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 7 月 3 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刘加佳

特别报道

本报地址：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政编码 100803 中国邮政发行投递服务电话 11185 广告部电话 63071265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登字 20170529 号 定价：每份 1.8 元 年价 324 元 本报挑错电话：010-6 3 0 7 3 9 7 9 、6 3 0 7 2 0 7 0 本报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富通律师事务所 电话：0 1 0 - 8 8 4 0 6 6 1 7 、1 3 9 0 1 1 0 2 5 4 5

北京疫情“摁”得快，给战“疫”启示多
与“火眼”核酸检测实验室总指挥、《生命密码》作者尹烨博士面对面

本报记者李斌、罗鑫、王普、夏子麟

16 个气膜舱整齐排列，蔚为壮观，身着防护
服“全副武装”的实验员不时出入；过道里，一个个
纸箱子层层堆放，里面装满了仪器、试剂和防疫物
资……

面对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聚集性疫情，不久
前，在新冠肺炎疫情“武汉保卫战”中立下战功、又
在全球战疫中将自主研制的核酸检测设备和诊断
试剂“覆盖”上百个国家和地区的深圳华大基因
“临危受命”，迅速从武汉、深圳、青岛等地调集约
千人的队伍集结北京，在北京大兴体育中心建立
第 8 座气膜版“火眼”核酸检测实验室即全球第
92 座“火眼”核酸检测实验室，显著提升了北京核
酸检测能力，截至 6 月 30 日已完成约 100 万份样
本的检测……

当前，中国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北京新发地
聚集性疫情形势持续向好，而放眼全球，疫情仍在
传播蔓延，累计确诊病例已突破 1000 万例。

“火眼”为什么紧急“空降”北京？北京疫情防
控进展给人以怎样的启示？全球确诊病例突破
1000 万人意味着什么？究竟应该怎么看人类和自
然，人类和微生物的关系？面对疫情防控常态化，
普通民众应该怎么做？……

带着一系列问题，记者近日和“火眼”核酸检
测实验室总指挥、华大基因首席执行官、科普著作

《生命密码》作者尹烨博士面对面访谈 3 个小时，
听他讲述“生命的密码”。

构筑一个“大坝”，应对核酸检测“洪峰”

问：能否说说“火眼”是怎么“空降”北京的？
答：我们是应北京市和国家卫健委要求紧急

增援的。我和华大集团董事长汪建老师 6 月 20 日
晚上到达北京，不到 3 天就在大兴体育中心建起
了包括 9 个气膜舱的“火眼”实验室，由于样本量
太大，后来又调了几个到北京，增加到 16 个舱。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单体核酸检测实验
室：16 个舱，每个舱占地面积有 75 平方米，一天
的设计通量按单管检测能达 10 万人份，如果按照
“五混一”混检，一天最高可检测 50 万人，助力北
京“应检尽检”和“愿检尽检”。我理解，我们其实就
是构筑一个“大坝”，以应对核酸检测的“洪峰”。在
这个过程中，北京市、大兴区都给了非常大的支
持，因为建设“火眼”要用不少施工人员，需要大量
电力，还要统筹消防、安保、后勤等问题。

第一次大规模使用分子生物学技术
“对抗”一个新发现的病原体

问：您刚才说，这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大
的单体核酸检测实验室，这究竟是“喜”还是“悲”？

答：最近网上不是流行一个段子吗？老北京人
见面已经不是说“您吃了吗”而是问“您核酸了吗？”
从积极方面看，这次疫情是一次难得的生命科学大
科普的机会。如果说大约 100年前，人类对病毒不了
解、某种程度上是以“群体免疫”和隔离阻断的方式
对抗西班牙大流感的，那么 100年后的今天迎战新
冠病毒，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使用分子生
物学技术“对抗”一个新发现的病原体。这是一次全
民对生命认知的教育过程，是一次科普过程。

换句话说，这次疫情固然是一次“瘟疫”、一场
灾难，但是从人类对生命科学的认知、对分子生物
学和基因组学的了解角度看，它帮助更多的人认
识到底什么是基因、什么是核酸、该以什么态度理
解生态，也使更多人认识到 21世纪是生命科技的
世纪。

“我们不能看轻任何一个物种”

