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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疫情最新形势怎样？“一老一
小”新冠疫苗接种需注意哪些问题？
能否及时发现奥密克戎变异株输入病
例？对于公众关心的这些热点问题，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 11
日作出集中回应。

疫情防控重中之重是口岸
“疫情防控，关键抓‘防’，重点是

守住国门、外防输入，重中之重是口
岸。”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米锋
说，12 月以来，我国新一轮疫情新增
本土确诊病例主要集中在口岸城市及
邻近地区。

国家卫生健康委疫情应对处置
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表
示，我国口岸点多、线长、面广，给疫
情防控带来困难。同时，新冠病毒可
通过人、物传播以及存在不少无症状
感染者的特点，也为防控增加了难
度。

“目前全国疫情形势总体平稳，近
期局部地区发生了由境外输入引起的
本土小范围疫情。”国家卫生健康委疾
控局副局长吴良有介绍，内蒙古满洲
里疫情的病毒基因组测序分析显示，
疫情由一起新的境外输入源头引起。
同时，上海、浙江和江苏三地疫情病例
的病毒基因组序列高度同源，为同一
起关联疫情。

吴良有说，总体来看，近期国内疫情
呈现传播链条多、局部散发和小规模聚
集性特征并存的情况。疫情发生后，国
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第一时间派出
工作组，赶赴内蒙古、云南、江苏、浙江等
省份，会同疫情发生地推动各项措施落
实，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

针对“一老一小”人群特点推进接种
全国3至11岁儿童、60岁以上老年

人的疫苗接种不断推进，公众非常关心
疫苗的不良反应问题。

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
华庆介绍，根据目前监测结果，3至11岁
儿童和 60 岁以上老年人的不良反应报
告发生率低于 60 岁以下成年人群。其
中，一般反应占绝大多数，异常反应只是
一小部分，在异常反应中主要以过敏性
皮疹为主。

“个别出现了过敏性休克等严重异
常反应，但报告发生率在百万分之一以
下，接种疫苗带来的风险比例非常低，获
益和风险的差距非常大。”王华庆说。

3至11岁儿童往往还要接种水痘疫
苗、手足口病疫苗等其他疫苗，需要注意
什么事项？

王华庆表示，当前情况下建议优先
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在达到规定的时间
间隔后，也要及时接种其他疫苗。目前
要求，除了狂犬病疫苗、破伤风疫苗以

外，新冠病毒灭活疫苗与其他疫苗间
隔 14 天以上接种。随着研究结果不
断更新，这一时间间隔可能还会调整
缩短。

为监测奥密克戎变异株作好准备
奥密克戎变异株的出现引发全球

关注，我国监测体系对此作了哪些准
备？

吴良有介绍，国家卫生健康委组
织有关单位密切跟踪奥密克戎变异株
突变、传染性、致病性以及对疫苗免疫
效果影响等最新研究，并进行分析研
判。目前来看，奥密克戎变异株不影
响我国现有核酸检测试剂的敏感性和
特异性，我国监测体系具备及时发现
该变异株输入病例的能力。

吴良有建议，广大公众应继续保
持良好的卫生习惯，坚持科学佩戴口
罩、勤洗手、不聚集等有效的防控措
施，共同抵御新冠病毒变异株带来的
风险。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监察
专员郭燕红表示，虽然变异毒株不断
出现，但核酸检测仍是发现新冠病毒
的有效方式。截至目前，已有30个省
份将核酸检测价格单人单管下降到
40元以下，混检降到10元以下，有效
降低群众核酸检测的负担。

（新华社北京12月11日电）

12 月8 日，我国首家自主知识产
权新冠病毒中和抗体联合治疗药物获
批。该联合用药由清华大学、深圳市
第三人民医院和腾盛博药合作研发。

最新披露的Ⅲ期临床试验最终结
果显示，联合治疗将门诊患者的住院
和死亡风险降低了80%。更为独特的
是，该联合用药给出了长达10天的黄
金救治期（国际上其他新冠治疗用药
临床试验多设计为5天内救治）。

