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2月5日 星期三 责编：谭教园6 科技大观

科技助防疫“一臂之力”

有资料显示，野生动物与人类共
患的疾病有 100 多种，如狂犬病、结
核、甲肝等。这里我们盘点一下携带
病毒最多的几种野生动物。

蝙蝠 蝙蝠身上携带超过 100 多种
病毒，作为唯一会飞行的哺乳动物，
它让很多野生动物成为病毒的中间宿
主。SARS病毒、埃博病毒、马尔堡病
毒、尼帕病毒、亨德拉病毒、MERS冠
状病毒等都可在其身上寄生。

果子狸 果子狸是 SARS 病毒等多
种病毒的中间宿主，它自身也携带旋
毛虫、斯氏狸殖吸虫、狂犬病病毒等
多种寄生虫及病毒，可损伤人的肺部
及中枢神经。

蛇 蛇携带多种体内寄生虫，可致
腹膜炎、败血症、心包炎、虹膜炎
等，损害多个脏器，危及人的性命。

野兔 野兔携带弓形虫、脑炎原
虫、肝毛细线虫、肝片吸虫、日本血

吸 虫 、 囊 尾 蚴 、
连续多头蚴、蜱
虫 等 众 多 寄 生
虫，可传播回归
热、Q 热和出血
热，损伤人的肠
道、肝脏等身体
器官。

野猪 蜱 虫 、
蛔 虫 、人 体 旋 毛
虫、细颈囊尾蚴可
在野猪身上寄生，传播回归热、Q热和出
血热，损伤人的肠胃大脑等多个脏器。

穿山甲 多种蜱虫、弓形虫、肺吸
虫、绦虫、旋毛虫可在穿山甲身上寄
生，可损伤人的肠胃并引发心肌炎、
肺炎、肝炎等并发症。

浣熊 浣熊是狂犬病病毒的自然宿
主，携带蛔虫、钩虫、浣熊贝蛔虫等
寄生虫，可造成人的肠胃等脏器损伤。

刺猬 刺猬携带众多体内寄生虫和
蜱虫，可严重损伤人的眼睛、皮下组
织、大脑、肠道等器官，也可传播回
归热、Q热和出血热。

土拨鼠 土拨鼠体内含有鼠疫杆
菌，是鼠疫的罪魁祸首。携带多种体
内寄生虫，可损伤人的肠道、肝脏、
大脑等多个器官。 晚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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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大数据、云计算

当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防控正处于关键阶
段，技术的力量凸显。从病毒
研究、防控手段、疫苗研发到
疫情信息的传播，一大批新科
技赋能疫情防控，在这场看不
见硝烟的战争中“各显神通”。

确诊患者同行程查询工具
追踪疫情“脚印”

如果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
下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确诊患者同乘过一辆车怎么
办？日前，“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确诊患者同行程查询工具”
上线，用户只要输入日期、车
次和地区等信息，就可以查到对应行
程，确认自己是否曾与已披露的确诊患
者同行。

查询工具开发者名叫童永鳌，“在
网上看到‘寻人，这些车次、航班上
有确诊患者’的帖子后，想到用技术
来实现快速查询。”1月27日11点，他
的8人小组开始行动，晚上十点半，初
版上线。

在当晚发布的朋友圈里，童永鳌
写道：感觉面对疫情有心无力也帮不
上啥忙……于是花了一天时间和几个
朋友搜集了数据，搭了个小网页，希
望能有点用处。

就是这个“小网页”，目前已有累
计超3600万次访问量。

云计算服务新药研制和疫苗研发

防疫战是科学家和病毒的硬碰
硬，技术能成为一件趁手的武器。1月
29 日，阿里云宣布疫情期间，向全球
公共科研机构免费开放一切 AI 算力，
以加速新药研制和疫苗研发。新药研
制和疫苗研发期间，需要进行大量的
数据分析、大规模文献筛选和科学超
算工作。云服务可以提供AI算力，支
持病毒基因测序、新药研发、蛋白筛
选等，帮助科研机构缩短研发周期。

腾讯云也向北京生命科学研究
所、清华大学生物医学交叉研究院的
黄牛教授实验室、中山大学药学院的
罗海彬教授团队提供免费的云超算能

力、运算集群支持以及基础的云计算
能力，支持其正在承担的药物筛选和
病毒突变预测工作。

疫情防控跑在5G信息高速上

相比17年前的SARS，互联网尤其
是大数据的作用在本次抗击疫情的过
程中尤为明显。最新疫情信息、各路
专家答疑解惑、社交媒体上的患者求
助和认证、多平台防疫科普直播，以
及普通人“网络一线牵”的守望相
助，募集物资、对接需求、讲述自己
的经历，大家不再困在信息黑洞里，
而是借由网络，在虚拟世界获得帮
助、支撑和慰藉。

2月2日，武汉火神山医院竣工交
付。吸引了千万网友的武汉火神山、
雷神山医院建设，之所以能让网友围
观工地，离不开 5G 网络建设的保障。
几大运营商全力投入，中国移动用两
天时间完成了火神山5G网络组建，让
疫情防控跑在 5G 信息高速上。腾讯、
华为等公司纷纷开放远程会议功能，
让大家线上开会、减少聚集风险。

