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 8日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

斯总统普京通电话。习近平代表中国政府和

中国人民就 5月 9日苏联卫国战争胜利 75周

年向普京和俄罗斯人民致以热烈的节日祝

贺。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还就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话题进行了交谈。这是在不到两个月

的时间里，两国元首就更好开展疫情防控合

作交流协调的第三次通话，充分体现了中俄

政治关系的高水平，也向国际社会传递了中

俄两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世界

各国一道风雨同舟、携手抗疫的信心。

互助防疫物资

2 月初，在我国抗疫关键时期，俄方迅速

伸出援助之手，派专机向重灾区武汉运送了

23 吨的医疗救援物资。而在我国成功控制

了国内疫情后，迅速向俄方伸出援助之手，尽

最大努力为俄提供口罩、防护服和外科手套

等急需医疗物资。4月 2日，中国政府援助俄

方的首批 25.5吨抗疫物资运抵莫斯科。

普京总统曾在 4月 20日的一次俄卫生和

流行病情况视频会议上感触地说：“当中国 2

月份遭遇困难时，我们送过去 200万个口罩，

如今我们已通过各种渠道收到了 1.5 亿个来

自中国的口罩。”除了口罩，普京还提到了

200 万套从中国进口的防护服。俄罗斯工贸

部部长曼图罗夫曾表示，俄方每天可生产

800万个口罩，每天还要从中国进口 400万至

450万个口罩以满足医护需求。

互派防疫专家

2 月初，俄罗斯防疫专家组到我国进行

实地考察和防疫指导。俄方专家组还在我国

检验了由俄“矢量”国家病毒学与生物技术研

究中心开发的新冠病毒检测试剂，使俄方对

自己的检查技术心里有底，为俄方后来的疫

情防控提供了大力支持。4 月 11 日至 18 日，

中国政府派出医疗防疫专家组赴俄，在莫斯

科与俄同行交流分享经验。

在一周多的时间里，中国专家组与俄有

关主管部门及多家新冠肺炎定点医院的同行

和防疫专家，就确诊患者收治标准、轻重症患

者治疗方案，以及病毒检测方法、标本采集方

式、病人入院和出院标准等交流了经验。专

家组还通过在线视频向旅俄中资企业、留学

生、华侨华人讲解了疫情防控的相关知识，集

中解答在俄同胞的防疫关切。俄方官员和防

疫专家对中国防疫经验、对专家组的专业水

准也都给予了高度评价。

官民互相支持

我国暴发疫情后，俄社会各界掀起了支

持中国的热潮。俄国家杜马第一副主席梅利

尼科夫说，中国人民在疫情面前表现出的团

结力、凝聚力让我们感动。俄罗斯驻华大使

杰尼索夫、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等官员

通过视频为中国加油。俄罗斯亚洲工业家与

企业家联合会主席曼克维奇表示，我们对中

国人民感同身受，对受难者亲人表示深深地

哀悼，祝愿所有患者早日康复。俄罗斯柴可

夫斯基音乐学院师生演奏曲目《一条大河》和

《喀秋莎》表达对中国的支持。2月 10日，《俄

罗斯报》整版推出“中国加油 我们在一起”的

彩色海报，声援中国抗击疫情。全俄广播电

视总公司“俄罗斯—1”电视频道、《劳动报》

《共青团真理报》等主流媒体也积极报道了我

国抗疫取得的成功。

近期，俄罗斯各大媒体发表了多篇中国

驻俄罗斯大使张汉晖的署名文章，为两国战

“疫”鼓劲打气。其中，在 3 月 22 日发表于俄

罗斯《生意人报》的署名文章《命运与共，大道

不孤》中说：在抗击新冠肺炎的路上，我们认

识了真正的朋友，无比珍视那些真挚的关爱

与支持。我们坚信，友谊之花经历风雨洗礼

和灾难考验之后会开得更加灿烂，人间大义

在冰与火的淬炼中，将愈加坚韧和恒久。

在 5 月 9 日卫国战争胜利纪念日来临之

际，张汉晖大使携中国驻俄罗斯使馆青年外

交官制作了中俄文视频，向俄罗斯人民致以

节日的祝贺，并为俄全国上下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加油！

正如习近平主席 5 月 8 日与普京总统电

话交谈时所指出的那样，相信在中俄和国际

社会共同努力下，我们一定会战胜各种病毒，

取得这场战争的最终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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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12日，中国政府赴俄罗斯抗疫医疗
专家组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第 40临床医院
与俄专家就新冠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治等问题
展开交流。

