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来，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医学研究有了一

些 新 的 突 破 。 病 毒 能 存 活 多 久 ？ 目 前 病 毒 有 没 有 发 生 变

异？2 月 3 日 21 时，湖北召开中央指导组医疗救治专场新闻

发布会，专家组集中回应了公众关切，提供了科学的预防和

救治方法。

国家卫生健康委专家组成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

大学校长张伯礼，国家卫生健康委专家组成员、东南大学附属中

大医院副院长邱海波，国家卫生健康委专家组成员、北京地坛医

院感染二科主任医师蒋荣猛出席发布会。

在一定条件下，病毒可能存活5天

蒋荣猛表示，病毒是通过飞沫和接触来传播，飞沫一般通过

咳嗽打喷嚏出来，在空气中传播距离非常有限，大概一米到两

米。它从人体出来很快就沉降了，不会在空气中飘浮。从这个

角度讲，空气中不会有病毒，也就不存在病毒在空气中存活多久

的问题。

飞沫可以沉降到周围物体表面，通过手的接触，有可能

沾有病毒，进而会污染接触到的物体表面，比如门把手、电梯

按钮，在这些光滑的物体表面，现在有研究发现，可以存活数

小时。

如果温度湿度合适，有可能存活数天。例如 20摄氏度的环

境，湿度 40%至 50%，有研究发现，病毒有可能存活达到 5天。基

于这一点，如果一个人打喷嚏不注意用手遮挡的话，病毒就会污

染门把手或电梯按钮。如果下一个人不洗手，接触以后去揉眼

睛、抠鼻子，病毒就可能通过接触传播。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多

洗手，这是特别重要的一点。

从现有证据看，病毒没发生变异

邱海波表示，新型冠状病毒与传统的冠状病毒不同，意味着

人体以往没有免疫力，正是因为这样一个前提，这个病毒才在人

群中普遍易感。

但从另一个方面讲，并不意味着，因为大家都易感，所有人

都会感染，并非这样。

实际上，我们看到有一些人接触到病毒，可能会有几种不同

反应，一种是自身有足够的抵抗能力，把病毒清掉了；第二种是

病毒在上呼吸道能够繁殖，但没有症状。可能还有很多病人是

轻症病人，表现出乏力、发低烧，发热、干咳症状，少数病人才会

发展成重症或者危重症。

大家都十分关心病毒扩散会不会发生变异。实际上，流感

病毒是比较容易变异的，但冠状病毒是单链的 RNA 病毒，相对

来讲比较稳定，它可能会变异，但是和流感病毒相比变异概率比

较低。

但仍要警惕它是不是会发生变异，在整个病程当中，我们最

近注意到，二代、三代病人感染的程度似乎在下降，是不是病毒

发生了改变，还是别的原因，相关部门在密切监测，至少从现有

证据来看，没有发现病毒变异。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如果病毒发生了变异，相对来讲，我们

从医疗上需要应对方法，在流行病学上、疾病控制上也有相应的

应对措施。

病毒在空气中能存活
多久，病毒是否发生变异？
专家回应来了！

权威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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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型 冠 状 病 毒 导 致 的 肺 炎 仍 在 蔓 延 ，一

些 真 假 难 辨 的 传 言 也 纷 至 沓 来 ：吸 烟 能 预 防

病毒感染，板蓝根+熏醋能防新型肺炎，饮高

度 酒 可 消 灭 病 毒 活 性 …… 近 日 ，多 位 专 家 接

受 科 技 日 报 记 者 采 访 ，为 抗 击 新 型 冠 状 病 毒

肺炎击碎谣言。

“钟南山院士建议盐水漱口防病毒”。近日，

这则沸沸扬扬的传言，一时让大家辨不清真伪。

传言中，钟南山建议，去医院或其他公共场

合之前用淡盐水漱一下咽喉部位，回家后再漱一

次。传言还提到，由于病毒细菌首先通过鼻腔潜

伏于咽部，淡盐水可以在第一时间杀灭它们，从

而达到预防感染的目的。

对此，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官方微博

@广医一院回应指出，“我院钟南山院士团队正

式辟谣：盐水漱口有利于清洁口腔和咽喉，对于

咽喉炎有帮助。但是新型冠状病毒侵犯的部位

在呼吸道，漱口没有办法清洁呼吸道。其次，目

前尚无任何研究结果提示盐水对新型冠状病毒

有杀灭作用。请大家不信谣不传谣，谢谢。”

