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般到两岁时，大多数儿童已经接受了

近 30 针的疫苗注射，以提高对疾病的天然防

御能力。然而，接受推荐疫苗接种的父母可

能被一些网站和名人的谣言所淹没，这些谣

言主要是提出“注射疫苗没有必要”或者“能

引起自闭症”。

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对疫苗的“随意”评

论，以及反疫苗人士的就职，让公共卫生人士

备感“震惊”的同时，又给公众特别是新父母

们送上一碗“迷魂汤”。

那么，为什么要注射疫苗？注射疫苗真

的很危险吗？《科学美国人》认为，有必要对此

进行深入分析，把事实呈献给读者。

疫苗中究竟有什么？

当人类“遭遇”致病性病原体时，无法预

测其致病的严重性及身体如何反应，而疫苗

含有弱化或死亡形式的致病微生物，注射到

人体后，会帮助身体以受控的方式建立免

疫。免疫系统反应能够阻止这类外来入侵，

之后，免疫系统开始创建被称为记忆细胞的

快速反应机制，能够在未来识别并防御这类

病原体的入侵。

这些弱活性或者灭活的刺激物，被称为

抗原，是在实验室环境中生长分离出来的，然

后与防腐剂、稳定剂和将引发免疫系统强烈

响应的疫苗物质混合。

注射疫苗能够拯救生命。根据美国疾病

控制中心的估计，在过去 20年出生的儿童中，

接种疫苗让 2000 万人避免住院治疗，预防了

73.2万人死亡。

注射疫苗的副作用大吗？

那么，为什么疫苗会引起副作用？与任

何药物一样，免疫可能导致阴性反应。这并

不奇怪，因为人与人之间存在个体差异。遗

传变异、免疫缺陷和环境暴露，都会影响人体

对抗原的反应。

压倒性的医学证据表明，新生儿和幼儿

大多数疫苗副作用是温和的红肿，即在几天

之内就能恢复原状的小硬块。

一种不太常见但能引发严重过敏反应

的副作用，发生几率只有百万分之一。但

即便如此，也可以通过施用肾上腺素得到

缓解。

在 第 一 次 接 种 麻 疹 — 腮 腺 炎 — 风 疹

（MMR）疫苗后，婴儿高烧引发癫痫（不会

导致任何永久神经损伤）发作的几率微乎

其微。

美国费城儿童医院儿科学教授保罗·奥

菲特说，科学证据表明，与麻疹感染带来的直

接后果相比，MMR 引发的癫痫发作实际非

常少见。

注射多种疫苗是否危险？

担心孩子身体不能更有效适应疫苗仍然

是一种误导。儿童免疫系统每天会“触发”数

百种外来物质引发的免疫反应。而相比之下，

推荐儿童接种疫苗的完整计划只有不到 200

种抗原。

包括美国儿科学会（AAP）在内的医学机

构专家敦促父母为新生儿陆续接种 16 种疫

苗。儿童期免疫接种的计划根据免疫接种时

间咨询委员会的建议，并基于儿童机体免疫

系统对疫苗产生最佳反应时间的相关数据描

述，才能得到 APP认可，在孩子需要得到免疫

保护的最佳年龄予以实施。没有科学数据表

明，在官方建议的注射疫苗时间段之后再接

种疫苗，会带来更多的好处。

此外，疫苗的安全性还将接受定期评

估。在被添加到推荐注射方案之前，必须进

行测试，以确保彼此不会互相干扰，还有多项

研究评估疫苗的累积效应。虽然对注射疫苗

的担心可以理解，但并不需要。

疫苗会引发自闭症吗？

一些关于疫苗的担忧，来自一组描述疫苗导

致自闭症的小型研究，而事实上，这项研究由于

道德失误，研究结论被撤回，参与研究的医生被

禁止从事医学工作。而另外十多项研究表明，这

种联系并不存在。AAP专家组的意见是，疫苗不

会增加儿童的自闭症患病率；疫苗添加剂硫柳汞

（是有机汞，而非甲基汞）也不会引起自闭症。

实际上，儿科医生在需要推广新的接种

计划，或者为了延长免疫时段而推迟某些疫

苗接种时间时，反而会面临来自父母担心所

造成的持续压力。例如，2015 年 4 月发表的

一项全美研究发现，平均每个月，93%的受访

医生都会受到至少一个家长要求分发疫苗的

请求。而在这 534名受访医生中，超过五分之

一的医生面临每个月有 10%的父母提出这样

的要求。 （科技日报北京1月12日电）

疫苗真的危险吗
——压倒性医学证据表明副作用轻微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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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 1月 12日电 （记者房琳
琳）当地时间 10 日，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特

