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冠肺炎暴发以来，一些关于疫情的传言也似

病毒一样开始传播，而如何做好正确防护，更是有

五花八门的说法。谣言止于智者，要鉴别这类信息

的真假，唯有相信科学，多学习、多甄别。

近日，几条关于新冠肺炎防治、抗菌杀毒的信

息在网络上流传甚广，这些信息模棱两可、似是而

非，却又颇受关注。那么，这些传言是否真实，是否

有科学依据呢？

疫情期间市面上销售最多的就是含氯消毒

剂 。 近 日 有 部 分 网 友 认 为 ，名 字 里 有 氯 字 的 ，

就 是 含 氯 消 毒 剂 ，都 可 以 杀 灭 新 冠 病 毒 ，是 这

样吗？

名字含氯字的消毒剂常见的有苯扎氯铉、氯

己定、氯二甲酚、对氯间二甲苯酚等，虽然名字

里都有氯，但这些属于低效消毒剂。对于一般

的细菌有杀灭作用，但对结核杆菌、新冠病毒，

某些真菌以及细菌芽孢仅有抑制作用。常用于

环境或物体表面、空气的消毒、餐饮具消毒、污

水处理等。

以 84消毒液为代表的高效消毒剂是本次疫情

中被使用最广的消毒产品之一。但是在疫情防控

过程中，酒精、过氧乙酸等也被普遍使用。漂白粉、

高效杀毒泡腾片等名称不含“氯”字消毒产品，也都

是含氯消毒剂。

内蒙古生物技术研究院特聘高级工程师张志

刚告诉记者：“人类通过有毒的氯元素进行消毒杀

菌由来已久，利用的就是氯的毒性，但是只要正确

使用这类产品，基本不会对人体造成危害。对于任

何化学制剂的消毒产品，使用时都首先要学习正确

方法、掌握科学比例。”

带氯字消毒剂均可用于新冠消杀？
真相：低效含氯消毒剂并不能杀死新冠病毒

“钟南山发布多喝单枞茶对防治肺炎有重大效

果”“国家卫生局发布多吃某某食品对防治肺炎有

重大效果”……

对于此类谣言，从常识上就可攻破。首先，钟

南山院士并没有发表过这样的言论，其次，我国根

本不存在“国家卫生局”这一机构。

而从科学上来看，单枞茶与其他茶一样，都具

有一定的养生功能，但是与预防新冠肺炎，完全搭

不上边。张志刚表示：“因为单枞茶含有茶多酚这

种成分，而茶多酚具有抗氧化、抑菌抑酶等生物活

性，因此在非常时期，这种茶的功效容易被无限放

大。”