在生活中我们用盐来防腐是利用了渗透压

差的原理，即高浓度盐水会使细胞的细胞质向细

胞外转移，从而导致细胞脱水、死亡。但是指望

用淡盐水漱口来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是不现实的。

首先，冠状病毒主要是通过呼吸道黏膜侵入

人体，漱口清洁的是消化道，从解剖部位来说是

南辕北辙。其次，冠状病毒都是由 RNA 分子和

蛋白质包膜构成的，并不具有细菌那样的完整细

胞结构，因此渗透压杀菌的原理对它是无效的。

最后，用来漱口的一般是淡盐水，很难达到杀菌

的浓度，就算配制时的浓度高，漱口后也会被不

断分泌的唾液迅速稀释。

钟南山院士建议盐水漱口防病毒

近日，很多网站都转载了这则新闻：“国家卫

健委专家：新型冠状病毒怕酒精不耐高温”。

还有好事者篡改了《新闻 1+1》中连线钟南

山院士的画面。他们修改了原视频字幕，并模仿

钟南山院士的口吻，前半句以符合当前防控疫情

方法的“戴口罩还是有用的”让你信服，而后半句

则是彻底的谣言——“饮高度酒可对抗新型冠状

病毒”。

看到新型冠状病毒怕酒精的新闻，有人可能

会想到，喝酒或者说喝白酒有助于抵抗新型冠状

病毒。此前，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中

国工程院院士李兰娟接受采访时表示：“75%的

（医用）酒精是能够杀灭这个病毒的，所以大家如

果去买这些东西，在经常接触的地方，想要定期

去消毒一下，都是可以的。”

不过，追溯李兰娟院士接受媒体采访的表

述，她并没有说“喝酒”，只是说使用医用酒精擦

拭手机和双手进行消毒是有用的。

我们通常说的“高度白酒”，酒精浓度在 50%

到 60%之间，对于病菌的杀灭能力并不算强。此

外，对于冠状病毒，感染是通过呼吸道进入，而喝

酒是通过消化道进入。酒喝进肚子里，很快被吸

收进入血液，然后被代谢分解，并没有跟病毒接

触的机会，不可能具有“抗病毒”的作用。

饮高度酒可消灭病毒活性

有传言称，抽烟对抵抗 2003 年的 SARS 起了

作用，对这一次抵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也有用。

但这个说法很快就被辟谣。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胸外科首席专家支

修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种说法是没有科

学依据的。有的老烟民抽烟时间长，患有慢性气

管炎、慢性支气管炎、慢性阻塞性肺等疾病，本身

抵抗力就较差，得任何疾病的概率都要明显高于

非烟民。

科普类微信公众号“果壳”也辟谣称，吸烟不

仅不能预防病毒感染，还会降低身体抵抗力；吸

烟时，手会反复触碰口鼻，病毒反而可能因此进

入身体；吸烟时不能戴口罩，也会因此降低对自

己的保护力度。

吸烟能预防病毒感染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发病以来，囤板蓝

根、熏醋的声音越来越多，甚至有声音一度将二

者渲染成“黄金组合”，它们真能预防新型冠状病

毒导致的肺炎吗？

对此，国家卫健委官方微博@健康中国表示

这两种做法并不可取。

北京市和平里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张骅称，

板蓝根适用于治疗风热感冒、病毒性感冒等热性

疾病，有一定的抗病毒效果，但是对新型冠状病

毒是不可能有效的。而熏醋的方法，所含醋酸本

身浓度就很低，根本达不到消毒的效果。

“对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目前没有

特效药物。北京地区的病例第一时间多采用中西

医结合的治疗方案，非常谨慎地应用激素，并针对

患者不同体质，辨证论治使用中医汤剂进行治疗。

从救治情况来看，达到了预想的效果。不过在早期

预防上，还没有证据证明板蓝根有预防效果。”日

前，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召开的防范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科普宣教媒体沟通会上，北京中医

