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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战“疫”行动

疫苗公平，是人类社会当前面临的最严

峻的道德考验。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日前表示，当前

疫苗接种存在地区严重不均衡、不公平现

象，10个国家的疫苗接种量占全球总接种量

的 75%，而 130 多个国家迄今还没有开始接

种新冠疫苗。

如 果 允 许 新 冠 病 毒 在 不 发 达 地 区 肆

虐，不断变异的病毒或将出现更易传播、更

为致命、使目前疫苗和诊断都失效的状况,

这也意味着疫情的延长、全球经济复苏的

延缓。

只有国际社会加强团结以确保疫苗的

充足供应、公平分配，建立对疫苗的信心，我

们才有可能战胜新冠病毒。中国，就在以实

际行动促进疫苗公平分配，让疫苗成为各国

人民用得上、用得起的公共产品。

真正成为“人民的疫苗”

向应对疫情能力薄弱的国家和地区提

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是国际社会当前面临的

最紧迫任务。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警告称，全

球范围内新冠肺炎疫苗不公平分配将造成

严重影响，他期望各国行动起来，全力实现

在今年前 100天内为所有国家优先人群接种

疫苗，并且高度重视“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

划”运行面临的困难，特别是 2 月、3 月存在

的巨大供苗缺口。

古特雷斯近日则提议二十国集团牵头

成立一个紧急特别工作组，以“全球疫苗接

种计划”去凝聚科学知识、生产能力和资金

支持。

而获任命担任世界贸易组织（WTO）总

干事的恩戈齐·奥孔乔-伊韦阿拉说，她的当

务之急就是确保世贸组织有更多作为，让所

有国家特别是贫困国家都能平等地获得疫

苗、治疗和诊断，而且能负担得起。

关键时刻见担当。

17 日，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王毅发

表讲话。王毅说，中方开展新冠疫苗国际

合作，从不谋求任何地缘政治目标，从不

盘算获取任何经济利益，也从不附加任何

政治条件。我们想的最多的，就是让疫苗

成 为 各 国 人 民 用 得 上 、用 得 起 的 公 共 产

品，真正成为“人民的疫苗”。中方将继续

同各方共同努力，加强在疫苗、防控等各

领域合作。

当前世界需要“言出
必行”