当天，中俄专家就新冠患者收治标准、
ICU 重症患者诊疗方案、定点收治医院间协
作机制、一线医护人员安全防护与检测、流行
病学调查研究、新冠病毒发展趋势等问题交
流经验。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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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战“疫”行动

5 月 9 日是苏联卫国战争胜利 75 周年

纪念日。在这场残酷的战争中，苏联人民

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苏联的科学家为战争

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从数学、物理学

到化学和医学等科学领域，苏联科学家在

战争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有力地支撑

了战事的发展，帮助前线解决了大量棘手

任务。

苏联科学院院长谢尔盖·瓦维洛夫曾

说：“几乎所有军事装备、军服、军事材料和

药品的每个细节都是科研成果的结晶。”从

战争爆发的第一天起，苏联科学家的工作方

向就被确定了。苏联科学院在 1941 年 6 月

23日紧急召开的扩大会议上决定，科学院所

有研究方向都转向战争课题，全力为苏军和

前线服务机构提供一切必要的技术解决方

案。解决防御问题、设计国防装备、向工业

提供科学帮助等成了苏联科学院的主要工

作方向。

研发救命的青霉素

著名微生物学家季娜伊达·叶尔莫利

耶娃为挽救苏军将士的生命作出了难以估

量的贡献。在那场空前的历史浩劫中，很

多战士不是死于战斗中负的伤，而是死于

受伤后的血液中毒。为此，当时苏联科学

家提出的主要任务是：在最短时间内从苏

联国内原材料中获得青霉素，并将这种抗

生素实现量产。

叶尔莫利耶娃在此之前已经拥有前线

的工作经验。在 1942 年的斯大林格勒战役

期间，她成功地阻止了霍乱和伤寒在苏军中

的暴发和传播，为苏联红军最终在这场战略

性会战中夺取胜利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返

回莫斯科后，叶尔莫利耶娃领导研发青霉素

的工作。这种抗生素需要从独特的霉菌中

提取。苏联科学家到处寻找这种宝贵的霉

菌，最终在莫斯科防空洞的墙壁上发现了

它。1943 年，在叶尔莫利耶娃的领导下，苏

联开始大量生产青霉素。统计数据完全能

够证明青霉素的高效性，从开始广泛使用新

药后，苏联红军中伤病员的死亡率下降了

80%，截肢人数也下降了 25%，这意味着大量

战士可以避免落下终生残疾并可重返岗位

继续服役。

舰艇消磁防水雷攻击技术

战争刚一爆发，希特勒的军队就开始在

苏联海军的军港基地出海口和主要海路上

布置大量鱼雷。1941 年 6 月 24 日，苏联“格

涅夫内”号驱逐舰和“马克西姆·高尔基”号

巡洋舰在芬兰湾被纳粹德国的磁性水雷炸

毁。研发有效防磁性水雷保护苏联舰艇安

全的任务就落到了列宁格勒物理技术学院

的身上，著名苏联科学家伊戈尔·库尔恰托

夫和阿纳托利·亚历山德罗夫领导该项工

作，这两位科学家后来成为了苏联核科学技

术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1941 年 8 月，苏联海军的主要舰艇消磁

以后都可以防止磁性水雷的攻击。苏联船

只使用列宁格勒科学家发明的方法消磁后，

没有一艘船被德军磁性水雷炸毁。这不仅

保护了几百艘船，而且挽救了几千名船员的

生命，希特勒的军队企图将苏联海军封锁在

海港里的计划失败了。