问：您从事基因组学研究有 10 多年。人类和新冠
病毒都是由碱基组成的，现在这个小小的病毒对人
类竟然造成如此大的影响，您说生命微妙不微妙？

答：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地球的年龄已有约
46 亿年，从化石证据看，生命起源于 30 多亿年
前。最开始的生命其实就是一段一段的核苷酸。从
单细胞到多细胞，从简单到复杂，从水生到陆生，
从低等到高等，从无性到有性，生命不断演化。

直到这几年，我们不断被“打脸”，新冠这么简
单一个病毒居然能把人类这种号称有最高智能的
生命折腾成这个样子。生命本身都受生命密码也
就是基因的调控，所以我们不能看轻任何一个物
种，更不能过高估计人类。这很像我们下动物棋，
有象、狮、虎、豹、鼠，老鼠可以克制大象，一物降一
物，环环相扣，最后形成一个大循环，人类注定只
是这个大循环、是生态链上的一个点。

“我们被冠状病毒‘绊倒’了 3 次”

问：这里面有一个“人类观”的问题？
答：对。人类有了智慧，就很容易自大，认为自

己无所不能、人定胜天，甚至可以掌控万物。但人
们后来发现，人类基因组有 30 多亿个碱基对，可
是过去 17 年里我们却被大约只有 3 万个碱基的
冠状病毒“绊倒”了 3 次：第一次是 2003 年的
SARS 病毒，第二次是 2012 年的 MERS 病毒，这
次是 COVID-19 病毒。一直到今天，人类还在付
出高昂的防控成本，疫苗研制也还在一个艰难爬
坡过程中，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需要解决。比如核
酸检测能力，有些国家一直到今天连一个像样的
生物安全实验室都没有。

我们要思考应该如何和微生物更好地相处，
如何和其他生物、和环境更好地相处。人类虽然可
以改造自然，但在自然面前应该谦卑，归根结底我
们是自然的一部分。过去讲“天人合一”，至少是使
生态环境可循环、可持续，可以永续发展，人类和
自然应该“和平共处”。这是这几次冠状病毒引发
的疫情给我带来的思考。

“多少人为自己的傲慢付出了代价”

问：这次新冠病毒在不到半年时间里横扫全
球，您怎么看？

答：有人说，人类从历史当中学到的唯一的教训，
就是没有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面对这次疫情，一

些时候，A国犯的错误 B国还会再犯一遍。个别国家
从一开始就轻敌，包括个别发达国家，其实早就应该
强制普及戴口罩，新冠主要由飞沫传播，为什么不
戴口罩呢？多少人为自己的傲慢付出了代价。

人类 17世纪下半叶才开始认识细菌，然而到
了今天，人们发现细菌纷纷出现了耐药性，耐药性
研究已变成全世界关心的话题。这也说明人类和
微生物之间的相处还处于一个低级阶段。换言之，
我们可能永远无法摆脱“微生物动乱”，或者说，微
生物当中一定有一群“激进分子”会不停地捣乱，
带来瘟疫。过去带来瘟疫的可能是细菌和寄生虫，
这几年主要是病毒。人类在最近半个世纪遇到的
病毒，除了冠状病毒，还有禽流感病毒、艾滋病病
毒、埃博拉病毒等。

“对自然界的打扰，现在到了历史最高峰”

问：仔细想想，似乎确实是近些年各种病毒带
来的问题层出不穷？

答：我们曾经研究过这个问题，背后有三个深
层次的问题：第一，是我们从来没有真正认知自
然，老是去打扰野生动植物的栖息地，随随便便地
进入深山老林胡乱砍伐，这个过程中可能就打搅
了一些不该打搅的远古微生物，它就可能跨越物
种屏障。人类对自然界的打扰，现在到了历史最
高峰。

第二，人类人口密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高
过。今天全世界有大几十亿人，这在一个世纪前是
不可想象的，一些国家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百分
之七八十，意味着大家集中在一起生活、工作、社
交和学习，传染病的传播就可能很快。

第三，从来没有一个历史阶段，像今天这样交
通便捷。交通工具的便捷极大加速了微生物的
传播。

“全世界都控制住了，这次疫情才会

平息下来”

问：怎么看这次新冠疫情在全球的肆虐？
答：新冠病毒的感染不分国家，不分人种。我

们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多了一个更为紧迫的内
涵，就是发展公共卫生事业，建设人类健康命运共
同体。今天，哪一个国家自己控制住了新冠疫情没
有用，只有全世界都控制住了，这次疫情才会平息
下来。