抢下10天黄金救治期
今年艾滋病日，一篇题为《艾滋病

病毒入侵后，你还有72小时黄金自救
时间！》的文章被广泛关注。

可见，与传染病作战，更长的治疗
窗口期至关重要，决定整个战局。

虽然新冠病毒与艾滋病病毒完全
不同，但救治感染者时，如果能抢下更
多时间，意味着救治成功率大大提高。

随着德尔塔毒株成为广泛流行的
主流毒株，潜伏时间短、病情进展快让
临床救治更为艰难，亟须有针对性的
临床有效用药。

此次获批的联合用药（安巴韦单
抗与罗米斯韦单抗）为救治抢下了更
多时间。与国际上其他新冠治疗用药
相比，该联合用药给出了长达10天的
黄金救治期。Ⅲ期临床试验的最终结
果显示，无论患者是症状出现后的
1—5 天（早期）前往门诊治疗，还是
6—10 天（晚期）才开始接受治疗，住
院和病亡率均显著降低。这为新冠患
者提供了更长的治疗窗口期。

“中和抗体药物研发是从感染者

免疫系统中寻找能中和病毒、阻拦其进
入细胞的抗体。”研发团队负责人、清华
大学医学院教授张林琦在此前接受采访
时表示，团队不仅着眼抗体本身，还研究
它们的‘家谱’，比如，两个“姐妹”关系的
抗体有什么相同和不同，通过微观水平
的比较，能够判断抗体结构与抗病毒活
性的关系，找到临床疗效佳的抗体。

与变异病毒已“过招”
“与欧美已获批紧急使用的新冠抗

体药相比，我们是唯一进行了变异株感
染者治疗效果评估并获得数据的。”张林
琦说。

据介绍，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此前对这两株抗体组合方案对主
要变异病毒株的活性已经进行了鉴定，
结果显示 BRII-196/BRII-198 抗体组
合方案对国际上全部主要突变株阿尔
法、贝塔、伽马、伊普西龙、德尔塔、兰姆
达、缪保持敏感。

张林琦实验室对于病毒变异始终紧
密跟踪，此前已就变异株对中和抗体有
效性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发表
于今年 7 月的《免疫》杂志上。研究显
示，联合用药对于阿尔法、贝塔、伽马依
然保持中和活性。

下一站，预防！
为了延长药效，研究团队还经过基

因改造，延长药品半衰期，使其在体内有
效作用时间长达数月。此外，应用生物
工程技术，抗体介导依赖性增强作用的
风险也大大降低。

“这些独到特点意味着联合用药不
仅对治疗新冠感染者有效，对未感染的

高危人群或免疫缺陷等人群也会发挥
高效的预防作用。”张林琦表示，与预
防作用相关的研究和分析正在进行之
中。

据介绍，腾盛博药正在全球其他
成熟和新兴市场积极推进安巴韦单
抗/罗米司韦单抗联合疗法的注册申
请工作，以获得市场准入。腾盛博药
还将在中国开展进一步研究，旨在评
估安巴韦单抗/罗米司韦单抗联合疗
法在免疫抑制人群中的预防免疫增强
作用。

更多新药在路上
自2020年1月21日，科技部部署

应急研发专项布局开展新冠病毒药物
研发任务以来，新冠治疗药物的研发
一直在不断推进。2020年2月16日，
科技部、卫生健康委、工信部、发改委、
药监局、中医药局等部门组成的科研
攻关组药物研发专班，组织全国优势
专家团队持续全力推进。

有一款中和抗体药物已经在国外
获批紧急使用。中国科学院微生物所
严景华团队研发的JS016与跨国药企
礼来制药的另一款抗体联用已在全球
15个国家获得紧急使用授权，订单超
过100万剂。

小分子药物方面，河南师范大学
自主研发的阿兹夫定在针对新冠肺
炎方面展现了良好的抗新冠病毒活
性，正在中国、巴西、俄罗斯开展Ⅲ期
临床试验，有望于 12 月获得巴西紧
急使用。

（来源：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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