医院呼吸科主任、主任医师王玉光说。

板蓝根+熏醋

“黄金组合”能预防新型肺炎

近日，网上流传一种说法：将大蒜放嘴里咬

碎后含一会儿，吐掉，胜过目前所有消灭新型冠

状病毒的口腔药物。

对此，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专家委员会

委员阮光峰表示，大蒜中的确有一些可以杀菌、

杀灭病毒的物质，但是这些研究大多是在一些体

外细胞实验中进行的，跟吃大蒜是两码事。目前

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吃大蒜能预防新型冠状病

毒导致的肺炎。如果吃大蒜就能轻松预防，病毒

也不会这么猖獗了。

“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北京协和医院

感染内科主任、教授李太生也表示。迄今为止，

没有更多的循证学依据证明生吃大蒜能起抗病

毒功效。

当大蒜被“破坏”，即通过微生物的侵蚀、粉

碎、剪切、咀嚼、脱水等，空泡蒜氨酸酶迅速裂解

胞质半胱氨酸亚砜（蒜氨酸）。通常情况下，蒜氨

酸被蒜氨酸酶转化为大蒜素。

专家表示，关于大蒜素的药理作用或者治疗

作用，主要停留在体外细胞实验或者动物实验阶

段，目前还缺乏人类实验的数据。而且，就算大

蒜有一定的抗病毒或者抗细菌的能力，也需要非

常大剂量的大蒜素，单纯吃一头大蒜，很难达到

治疗剂量。

含大蒜胜过使用口腔药物

“感冒分为普通感冒和流行性感冒。普通

感 冒 没 有 所 谓 的 季 节 规 律 ，一 年 四 季 都 会 发

生，春秋季气候变化大，可能更容易发生，通常

不需要做处理就可以自愈，不用吃药也能好。

说‘维生素 C 预防感冒’，最多也只是对普通感

冒有点用，但是普通感冒不吃药也能好。”阮光

峰说。

北京地坛医院感染性疾病诊治与研究中心

首席专家李兴旺介绍，流行性感冒简称流感，是

流感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呼吸道疾病，流感病毒

容易发生变异，传染性强，人群普遍易感，发病率

高，历史上在全世界引起多次暴发性流行，是全

球关注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

“而维生素 C 对流行性感冒就几乎没有什么

作用。大量的科学研究证实，维生素 C 并不能降

低感冒的发病率。”阮光峰说，在预防病毒性流感

方面，目前还没有高质量的临床研究证明常规补

充维 C能起到预防作用。

“此次的新型肺炎，是由一种新型冠状病毒

引起的，目前我们对它还充满了未知。如果吃维

生素 C 就可以防止感染新型冠状病毒，那么疫情

早就会被控制住了。”阮光峰说。

吃维C能预防新型肺炎

金 凤 本报记者 马爱平 实习记者 于紫月

谣言

盐水漱口防病毒

板蓝根+熏醋能预防新型肺炎
饮高度酒可消灭病毒活性吃维C能预防

吸烟能预防感染

钟南山院士建议……

嚼大蒜

当心！和病毒一起传播的还有这些谣言

“2003年非典（SARS）易感人群是青壮年吧？今

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易感人群是中老年人吧？那不

是一批人吗，多大仇啊，追杀了这代快20年……”看

到这个段子，很多人一笑置之，但也有人表示：“好

像有一定道理啊。”事实究竟如何呢？

各种人群都易感 老年人
病死率更高
“严格来讲，易感人群和因病毒导致死亡的人

群是不一样的。”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主

任王贵强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王贵强介绍，易感人群是指对某种传染及对

传染病病原体缺乏特异性免疫力，易受该病感染

的人群。当前来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各个人群

都易感，只是老年人病死率较高，目前病死人数中

80%以上是老年人。原因在于老年人年龄大，自身

抵抗力不足，而且一些人有基础病，并发症比较

多，再感染这个病毒以后，就会造成身体免疫系统

失调，器官功能紊乱，最终导致死亡。

“这与非典是不同的，非典时儿童不太易感，

但事实上，从数据来看，中青年和老年人的病死率

都不低，不像新型冠状病毒中老年人致死率如此

明显。只是可能非典时期人们对青壮年感染、病

死率印象更深，更关注一些。”王贵强说，因此，感

染人群都是类似的，只是病情轻重上有区别。