从基因、人类易感性上看，新冠疫情早已成为
一个全球性公共卫生问题。抗击新冠病毒，不是国
和国的竞争，不是公司对公司的竞争，不是人种和
人种的竞争，而是人类和病毒的竞争，是人类和时
间的竞争，必须集中全人类的智慧和力量。

换言之，我们必须认识到，不能让高通量测
序、规模化核酸检测等好技术只在发达国家，或者
像中国这样制造业比较强大的国家普及，我们更
应去关注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它们缺乏这个能力。
大家要明白，如果这些国家的疫情不控制住，全世
界其实没有办法真正平息下来。

“高大上的技术要接地气”

问：华大凭什么能在短短几天时间里，建起历
史上最大的单体核酸检测实验室？

答：我想是有几个要素叠加。实验室建一个小

的相对容易，慢慢建一个好的也相对容易。但是
建一个体量大的，又要求很快建设，不容易。

实际上，这得益于华大基因创始人在成立
之初就强调的大科学、大平台、大目标。华大基
因成立就是为参加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一开
始就追求一个宏大目标。所以华大确定战略时，
始终首先考虑的是技术的普及率和可及性是多
少，一个技术最大的失败不是实验失败，是技术
出来了老百姓用不起。

高大上的技术要接地气。在过去２０年的发
展中，我们不仅掌握了自主设备和诊断试剂，更
大幅度降低了基因测序、核酸检测的成本，并利
用国内强大的工业体系，具备了快速工程化的
能力。

“雷神火神与方舱，要靠火眼来帮忙”

问：能否讲讲武汉战“疫”的经历？
答：武汉“封城”第二天，汪建老师就率队逆

行武汉，到武汉后就意识到当地核酸检测能力
不足。他是抗击非典的老兵，太知道在一个新
发、未知传染病初期，病原和治疗方法不清楚时
应该干什么，就是要切断传染源，切断传播途
径，保护易感人群，所以首先要尽可能地检测，
当时我们提出来叫“饱和”检测，也就是今天的
“应检尽检”。第二是要“隔阳”，把阳性感染者隔
离起来。第三叫保阴。

当时，雷神山、火神山建起来了，方舱的概念
也提出来了，我们当时就觉得应该有一个“雷达”，
尽早去发现感染者、患者，也就是要通过检测进行
精准分类施治，防大于治。我们当时就编了个顺
口溜，“雷神火神与方舱，要靠火眼来帮忙。”

“火眼”实验室“能辨别的不仅仅是

新冠病毒”

问：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精准施策的前提
是不是精准识别？

答：首先得精准预防，然后是精准检测，最
后是精准治疗。我们还是要把工作放到精准检
测上去，一定要把关口前移，在疫情初期做好隔
离是第一位的，而做好精准隔离的关键是识别
出哪些人该隔离，哪些人不该隔离。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就借用西游记里孙
悟空的“火眼金睛”来形容核酸检测实验室的作
用，“火眼金睛”能辨别“妖魔”，实验室能辨别病
毒，我要强调，它能辨别的不仅仅是新冠病毒，
所有因果关系明确的病毒、遗传疾病都可以辨
别。检测通量上去了，老百姓能及时拿到结果
了，恐慌情绪就下去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应检
尽检非常必要。

“逼”出来的气膜版“火眼”实验室

问：气膜版“火眼”究竟是怎么想出来的？
答：在武汉战疫过程中，我们也意识到，如

果都建固定实验室肯定不行，这要建，那也要
建，哪有那么多施工队去建？所以当时就想应该
做移动实验室。但是如果把实验室装进集装箱，
一方面受到车宽限制，一方面通量有限。这就逼
着我们一定要想出一种更快的可移动方式，要
负压，还要能用货机运输。正好同济大学的专家

在做小的充气隔离舱。我们就一起合作，构想并
研制出了现在两层膜、像赵州桥那样拱形支撑
结构、可实现负压的气膜版“火眼”实验室。

哈尔滨出现疫情时，我们在那快速搭建起
第一个气膜版“火眼”实验室，6 个舱，一天可检
测 1 万人，到现在已经运行 50 多天了。现在我
们在非洲的加蓬、贝宁都建了这样的气膜版“火
眼”实验室。

