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疗物资保供应 上海药企勇担当

本报记者 倪铭 徐金忠

当前，上海疫情防控形势严峻，2500万常住人口核酸检测需求、阳性感染者治疗需求以及普通居民日常用药需求较迫切。 关键时刻，上海市多家医药企业挺身而出，开足马力保障基本医疗物资供应。

提升核酸检测能力

为保障2500万居民应检尽检，核酸检测机构和相关物资供应企业增加人手、创新设备，扩大检测能力，提高检测效率。

位于浦东张江的上海宝藤医学检验所近日核酸检测量从过去的每天6万管增至25万管左右，成为上海日检测通量最大的第三方核酸检测机构。

为了和病毒抢速度，宝藤医学检验所在一周内添置了257台荧光定量PCR检测仪；在一个半小时内，完成了3800万元的硬气膜核酸检测实验室购置流程。

据介绍，这个大型实验室由一个试剂准备区、两个自动化分杯区、两个核酸提取区和两个PCR扩增区组成，配备100台PCR检测仪，设计日检测量达到10万管。 在工业和信息化部支持下，硬气膜核酸检测实验室的部件从外省市火速运到上海。 完成组装后，市卫生健康委和市临床检验中心以最快速度批准其投入使用，从购置到投入使用仅耗时3天。

上海宝藤医学检验所董事长楼敬伟表示：“我们的硬件条件已具备每天检测30万管的能力。 随着熟练技术人员和志愿者的增加，我们会以最快速度接近硬件设计能力。 ”

4月2日，之江生物自主研发的全自动核酸检测平台“青耕一号”正式获批注册。 这款占地面积仅2.7平方米的设备，高度集成核酸检测全流程，实现核酸检测封闭式“样本进、结果出”的全流程一体化。

据介绍，“青耕一号”配合之江生物的专用采样管和检测试剂盒，搭载6台48通量的小体积实时荧光PCR分析系统，可以快速完成超高通量的核酸检测工作。 每台“青耕一号”连续运转24小时可实现单管检测4500管，如果采用20混1方案，日检测量最高可达9万人次。

之江生物董事长邵俊斌表示，“青耕”是《山海经》中可以御疫的神鸟，希望“青耕一号”的诞生，可以用一种全新的核酸检测模式来守护大众健康。

除最新研发的“青耕一号”外，作为防疫物资保障单位，之江生物6辆“蓝铠甲” 、3辆“红铠甲”移动检测车队也全面投入使用，最大日检测量约40000管。 此外，上海之江医学检验所日检测量提升至近30000管，固定、移动实验室相结合可为上海提供约70000管的日检测能力。

拓宽居民购药渠道

疫情之下，上海市民的日常用药受到影响，部分困难人群面临“买药难”的问题。 对此，多家医药企业已经行动起来，合力拓宽购药渠道。

4月6日，复星健康携手国大药房紧急上线“药品求助登记平台” ，在严格遵守防疫措施的前提下，协调、安排推进履约服务，缓解上海居民居家配药压力，为在沪居民提供药品供应和用药服务。

“药品求助登记平台”覆盖家庭常备药品、慢性病用药、抗原检测试剂盒等多种药品种类。 据了解，求助平台将根据各区疫情封控情况，积极调度资源，动态调整运力，根据需求来匹配供应方式，尽最大努力满足用户的用药需求。

为进一步触达有需要的上海居民，复星健康联合权威媒体，扩大线上的信息传播直径。 同时，依托国大药房位于上海的实体门店增设“药品求助登记平台” 入口，精准接收来自最前端的用户需求。 通过线上线下全渠道结合的形式 ，为更多有购药需求的用户及家庭提供服务。

“依托国大药房多年深耕产业的药品供应链能力，复星健康将充分利用其位于上海的物流仓储与优质供应链，赋能药品物流配送，全力保障药品安全、快捷地抵达用户手中。 ”复星健康CEO李胜利表示。