朗普提名疫苗评论家罗伯特·肯尼迪担任“疫

苗安全和科学诚信小组”主席，再次表明了其

对疫苗持怀疑的态度。

特朗普曾在推特上说：“健康的幼儿去看

医生，被注射大量疫苗，他会感觉很不好，并且

变得自闭。这种情况很多。”这些对疫苗接种

的“随意”评论，让公共卫生倡导者感到震惊。

据《科学美国人》官网 11 日报道，这项任

命引起科学家和公共卫生专家的广泛关注，

他们担心，尽管大量科学研究表明疫苗是安

全的，特朗普政府的举动还是给了儿童免疫

接种怀疑者一定的生存空间。

报道称，肯尼迪一直质疑疫苗的安全性，

还积极讨论疫苗注射与自闭症之间的联系。

两家著名出版商曾支持出版他讲述的“科学

家正在隐藏硫柳汞和自闭症之间联系”的故

事，但几年后，这两家出版商都撤回或删除了

这个故事，认为其“基本论点不正确”。此后，

肯尼迪还编辑了一本名为《让科学家讲话：支

持从疫苗中去除汞——一种已知的神经毒

素》，描述了硫柳汞仍然能引起自闭症和其他

神经系统问题的案例，并建议在全球范围内

杜绝使用。

他反复强调的“疫苗汞基防腐剂——硫柳

汞可能对儿童有害”的论点被很多人驳斥。不

过，公共卫生机构的确建议制造商消除或减少

疫苗中硫柳汞含量，而且已经在这样做。

接受任职的肯尼迪对媒体说：“当选总统

对当前的疫苗政策有一些怀疑和疑问，但重

要的不是他的个人意见而是科学，我们应该

对科学问题进行辩论。疫苗应该尽可能安

全，以便让每个人都放心。”