专家提示，喝茶养生是科学的，但没有任何研

究表明喝茶会预防新冠肺炎一类的疾病，单枞茶也

不例外，喝茶能阻止肺炎病毒的生长蔓延，更是无

稽之谈。

喝单枞茶可防新冠肺炎？
真相：抗氧化、抑菌抑酶并不代表能预防新冠肺炎

“听说了吗？左氧氟沙星滴眼液可以预防新冠

肺炎……”近日，不少民众去药店购买左氧氟沙星滴

眼液，声称这类眼药水可以防止新冠病毒从眼部进

入，从而引发了小一波“抢眼药潮”。

对此，科技日报记者连线正在武汉抗疫一线

的青海大学附属医院副院长樊海宁，他表示，“左

左氧氟沙星可防止新冠病毒从眼部感染？
真相：抗菌素不是抗病毒药，长期滥用有副作用

本报记者 张景阳 张 蕴

最近，一条消息在网络中广泛传播，声称使用

红外线测温仪检测体温最好测试手腕，如果红外线

测温仪频繁照射到眼睛会伤害视网膜，轻则会引起

眼球的玻璃晶体混浊及白内障等眼病，严重的会产

生眼底黄斑变性。如果测颈脖，因为靠近甲状腺，

使用不当也会产生不良影响。那么，红外线测温仪

真的对身体健康有害吗？

“毫无疑问，这又是一则谣言。”樊海宁说。

他介绍，日常生活中，人类接触的红外线设备

非常普遍，如“小太阳”取暖器、按摩仪、电炉，以

及近年来普及的感应式水龙头、干手机、无线鼠

标、蓝牙耳机等电器设备。而红外线测温仪的工

作原理是将人体的红外线热辐射聚焦到检测器

上，检测器会把辐射功率转换为电信号，电信号

在被补偿环境温度之后，以温度的单位来显示。

红外线测温仪并不是对人体发射红外线，而是接

收身体发出的红外线热辐射，并不会对人体造成

任何伤害。

同时，北京儿童医院顺义妇儿医院眼科副主任

医师祁海燕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红外线强度

较大会对眼睛有一定的刺激和损害，严重的可引起

白内障、视网膜损伤，甚至失明。眼睛对于波长小

于 1.5 微米的红外线有一定吸收作用，如果直接照

射眼睛，可使眼球中的液体因吸收短波红外线而发

生反应，引发眼病。“但是，市场上的红外线测温仪

并不发射红外线，发出的红光是为了方便定位，其

工作原理是靠接收人体散发的红外波长来测量温

度。”祁海燕说。

红外线测温仪对身体有害？
真相：红外线测温仪是接收而非对人体发射红外线近日网上还有消息称，雄黄有杀毒效果，能杀

死新型冠状病毒。而事实上，这种化学物质不仅不

能灭杀新冠病毒，过量服用还会中毒。

张志刚介绍：“现代医学对雄黄确有临床应用，

据我们掌握的资料，雄黄在小白鼠身上发挥过一定

抗癌作用，在临床上，只被用于带状疱疹、慢性支气

管炎、翼状胬肉等有限范围，而且对人体的肾功能、

消化功能有较大的损伤，对人体细胞也有腐蚀作

用，但是与治疗新冠肺炎没有任何联系。”

张志刚提示，雄黄学名四硫化四砷，如果久服

多服，会发生砷元素中毒。而雄黄在一定温度条件

下还会发生氧化反应，生成剧毒的三氧化二砷（砒

霜），因此，在非常时期，接收到此类信息后，一定要

科学审视、科学甄别，不能人云亦云，更不能轻信。

雄黄可以杀灭新冠病毒？
真相：并无杀灭新冠病毒效果，过量服用还会中毒

氧氟沙星滴眼液防治新冠病毒”确属谣言。民众

不能盲目使用抗菌素预防或治疗新冠肺炎。他

介绍，左氧氟沙星是常见滴眼液，其主要有效成

分是盐酸左氧氟沙星。盐酸左氧氟沙星作为广

谱抗菌药，被广泛使用在泌尿生殖系统、皮肤软

组织、消化系统、败血症、关节炎等多个治疗领

域，其中也包括针对轻中度普通肺炎的治疗，但

对新冠肺炎“毫无作用”。新冠肺炎至今还未出

现“特效药”，并且，《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

（试行第七版）》中并未包含左氧氟沙星，不能盲

目用抗菌素。

“左氧氟沙星是抗菌素不是抗病毒药。新冠

病毒主要通过呼吸道传播，呼吸接触到的病毒量

相对眼睛等部位更多，虽说病毒有可能会通过揉

眼等动作进入眼睛，但通过滴眼药水的方式，清

除病毒的可能性很小。不建议、不提倡民众自行

滴任何眼药水进行所谓的‘抗病毒’。因为长期

滥用左氧氟沙星，还会对角膜有副作用并对药物

产 生 依 赖 性 ，并 造 成 眼 部 瘙 痒 、敏 感 刺 激 等 症

状。过敏体质滥用左氧氟沙星有可能引发休克、

过敏、皮疹等症状的发生。而注射盐酸左氧氟沙

星将会对肾脏、肝脏造成负担。”樊海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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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疫”镜头

给您提个醒

新华社讯 （记者沈忠浩）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紧急项目执行

主任迈克尔·瑞安近日在日内瓦表示，尚无证据显示新冠病毒会

在夏季自行消失，当前各国应全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瑞安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我们尚不清楚新冠病毒在不

同气候条件下如何活动和表现。”

