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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于大勇）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印

发《关于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支撑服务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

作的通知》，部署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支撑服务疫情防控工作，

特别提出支持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服务疫情监测分

析、人员流动和社区管理等，对疫情开展科学精准防控。

运用信息技术支撑服务疫情态势研判，有效开展疫情防控

十分重要。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工业和信息化部连续向有

关部门和地方推送流动人员态势分析，为基层防控筛查提供精

细化数据支持，并要求相关企业推出智能排查等举措，为防控贡

献“智慧”力量。

在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全面支持疫情科学防控方面，《通

知》指出，要依托互联网平台开展医疗防疫物资的供需精准对

接、高效生产、统筹调配及回收管理；组织信息技术企业与医疗

科研机构联合攻关，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5G等技术，加快病毒

检测诊断、疫苗新药研发、防控救治等速度，提高抗疫效率；引导

企业加强互联网应用能力，充分运用网上疫情防控资源和信息

化工具，建立线上线下、联防联控的管理体系；支持完善疫情期

间网络零售服务和物流配送体系，加强电子图书、影视、游戏等

领域数字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开发，形成丰富多样的“零接触”购

物和娱乐模式，确保百姓生活必需品和精神营养品供应。

为加快企业复工复产，工业和信息化部要求，针对疫情对企

业造成的停工停产问题，指导企业用好信息技术手段和信息化

工具，增强软件应用能力，创新思路和方法，用两化融合提升生

产管理水平，助力企业尽快复工复产；推动制造企业与信息技术

企业合作，深化工业互联网、工业软件（工业APP）、人工智能、增

强现实/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应用，推广协同研发、无人生产、远程

运营、在线服务等新模式新业态，加快恢复制造业产能；发挥大

型平台企业和行业龙头企业的作用，通过工业互联网平台保障

供应链的完整，做好生产协同和风险预警。对于可能停产断供

的关键环节，提前组织柔性转产和产能共享，以信息化手段管控

好供应链安全；面对疫情对中小企业复工复产的严重影响，支持

运用云计算大力推动企业上云，重点推行远程办公、居家办公、

视频会议、网上培训、协同研发和电子商务等在线工作方式；支

持互联网交通、物流、快递等生产性服务企业率先复工复产。支

持工业电子商务企业和物流企业高效协同，运用互联网、大数

据、区块链等技术完善智慧物流体系，打通生产生活物资流通堵

点，保障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有效供给；大力推动产融结合。加

快发展基于生产运营数据的企业征信和线上快速借贷，推广应

用供应链金融、知识产权质押等融资方式，保障企业复工复产的

资金需求，防止出现资金链断裂。

为强化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支撑服务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

的服务保障，工业和信息化部强调，要利用互联网技术支持疫情

防控和复工复产政策措施的快速部署、快速落地，基于大数据技

术开展政策实施跟踪和成效精准分析，通过人工智能等技术做

好相关咨询服务，围绕疫情防控要求切实做到“数据多跑路，企

业少跑腿”。同时，要强化提升企业两化融合能力和数字基础设

施保障。

“三药三方案”取得积极成效，疫苗预计最快

4月下旬申报临床试验……在 2月 21日举行的国

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联防联控机制

新闻发布会上，科技部副部长徐南平，国家卫健

委副主任曾益新，国家药监局副局长陈时飞，中

科院院士周琪、王福生介绍了科技创新支撑疫情

防控有关情况。

科研攻关取得积极进展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国科技界认真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关于加大科

