墨烯量子点
环境功能材料和排风处理系统全流程“五
位一体”的空气净化技术。该技术是兼具
PM2.5净化、病原微生物消杀以及有机污
染物消除等多重功效的“新一代建筑室内
空气安全保障新技术”，形成的病原微生
物防控病区空气定向传输装置及空气净化
消毒系统已获国家发明专利 （主要发明人
除笔者外还有李安桂、吴明红、王博、张
林等）。

通过对不同模块的合理设置，形成定
向清洁空气带直接送至人员呼吸区，解决
室内有害气体、病毒无组织扩散及污染、
人员之间交叉感染等问题。使用时可通过
不同净化模块之间的灵活组合适用不同应
用场景，可在极短时间内以常见装备、低
成本将民房改造为具有负压和消毒功能的
病房，协同效应明显，经权威部门检测对
气溶胶净化率可达99.9996%，能有效阻断
病原体气溶胶载体的传播，解决病区容量
不足等问题，实现疫区医院空气中致病微
生物的全时段彻底消杀，并对呼吸传染性
疾病、病原微生物的净化、阻断起到通用
性指导意义，对国内、外疫情期间疫区病
房和人居空间空气环境安全保障具有重要
价值。

在防控病毒传播的重点场所中，作为
远程交通、货物运输主要集中点的机场屡
屡成为疫情暴发的“突破口”。自2019年
底以来，石家庄、深圳、南京、广州等城
市的机场先后成为疫情传播的重点场所。
2021 年 12 月 ， 西 安 出 现 了 国 际 机 场
PK854航班境外输入疫情。流行病学调查
溯源证实，该疫情是由西安国际机场境外
输入的新冠病毒感染者传染机场人员引
起，再次把机场疫情防控推向风口浪尖。
由于机场高大空间复杂的风环境、热环
境、结构形式以及人流运动特点等，如何
实现机场科学通风，有效控制致病微生物
的空气传播，守护人民健康，成为了一道

“拦路虎”。
西安疫情发生后，受陕西省政府派

遣，我们团队的李安桂教授等迅速奔赴西
安咸阳国际机场一线，全面开展了西安咸
阳国际机场新冠病毒肺炎传播及通风状况
现场测试调查，对国际指廊及北连接楼空
气流动路径进行了模型化可视化试验及大
样本计算机模拟，通过对机场新冠病毒的
空气传播途径解析、传染概率及室内空气
动力学模拟发现，气溶胶存在回流国际指
廊二楼、三楼的可能性，查明了E区一楼
扶梯井的“拔风效应”，空气通过 T2-T3
扶梯井顶部孔板与三楼连通，旅客传染概
率较大，达到 1.65%。基于研究，提出了
系统的机场疫情防控能力提升策略与技术
方案，指导机场疫情防控。疫情期间，咸
阳国际机场航站楼新风及排风系统宜保持
每天24小时全天候运行，应保障通风气流
路径为从新冠传播低风险区流向高风险区
（国际到达区），降低病毒气溶胶交叉传播
的风险，为机场高效防疫提供了科学指
导，体现出了“国家需求就是对我们的工
作要求”的情怀与担当。

实现低温冷链全链条防控
为病毒防控提供中国智慧

2020年4月，我国本土疫情阻断传播
之后，各地陆续发生多起进口冷链引起的
输入型本土疫情。2021年11月，辽宁大连
出现了第三次进口冷链产品引发的疫情，
再次为各地新冠疫情防控发出警示，国际
冷链物流仍是疫情防控的重点。大量研究

表明，病毒可以黏附在食品或包装表面，
通过在冷链运输所提供的较低温度下，以
间接接触的方式进入市场，进而导致新的
感染和传播。统计分析数据表明， 涉疫
的进口冷链产品中， 病毒大多仅存在外
包装表面或者食品表面，并未发现食品本
身存在病毒或者因直接食用进口冷链食品
而引起感染的案例。所以，感染事件极大
可能是发生在低温冷链食品的流通环
节， 如卸货、搬运等操作过程。一些研
究和模型也表明，众多呼吸道病毒的重要
传播途径往往涉及与污染表面的间接接触
传播。

基于此现状，我们团队针对在进口冷
链环节阻断新冠病毒传播风险问题，提出
整合优化现有消毒技术并在冷链环节开展
针对性的示范测试与应用，构建进口冷链
货物、冷库空气环境、工作人员的三个层
级防护，实现对冷链过程的全链条病毒防
控；倡导进一步规范冷链环节消毒方法并
开展消毒效果评价，开展科学、规范、标
准统一的消毒方法和效果评价体系以及对
参与冷链环节消毒作业的工作人员开展专
业规范培训；探究冷链环节新冠病毒的传
播途径并进行风险评估，进一步开展新冠
病毒在冷链环境中的传播规律、扩散机理
研究，评价新冠病毒在冷链环节中的传播
风险，为更深入地完善相应的新冠疫情防
控策略提供理论支撑。团队积极建言献
策，为解决冷链物流导致病毒传播的世界
性难题提供“中国智慧”。

我们要继续坚持问题导向，冲锋抗疫
一线，充分运用科技手段做好疫情防控各
环节的科研攻关工作，聚焦关键核心技术
攻关，破解室内空气疫情防控的重点难点
问题，为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
战、阻击战提供强大科技支撑，以创新守
护人民健康。