他强调，必须假设新冠病毒在夏天仍具有传播能力。为此，

各国必须抓紧行动，而不能指望新冠病毒会像流感病毒一样在

夏天自行消失。

瑞安还说，疾病可能出现在地球上的任何角落。他呼吁各

国切勿相互责备，而应尽全力抗击疫情，挽救生命。

世卫组织：
无证据显示新冠病毒会在夏季消失

新华社讯 （记者沈忠浩）世界卫生组织近日发布的每日疫

情报告说，新冠病毒与流感病毒虽然都会引起呼吸系统疾病，但

两者存在以下区别：

首先，传播速度不同。新冠肺炎传播速度慢于流感，但中位

潜伏期更长。

第二，患者传播病毒的时间不同。流感病毒传播主要发生

在患者开始出现症状后的 3至 5天里，也可能在症状出现前就能

传播。与之相比，虽然有些新冠肺炎病例可在症状出现前 24至

48小时传播病毒，但目前来看这不是主要的。

第三，传染力不同。根据对基本传染数的评估，新冠肺炎传

染力强于流感，1名患者约可传染 2至 2.5人。不过，对两种病毒

传染力的评估与具体环境和时间有关。

第四，重症比例不同。迄今数据表明，80％的新冠病毒感染

者为轻症或无症状，15%为严重感染，5%为极严重感染。严重和

极严重感染比例高于流感。

第五，易感人群有一定区别。流感的主要风险群体包括儿

童、孕妇、老年人、患有其他慢性疾病者和免疫系统存在问题者

等。对于新冠肺炎，目前研究表明老年人和患有其他疾病者面

临较高的严重感染风险。

第六，病亡率不同。虽然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确定新冠肺

炎的病亡率，但目前数据表明，新冠肺炎病亡率大概在 3%至

4%，而季节性流感病亡率通常远低于 0.1%。

第七，医疗干预措施不同。已有可用于流感的抗病毒药物

和疫苗，但目前尚无获得许可的新冠肺炎疫苗或治疗药物。世

卫组织说，目前许多治疗药物正在中国进行临床试验，20 多种

疫苗正在研发中。

新冠病毒与流感病毒
有这7个区别

近日近日，，工作人员在武汉市武昌区盛世徐东居民小区工作人员在武汉市武昌区盛世徐东居民小区
对垃圾桶喷药消毒对垃圾桶喷药消毒。。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王毓国王毓国摄摄

面对这些谣言面对这些谣言，，
你的你的““科学免疫力科学免疫力””扛住了吗扛住了吗

自新冠肺炎疫情出现以来，她们一直在坚守，用自己的方式
为疫情防控工作贡献力量。

图为近日，在广西南宁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营运一分公
司五一车队，一名女工作人员在对公交车进行消毒。

新华社记者 陆波岸摄

由共青团青岛市委举办的“青春之岛 聚爱成海”公益活动
日前启幕，在全市设立了多个无人值守的爱心站点，爱心企业和
市民可以将捐赠的食品、防护用品等物资汇集于此，供那些在抗
击疫情期间默默付出的快递员、外卖小哥、环卫工人、出租车司
机等城市奉献者免费领取。

图为近日，在青岛市崂山区利群金鼎广场的无人值守爱心
站点，几名外卖小哥领取爱心礼物。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摄