诞生和成长在上海的数字化医药健康企业1药网第一时间成立了“抗疫指挥部” ，协调公司相关部门和人员参与战“疫” 。 同时，作为上海市疫情防控生活物资保障企业，1药网已经相继推出了包括在线义诊、新冠抗原检测产品供应、慢病续方、企业团体防疫用品和药品专属采购通道等保障服务。 1药网已打通从昆山华东运营中心总部至上海的直通车，为支援上海抗疫所需药品和物资提供了快速且有保障的绿色通道。

4月7日，第一批企业团体采购的防疫用品和药品订单从1药网昆山华东运营中心总部发往上海，陆续移交到周家渡街道办事处、周家渡派出所、浦东新区社会组织合作促进会、浦东电商协会、张江集团等机构和团体的手中，保障这些抗疫重点单位和人员的健康和安全。 据悉，第一批企业团队采购需求通过1药网的专属采购通道收集汇总后，1药网安排专人与每个机构团队进行对接，并通过“抗疫指挥部”协调开通内部绿色通道，加速订单和仓库发货进程，确保第一批物资以最快速度送达抗疫一线。

此外，针对目前上海存在一些患者面临购药不便、配药难的情况，1药网争分夺秒协调各方积极解决。 1药网已经通过医生、药师为患者提供“慢病用药登记”等服务，并将安排专人跟进紧急的用药需求，解决“用药难”问题。

“上海正面临疫情的严峻考验，作为一家在上海土生土长的数字化医药健康企业，更应该身先士卒，勇于担当，克服困难，充分发挥线上线下一体化和智能供应链的优势，全面助力上海打赢这场抗击疫情的硬仗。 ” 1药网联合创始人兼执行董事长于刚表示。

保障治疗药物供应

随着确诊病例数量的攀升，新冠治疗药物的保障也成为了上海药企肩上的责任。

4月2日，第一批5000箱连花清瘟运抵上海，并通过上药控股旗下上药物流配送到闵行区各个街镇。 随后，其他送往各区卫健委的连花清瘟也陆续抵达。 由于物资车辆到达时间分散，加上一些市属区域配送的路途偏远，为提升绿色通道的配送速度，上药控股物流团队尽锐出战，库区验收、装车发运都开足马力，做到昼夜不停。 4月4日，在经历了48小时与时间的赛跑后，上药控股共计将36000箱连花清瘟配送到位，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备足粮草。

上药康希诺作为上海首家获批生产新冠疫苗的企业，科学安排生产计划，实施库存动态管理，确保原辅料供应有序稳定，全方位维护设备高效运行。 从3月23日起，公司果断启动应急预案，班子成员、党员干部带头示范，300余名员工24小时驻守厂区，全力以赴做好新冠疫苗生产供应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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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物资保供应 上海药企勇担当

当前，上海疫情防控形势严峻，2500万常住人口核酸检测需求、阳性

感染者治疗需求以及普通居民日常用药需求较迫切。关键时刻，上海市多

家医药企业挺身而出，开足马力保障基本医疗物资供应。

● 本报记者 倪铭 徐金忠

提升核酸检测能力

为保障2500万居民应检尽检，核酸检测机构和相关物资供应企业增加人手、创新设备，

扩大检测能力，提高检测效率。

位于浦东张江的上海宝藤医学检验所近日核酸检测量从过去的每天6万管增至25万管

左右，成为上海日检测通量最大的第三方核酸检测机构。

为了和病毒抢速度，宝藤医学检验所在一周内添置了257台荧光定量PCR检测仪；在一

个半小时内，完成了3800万元的硬气膜核酸检测实验室购置流程。

据介绍，这个大型实验室由一个试剂准备区、两个自动化分杯区、两个核酸提取区和两

个PCR扩增区组成，配备100台PCR检测仪，设计日检测量达到10万管。 在工业和信息化部

支持下，硬气膜核酸检测实验室的部件从外省市火速运到上海。 完成组装后，市卫生健康委

和市临床检验中心以最快速度批准其投入使用，从购置到投入使用仅耗时3天。

上海宝藤医学检验所董事长楼敬伟表示：“我们的硬件条件已具备每天检测30万管的

能力。 随着熟练技术人员和志愿者的增加，我们会以最快速度接近硬件设计能力。 ”