研攻关力度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急人民之所

急，开展疫情防控科技攻关工作，取得了积极进

展。”徐南平在介绍科技创新支撑疫情防控有关

情况时说。

一是明确“做什么”。按照“可治、可防”的目

标要求，面对疫情防控的迫切需要，确定了病原

学和流行病学、检测技术和产品、药物和临床救

治、疫苗研发、动物模型构建等五大主攻方向。

二是明确“谁来做”。聚焦主体任务，发挥中

科院、军事科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疾控中

心等主体研究力量的作用，广泛动员全国高校、

科研院所和企业参与，与一线医疗机构紧密互

动，组织精锐力量，全国科研一盘棋，全力推进科

技攻关。

三是明确“怎么做”。在中央应对疫情工作

领导小组和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的统筹下，明

确要求以结果导向、实战应用为出发点，坚持

科研与临床救治、防控实践相结合，按照“战时

管理”，设立专班，挂图作战，责任到人，争分夺

秒，全速推进药物筛选、疫苗研发等主体任务

的实施。部门协同，研审联动，特事特办，合法

合规，加强服务，主动对接和协调解决科研一线

的实际问题。

四是“做到哪一步”。面临重大疫情挑战，得

益于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无私奉献、我国以往的科

技积累和各部门的团结协作，科技攻关工作取得

积极进展。

在病原学和流行病学方面，第一时间分离鉴

定出病毒毒株并向世界卫生组织共享了病毒全

基因组序列，为诊断技术的快速推进和药物疫苗

开发奠定基础；持续深化病毒传播途径研究，为

防控策略的优化提供科技支撑。

在药物和临床救治方面，加快推进“三药三

方案”研究，中医药在阻断轻型患者向重型患者

发展方面取得积极成效，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案纳

入了第三版新冠肺炎诊疗方案；磷酸氯喹用于轻

型、普通型患者的抗病毒治疗纳入了第六版诊疗

方案；针对重型患者治疗采用的恢复期血浆治疗

纳入了第五版诊疗方案。

在疫苗研发方面，多路线部署并行推进研

发，预计最快的疫苗将于 4月下旬左右申报临床

试验。就目前而言，我国各类技术路线的疫苗研

制都基本与国外同步。

在检测试剂研发方面，在疫情之初迅速推进

完成核酸诊断产品开发的基础上，加快推进灵敏

度高、操作便捷的快速检测产品开发。

在动物模型方面，完成了小鼠、猴感染新冠

病毒的动物模型构建，为药物筛选、疫苗研发以

及病毒传播机制的研究提供支撑。

徐南平表示，自 1月 20日组建科研攻关组以

来，已经过去了 1个月时间，1个月对于科学研究

来说很短暂，但对于和疾病斗争的患者来说时间

非常漫长。全国科技界将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全力以赴，不断拿出切

实有效管用的科研成果，为国家分忧，为人民解

难。

疫苗预计4月下旬申报临床试验

疫苗是预防传染病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国内

多家科研院所医疗机构正在加班加点进行新冠

肺炎疫苗研发，目前进展如何？

“现在是 5条技术路线在同步开展进行疫苗

研究。”曾益新介绍，第一条技术线路是灭活疫

苗，就是把新冠病毒生产出来以后进行灭活，灭

活的病毒经过安全性、有效性评价以后就可以

用于临床试验。第二条技术路线是重组基因工

程疫苗，就是把新冠病毒的最有可能作为抗原

的蛋白，我们选的是 S 蛋白，通过基因工程的办

法来大量生产，把它注射到人体，产生抗体，就

有可能抵抗新冠病毒的感染。第三条路线是用

腺病毒作为载体，腺病毒是经过改造的病毒，用

这个作为载体去表达新冠病毒的蛋白，就是 S
蛋白，腺病毒可以感染我们的呼吸道，在呼吸道

里面表达新冠病毒的 S 蛋白，这个 S 蛋白表达出

来以后就可以刺激人体产生抗体，从而具有抵

抗新冠病毒感染的能力。第四条路线是核酸疫

苗，包括了 mRNA 疫苗和 DNA 疫苗，这两种路

线都是把核酸，包括一些载体，或者是用纳米颗

粒把它包裹，然后注射到人体里面。核酸疫苗

进去以后，它可以表达出蛋白质，也就是新冠病

毒的蛋白质，它可以刺激人体产生抗体，从而形

成对新冠病毒感染的抵抗力。第五条路线是用

减毒的流感病毒疫苗作为载体，我们已经有批准

上市的减毒的流感病毒疫苗，在这个流感病毒上

面，增加一个新冠病毒的蛋白，如果这个技术路线

成功的话，就既可以预防新冠病毒感染，又可以预

防流感，这样的话临床意义是非常大的。

“目前，有部分的项目已经进入到动物试验

阶段。在确保安全有效可及的前提下，估计最快

在今年 4到 5月份可以有部分的疫苗进入临床试

验，或者是在特定的条件下，争取进入应急使

用。”曾益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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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科研攻关取得积极进展