近日，新型冠状病毒是否变异引发关注。公众

对于冠状病毒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异，病毒变异是否

影响它的致病性和传播力等问题产生很多疑问，科

技日报记者带着这些问题咨询了多位基因组学领

域和病毒学领域的学者。

病毒变异常见，“质变”还
未到来
“病毒变异是非常常见的，每个毒株的病毒序

列都或多或少有所不同。”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戈

分校医学中心副教授李克峰介绍，病毒毒株之间的

不同和“千人千面”有着相似的道理。

日前，论文《关于 SARS-CoV-2的起源和持续

进化》在对百余株新冠病毒毒株的全基因组序列比

对后发现，病毒在基因组上一个蛋白编码位点的突

变形成了两“组”，被媒体称为“亚型”。“目前看，这

个程度的变异造成的差异不足以叫‘亚型’，叫分枝

（clade）比较合适。”有病毒专家表示，“亚型”有独特

的意义，不同病毒的定义不一样，不是只要有一两

个突变就可以分出“亚型”。

相关专家表示，这个病毒刚刚发生还没多久，

不可能有太大的变化，根据对病毒现有的认知，病

毒的变异速率大约为每年 1000 个碱基中发生 1 个

碱基的变化，只有在关键位点的变化才能导向突出

的变异。

针对新冠病毒变异会不会影响疫苗研发的问

题，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周琪

回应称，目前，病毒变异并没有影响到药物研发、

抗体制备和疫苗制备。在病毒变异的过程里面

我们需要更多案例，也需要更多深入研究。目前

研究人员正在积极地观测病毒变异程度、布局科

研项目。

序列共享，实现真正的大
数据挖掘

目前的基因序列对比研究的样本量大多为百

余例左右。李克峰认为，研究样本量太少，并不能

说明是什么时候变异的以及是否在武汉变异的。

此外，对于冠状病毒样本的数据挖掘，还应该

注重代表性，例如该论文选用的数据中，武汉样本

多是元旦前后，1 月底前后的样本多集中于国外，

还有少部分 1 月中旬的广东、云南的样本数据，分

散的数据很难讲通病毒繁衍、进化、传代的“故事”。

“数据数量的严重缺乏，很可能造成片面的分

析结果。”一位国家科学数据中心负责人介绍，据国

家生物信息中心（国家基因组科学数据中心）建立

的 2019 新冠病毒信息库发布的统计，目前全球公

开的新冠病毒序列有 283 条，其中只有 200 个全基

因组序列。这对于数据挖掘的需求而言相当于“杯

水车薪”。

看懂病毒“习性”，需与临
床数据关联研究

上述论文中提到，新冠病毒可以分为 S 型和 L

型，前者更具侵略性，后者更温和。李克峰认为：

“目前而言，病毒习性是没法根据病毒的基因序列

单独判断。科学家试图探索病毒的蛋白与宿主受

体结合程度来作为病毒传播力的一个判断依据，但

是其致病力目前还未找到共性规律。”

一个病毒是否“凶猛”，是不是个“暴脾气”，该

如何推论？

“该论文运用序列分析软件，对新冠病毒基因

的差异进行分型，进而得到每种基因分型和患者临

床表现的关联性，我认为这只能是推测性结论。”美

国堪萨斯大学医学院教授董亚峰认为，把病毒变异

分型后，还需要与患者的临床数据进行关联性分

析，才有现实意义。

“找基因的变异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但难

度比较大。在几万个患者的基因中找到变异的

片段，相当于大海捞针。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必

要把每位患者的基因做测序，从而发现基因变

异。通过选择特殊病人、不同流行病学史或不同

地域的患者进行基因测序，以加快寻找变异的基

因。”董亚峰解释，比如一些特殊患者，其核酸检

测一直是阴性，但 CT 影像等临床数据倾向于阳

性；治疗后核酸转阴又转阳性的患者，通过对这

些特殊患者的基因序列分析，与普通患者作比

较，会更高效找到基因变异片段。

寻找新冠病毒的变异不仅表明人类对新冠病

毒的认识深度，还有很多现实意义。董亚峰介绍，

比如检测试剂盒出现阴性可能是由于某些基因片

段特定区域突变，从而检测不到。通过发现基因变

异，还可以设计出更好的核酸检测试剂盒；再比如，

通过把变异和非变异基因患者的临床数据做统计

分析，可以将基因变异与病情的发展、愈后等指标

做关联分析，进而指导更有效的精准治疗。

“不同变异的病毒可能临床症状完全不同，如

果能找到规律将对临床有指导意义。”董亚峰强

调，科学研究意义不仅在发现不同，更要注重临

床应用。

新型冠状病毒变异成两个“亚型”？并非实锤！
本报记者 张佳星

带氯字消毒剂均可用

于新冠消杀？左氧氟沙星

可防止新冠病毒从眼部感

染？红外线测温仪对身体

有害？新冠肺炎疫情暴发，

一些关于疫情的传言也似

病毒一样开始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