4月2日，之江生物自主研发的全自动核酸检测平台“青耕一号”正式获批注册。 这款占

地面积仅2.7平方米的设备，高度集成核酸检测全流程，实现核酸检测封闭式“样本进、结果

出” 的全流程一体化。

据介绍，“青耕一号” 配合之江生物的专用采样管和检测试剂盒，搭载6台48通量的小

体积实时荧光PCR分析系统，可以快速完成超高通量的核酸检测工作。 每台“青耕一号” 连

续运转24小时可实现单管检测4500管，如果采用20混1方案，日检测量最高可达9万人次。

之江生物董事长邵俊斌表示，“青耕” 是《山海经》中可以御疫的神鸟，希望“青耕一

号”的诞生，可以用一种全新的核酸检测模式来守护大众健康。

除最新研发的“青耕一号” 外，作为防疫物资保障单位，之江生物6辆“蓝铠甲” 、3辆

“红铠甲” 移动检测车队也全面投入使用，最大日检测量约40000管。此外，上海之江医学检

验所日检测量提升至近30000管，固定、移动实验室相结合可为上海提供约70000管的日检

测能力。

拓宽居民购药渠道

疫情之下，上海市民的日常用药受到影响，部分困难人群面临“买药难” 的问题。 对此，

多家医药企业已经行动起来，合力拓宽购药渠道。

4月6日，复星健康携手国大药房紧急上线“药品求助登记平台” ，在严格遵守防疫措施

的前提下，协调、安排推进履约服务，缓解上海居民居家配药压力，为在沪居民提供药品供应

和用药服务。

“药品求助登记平台” 覆盖家庭常备药品、慢性病用药、抗原检测试剂盒等多种药品种

类。 据了解，求助平台将根据各区疫情封控情况，积极调度资源，动态调整运力，根据需求来

匹配供应方式，尽最大努力满足用户的用药需求。

为进一步触达有需要的上海居民，复星健康联合权威媒体，扩大线上的信息传播直径。

同时，依托国大药房位于上海的实体门店增设“药品求助登记平台” 入口，精准接收来自最

前端的用户需求。 通过线上线下全渠道结合的形式，为更多有购药需求的用户及家庭提供

服务。

“依托国大药房多年深耕产业的药品供应链能力， 复星健康将充分利用其位于上海的

物流仓储与优质供应链，赋能药品物流配送，全力保障药品安全、快捷地抵达用户手中。 ”复

星健康CEO李胜利表示。

诞生和成长在上海的数字化医药健康企业1药网第一时间成立了“抗疫指挥部” ，协调

公司相关部门和人员参与战“疫” 。 同时，作为上海市疫情防控生活物资保障企业，1药网已

经相继推出了包括在线义诊、新冠抗原检测产品供应、慢病续方、企业团体防疫用品和药品

专属采购通道等保障服务。 1药网已打通从昆山华东运营中心总部至上海的直通车，为支援

上海抗疫所需药品和物资提供了快速且有保障的绿色通道。

4月7日， 第一批企业团体采购的防疫用品和药品订单从1药网昆山华东运营

中心总部发往上海，陆续移交到周家渡街道办事处、周家渡派出所、浦东新区社会

组织合作促进会、浦东电商协会、张江集团等机构和团体的手中，保障这些抗疫重

点单位和人员的健康和安全。据悉，第一批企业团队采购需求通过1药网的专属采

购通道收集汇总后，1药网安排专人与每个机构团队进行对接，并通过“抗疫指挥

部” 协调开通内部绿色通道，加速订单和仓库发货进程，确保第一批物资以最快

速度送达抗疫一线。

此外，针对目前上海存在一些患者面临购药不便、配药难的情况，1药网争分

夺秒协调各方积极解决。 1药网已经通过医生、药师为患者提供“慢病用药登记”