电焊技术在扩大车辆生产方面发挥了

巨大作用。叶夫根尼·帕通在电焊方面作出

了巨大贡献。他的科研成果可以使焊剂在

真空下实现焊接，这使得苏联坦克的生产速

度提高了数 10倍。

航空数学成果改变飞机构造

数学帮助苏联红军解决了大量难题。

卓越的数学家姆斯季斯拉夫·克尔德什在解

决与飞机构造振动有关的问题方面作出了

巨大贡献。20 世纪 30 年代，航空数学的一

个亟待解决的难题是：由于飞机构造存在振

动现象，当飞机速度加大时，飞机的部件甚

至飞机整体都会在数秒内解体。克尔德什

创造了颤振的数值计算法，并据此改变了苏

联飞机的构造以防颤振现象。自此后，苏联

航空业在速度发展道路上的重大技术障碍

被排除。

另一个异常复杂的问题与三轮起落架

飞机的前轮自激振动有关。即在一定的条

件下，飞机起飞和着陆时，其前轮开始左右

摆动，这会导致飞机损毁。克尔德什成功地

找到了消除这种振动的解决办法。

石油勘探与液氧生产技术

当苏联大片领土被纳粹德军占领后，

苏联面临着急需找到新油田和矿产的问

题。未来的科学院院士安德烈·特罗菲穆

克提出了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地质理论

截然不同的寻找石油的新思路。据此理

论，勘探工作者在巴什基尔发现了油田，

从而保障了向前线不间断地供应油料的

任务。

在战争期间，工业领域从空气中生产液

氧的需求迅速增加，尤其是在生产炸药时。

著名物理学家彼得·卡皮察领导的团队解决

了这一问题。

（国际科技传播联盟会员单位俄罗斯卫
星通讯社对本文亦有贡献）

科技为“二战”胜利提供了巨大支撑
——写在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 75周年之际

本报驻俄罗斯记者 董映璧

5月 9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人们在红场观看和拍摄卫国战争胜利日空中阅兵。
新华社发（亚历山大摄）

科技日报巴黎5月 10日电（记者李宏
策）5月7日，位于法国上莱茵省科尔马市的阿

尔贝·施韦泽医院医学影像部门负责人向法

国新闻网透露，通过进一步检查，该院去年12

月 2 日收治的一名男性患者确诊为新冠肺

炎。这一消息将法国新冠肺炎患者首例出现

时间再次前推。

根据阿尔贝·施韦泽医院 7 日发表的公

告，该院医学影像部负责人米歇尔·施密特

医生重新研究了过去半年来拍摄的胸片底

片，时间自去年 11 月 1 日至今年 4 月 30 日，

总计 2456 张。其研究发现，去年 11 月至 12

月之间共有 15 例带有典型新冠肺炎症状的

疑似病例，最早的疑似病例可追溯到去年 11

月 16日，而直到今年 2月底类似病例的数量

一直在缓慢增长，之后则进入快速上涨阶

段，并在 3月 31日达到峰值。

目前，该院正在对早期的 15个疑似病例

开展更多分析和进一步检查。施密特医生

对法国新闻网表示，通过新冠病毒检测，已

经证实其中一名于 12 月 2 日入院的疑似病

例确诊患新冠肺炎。该男性患者 57岁，住院

约一周时间，目前身体状况良好，尚不清楚

他是如何感染该病毒的。

阿尔贝·施韦泽医院所在的大东部大区

是法国最早发现新冠肺炎聚集性传染和疫

情最重的地区之一，而此前官方通报当地第

一例确诊病例是在 2月 27日。

对于去年 11 月 16 日的疑似病例，根据

《巴黎人报》对该院放射科医生的采访，他们

也认为该患者的胸部影像符合新冠病毒感

染病例的特点。法国放射科医生协会主席

让-菲利普·马松医生对此表示：“这份肺部

影像有 4处病变特点与新冠病毒感染病例的

特点相符合。这几种病变特点在轻症和重

症、有症状和无症状感染者的肺部都有发

现，因此认为这位患者感染了新冠病毒，这

个结论是相对可信的。”

