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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以下简称新冠肺炎）是一种先前未在人

类中发现的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急性感染性肺炎。

2019年 12月至 2020年 2月 17日，湖北省武汉市累计

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 42 752例，死亡 1 381例 [1]。

新型冠状肺炎疫情仍在蔓延，该病作为急性呼吸道传

染病已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

乙类传染病，按甲类传染病管理。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在临床上既可表现为单纯

性感染，也可以导致重症肺炎甚至危重症肺炎，进而

危及生命，导致重症病例病死率升高。这一次新型冠

状病毒所表现出跨物种传播的特征，值得全世界警

惕，也不排除再次出现跨越种属造成人类社会大面积

传播、感染的可能，从而带来更加难以应对的局面。

目前，临床上对重症患者（出现呼吸困难、低氧血症、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脓毒症休克、难以纠正的代谢

性酸中毒和出凝血功能障碍）的治疗主要以支持疗

法、提高自身免疫力等为主，对其发病机制和死亡机

理并不清楚，给治疗和防疫工作带来了一定盲目性。

因此，有必要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致死者尸体进行及

时的尸体解剖、病理学检验，为指导临床有效治疗和

进一步有针对性的研究奠定基础，这应成为抗击疫情

及今后防疫的重要工作之一。

基于此，笔者于 2020年 2月 3日向中国工程院提

交了《关于对新冠病毒感染致死病人尸体解剖检验的

建议》（附件 1），得到了中央有关决策部门的高度重

视。之后，又应要求提交了新冠肺炎病死尸体病理解

剖工作方案。

附件1：
关于对新冠病毒感染致死病人尸体解剖检验的建议

对新冠病毒感染致死者尸体早期尚未有一例进

行全面系统的尸体解剖，这是抗击疫情中的遗憾，因为

《传染病病人或疑似传染病病人尸体解剖查验规定》

已于 2004年 1月 16日经卫生部部务会议讨论通过，

并于 2005年 9月 1日起施行。尸体解剖是研究和诊

断重大疫情疾病的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科学手段，也

是探索疾病病因、阐述发病机制、确定病源、提高诊断

效果、推动医学教育的重要环节，应给予充分重视。

在医学科学和医疗技术现代化迅速发展的今天，绝不

可因具有先进的医疗技术装备而忽视病理解剖。由

相关部门牵头组织相关病理学和法医病理学、临床医

学等方面的专家对新冠病毒感染致死病人尸体进行

必要的系统尸体解剖检验，事先要做好详细的尸体检

验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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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们对新冠病毒感染致病、致死的病理学机

制并不十分明确，对病人体内的免疫性炎症、急性呼

吸窘迫综合征、细胞缺氧或用氧障碍、系统性炎症反

应综合征和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的临床诊断还缺

乏病理形态学依据。需要通过对死者尸体的系统解

剖、病理学检验加以认证。尤其是动物模型建立、发

病机制研究、新药研发的靶向性确定等，均需要以尸

体检验和研究结果为基础，且至少要对第一代、第二

代、第三代病毒感染死亡的尸体进行系统解剖。

为此，建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及《传染病病人或疑似传染病病人尸体解剖查验规

定》由国家卫健委、司法部共同牵头组织相关病理学

和法医病理学、临床医学等方面的专家对新冠病毒感

染致死病人尸体进行必要的系统尸体解剖和组织病

理学等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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