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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量 进度是一分一秒抢来的

“谁能想到，我们会以战‘疫’的方
式迎来庚子年。” 这是记录在秦川工作
日志中的一句话。“过去一年，动研所临
危受命，感触最深的就是‘抢’，抢时间，
抢进度，抢数据，大伙儿每天像是上满
了发条，不是泡在P3实验室做实验，就
是在会议室里研究方案。”秦川说。

在新冠疫苗评价阶段，团队的时刻
表需遵照疫苗反应的时间来定，24小时
无缝接力———早上9点， 被注射疫苗的
小鼠送进实验室，团队成员朱华和一名
组员逐一向小鼠攻毒；另外一名组员按
时间计， 对攻过毒的动物进行体征记
录：毛顺不顺、爱不爱动、体重是否下降
等；下一个人则要马不停蹄，完成所有
数据整理和分析……在评价疫苗阶段，
每个人都是这样连轴转的。

对于那种与时间赛跑的状态，负责
给恒河猴免疫的李军丽深有同感。在疫
苗评价的关键时期，一连11种疫苗在接
续检测。 “紧张！担心！”这是李军丽感
触最深的。“起初我们做的实验方案，根
本无法准确制定出疫苗是肌肉注射还
是皮下注射，注射的剂量多少合适也不
明了。只能按照实验规律，一针一针、一
个剂量一个剂量地试， 然后一小时、半
天、一天的观察，看猴子的状态。那段时
间， 我头一天晚上都会整理好注射清
单，第二天一一对照。如果有的猴子出
现了异常情况，我赶紧做好记录并上报
攻关小组，随之调整方案。”李军丽说，
“我最怕兽医打来电话， 告诉我猴子体
重减轻了，精神不好了。因为我负责的是所
有恒河猴的疫苗免疫、 采样和抗体试纸检
测工作，一旦我注射错了，后面的实验根本
就没法做，这浪费的就是时间呀！”

从2020年1月29日， 动研所第一时
间获得新冠肺炎病毒，只用了短短7天，

就成功完成了人源化小鼠模型实验。此
后9天，实验猴模型实验也完成了。这样
的速度在全世界同行中都是罕见的。

“毕竟，时间就是生命，动物模型慢
一天，所有疫苗都要等一天。在这儿，效
率也是生命，动物模型不准确，就有可
能错放无效疫苗、错杀有效疫苗，给疫
情防控带来灾难。” 秦川回忆起当时的
“生死时速”，至今心有余悸。

高危 P3实验室里他们与病
毒较量

在动研所，一座由灰色铁皮包裹着
的二层楼房矗立在那里。“作为新冠肺
炎科技攻关主战场的P3实验室，从2020
年1月1日正式启用， 在过去365个日夜
里，里面的灯一刻也没熄过。”2020年12
月31日，P3实验室管理员乔红伟依旧聚
精会神地盯着中控室的监视器，生怕错
过里面实验人员给外界传递的任何一
个讯息。

原来， 穿上防护服的实验人员不
能携带手机等通讯设备， 如果需要和
外界沟通， 则必须通过话筒与中控室
对话， 寻求帮助。 “在负压环境下， 我
们时刻与病毒较量， 必须要全神贯注， 容
不得一丝马虎。 因为实验室里的猴子和小
鼠身上， 携带的是高度浓缩的病毒 ，
远比病房患者危险的多， 稍有不慎就
会发生致命危险。” 作为科研攻关团队
核心成员的邓巍告诉记者， 为了做到
万无一失， 他们的防护服严格按照国
家要求来穿 ， 就连手套也要戴双层 ，
“里面一层是深色， 外面一层是浅色。
一旦在解剖过程中， 发生刀片划破的
现象， 里面的深色手套一露出， 就可
以马上被发现。”

说到解剖，为了精确进行各种动物
模型实验分析，保证所有动物模拟病情
的同时，不至死亡，需要对所有动物一

个个肺叶进行检测，一个个脏器进行检
查，甚至连泪腺都不放过。“这样抠细节
虽然大大增加了工作难度和工作量，但
却可以使得动物模型更加准确可靠。”
邓巍说，“我们在这里直接与新冠病毒
打交道，必须摸准它的套路。”

