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精品长篇  ▪  Featured Articles】医学研究与发表

2020年 3月   第 6卷    第 1期

新冠疫情期间中国大陆科研人员欲与 
国际同行分享哪些科研经验？  
——美捷登协助JAMA组稿数据解读

廖庆姣1   王晓庆2   夏华向*

1,2*武汉美捷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19 年 12 月，武汉爆发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COVID-19）疫情，在此后的 3 个月疫情在全世界

流行，已造成巨大损失，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世界卫生组织（WHO）于 2020 年 1 月 31日宣布新

冠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3月11
日将 COVID-19 定义为“大流行病（Pandemic）”。

据 WHO 网站公布，截至 3月 24 日，全世界已经有

334,981确诊患者，导致 14,652 人死亡，波及 190 个

国家和地区 [1]。

新冠疫情下临床和科研数据共享的必要性

COVID-19是由一种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
引起的，人们对这种病毒和疾病的认知还非常有

限，因此急需科研工作者来开展相关研究，并分享

所获得的数据，以便同行和防控政策制定者快速获

取相关信息。2020 年 1月 24 日医学顶级期刊《柳叶

刀》（Lancet）同时在线发表了有关武汉 41例的病人

和深圳一个六口之家的 2019-nCoV 感染临床数据的

论文 [2, 3]。中科院院士王辰等在同期《柳叶刀》发表

评论，强调共享临床特征和最佳治疗信息，以及发

病机制、病毒传播和疫苗研究进展的重要性和迫切

性  [4]。同期另一篇评论中也谈到这些共享论文的发

表为完善风险评估和响应提供了迫切需要的、经过

同行评审的、实时发生的信息 [5]。因此，在新冠疫

情下快速及时的数据共享是相关科研工作者的共识。

新冠疫情下中国大陆医学科研工作者的数据
共享

据《自然》（Nature）发表的一篇新闻文章统

计 [6]，截至 2020 年 1月 30 日，已经发表了至少 54
篇关于 2019-nCoV 的英文论文，其中超过一半发表

于 7 天前。超过 30 篇发表在预印本服务器上，少

数出现在同行评议的期刊上，包括 Lancet和《医

学病毒学杂志》（Journal of Medical Virology）。中

国大陆科研工作者在这次 COVID-19 疫情中进行数

据公开和共享的意识非常强烈。如前所述，早在 1
月 24 日，中国大陆学者就已经在医学顶级期刊《柳

叶刀》发表了几篇原创论著介绍疾病的临床和流

行病学特征，随后更多人加入共享信息的行列。截

至 3 月 21日，以 (China [affiliation] AND (nCoV or 
COVID-19 OR SARS-CoV-2) AND 2020[Date] AND 
English[language]) 为检索条件在 PubMed 上进行检

索，返回了428 条检索结果。对比 2003 年 SARS 流

行时期，尽管疾病在中国大陆和香港几乎同时流行，

但病原体鉴定论文却由外国科研工作者完成 [7, 8]，仅

香港科研工作者在四大医学期刊上（Lancet, JAMA, 
NEJM 和 BMJ）发表了相关论文，且发表时距离疾

病爆发已过去很长时间。这次COVID-19 疫情期间中

国大陆科研工作者英文论文发表时间快、范围广、

质量高、数量大，表明中国大陆科研工作者和世界

科研工作人员交流最新研究成果的意识增强，能力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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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科研工作者分享内容和方向分析：
基于美捷登为《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
组稿数据

今年 2 月初，美捷登受 JAMA副主编 Living -
ston 教授邀请协助向中国大陆科研工作者征集 COV-
ID-19 相关研究稿件。笔者对 2020.2.10-2020.3.2 期

