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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营内外

探索一直在路上

这段时间，庞宏兵在工作与现场中不断思
考，同时开展了多项研究与试验，不断总结自
己在疫情期间现场勘验和尸体检验方面的体
会和想法，提出很多具体的对策和建议，希望
能给广大公安机关一线的执勤人员、现场人
员、法医人员以及实验室人员以借鉴。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2月23日，在
钟南山、丛斌等院士和多名教授的倡议和呼吁
下，《法医学杂志》紧急开设“新冠病毒肺炎尸
体解剖”专题，倡议广大同行“把论文发表在祖
国大地上”，把经验第一时间向国内分享。庞
宏兵立即将自己的实战研究总结成文，其间也
得到了公安部和省公安厅相关领导的高度肯
定和悉心指导，稿件投出后立即得到杂志主编
和几位业界教授的极高评价：“文章极接地气，
对公安实践有着极大的借鉴价值。”

3月3日，这篇论文在《法医学杂志》网络
预发表（受疫情影响，提前在线刊出，使读者能
更早了解最新的科研成果），3月6日被科技
部、国家卫健委联合中华医学会建立的“中华
医学期刊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和诊治专
栏”平台收录交流，3月23日又被国际权威生
物医学数据库PubMed收录交流。据了解，这
是目前疫情期间全国公安机关发表的与新冠
疾病相关的第一篇论文。

庞宏兵并未就此止步，继续坚持工作与研
究两不误。3月10日，他撰写的第二篇论文在
国内另一权威专业期刊《中国法医学杂志》上
网络预发表。目前，他在疫情期间撰写的另外
2篇研究论文也分别被《法医学杂志》确定录用
和进入审稿流程。

“这两本杂志是国内两大法医学权威专业
期刊，是国内所有法医专业人员的学术圣殿。”
庞宏兵说，此前20多年里，他累计有7篇论文
被录用。而这次在疫情期间的一个月内，他就
发表了2篇，待发表2篇，给国内外同行在疫情
期间实际工作中借鉴和参考。“以自己的方式
参与抗疫，我觉得更能体现我的专业价值。”

不过，对庞宏兵来说，这只是一个开始。“疫
情还未结束，我的研究不会停歇。”庞宏兵说，他
正在积极申报公安部2020年刑事技术重点攻
关任务，他的前期研究与探索只是一个整体体
系的一部分，希望能与更多的专家和同行一起
继续丰富和完善，最终期待能够形成一个全国
性的规范或指南类的成果，打赢当前和下一次
战疫。抗疫曙光已现，他会在这条路上一直走
下去。

记者 张贻富 通讯员 孙波 陈志达

疫情不退

用自己的专业技术与疫情赛跑
宁波刑事技术带头人庞宏兵的别样抗疫之路

庞宏兵(右)向国科大华美医院（宁波市第二医院）捐赠医用物资。通讯员供图

庞宏兵，宁波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刑事
技术大队大队长兼宁波市刑事科学技术
研究所所长，宁波市刑事技术的负责人，
宁波地区法医学科带头人，公安部首批刑
事技术特长专家、首批刑事科学技术青年
人才，曾荣获“浙江省优秀青年岗位能手”

“宁波市优秀人民警察”等称号。
他从事刑事技术工作 26 年，参与勘

查各类案件现场 3200 余起，参与各类尸
体检验 7000 余具，损伤鉴定 4500 人次，
主持和指挥宁波地区重大疑难案件勘
查与鉴定 520 起。创办了全国第一家法
医专业个人网站“法医网”，开发的“死
亡时间推断”“法医人类学工具箱”“法
医助手”APP 等，先后获得浙江省公安
科技创新一等奖和全国公安科技创新
二等奖。

平凡岗位的默默坚守

4只护目镜、10只护目镜、20只护目
镜、60只护目镜……庞宏兵每天奔波筹
集，然后第一时间送到急需的宁波各家医
院。600只口罩、30只护目镜、30套防护
服……4月1日，趁午休的间隙，庞宏兵一
一清点检查，然后分别打包邮寄发往大洋
彼岸，那里有他的不少同学正急需这些抗
疫物资。