肯尼迪是美前总检察长的儿子、已故总

统肯尼迪的侄子。

特朗普怀疑疫苗安全性再添新证

美疫苗质疑者上位引忧虑

今日视点

本报记者 房琳琳

罗伯特·肯尼迪多年对抗疫苗注射，屡

战屡败，这几日却站上了美国最大的政治

舞台，成为当选总统特朗普的拥趸。接受

“疫苗安全与科学诚信小组”主席职位的肯

尼迪应该感到“压力山大”，他面临的是数

年来为新生儿提供生命保护的公共防疫卫

生人士。

肯尼迪强调“当选总统个人的意见不

重要，应该对科学问题进行辩论”。那就来

谈一谈他要辩论的问题是什么。

如果是“疫苗应该尽可能更安全，以便

让每个人放心”，似乎并不需要辩论，因为

疫苗就是为了抵抗危及生命的重大疾病而

生产和使用的。一般而言，疫苗内每一种

成分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以保持疫苗的

安全性与稳定性。而这些成分皆经研究检

验证实对人体无害，才会被准予添加。因

此，这个问题“靶子”立不住。

如果是“支持从疫苗中去除汞——一

种已知的神经毒素”，他的命题又过于不科

学不严谨了。首先，疫苗中的“汞”并非导

致人体中毒的甲基汞，而是一种有机的乙

基汞，主要的作用是当“防腐剂”，避免制剂

遭细菌或微生物污染，进而防止注入人体

所引发的严重后遗症。它可以被肠道积极

代谢掉，且半衰期仅为 6天，对于两次时间

相隔 4 周的接种常规而言，很难形成累积

影响。其次，全球疫苗安全咨询委员会自

2000 年 8 月第一次评估这个问题以来，多

轮定期审查结论是，还没有表明疫苗中的

硫柳汞对受其暴露的婴儿、儿童或成人有

毒性的证据，这个问题已经不是问题了。

如果是“注射疫苗与自闭症之间的关

联”，则更是“强词夺理”。针对某些研究

声称的“在美国，随着国家免疫规划停止

使用含有硫柳汞的疫苗，神经发育障碍有

所减少”的结论，全球疫苗安全咨询委员

会发现了其研究方法方面的局限性，其发

布的“注射含有硫柳汞疫苗后出现神经发

育障碍和心脏病”的成果，无法达到证明

具有因果关系的科学标准。委员会因此

认为，“这些作者的结论既不具有说服力，

也没有事实根据”。

婴儿从来到世间的一瞬间，就开始接受

从灰尘到微生物的“轰炸”，是母亲子宫中传

递的抗体使他们可以巧妙地躲避开去。但

这种遗传免疫是短暂的，一个孩子必须发展

自己的免疫系统，来抵抗可能危及生命的疾

病。这其中，疫苗扮演了重要角色。

对疫苗安全性提出质疑，客观上可以

推动相关领域的科学发展，但在没有确凿

证据证明之前就得出耸人听闻的结论，是

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更可怕的是，身居

高位的掌权人一旦竖错了这样的“靶子”，

贻笑大方的可能就不只是他一个人了。

辩
论
的
﹃
靶
子
﹄
是
什
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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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 1月 12日电 （记者聂
翠蓉）传统教科书中，一个碳原子最多只能

与 4个原子通过电子对结合。但德国柏林

自由大学化学家莫瑞兹·马力丝维斯基首

次合成并证实，在一种椎体形碳分子内存

在一个能与 6个原子结合的碳原子。

发表在德国《应用化学》杂志上的这一

最新研究将改写教科书。

据《新科学家》杂志网站11日报道，新结

构是以化合物六甲基苯为基础获得的。通

常情况下，平面结构的六甲基苯6个碳原子

形成6边形的环，每个碳原子还与另一个原

子结合形成原子臂伸出环外。但1973年，德

国化学家研究发现，从六甲基苯中拿走2个

电子带上正电后，会变得极不稳定，并变成

一种椎体结构。当时推测，新结构顶部的碳

原子能同时与6个原子形成化学键。但直到

今天，没有人观测到椎体状六甲基苯的“真

实面目”。

马力丝维斯基表示，难倒化学家们“窥

探”其结构的原因在于，这种不常见的原子

排列非常不稳定，只能幸存于低温和强酸

性溶液中。而这次，他光处理强酸溶液就

花了半年时间，最终提取出够用 X 射线分

析的几个毫克的量。

“没错，X射线衍射图谱证明，新结构是

5面椎体形状，顶部碳原子与6个原子结合。”

马力丝维斯基说，“之前的研究只是通过量

子统计等手段预估了6键碳原子的存在，我

们首次获得该晶体结构的影像证据。”

虽然在正常温度和湿度条件下，该椎

体分子能快速分解而极不稳定，似乎没有

研制新型碳纳米管等实际应用的价值，但

新研究冲破了人类几十年来对有机化学结

构认识的桎梏，谁又敢保证，它不会在将来

再创新的奇迹？

改写教科书的研究：

6键碳原子首获影像证实

1月8日，在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市，黄线缆车在运行中。
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海拔约3600米，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首都，整座城市依山而建，公路依山环绕。为了缓解日益增加的交通压力，当

地政府建起了连接拉巴斯市和埃尔阿尔托市的空中缆车通勤线路，成为独特的公共交通网络。目前已有红、黄、绿三条空中缆车线投入运营，
为当地市民出行提供便利。 新华社记者 李明摄