大数据助力群防群控

社会力量各有所长、快速响应、
有的放矢，“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百度基于自身AI能力，构建了智能外
呼语音机器人，进行批量一对一电话
呼叫，可应用于情况排查和通知回访
等场景，比人工效率提高数倍。其

“全国春运人员迁徙热力图”
结合大数据分析和挖掘，勾
画出人员流向图，为判断疫
情扩散提供参考。

国家卫健委宣传司联合
腾讯公司紧急上线“发热门
诊地图”，地图覆盖 363 个城
市，方便怀疑自己染病或需
要做相关检查的用户，准确
找到定点收治医院及设有发
热门诊的医院。在覆盖超过
十亿用户的微信，这一搜索
功能尽可能触达更多有需要
的人。依托微信等平台，腾讯
还推出疫情防控相关的多个
专项功能和版块，包括疫情动

态、医院查询、在线问诊等，及时发布权
威可靠的疫情资讯和就医指引，甚至开
放野生动物贩卖和线索举报入口，助力
群防群控。

“较真”肺炎实时辟谣平台则对一
系列疫情新闻如传播方式、消毒措
施、封城封路情况等判别真伪，被大
量转发点赞，狙击假新闻、廓清舆论
场的同时，更有助于大众把有限的人
财物和注意力投向正确的地方。

智能机器人与医务人员“携手”抗疫

1 月 27 日，智能化疫情防控系统
“智能疫情机器人”上线。据智能疫情
机器人项目负责人、阿里巴巴达摩院
资深总监赵昆介绍，达摩院团队借助
卫生部门提供的知识包，让机器人学
习了与疫情相关的专业知识，经过连
续多个通宵的测试和调优，机器人已
能答复大部分常规问询，比如什么情
况下需要就医、怎么选用口罩、怎么
检查口罩的气密性、口罩用完了如何
处理等。目前智能疫情机器人已经支
援了浙江、黑龙江、山东济南等地。

在济南，机器人还提供呼叫服务，
帮一线工作人员进行疫情随调。借助
语音识别、语义理解、自然语音合成等
技术，机器人能准确理解人类语言，并
从智能知识库获取信息，反馈给通话
人。通话双方可有多轮对话，也不怕被
中途打断。部分一线人力得到释放，投
身更需要他们的战斗。 据《科技日报》

“大敌”当前，口罩成为标配。因
此，有必要给大家聊一下那些在疫病中
保护我们的“外挂”，看看对抗微生物和
病原体时，人类是如何进行自我保护的。

神秘的鸟嘴服

16 世纪，路易十三的御医法国医生
查尔斯·德洛姆发明了防传染医生套
装，就是“鸟嘴服”。鸟嘴服包括一顶帽
子、一副 “鸟嘴”形的面具、一套几乎
可以包裹全身的长袍子。其中，帽子可
以防止病人的脸贴近医生，长袍可以杜
绝体液污染，而鸟嘴服的鸟嘴部分，填
充了很多香料，参与的医生也会有些自
己的“秘方”。香料的填充和长长的鸟
嘴，起到了较好的防护作用。这应该是
人类历史上防护服的首次亮相。

口罩是用来保护别人的？

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类口罩物”，出
现于公元前6世纪。当时，崇尚拜火教的
波斯人认为俗人的气息是不洁的，在进
行宗教仪式时，要求信众用布遮住脸。
也就是说，人们觉得自己不洁净、会污
染外界，才发明了口罩。

《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在元朝宫
殿里，献食的人，皆用绢布蒙口鼻，俾其气
息，不触饮食之物。”给皇上、皇后送饭的
太监宫女，为了防止自己的口气或口水污
染了主子的饭菜，就用绢布捂起口鼻。

1895 年，德国病理学专家莱德奇猜
测，是医护人员讲话时的带菌唾液导致
患者伤口感染。他建议医生和护士在手
术时，戴上一种用纱布制作、能掩住口鼻
的罩具。这一举动果然有效，病人伤口感
染率大大降低，各国医生纷纷效仿，口罩
便在欧洲医学界推广开来。所以，口罩一
开始的使用，并不是为了防止“被感染”，
而是为了防止“去感染”别人。

历史上最初的口罩，只是一层面纱
一样的防护物。1897 年，英国一位外科
医生在纱布内装了一个细铁丝支架，使
纱布与口鼻间留有间隙，克服了呼吸不
畅、容易被唾液弄湿的弱点，这种结构
的口罩，与今天大家常见的蓝色或白色
无纺布材质的单层一次性口罩相仿。

1899 年，法国医生保罗·伯蒂发明
了一种6层纱布的口罩，可以自由系结，
附带一个可以挂在耳朵上的环形带子，
这就是一直服役到现代的可灭菌式纱布
口罩。

医学的进步，一方面是我们对自身
和疾病认识的进步，另一方面是其他科
学、工程学和制造技术的集成和发展。
相信随着科技飞速发展，人们将打造出
更多阻击疫病的“超级外挂”。 晚综

从鸟嘴服到可灭菌纱布口罩

防疫“外挂”简史

中世纪防治瘟疫医生的着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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