（作者为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期致力
于环境工程领域的科学研究和工程设计工
作。）

科技支撑战疫 创新守护健康
——为世界新冠疫情防控贡献“中国力量”

侯立安

2020年3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
京考察时强调，协同推进新冠肺炎防控
科研攻关，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
科技支撑。科技攻关要坚持问题导向，
本着最紧急、最紧迫的问题去，科学技
术是人类同疾病较量的最强有力武器，
人类战胜大灾大疫离不开科学发展和技
术创新。

新冠疫情持续在世界各国肆虐，截
至2022年6月9日，全球共累计超过5.3
亿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死亡人数超
过630万。2022年，新冠肺炎疫情仍复
杂多变、不断出现的病毒变异株给疫情
防控带来新的挑战。中国的科技工作者
迎难而上，创造出一批抗疫科技成果，为
世界疫情防控贡献出“中国力量”。






中国科协科学技术传播中心、科学
出版社与本报合作推出

科技名家笔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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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立安在斐济考察菌草生长情况，探索菌草生态修复土壤地下水技术方略。（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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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南宁电 （记者庞革平）近日，广西民族大
学校长谢尚果在庆祝建校70周年大会表示，广西民
族大学坚持开放办学，积极服务“一带一路”建设
和广西开放开发大局，打造国际化办学名片。该校
与22个国家 （地区） 的176所高校和机构建立了实
质性的交流与合作关系，“留学民大”品牌建设成效
凸显。

广西民族大学创建于1952年，是中国国家民族
事务委员会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建高校、
国家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建设高校、广西
壮族自治区重点建设高校。该校以“民族性、区域
性、国际性”为办学特色，累计培养各类人才33万
余人，累计招收来自全球82个国家和地区的2.2万余
名留学生，成为在国内外颇具知名度的中国—东盟
人才培养基地。

据悉，广西民族大学是中国较早与周边国家开
展交流合作的高等院校之一。该校依托国家外语非
通用语种本科人才培养基地，培养了1.8万余名精通
非通用语的复合型人才。同时，强化东盟高端智
库、东盟学科群建设，为做深做实面向东盟的开放
合作提供智囊高参和人才支撑。

据了解，广西民族大学利用地缘优势，在泰
国、老挝和印度尼西亚分别设立3所孔子学院，注册
学员人数达26万余人，各类汉语水平考试人数3万
余人，有效推动了国际中文教育，促进中外民心相
通。

庆祝建校70周年

广西民族大学：

服务中国—东盟人才培养

近日，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龙泉街道莲花山小
学组织学生来到中国农业科学院青岛特种作物研究
中心试验基地，开展科普教育活动。孩子们通过丰
富多彩的活动拓展了视野，激发了对生物知识的学
习兴趣。

图为试验基地实验室的工作人员为孩子们讲解
植物的光照原理。

新华社发

走进科普课堂
探索生物奥秘

据新华社巴黎电（记者陈晨） 欧洲核子研究中
心近日宣布，该机构的大型强子对撞机 （LHC） 上
的底夸克探测器（LHCb）合作组发现了新的奇特粒
子结构，包括一种首次发现的五夸克态粒子和有史
以来观察到的第一对四夸克态粒子。

据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发布的公报介绍，夸克是
一种基本粒子，是构成物质的基本单元。已知夸克
有6种，分别称为上、下、奇、粲、顶和底夸克。通
常情况下，2 个或 3 个夸克结合在一起可以形成强
子，而强子是一种亚原子粒子，如构成原子核的质
子和中子都是由3个夸克组成的强子。

一些罕见的奇特强子由4个或5个夸克组成。理
论学家在数十年前已同时预测到传统的强子和奇特

强子态的存在，然而直到最近20年，科学家才通过
大型强子对撞机的底夸克探测器及其他实验观察到
四夸克态或五夸克态奇特强子。

公报说，新发现的一种奇特强子是由粲、反
粲、上、下和奇夸克组成的五夸克态粒子。科学家
在分析带负电荷的B介子衰变过程中观察到这种奇
特粒子，它是迄今已知的第一种含有奇夸克的五夸
克态粒子。这一实验在统计学上的置信度达到15个
标准差，远超过粒子物理学对发现新粒子界定的5个
标准差的要求。

另一项新发现是一对四夸克态粒子，其中包含
一种由粲、反奇、上和反下夸克组成的带双电荷的
新型四夸克态粒子。科学家在对带正电荷B介子和
中性B介子的衰变进行联合分析时，发现这种新型
四夸克态粒子和它对应的中性粒子同时出现。发现
这两种四夸克态粒子的统计学置信度也分别超过粒
子物理学界定标准，意味着人类首次观察到一对四
夸克态粒子。

底夸克探测器合作组发言人克里斯·帕克斯在公
报中表示，奇特强子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是未知
的，发现新的四夸克态和五夸克态粒子并测量它们
的性质将有助于理论学家建立有关奇特强子的统一
模型，也有助于更深入理解传统强子。

欧洲核子研究中心：

新的奇特粒子结构被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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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防控新冠疫情提供强大的科技武器是科技工作者的光

荣使命。两年多来，我们科研团队集智攻关，研发出一系列

新技术、新装备并得到广泛应用，积累的相关经验为国际同

行所借鉴。

让我们精诚团结、努力奋斗，取得更加丰硕的科技创新

成果，为新冠疫情防控作出更大贡献。

——

2022年7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