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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暴发三个月内，全球学者达成了前所未有的密切合作和信息共享。COVID-19的早期研究
进展跟踪和分享，包括溯源、传播、诊断、流行病学、治疗和防控等方面的研究进展，是全球抗疫
进展的重要组成。 。

论文发表于《细胞》子刊，为遏制疫情蔓延提供了科学参考

4、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

5、扬州大学临床医学院

6、中国科学院大学

7、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病原微生物学与免疫学重点实验室

8、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交流中心



论文价值：梳理了当前新冠研究的主题知识脉络（如病因、病理、流行病学、治疗、防控等），讨论了
仍存在的紧迫知识缺口。讨论了下一步治疗和防控的重点，为疫情研究及今后的流行病防控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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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的研究工作正在加速，科研联合达成广泛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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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图谱 病因、诊断、流行病学、治疗、预后、护理和防控七大领域

中国研究 疫情研究反应速度、研究广度和深度均有巨大进步

未来重点 营造药物研发创新环境，注重各方协调等，以落实抗疫的创新解决方案



进入2月以后，中国的论文发表数量和频率都急剧上升。中国的科研人员在第一时间从样本中
等，推动了新冠病毒相关科研成果的快速发展。一方面，鉴于

初期疫情严重，国内的科研聚焦重点在于治疗和防控，将研究成果及时地应用到本国的疫情控制中；另一方
面，在政府的支持下，国内各地市间，医学界、科研界和产业界之间迅速开展联合攻关，并将其在流行病学
、病因、诊断和治疗方面的研究成果共享给全球。

1.1 中国为疫情的科学研究作出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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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WHO和相关出版社的呼吁下，各国就战略方向达成共识，培养科学合作，联合快速研究。截至2020年3
月8日，国内外的正式发文数量超过1500篇。中国、美国与欧洲、东南亚地区建立了合作网络，在病毒研究
、机理研究和临床研究方面进行了密切沟通和信息共享，大大加速了全球的研究工作。研究的地区分布和研
究内容与受疫情影响情况和数据获取程度密切相关。如，美国基于新冠的流行病学数据和前不久爆发的流感
防控研究数据，欧洲各国和日本在疫情未爆发前的研究主要基于流动数据进行了流行病学的研究等。

1.2 全球的研究工作正在加速，科研联合达成广泛共识



我国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的研究论文主要集中在治疗和预防方面，占总论文的85%以上。除了治疗和预防之外
，来自不同省市的不同论文也触及和强调了其他领域的研究。在检索到的约1000篇研究论文中，省际合作
论文占18%。从省市的角度来看，北京约有一半的论文是跨省市合作发表的，几乎所有的省市都与北京建立
了合作研究关系。湖北省省际协作论文数居全国第二位，约80%的省市院校与湖北院校联合研究。

1.3 国内各地在COVID-19上开展了积极的合作



 仅在疫情开始的两个月内，全球研究人员就获得大量有效信息。随着研究成果不断推出，SARS-CoV-2的
知识脉络日渐清晰，本研究绘制出包括病因、病理、诊断、流行病学、治疗、防控等主题在内的知识图谱
。

2.1 核心成果：绘制出SARS-CoV-2知识脉络图谱



 病毒检测方法：能用于病毒性疾病的诊断、检测及流行病学调查等的检测方法，新冠病毒检测主要包括核
酸检测和免疫学鉴定；

 治疗药物：抗病毒药品是指能抑制病毒繁殖或杀灭病毒的药品统称，从产品范围可以分为化学药、生物药
和中药三大类，以及氧疗、血浆治疗等临床治疗方法。

2.2 SARS-CoV-2知识脉络内容解析



对于世界市场来说，多元合作是必要的举措1
前沿技术在此次疫情的防控中得到了应用，但也暴露出目前中国乃至全球应对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的应急储备物资管理体系、疾病防控基础体系等各方面的短板。
未来应建立先进的制度机制，改革应急响应系统，注重科研、公共卫生人员、企业人员和
政府部门的配合，以及全球联防。

 加快从临床上分离危险病原体以及后续基础研究的开展，提高病毒治疗药物的创新研发
环境。

 同时，应重视发展公平的卫生系统，通过加快现代信息系统建设，缩小地区差距，并加
强国际合作。

对于中国来说，建议进一步加快生物安全实验室建设2

3 下一步计划：考虑其他助力研究创新的因素

 同时，人类对新型冠状病毒还处于认知过程中，仍存在相关知识缺口（如病毒来源和动物和人类之间的传
播方式、传染性替代物标志、临床疾病谱、动物模型、治疗干预的最佳策略、心理护理和其他伦理问题）
。

 下一步应重点考虑助力研究创新的因素，建议应尽快确立相关研究路线，针对知识盲点进行协调和加速研
究。同时，营造药物研发创新环境，注重各方协调等，以落实抗疫的创新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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