等服务，并将安排专人跟进紧急的用药需求，解决“用药难”问题。

“上海正面临疫情的严峻考验，作为一家在上海土生土长的数字化医药健康

企业，更应该身先士卒，勇于担当，克服困难，充分发挥线上线下一

体化和智能供应链的优势， 全面助力上海打赢这场抗击疫情的硬

仗。 ” 1药网联合创始人兼执行董事长于刚表示。

保障治疗药物供应

随着确诊病例数量的攀升，新冠治疗药物的保障也成为

了上海药企肩上的责任。

4月2日，第一批5000箱连花清瘟运抵上海，并通过上药

控股旗下上药物流配送到闵行区各个街镇。 随后，其他送往

各区卫健委的连花清瘟也陆续抵达。由于物资车辆到达时间

分散，加上一些市属区域配送的路途偏远，为提升绿色通道

的配送速度，上药控股物流团队尽锐出战，库区验收、装车发

运都开足马力，做到昼夜不停。 4月4日，在经历了48小时与

时间的赛跑后，上药控股共计将36000箱连

花清瘟配送到位，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备

足粮草。

上药康希诺作为上海首家获批生产新

冠疫苗的企业，科学安排生产计划，实施库

存动态管理， 确保原辅料供应有序稳定，全

方位维护设备高效运行。 从3月23日起，公

司果断启动应急预案，班子成员、党员干部

带头示范，300余名员工24小时驻守厂区，

全力以赴做好新冠疫苗生产供应保障。

①云端智能服务机器人

②起重机往“海安—上海保供专列”吊装物资

③上药控股物流团队积极保供

④“四叶草”方舱医院部分区域完工交付

①

②

③

④

抗原检测数字化平台上线

“疫测达” 助力“一人一测一码”

●本报记者 倪铭

近日，为解决抗原检测数字化管理难题、更

好地发挥抗原检测的“监测哨”作用，中国信通

院上海工创中心在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指导下开发上线“疫测达” 。该平台已成为上海

市民日常出行和自我筛查的“标配” ，同时面向

全国范围内的个人与机构开放使用。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上海市经信委获悉，截

至2022年4月10日， 平台抗原检测总记录条数

2692万条，已服务全国1011万余人。其中，上海

849万人，占比84%；社区和企业注册用户100

多家；累计点击量达3.62亿次。为更好地服务市

民、单位和社区，经过优化升级的“疫测达” 2.6

版也已正式上线。

据了解，为提升检测数据的科学性和权威

性，“疫测达” 现已成功对接上海市大数据中

心，通过数据接口与上海市“一网通办” 政务

服务平台“随申办” 实现数据实时更新、实时

共享。

同时，中国信通院上海工创中心积极与获得

审批的全国24家试剂生产厂商进行对接，将抗原

试剂盒从生产加工到流通使用的相关信息纳入

“疫测达” ，加强对抗原检测试剂的安全追溯。 平

台还引导企业在每个试剂盒上赋唯一码并与平

台后台关联，真正实现“一人一测一码” 。

自上线以来，“疫测达”在服务全员抗原检

测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同时还帮助众多机

构高效开展抗原检测管理工作， 在多种场景落

地应用、深度赋能。

新华社图片、公司供图 制图/韩景丰

物流企业

全力以赴保配送

●本报记者 王可

疫情期间，上海民生和医疗物资的供

应和配送成为难点。 中国证券报记者4月

10日了解到，在相关部门指导下，京东、美

团、中通、德邦等电商和物流企业克服困

难，积极参与保运输保供应，物资运输配

送难题得到有效缓解。

完成“最后一公里” 配送

4月10日， 中通快递上海某网点快递

员干呈呈对记者表示：“这两天知道允许

返岗了。 我们网点有很多快递小哥在通过

核酸检测和采取防疫措施后第一时间到

所在地的居委会报到，详细对接为居民配

送的流程等问题。 ”