“我不希望任何一个人倒下，特别是
医护人员和警察。全国公安机关在这场
抗击新冠疫情的战斗中，已经有很多民警
和协警牺牲了，国外疫情同样严峻，意大
利已经有法医人员遇难了。”不知死，焉知
生，或许是经历了各种案件现场的死亡，
庞宏兵更懂得生命的价值和宝贵。

疫情期间，他一直遗憾不能奔赴疫情
最严重的武汉一线，但还是用自己独特的
方式来支援抗疫，多次个人出资和联络海
外同学共同采购防疫物资支援一线医院，
看着一天天减少的确诊人数，一天天增加
的治愈出院人数，那种间接参与的欣喜是
由衷的。

为了给单位参与疫情防控的同事做
好服务，他自告奋勇参加了单位的后勤保
障组工作，采购各类生活用品，甚至为了
给大家凑齐几种口味的方便面，他辗转跑
了好几家大型超市。他带领同事们紧急
配制了数千支医用酒精小喷雾瓶，支援市
公安局各部门疫情期间加强卫生消毒。

疫情期间，刑事技术大队参与宁波栎
社机场防疫检查点的执勤，他带领大队领
导干部主动承担了全部的执勤，协助开展
车辆查控、人员核查、体温检测、信息登记
等工作，并对过往司机、群众进行疫情防
控措施的宣传。

这段时间，他还要参与新发案事件现
场勘查，同时夜以继日地埋首实验室研
究，撰写了一篇篇关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刑事技术方面的研究论文，创新和探索了
一些具体处置和操作规范。

3月30日，庞宏兵受邀为中国人民公
安大学的学生上网课，作了一场“刑事技
术的职业风险——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现
场勘查的防护”的专题报告。他结合自己
的实践研究，介绍了新型冠状病毒的相关
知识及传播方式特点，现场勘察中技术人
员的防护程序、防护装备、消毒方式等，得
到老师和学警们的广泛好评。

心忧疫情
从死亡现场到实验室

“从疫情第一天起，一路走来，从腊月
二十八（1月22日）值班后就没休息过一天。”
庞宏兵说，“每天都去单位，我要抢时间，与疫
情赛跑，脑子没停，手没停，笔没停。”

为什么这么拼命？庞宏兵袒露心声：
“疫情以来，我一直着急揪心，身为学医之
人，却不能去武汉一线支援，除了力所能及
地捐助一些物资外，似乎帮不上忙，虽然在
单位一直参加防疫卡点执勤与疫情期间各
种后勤保障工作，但这些仍让我有不能发
挥自己专长去抗疫的遗憾。”

心忧疫情，庞宏兵一直有着一种强烈
的使命感，总觉得自己还该做点什么。疫
情面前，警察不退！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
斗中，除了医护人员，坚守在一线的公安民
警也承担着巨大的风险。他知道疫情期间
还是会有一些非正常死亡案件，刑事技术
人员会接触到未知名或疫情史不明的尸
体，需要长时间在室内密闭现场中完成勘
验和尸体检验、检材提取等工作，全程存在
着职业暴露的高度感染风险。如何进行现
场勘验与尸体检验，如何做好个人防护，成
了技术人员尤其是法医不得不面对的实际
情况。

“新冠病毒传染性很强，公安机关在现
场勘查时如何工作与防护这一块没有先例
与规定，大家心理压力也非常大，我一开始
就留心了，每天都第一时间关注着网络上
的研究报道，也想在自己的专业上有所作
为。”庞宏兵说，这几年，对于普通的尸体现
场他很少直接参与勘查，但在疫情期间，几
个现场他都去了。

“我不是单纯地进行现场勘查与尸体
检验，而是做好各项准备去实践中探索的，
更多的时候是利用周末和晚上回到单位做
研究与试验，不断测试自己这段时间不停
冒出的想法。口罩、防护服、消毒剂，这些
平时不太起眼现在却非常关键的东西，如
何正确使用都需要再研究。”庞宏兵说。

2月14日，庞宏兵和两名同事一同对
一具来自高风险地区的疫情史不明的死者
进行尸检。与别人不同的是，“我戴的是自
己专门新买的大框游泳镜，是为了测试其
舒适度、气密性、防雾性，感觉很好。”庞宏
兵说，当时医院一线护目镜是非常缺乏的，
试过这个后，他马上上网去抢购了一些，捐
给一墙之隔的第二医院，“研究无处不在，
成果要马上转化成生产力嘛！”

别样抗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