确实，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呼吸

与危重症科副主任医师张鸿也表示，易感人群和

因病毒导致死亡的人群不同。不同人群易感，这

与病毒特性或疾病本身有关。“就像平时有的疾

病，只是小孩容易得，而有的疾病是老年病一个道

理，病毒感染也是有这样的不同的易感人群。”张

鸿解释。

对此问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冯

子健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因为年龄原因

可能导致接触、暴露机会不同，人们发病率就会不

一样。不同的年龄组都有发病，证明这个病所有

年龄组的人都是易感的。

男性更易感？目前难下定论

在网上铺天盖地的各种传言中，还有种说法

是男性更易感，吓得身边的很多男士一哆嗦。这

种说法有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呢？

对此，王贵强表示，他还没有看到相关数据，

不知道这种说法是否成立。

记者查阅资料发现，日前发表在《新英格兰

医学杂志》中文版《NEJM 医学前沿》上的《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肺炎在中国武汉的初期传播动力

学》论文显示，在对前期 425 例患者的研究中发

现，其中，有 240 例（56%）为男性。没有任何病例

是 15 岁以下儿童。他们分析了 3 个时间段的病

例特征，得出结论为“发病较早的患者年龄略轻，

男性比例较高，报告华南海鲜批发市场暴露史的

比例明显较高。”

“男性比例较高，可能与其暴露概率有关，具

体原因目前尚不清楚。”张鸿说。这倒是与冯子健

的说法有一定吻合之处，即哪类人群是易感人群，

可能与其的暴露机会有关。

与此同时，武汉金银潭医院张丽教授、上海瑞

金医院张欣欣教授在 1月 29日发表于国际医学期

刊《柳叶刀》的一篇回顾性研究文章指出，在 1 月 1

日至20日期间武汉金银潭医院收治的99名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者中，男性多于女性，这一点与SARS和

MERS病毒相同。文章认为，女性的病毒易感性略

低可能是因为X染色体和性腺激素的保护，这二者

在先天性和适应性免疫中起着重要作用。

“从病死的人群来讲，目前病死的几十例初步

统计中，男女比例是 2:1。但是不是就此可以说男

性病死率更高，或者更易感，现在还不好说，因为

还有很多没有症状或隐性症状的病例无法统计。”

王贵强说。

非典主要感染青壮年、新冠主要传染中老年
这种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本报记者 付丽丽

有消息称，每天出门前用棉签蘸点小磨香油，

滴进两个鼻孔内，轻捏几下即可，这样就可以阻断

一切流感和温疫传染。为了证实该秘方的有效性，

消息还附有一张香油辟疫的古方截图，并提到，“民

国27年河南瘟疫，死人无数，我外公就是每天这样

给别人看病，救人无数，当时也没口罩之说，就是这

种方法阻断传染，十分有效，故作秘传。”

对此，北京华信医院（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中医科主治医师伍利芬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电话

采访时的第一反应就是“不靠谱”“没有科学依据”。

伍利芬表示，古代医家在瘟疫流行的过程中，

确实积累了一些自身保护的方法。香油就是中医

常说的麻油，有润燥通便、解毒、生肌等功效，也适

用于皮肤干裂等症，但并无阻断流感、肺炎等相关

病毒传播的功效，也不能灭活病毒。以目前的数

据来看，香油对本次防疫并没有什么作用。

香油滴鼻孔能阻断病毒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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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 言 本报记者 刘志伟

2月3日，温州鹿城区一家超市工作人员为货架消毒。
新华社记者 翁忻旸摄

在南昌开往北京的D738次列车上，工作人员向小旅客
讲解洗手的正确方法。 新华社发（郭钰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