阿尔贝·施韦泽医院与法国国家科学研

究中心已经建立合作，就此进行流行病学分

析，而研究要深入下去还有赖于更多的生物

数据与住院病历的支撑。

另外，医学期刊《国际抗菌剂杂志》于 5

月 3日上线刊发论文《新冠病毒 2019年 12月

底已在法国传播》，通过回溯性检测，证实一

名男性病人于去年 12 月 27 日因新冠肺炎住

院。论文指出，由于这一病例与中国缺乏关

联，并且在发病前没有临近旅行史，表明新

冠病毒可能在去年底已在法国传播。由此

也可推测，在今年 1 月期间法国或存在大量

无症状感染者，他们造成了病毒的进一步扩

散。论文还称，这一发现改变了对于法国新

冠肺炎疫情发展的认知，此前相应的研究模

型需要就此作出调整。

针对该论文，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

技术主管玛丽亚·范·科霍夫 6 日表示，需

要此病例的更多信息，以确定其过往经历，

法国有可能于 12 月就已有确诊病例，重要

的是进一步研究相关情况。世卫组织卫生

紧急项目负责人迈克尔·瑞安表示，期待世

界其他研究人员的进一步调查，也许会发

现类似的情况，同时也期待通过同行评议

的论文，从而可以看到验证过的测试并讨

论其结果。

不要互相抗议，要共同抗疫。世界卫生

组织说，有信服力的回溯研究，也许能让疫情

的全貌变得更加清晰。法国首例新冠肺炎病

例出现的时间可能是在去年 12月初，这位如

何染上的病毒，他的密切接触者有没有感染，

如果对这一病例进行流行病学追踪，会不会

有新的发现？新冠病毒如今正在世界蔓延，

它如何进入人类群体，如何发展成今天的样

子，未来会不会卷土重来……对人类命运共

同体来说，病毒的溯源，是一个科学问题，也

是一幅全景画，要全世界共同完成这拼图。

法国新冠肺炎患者首例出现时间再次前推

俄罗斯 Biocad生物技术公司总经理德米

特里·莫罗佐夫表示，研制新冠病毒疫苗至少

需要一年半。

德米特里·莫罗佐夫称：“工业生产通常

与临床试验同时进行，有些阶段是无法跳过

的，例如，如果我们测试疫苗对小鼠的防护效

果，最少需要等 30天。”

德米特里·莫罗佐夫表示，Biocad公司期

望至少在市场上推出两种冠状病毒疫苗。他

说：“Biocad公司与俄罗斯‘矢量’病毒学与生

物技术国家科学中心、俄罗斯实验医学研究

所合作，‘矢量’中心的疫苗正在进行动物试

验，我们认为，它们的研究工作最具前景。”

莫罗佐夫在回答 Biocad公司研制冠状病

毒疫苗的花费时表示：“我认为，初步阶段是

1000 万至 1500 万美元。这一数字可能根据

临床试验量而增加。”

他认为，针对新冠肺炎病毒的第一批疫

苗可以与抗流感或蜱媒脑炎的优质疫苗一

样，价值 1500 卢布（约合人民币 143 元）。他

初步评估称：“随着产量的增加，我们将达到

优质流感疫苗的普通价格水平。”