每当成功做完一组实验，团队成员
走出P3实验室，必经的是一条20米长、1
米宽的小路，这是实验室与外界相连的
唯一通道。“这里被我们称为‘通往希望
之门’ 的小路。” 秦川说，“每次走上小
路， 就意味着规避了一次巨大风险，所
以也是大家最开心的时刻。”

坚守 国有危难被需要也是
一种荣耀

朱华回忆道，“P3实验室与外界压
差约为负100帕， 进入实验室耳旁会有
‘嗡嗡’的噪音，待的时间久了，耳膜会
有压力，好像一直处于飞机起飞降落时
的状态。”

“我有慢性过敏性鼻炎，一次要在

实验室里待6个小时。一边做实验，一边
任由鼻涕流到嘴里、脸上，那个感觉别
提多难受了。” 大动物组实验成员陈霆
每次脱防护服时都得找没人的地方摘
口罩，“因为那模样太狼狈了。”他说。

“工作环境产生的不适， 让我很
担心大家吃不消。 每隔一段时间， 我
就会找进入P3实验室的人员聊聊天。”
在自己的科研任务最繁重之时， 身为
动研所党委书记的邓巍， 也得不时地
给大家进行心理疏导。

在动研所科研楼后的一僻静处，一
块“慰灵石”静静地屹立于此，这是为纪
念帮助人类攻克科学难关的那些实验
动物而设立的。“每每遇到难题时，我都
会到这里来， 静一静心情， 理一理思
绪。”回忆起这段日夜兼程的日子，秦川
表示，在人们关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
成果时，不应忘记这些“幕后功臣”。

2020年9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
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宣布：
“中国人民取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
重大战略成果！”至此，动研所攻关团队
作为国家科技攻关战“疫”中首个告捷
的科研团队， 为中国疫苗研发抢得先
机。除此之外，他们还利用动物模型研
究了致病机制，在病原学、免疫学和病
理学方面取得了系列成果，揭示了病毒
的传播途径， 筛选了有效的应急药物。
他们的研究成果也被写入了国家卫健
委诊疗方案。他们在人类传染病研发历
史上，首次实现了用同一标准比较不同
技术路线疫苗的有效性，具有里程碑式
的意义……

一份份成绩单的取得来之不易，但
动研所的成员并未放松，紧张的工作仍
在继续。“在国家危难时刻被需要，是我
们的荣耀。” 秦川说，“2020年我们很庆
幸完成了任务，让所有的疫苗评价没有
耽搁，所有的坚守都是值得的。”

□本报记者 白莹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新冠肺炎疫苗评价攻关记

和和时时间间赛赛跑跑 与与病病毒毒较较量量

“2021年开年前两天， 北京市已经有
73537人接种了新冠疫苗， 没有出现一例
严重不良反应。” 听到广播里的这段播报，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 （以
下简称 “动研所”） 所长秦川教授露出了
满意的微笑。

“我们动研所参与新冠肺炎疫情攻关
的团队有67人， 平均年龄37岁。 2020年疫
情发生后， 团队通过在动物身上做实验取
得数据， 从而评价疫苗和药物的有效性。”
秦川说， “目前， 我国已有15款新冠疫苗
进入临床试验， 其中5款进入III期临床试
验。 而这15款中有11款是在咱们这里进行
有效性评价的， 那5款进入III期临床试验
的疫苗中， 也有4款是在这儿评价的。”

“中国的疫苗能跑出世界速度，这其中
也有咱们小伙伴们的一份功劳， 这就够
了。”秦川对这个结果感动欣慰，但脸上依
然平静。

从2019年12月31日接到任务 ， 整个
2020年 ， 动研所的科研工作者全年泡在
这个 号 称全世界最危险的实验当中 ，全
球第一个研制了新冠肺炎动物模型 ，迅
速检验了疫苗的保护效果 ，保障疫苗快
速研发 。这一年，他们是怎么过来的？本报
记者四次深入动研所，并进入ABSL-3实验
室（以下简称“P3实验室”），探究他们和时
间赛跑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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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研所的科研人员互相鼓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