18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

问：春节假期期间中方仍在陆续对外提供疫

苗，能否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对此，外交

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中方言出必行，一直

在切实践行习近平主席的重要宣示，致力于

将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促进疫苗在发展

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

自去年 5 月我国宣布，中国新冠疫苗研

发完成并投入使用后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

为实现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担

负性作出中国贡献，我们的首批对外援助新

冠疫苗已于本月初转交巴基斯坦，援助文

莱、尼泊尔、菲律宾、缅甸、柬埔寨、老挝、斯

里兰卡、蒙古、巴勒斯坦、白俄罗斯、塞拉利

昂、津巴布韦、赤道几内亚等发展中国家。

截至 18 日，中国已向 53 个提出要求的发展

中国家提供疫苗援助。

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 12日表示，中

国政府向津巴布韦捐赠新冠疫苗，给正在进

行抗疫斗争的津巴布韦政府和人民带来希

望，津政府和人民对这一拯救生命的善举深

表感谢。姆南加古瓦说，这批疫苗可满足 10

万人、每人 2剂的接种需求，中国也是首个向

津巴布韦捐赠疫苗的国家。

菲律宾一名政府高级官员当地时间 11

日表示，该国本月将收到中国捐赠的 60万剂

科兴研发的新冠疫苗。菲律宾总统发言人

哈里·罗克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批

疫苗确定将于 2月 23日抵菲，其中一部分将

提供给军队官兵，其余将提供给医务工作

者。

墨西哥《宇宙报》当地时间 10日消息称，

墨西哥外交部部长埃布拉德表示，第一批中

国军事医学研究院和康希诺公司联合研发

的新冠疫苗，11日运抵墨西哥克雷塔罗的药

物实验室进行包装，墨联邦预防卫生风险委

员会已批准紧急使用两款中国研发的新冠

疫苗，分别是由中国军事医学研究院和康希

诺公司联合研发的腺病毒载体疫苗以及中

国科兴公司研发的新冠疫苗。

中国在促进全球疫苗
公平分配上作用显著
“隧道尽头的光芒”“安全可靠，值得信

赖”“在我们最困难也是最需要的时刻到

来”……这是来自国际社会对中国疫苗的评

价；国际知名医学期刊《柳叶刀》的“中国疫

苗能快速诱发免疫反应，提供足够保护”，是

对中国疫苗安全性和有效性的认证。

美国《华盛顿邮报》16 日发表一篇观察

报道，文章称，中国疫苗助力更多国家抗击

新冠。

该文章举了一个普通人的例子，表达秘

鲁与从北非到安第斯山脉的发展中国家一

道，正在期待中国提供帮助。在中国实验室

研制、目前在全球分配的疫苗可能会解决一

个大问题：如何给他们的人民接种疫苗，特

别是当大国和富国在获取西方疫苗将他们

推到后面时。世界银行也表示，中小型发展

中国家在达到“广泛”疫苗接种方面最终可

能会落后于大型发展中国家和发达经济体 6

个月至 1 年。这种差距可能会使疫情，以及

痛苦的经济影响在这些国家肆虐的时间远

远超过能够承受得起的时间。而中国的国

药集团和北京科兴公司已经开始在全球分

发疫苗。科兴公司已经有了包括印度尼西

亚、巴西、泰国和土耳其在内的客户；接受国

药集团疫苗的国家更广泛，包括埃及、柬埔

寨、塞内加尔和秘鲁。

英国驻华大使吴若兰近日亦指出，疫苗

是抗疫非常重要的方面，各国需要共同努力

以确保发展中国家可以获得公平的疫苗供

应，而中国在这方面发挥的作用非常重要。

反之，“疫苗民族主义”却将减缓终结这

场大流行的进展并削弱所有国家（无论穷

富）的经济增长。

奥孔乔－伊韦阿拉说，研究显示，如果

贫困国家不能让国人迅速接种新冠病毒疫

苗，那么全球经济产出可能损失 9 万亿美

元，而大约一半的后果将由富裕国家承受，

“基于人类健康和经济两方面考虑，现在还

奉行民族主义将给国际社会带来非常大的

损失。”

毕竟，病毒没有国界。

促进全球公平分配 中国贡献“人民的疫苗”
助 力 更 多 国 家 抗 击 新 冠 疫 情

图为科兴中维的
工作人员在包装车间
展示西林瓶包装新冠
病毒灭活疫苗（资料
图片）。

新华社记者

张玉薇摄

科技日报北京2月21日电（记者刘霞）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近日报道，《科学》杂志

发表社论，呼吁全球努力研发通用冠状病

毒疫苗。

人类疫苗项目负责人韦恩·科夫和全球

疫苗联盟负责人塞思·伯克利表示，新冠肺

炎疫情远未结束，但人类现在拥有了多款

疫苗，接种人数也与日俱增。尽管如此，

“更毒和更致命的冠状病毒可能正对人类

虎视眈眈，因此，人类需要一种通用的冠状

病毒疫苗。”

新冠病毒所属的冠状病毒家族成员众

多，它们会影响包括人类在内的哺乳动物。

至今为止，医学界确认可以感染人类的冠状

病毒有 7 种，其中对人类没有生命威胁的普

通型人类冠状病毒有 4 种，人类上呼吸道轻

度感染者中，就有 30%左右由普通冠状病毒

引起。剩下 3 种则属于高危型人类冠状病

毒，能广泛传播引起流行疾病。新冠病毒是

其中之一，另外两种分别是重症急性呼吸综

合征病毒（SARS）和中东呼吸综合征病毒

（MERS）。

科夫和伯克利称，新冠病毒有可能发生

变异，降低目前疫苗的有效性，甚至使其失

效。此外，其他冠状病毒在物种间传播的可

能性也越来越大。

他们解释说：“现代农业活动、病毒演化

及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意味着人们遇到

以前与世隔绝的动物种群的风险越来越大，

而这些动物身上可能寄生着拥有大流行潜

力的新菌株。人口迁移、人口增长、城市化、

跨国旅行以及气候变化趋势加剧，病毒暴发

升级为大流行病也变得更容易。”