间通过美捷登向 JAMA提交的 Proposals 在文稿类型

（分为原创论著、综述包括 meta、病例报告、临床

试验方案、评论或经验或观点等）和研究方向（主要

分为新冠疾病相关、心理相关和管理控制）方面进

行了分析，以探讨中国大陆科研工作者在疾病流行中

分享的研究内容。

在此期间，美捷登共收到 118 篇 Proposals，其

中拟提交的原创论著有 57（48.3%）篇，病例报告

有 13（11.0%）篇，综述共 11（9.3%）篇（包括 3 篇

meta），临床试验方案 3（2.5%）篇，评论或经验或

观点共 34（28.8%）篇（图 1）。文章类型具有很明显

的时间特征，前期（2.10-2.20）主要以评论经验观点、

方案和病例报告为主，原创论著仅 40.0%，而后期

（2.21-3.2）原创论著文章比例明显升高，达到 61.4%。

所有文章中，有 94（79.7%）篇是有关 COVID-19 临

床表现、诊断、治疗、预后预测、母婴传播等的研

究；有 7（5.9%）篇是心理相关的研究，包括原创论

著、评论、经验或观点；有 17（14.4%）篇是有关如

何对疾病进行管理和控制，主要是政策或一些医院、

科室管理的经验或观点（图 2）。

中国大陆科研工作者分享内容的优势方面

从以上 PubMed 检索结果和美捷登协助 JAMA
组稿结果分析看，现在中国大陆科研工作者已经有了

很强的分享最新科研成果的意识。因为疫情首先发

生在中国，中国科研工作者有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他

们进行了及时大量的分享。其成果主要集中在与疾

病直接相关的研究方面，如临床特征、诊断、治疗

和预后预测等。也有一些对社会公众以及非传染性

科室如何进行疾病管控的研究，让其他人更清楚哪

些方法和措施可以阻断疾病的传播。同时，还关注

到疫情下各类人群的心理健康问题，包括病人、医

护人员以及被隔离封闭的非感染人群，让同行和政

策制定者们更了解各项政策或措施所带来的心理和

社会问题，结合疫情实际情况平衡利弊，在保证有

效防控的同时保持人性化。

中国大陆科研工作者分享内容的劣势方面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所收到的 Proposals 中，关

于临床特征和流行病学数据是最常见的，这也是四

大顶级医学期刊最开始发表的一些内容。但是随着

疫情进展，病例越来越多，这类文章能得到的结论

图1 文稿类型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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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大同小异，所以新颖性会越来越低。比如，在我

们协助 JAMA组稿中期，Livingston 教授明确说明

不再考虑病例报告和样本量较少的病例系列，而对

病人感染或死亡原因、母婴垂直传播、成功治疗或

抗病毒治疗的相关数据比较感兴趣。所以广大科研

工作者需要独辟蹊径找到有新意的点，而这是发好

文章的关键。

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我们大陆流行病学家在流

行统计学方面与世界科研工作者之间的差距。这次美

捷登收到的 Proposal中没有一篇与流行统计建模相关

的文稿，而在 1月 30 日之前，国外已经发表了好几篇

通过流行病学建模等方法研究这一疾病的流行特点，

在中国还没有进行病毒检测时估计早期中国的累计感

染病人数 [9]、分析了其早期人际传播模式 [10]以及欧

洲的早期输入风险 [11]。这些研究对后期的疾病防控

也提供了一些参考。当然，未能收到流行统计建模相

关的文稿可能与组稿邀请内容的描述（强调的是疾病

相关的观点、经验和研究）和发邀请的对象（绝大多

数是临床研究人员）有关。但不可否认的是，大陆科

研工作者有关疫情流行病学的研究论文发表较少，我

们需要加强这一方面的研究意识。

目前正热的研究方向

随着 COVID-19 在全世界的大流行，如何进行

有效治疗应该是最新的热点。3月18 日《新英格兰

医学杂志》（NEJM）发表了评估洛匹那韦 - 利托那

韦（商品名：克力芝）治疗 COVID-19 重症成人患

者的疗效和安全性的临床试验研究结果，显示对于

COVID-19 重症住院患者，与仅用标准治疗相比，

在标准治疗的基础上联用洛匹那韦 - 利托那韦治疗

并未显著改善临床症状或降低 28 天死亡率等明显益

处 [12]。尽管是阴性结果，同期发表的述评还是高度

赞扬了该试验的研究人员所做出的努力和该试验的意

义；面对这样的流行病，获得高质量的临床试验数

据极为困难，但是研究人员不仅迅速启动了随机临

床试验，还招募到了比目标样本量更多的患者，并

很快产出了结果 [13]。其他研究者可以从他们的工作

中学习到设计新试验的知识。随着新冠疫情的持续，

这些试验的结果，无论是阳性结果还是阴性结果，

对于临床诊疗都至关重要 [13]。

总结

这次新冠疫情下，中国大陆科研工作者与国外同

行分享相关研究成果的意识已经明显增强，除了疾病

临床相关信息外，还分享了如何对疾病进行管理和控

制，并且关注到了相关人员的心理健康问题，具有时

间快、范围广、质量高、数量大等特点。但同时也要

关注疫情的发展变化以及相关研究的最新进展，及

时调整成果分享内容和方向，独辟蹊径找到有新意的

点，以便快速和同行们分析最新研究成果。

图2 文稿研究方向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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