高原上的空中通勤车高原上的空中通勤车

新华社东京1月 12日电 （记者华义）
日本研究人员最新研究发现，给患 视 网

膜色素变性实验鼠移植由诱导多功能干

细胞（iPS 细胞）培育的视细胞后，部分实

验鼠恢复了对光的感知能力，这项结果

为 视 网 膜色素变性患者带来重见光明的

希望。

视网膜色素变性是一种遗传性疾病，

患者视网膜中可对光产生反应的视细胞逐

渐消失，从而导致视力退化，严重时可能失

明，目前尚无有效根治方法。

日本理化学研究所 11 日说，该研究所

多细胞系统形成研究中心的一个研究小组

利用实验鼠 iPS细胞培养得到视细胞，并将

其移植到因患有视网膜色素变性而失明的

实验鼠眼中。

研究人员通过光照加以电击检验实验

鼠视觉恢复情况。实验中，实验鼠被光照 5

秒后如果不加躲避将被电击。结果显示，

单只眼睛接受移植的实验鼠中，约 40％能

够对光照做出反应并躲避电击；而没有接

受移植的实验鼠则不会躲避电击。

据研究人员介绍，他们给实验鼠移植

的视细胞还不到全部视细胞的 5％，如果向

视网膜更大范围移植视细胞，恢复视觉的

实验鼠比率可能更高。

相关论文已发表在美国《干细胞报告》

杂志网络版上。研究人员计划在进一步确

认安全性的基础上，在两年内申请进行人

体临床试验。

iPS细胞为治疑难眼疾带来希望

新华社旧金山 1月 11 日电 （记者马
丹）为应对军用通信在战时出现中断的情

况，美国军方提出一种后备方案，即用浮标

和超细光缆在海上搭建临时数据通信网

络。相关研究已进入原型机建造阶段。

这项计划名为“战术性海底网络架构

（简称 TUNA）”。其设想是，用飞机或舰船

向海里投放浮标，再用超细的水下光纤电

缆将这些浮标连接起来，构成一个临时性

的水下光纤通信网络。

在这个网络中，浮标之间可以相互传递

信号，浮标也可以把射频数据传输给过往的

飞机或舰船。这一计划对光缆的设计要求较

高，必须能在严酷的海洋环境中维持 30天。

此外，如何向浮标持续供电也是一大挑战。

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项目局从去年开

始相关研发工作。这一机构日前发布声明

说，TUNA 计划的第一阶段已经顺利完成，

其中包括建模、模拟以及特制光缆和浮标

组件技术的海上测试。研究团队设计了一

种细如发丝的光缆，可以经受水压、高盐度

海水以及洋流的影响。

另外，高级研究项目局还与华盛顿大

学应用物理实验室合作，研制了新的发电

方法，即把海面的波能转化为电能，用以解

决为浮标供电的问题。这个发电系统装在

一个圆筒里，可由飞机或舰船投放。

接下来，研究人员还需要设计和建造一

种集成端对端通信系统，除了在实验室加以

测试和评估之外，还要在海上进行验证。

美研究用浮标建备用海上数据网

据新华社洛杉矶1月11日电（记者郭
爽）如今电动车日益普及。美国研究人员

设计了一个与著名的“阿尔法围棋”相同类

别的人工智能系统，用于帮助电动车更好

地管理能源和动力分配，从而实现节能减

排的目的。

“机器学习中有一个类别叫增强学习，

也是‘阿尔法围棋’使用的类别。‘阿尔法围

棋’将增强学习应用在下围棋上，我们则将

其应用在提高能效这个方面，”美国加利福

尼亚大学河滨分校华裔科研人员祁学伟 11

日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祁学伟等人近日在美国《电气与电子

工程师学会智能交通系统汇刊》等刊物上

报告说，这套基于增强学习和演化算法研

发的“能源管理系统”，目前主要应用于插

电式混合动力电动汽车。

插电式混合动力电动汽车可加油也

可用外接电源充电，其动力有油和电两

个来源。但许多此类汽车转换两种模式

的方法只是简单切换，比如在电池电量

耗尽后，就将动力来源切换到燃油发动

机。而运用新开发的这套系统，可根据

实时交通状况、预计行驶路线等情况，智

能化地控制油电输出比例，这比简单切

换的效率更高，据测算可让能源使用效

率提高三分之一。

人工智能可帮电动车节能减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