另一方面，生物医学研究、计算机和工

程科学领域的进步开创了疫苗研发领域的

新纪元。

高 性 能 超 级 计 算 机 可 以 帮 助 识 别 新

的“抗原”——诱导免疫反应的关键病毒

蛋白，这是疫苗的“秘密武器”。科学家们

也可以借助动物冠状病毒基因序列数据

库模拟冠状病毒的演化模式，研究免疫系

统如何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衰退从而改进

疫苗设计。

他们强调说：“这需要全球努力，我们需

要一个路线图来规划核心科学问题，也需要

制订资助与信息、数据和资源分享的框架。

这并非易事，但如果我们等待下一个冠状病

毒出现再努力，那可能为时已晚。”

《科学》发表社论呼吁：

国际科技界应努力研发通用冠状病毒疫苗

国际聚焦

艾滋病病毒疫苗一期临床成果显著
国 际 艾 滋 病 疫 苗 倡 议 协 会 和 Scripps

研究所宣布，一种新型艾滋病病毒疫苗的

第一阶段临床试验已产生了很有希望的

结果——在接种疫苗的参与者中，有 97%

发现了有针对性的免疫反应。这一成果源

自多年前的假设：为了诱导“广泛中和抗

体”的出现，必须通过触发正确的 B 细胞开

始这一过程。由此也证明了一种“HIV 新

疫苗概念”，这一概念也可以应用于其他病

原体。该里程碑式的研究向人们表明：诱

导“广泛中和抗体”来抗击 HIV 感染是切实

可行的。

科“星”闪耀

第三代太阳能电池效率显著提升
钙钛矿太阳能电池，是利用钙钛矿型的

有机金属卤化物半导体作为吸光材料的第

三代太阳能电池，近日一组国际联合团队报

告成功制造了钙钛矿/硅双层单片电池。在

室外条件下，双面串联太阳能电池实现超出

任何商用硅太阳能电池板的效率。这也是

首次通过实验清晰证明了双面串联装置效

能优越的证据。

蓦然回“首”