此前，面对部分地区出现生活物资难

以抵达家门的现象，在4月7日的疫情防控

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副市长、市疫

情防控领导小组生活物资保障专班负责

人陈通表示，上海正全力以赴推进保障工

作。 允许非涉疫原因被封控在小区的快递

小哥等保供人员走出封控区，回到保供岗

位。 同时统筹物流资源，对接电商平台，补

足配送力量，完成社区“最后一公里” 的

配送任务。

干呈呈表示， 他所在的中通快递网点

得到消息后， 积极组织符合条件的快递员

重返岗位，参与到政府保供物资供应中。他

们网点目前已有6名快递员返回工作岗位，

还有20余名快递员待核酸检测通过后将

会立即返回网点上岗。

京东方面表示，已调配首批2000多位

快递小哥为上海提供运营保障和物资派送

服务， 还调运大量最新的第五代无人智能

快递车在封控区域开展无接触配送， 后续

将持续追加无人车。

全力做好抗疫保供

除组织调拨更多快递员投入物资配

送工作外，京东、美团、德邦等企业积极

发挥各自资源禀赋， 参与到抗疫和保供

工作中。

“京东将为上海提供超过1600万件米

面粮油等民生商品， 可保障上海京东用户

近1个月日常供应。” 4月10日上午，在上海

市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 京东集团

副总裁王文博就记者提到的市民急需的食

品、母婴、药品等供应方面能否满足，以及

目前仍在封控期间能否及时配送等问题如

此回答。

对于市民最担心的 “买不到”“难买

到” 问题，王文博介绍，京东将重点加大食

品、母婴、药品等物资的供应力度。 通过全

国紧急调拨， 目前首批重点保供物资已通

过京东物流专人专车运抵上海，包括超8万

件母婴物资， 超10万件药品及防疫物资，

还有10吨来自新疆的羊肉等。

美团方面对记者表示， 从上海疫情发

生初期开始， 美团就持续通过多种举措积

极保供应，包括骑手、物资、买药、核酸检

测、中小商户帮扶等多个方面。

德邦快递称，截至4月7日，德邦全网

已向上海地区运输口罩、消杀机、枕头、

医疗器械等防疫物资超过2987箱， 运输

各类蔬菜、饼干、牛奶、火腿肠等生活物

资超过1016.2吨。

全港24小时作业

上港集团保障港口稳定畅通

●本报记者 徐金忠

“目前，除受极端恶劣天气影响外，全港各

生产单位保持24小时作业。 ” 上港集团表示。

在疫情防控背景下， 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

了解到， 上海相关部门及企业正采取多种措施

全力保障港口的稳定畅通， 科技创新成为重要

“武器” 。

港口正常运转

日前，上海海关发布统计数据显示，3月以

来长三角区域集装箱经上海港出口的渠道稳

定、通畅。

3月，上海洋山港通过“联动接卸” 创新模

式出口集装箱2.5万标箱，环比大幅增长67%，成

为长三角区域集装箱经上海出口的重要通道。

2020年，针对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对于港

口一体化作业的需求，上海海关与长三角区域兄

弟海关共同探索和创新港口一体化监管模式，实

现洋山港与内支线码头“联动接卸、视同一港”

监管，形成通关物流一体化运作、出口与进口全

面覆盖的成熟运作模式。 这一模式成为在疫情防

控下维持上海港口正常运转的重要保障。

上港集团表示， 公司作为城市运行重要保

障单位， 坚决贯彻落实上海市各项疫情防控措

施，全港上下统一思想，快速行动，发扬决战决

胜精神，港口生产运行关键岗位、重要保障人员

坚守工作岗位，全力守护港区防疫安全，确保港

口生产运行，保障民生和防疫物资运输畅通。

科技创新助力

上港集团所属企业港航数科日前接到电子

通行证平台开发任务后， 技术团队和陆上运输

服务团队紧急进入工作状态，仅用12小时就上

线“上港集团防疫通行证” ，并在全部外集卡车

队、驾驶员中全面应用。

电子通行证平台对接上海大数据中心的核

酸检测数据、随申码信息，并结合电子设备交接

单业务信息， 生成电子防疫通行证供驾驶员手

机端使用。通过前置控制派车规范操作，既方便

了集卡驾驶员操作， 也为路管部门提供了更加

准确、安全、直观的依据，更提高了集装箱车辆

物流周转效率。

上港集团港航数科党总支书记、 总经理戴

越表示， 该平台将有效助力上海及长三角集装

箱运输供应链的畅通有序。接下来，还将对电子

设备交接单平台作进一步完善优化， 使更多数

据信息对接码头道口，形成互联共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