凡是过去，皆为序章。华大基因创始人一开
始就有大工程的思想，大工程是为了解决一个
大目标，就是用基因科技造福人类。所以华大从
各地调集了 1000 人，调了差不多接近价值 1 . 4
亿元的物资，包括 2000 多台设备、各种试剂、个
人防护物资等。到 6 月 30 日，已经做了约 100
万人的核酸检测了。接下来，我们想推出更快速
的检测，以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也想用更普惠
的价格惠民。

“也许新冠病毒会和人类长期共存了”

问：这两天全球新冠病毒确诊人数突破
1000 万人，意味着什么？

答：第一，意味着也许新冠病毒会和人类长
期共存了。人类要把病毒当成客观存在的一部
分，跟它和谐相处。第二，一些国家公共卫生领
域存在短板，做得还不是特别到位。发达国家容
易出现傲慢，发展中国家容易出现能力不足，包
括各种混乱的认知、各种谣言。所以疫情前期我
基本上一天写一篇辟谣文章，其中一句话，就是
说什么东西比疫情传得更快？就是谣言。谣言造
成心理恐慌。面对这样一场公共卫生危机，人类
还远远没有准备好。

“一个很有意思的数据”

问：不少中外专家也像您一样，判断新冠病
毒会和人类长期共存，这对普通人意味着什么？
要长期戴口罩吗？

答：病毒必须寄生，它一定不会把宿主都弄
死。流感病毒理论上有很多个型，每年折腾一
遍，人类只能和它共存。

历史上最厉害的病毒是天花，靠打疫苗，某
种程度上人类消灭了天花，送走了“瘟神”。流感
病毒的高致死人群主要是低免疫力人群，所以
一般每年流感季节前需要打疫苗。新冠病毒目
前的病死谱主要是老年人尤其是老年男性，所
以未来防控措施上重点应保护老年人。

这几个月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数据，大家
突然发现，很多国家呼吸道病毒感染者大幅度
下降，估计是戴口罩的缘故。一些做手足口病检
测的公司竟发现没有了病例，为什么？因为学校
都不开学，孩子不聚集就没有手足口病暴发。这
就提示加强公共卫生对防治消化道、呼吸道传
染病非常有意义。

“特别建议要提前做好环境监测”

问：接下来疫情会怎样发展？冬天会来第二
次疫情吗？

答：很多人问我接下来会怎么样。因为现在
天气毕竟热，多篇研究文章也证明湿冷条件有
利于病毒存活。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要做好迎

接秋冬季节“二次打击”的准备，特别是谨防在人
口密度很大但医疗资源不足的城市暴发。我特别
建议要提前做好环境监测、预警工作，以前是发
现了病人再倒过去找环境，但是这次新发地疫情
出现后，环境一取样就发现被大量污染了。

如果我们可以对农贸市场、冰库冷库、海鲜
市场的空气、水、物体表面定期取样进行监测，一
旦发现蛛丝马迹就立马进行消杀，切断传染源，
就有望把很多疾病遏制在萌芽当中。建立“前哨”
站，做好环境的核酸样本监测，提前预警，是防大
于治的体现，有利于尽快识别、切断传染源。

基因测序仪就是生命“显微镜”

问：这个建议很好，怎么做才更有可操作性？
答：我们已经跟多家 CDC，包括几家机场、高

铁站在洽谈类似合作，做一个环境取样系统。比
如说在高铁站离地 1 米到 3 米的地方设若干个
取样点，就像空气净化器里的滤芯一样，我们可
以对滤芯上的病毒、细菌或者支原体、衣原体进
行测序，看看有什么，实际上就是把对病人的核
酸检测改为对环境里的微生物进行核酸检测。

形象地说，基因测序仪就是生命“显微镜”，它
不是直接看形状，而是把你的序列“读”出来，不光
知道你长什么样，还知道你是怎么组成的。如果把
这样一种环境监测和公共医疗体系结合起来，我
相信人类至少对环境的认知、对疑难病原的预判，
可能会达到一个相对心中有数的程度。

北京疫情“‘摁’得非常快”