新冠肺炎疫苗最快4月下旬申报临床试验

▶ 本报记者 李争粉报道

工信部：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
支撑服务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

近日，昆山市开通复工专列，来自安徽和河南的400余名务工人员分别乘坐G9401次和G1918次专列抵达昆山南站。据介

绍，随着昆山市企业复工有序推进，从2月20日至29日，昆山市将持续开行河南、安徽复工返岗人员专列，计划从两地运输工人

8000-10000人，复工专列费用由昆山市政府承担。图为昆山高新区企业返岗员工下车后，有序在昆山高新区指示牌下排队。

许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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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争粉） 为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

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决策部署，积极落实科技部党

组有关指示精神，进一步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成果应用

于疫情防控工作中，2月20日，科技部火炬中心发出《关于优先

启动第九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技术创新创

业专业赛（网上）的通知》，决定在第九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中

优先启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技术创新创业专业赛。专业赛全

程网上进行。

据了解，疫情防控专业赛秉承“政府引导、公益支持、市场

机制”的模式，发挥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平台作用，通过公开竞

争比选，发现优选一批疫情防控先进技术创新成果和优秀科

技型中小企业。聚焦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技术方向包括疫情

智能预警、新型安全防护、快速诊断检测、治疗药物与设备。

专业赛由科技部火炬中心主办、深圳证券交易所协办，深

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网络信息平台支持。

《通知》显示，疫情防控专业赛分为初赛和决赛。报名时间

为2020年2月20日至3月9日。经审查确认的参赛企业进入初

赛。初赛采取网络评审方式，评审时间为2020年3月10日至3月

20日。初赛评委组由相关技术、投资机构的专家组成。对不符

合参赛方向的企业，主办单位和评委有一票否决权。

决赛采取网上路演答辩的形式。参赛企业以视频、文字

等形式开展线上路演，专家线上提问，沟通，公开打分，当场公

布成绩。参赛企业路演 7 分钟，专家提问 8 分钟。决赛时间

2020年3月21日至3月25日，具体事宜另行通知。

对于参赛企业，《通知》要求必须符合4个条件。一是参赛

项目符合本场专业赛技术方向，拥有知识产权且无产权纠纷；

二是企业经营规范、社会信誉良好、无不良记录，且为非上市

公司（新三板挂牌企业可参赛）；三是全国科技型中小企业信

息服务平台登记入库企业（2017-2020年至少有一年取得科技

型中小企业登记编号）或 2019 年营业收入不超过 2 亿元的有

效期内高新技术企业；四是企业注册成立时间在 2010年 1月 1
日（含）以后。

专业赛设一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及优秀企业奖

10-20名。获奖企业纳入中国创新创业大赛荣誉榜范围，获得

全国行业总决赛获奖企业同等扶持服务政策。

《通知》希望各地方科技管理部门、国家高新区在切实做

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创新工作方式，充分发挥网络技术作用，

积极发现在疫情防控中涌现出的典型科技型中小企业，认真

组织符合条件的企业参加比赛，为参赛企业提供更多的政策

支持和增值服务，奋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第九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优先启动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技术创新创业专业赛

建言献策

科技产业界共议

如何渡难关谋发展

5G远程医疗战“疫”显身手

面对疫情冲击

中小企业积极探寻“自救”之路

拥抱云端

孵化器赋能线上服务

为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