俄新冠病毒疫苗研发需时一年半

俄罗斯科罗廖夫萨马拉国立研究型大

学开发和制造出用于纳米卫星的智能控制

系统的样机，并计划 2021 年在实际飞行中

加以测试。

萨马拉大学太空教研室副教授安德列·
克拉姆利赫负责该项科研工作。他称，由他

们研发控制、导航和通信统一综合体能够在

轨道上的各种紧急情况下基于所嵌入的算法

做出独立决策。

安德列·克拉姆利赫说：“通常，纳米卫星

的星载系统（导航接收器、收发器、电源系统

等）各自独立运行，我们决定将它们连接到统

一系统中，该系统可不断地比较和评估其状

况。它能够基于所有变量集合，根据嵌入的

算法做出独立的决定。”他称，很难以现成的

解决方案将所有可能的情况嵌入“电子大

脑”，因此计算机将独立做出使用哪些传感器

数据以及将哪些数据排除在外的决定。

（本栏目稿件来源：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整编：本报驻俄罗斯记者董映璧）

俄开发出纳米卫星智能控制系统

近日，负责挥舞“核大棒”的美国战略司

令部发布推特，转述了现任司令查尔斯·理

查德的一段话：“无论今天和未来，我们面临

的威胁都是真实的，在这场疫情大流行期间

并没有改变。当我们继续寻求并提供一个

安全和有保障的世界时，其他国家则在继续

挑衅和不负责任地行事。”

同时，为了使其更加通俗易懂，美国战

略司令部还专门配发了三张图片：

第一张图题为“尽管美国有所克制，俄

罗斯和中国仍在积极扩大核能力”，画的是

所谓的中、美、俄三国未来几年部署的各种

核武器系统。

第二张图中，美国称过去 30年间其核弹

头储备下降了 85%，而中、俄等国的核威胁

却在持续上升。

第三张图美指责“竞争对手”违反核军

控协议，研究新型武器，并在新冠肺炎疫情

大流行期间开展武器试验，扰乱地区安全。

很明显，美战略司令部想通过这三张图

将美国包装成一个核威胁下受委屈的“弱势

群体”。但更明显的是，事实并非如此。

5 月 7 日，由参与“曼哈顿计划”的多位

科学家发起建立、主要关注全球核危机的美

国媒体《原子科学家公报》专门发表文章，直

指美战略司令部发布的图片内容错误太多，

“极具误导性”。

第一张图的主要错误有三。首先是对

比不公平，图中强调的是“未来能力”，却将

中、俄两国大量已经部署的武器系统纳入其

中，而已经部署的美国武器则被“顺便省略

了”，使其看起来处于弱势地位。同时，该图

将中国同一武器系统强行“一分为二”，例如

美国防部认为 DF-31AG 是“DF-31A 的增

强版”，但在图上却成为两个单独的系统。

更关键的是，该图并没有说明每个武器

系统的实际数量，武器系统多不代表核打击

能力强。比如，美国计划通过其 GBSD 项目

建造 400多枚陆基洲际导弹，可能“远比中国

拥有的所有洲际导弹都多”。文章认为，“美

国拥有的核武库绰绰有余，而且在未来几十

年内，仍将如此”。

第二张图也不准确。根据权威数据，从

1990 到 2020 年，美国的核弹头从约 21400 枚

减少到 3800枚左右，降幅是 82%。俄罗斯则

从 约 3.7 万 枚 减 少 到 4310 枚 ，降 幅 高 达

88%。相比美、俄，中国的核弹头数量一直很

少。所以，“美国的削减不是单方面的——

恰恰相反”。

第三张图则堪称“贼喊捉贼”。2019年 8

月，特朗普政府退出《中导条约》，并很快开

始研究并试射该条约禁止的中程导弹。相

比其他国家的可能违约，美国废约的行为更

为恶劣。美国在今年 2月份测试了洲际弹道

导弹，3月份测试了高超音速导弹滑翔体，这

些试验都在新冠肺炎疫情流行期间。

最后，图中称有些国家“对削减核武器

毫不在意”。事实上，俄罗斯作为美国在核

武库方面的主要竞争对手，遵守了削减核武

器的协议，并且愿意将《新削减战略武器条

约》“不附加任何条件”的延长五年，而特朗

普政府却在为续约设置各种障碍。

美战略司令部画图渲染中俄核威胁

美媒“吐槽”：错误太多 歪曲事实
本报记者 胡定坤

上图：中美俄三
国未来部署的各种
核武器系统满篇都
有错误。

左下图：美国称
在外部威胁上升的情
况下核弹头储备下降
了85%是错误的。

右下图：指责竞
争对手“三重罪”的
错误之处。

图片来源：《原
子科学家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