问：你们经历过武汉战“疫”，这次参与北京
战“疫”，怎么看首都的防控措施？

答：我觉得不太一样。武汉战“疫”时，大家处于
一个慌乱状态，主要是武汉的感染者基数实在是太
高了。那时候，每一份检测背后都是一条命。

这次北京新发地聚集性疫情更多地集中在
丰台、大兴等区，还有很多区几乎没有病例。经过
武汉战“疫”后，大家都有准备，核酸检测的供给
能力上去了，信息化系统也到位了。

整体来讲，北京这次抗疫在反应速度、组织
效率等方面都可圈可点，整体来讲控制得非常及
时，“摁”得非常快，没有形成二次或三次扩散。我
们也充分感受到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的践
行。很荣幸，我们不仅仅是见证者，也是践行者。

“论文跟上了，但科普还没跟上”

问：您从事基因组学研究 10 多年，为什么将
科普视为公益，不仅在 App 上开设科普音频节
目，还连续出版两本《生命密码》，将自己称作科
普工作者？

答：一种技术最大的失败，是这种技术出来
了老百姓用不起用不上。那么技术的普及应该具
备哪些要素？就三点，一是成本可控，二是渠道可
及，三是认知正确，不神化也不妖魔化任何一种
技术，要知道技术的有用性，也要认识局限性。最
后要让大家买单，关键是要认知正确，要实现认
知正确，说白点就要进行科普。

科学研究和科学普及应该两翼齐飞。为什么前
一段时间我还不停地发一些辟谣文章，就是因为今
天科学跟上了、论文跟上了，但科普还没跟上。

“在自然界面前，人类永远只是个学生”

问：西班牙大流感时军营里的士兵为避免病
毒传染，通过挂床单来阻隔空气流通。如今负压
的气膜版“火眼”核酸检测实验室只要关上舱门
就可以确保舱里空气无法“溜”出舱外。您如何看
待这一百多年的变化？

答：如果将新冠疫情和西班牙大流感对比，
对人类来讲，这是一个和微生物相爱相杀的过
程。从治疗和隔离的角度来看，应该说今天的方
法更先进了，人类在工具、手段的掌握上进步了
很多，但是某种程度上个别人认知上还存在不
足，甚至会出现反智行为。希望通过这次疫情大
家会有正确的认知，尤其是孩子们应该受到一次
很好的科普教育。

过了 100 年，人类能治病毒的药物寥寥可数。
换言之，100 年过去了，认知工具在变强，但是治疗
工具还在路上，所以大家不能简单地想，我们可以
很快找到合适的方法“治”这个病毒。今天用的疫
苗主要还是源自很多年前的技术，就是灭活疫苗。
在自然界面前，人类永远只是个学生，因为生命的
运行法则、程序设计，病毒和人类是一样的。

“人体细胞里有大量插入的病毒基

因序列”

问：通过基因组可以溯源，在人类基因组里
能找到病毒的痕迹吗？

答：人体细胞里有大量嵌入的病毒基因序
列，不过它们已经没有功能了。艾滋病病毒本来
就是一种逆转录病毒，可以把自己的病毒片段嵌
入到人的基因组里去。如果说淋巴细胞是警察，
艾滋病病毒是小偷，这个小偷已经聪明到混到警
察局，自己戴个警帽、别上警徽、揣着把警枪，已
经变成警察的一部分了，它就这么狡猾。病毒都
有“八仙过海”的功能，把自己和人类的“命运”拴
在一起。

其实随便做一个鼻拭子，每个人至少携带数十
种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病毒，它们都把鼻腔当作茂
密的“原始森林”了，但这些病毒和人是和平相处的。

在疫情时代要“守脑如玉”

问：面对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普通民众应
该怎么做？

答：对老百姓来讲，最重要的是两点：一是加
强公共卫生，强化个人卫生，养成使用公筷的习
惯，不要随地吐痰，随身带个口罩，在必要场合、
密闭空间佩戴。二是面对不确定的事情不信谣、
不传谣，冷静思考，让子弹稍微飞一会儿。我开玩
笑说，在疫情时代要“守脑如玉”，就是指要破除
盲从心理，保持科学的思辨精神、独立思考能力。
这是一个永久的话题。

▲这是 6 月 23 日拍摄的北京首座气膜版“火眼”核酸检测实验室。

▲ 6 月 23 日，工作人员在气膜舱内处理样本。 新华社发（陈钟昊摄） ▲ 6 月 23 日，工作人员在气膜舱内处理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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