罕见希格斯玻色子衰变首证发现
自 2012 年首次“现形”以来，希格斯玻

色子便令无数科学家趋之若鹜去研究其

特性。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科学家近日

发 现 了 希 格 斯 玻 色 子 衰 变 为 两 个 轻 子

（带相反电荷的电子或μ子对）和一个光

子——“达利兹衰变”的首个证据，这是研

究人员在大型强子对撞机上发现的最罕

见的希格斯玻色子衰变之一，有助科学家

发现新物理学。

第九十九号元素锿基本化学性质首次
揭示

锿元素并非自然存在于地球上，只能通

过专门的核反应堆微量生产。近日美国研

究人员首次揭示了元素周期表中最神秘且

最重的元素之一——锿的基本化学性质。

这一成就使化学家们离发现所谓的“稳定

岛”更近了一步。“稳定岛”意味着元素的维

持时间足以进行研究和使用。

技术刷新

机器学习成功模拟并预报流感传播
美国科学家团队报告称：对匿名手机数

据进行基于机器学习的分析，可以成功模拟

并预报病毒性疾病——流感的传播。现阶

段研究显示，这个移动地图能够准确预报纽

约市和澳大利亚的流感传播情况，证明了利

用手机数据预报流行病传播的潜力。未来

或有潜力对新冠肺炎进行监控。

石墨烯-钙钛矿新型X射线探测器问世
近日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的研究人

员通过使用 3D 气溶胶喷射打印，开发了一

种生产高效 X 射线探测器的新方法。这种

新型探测器可以很容易地集成到标准微电

子设备中，从而大大提高了医疗成像设备的

性能。

奇观轶闻

看似恢复的白化珊瑚“内在”依然病着
气 候 变 化 造 成 的 海 洋 热 浪 越 来 越 频

繁，对世界上的珊瑚礁构成了严重威胁，但

当它们“外貌”看似恢复了，实际上却依然

病着。美国科学家团队发现在白化事件发

生 4 年后，即使珊瑚已经看起来恢复了，但

在珊瑚中依然能检测到生理机能改变。研

究结果或对珊瑚礁的保育和管理具有借鉴

意义。

（本栏目主持人 张梦然）

国 际 要 闻 回 顾
（2月8日—2月21日）

科技日报北京 2月 21日电 （记者冯
卫东）据《自然·通讯》日前报道，英国研究

人员拍摄了有史以来最高分辨率的单个

DNA（脱氧核糖核酸）分子图像，揭示了

DNA 在细胞内塞满并扭曲时可能具有令

人惊讶的活性。这项新研究或有助于加速

新基因疗法的发展。

科学家以前使用显微镜观察 DNA 及

其扭曲的梯状构型，但这些仅限于分子的

静态视野。科学家无法看到的是，强烈的

DNA 卷曲如何影响其双螺旋结构。通过

将原子力显微镜与分子动力学计算机模

拟相结合，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利兹大学

和约克大学组成的联合研究小组绘制和

观察了 DNA 单链中每个单个原子的运动

和位置。研究人员拍摄的视频以前所未

有的细节展示了当 DNA 挤在细胞内部

时，施加于其上的应力和应变如何改变其

形状。

每 个 人 类 细 胞 都 含 有 两 米 长 的

DNA，为了适应我们的细胞，它已经进化

为扭曲、转动和卷曲结构。这意味着环状

DNA 在基因组中无处不在，其扭曲结构

与对应的松弛结构相比显示出更多的动

态行为。

研究小组研究了 DNA 微圆环，该分

子的两端连接在一起形成一个环。处于

松弛位置（即无扭曲）的 DNA 微圆环的显

微图像显示出很少的运动，当给 DNA 加

倍的扭曲时，它突然变得更加动态，可以

看出其采用了一些非常奇特的“舞蹈”动

作。这些动态的行为可能会在帮助 DNA

找到结合伴侣并促进生长方面起到重要

的作用。

以前的研究表明，DNA 微圆环是健

康和衰老的潜在指标，并且可以作为疾

病的早期标记。由于 DNA 微圆环可以

扭曲和弯曲，因此它们也可以变得非常

紧凑。研究人员表示，能够如此详细地

研究扭曲和紧缩的 DNA 微圆环如何挤

入细胞，或将导致开发出全新的医学干

预措施，包括改进基于 DNA 的诊断和治

疗方法。

上世纪 50 年代，沃森和克里克合作

发现 DNA 双螺旋结构的分子模型，该研

究成果标志着分子生物学的诞生，因此也

被誉为 20 世纪以来生物学领域最伟大的

发现之一。此后几十年中，对于 DNA 分

子的研究日益深入，分子遗传学、分子免

疫学等细分领域逐渐发展起来。最新研

究对 DNA 分子的认知又深入推进一步，

使 科 学 家 可 以 凭 借 更 高 的 分 辨 率 了 解

DNA 的神奇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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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刘霞）据美国《科

学》杂志网站近日报道，一个国际科研团

队在最新一期《自然》杂志撰文称，他们

近日对迄今已发现最古老的 DNA 进行了

测序。这些 DNA 源自一只生活于 120 万

年前的猛犸象，此前已测序最古老 DNA

源于一匹生活于 75 万年前的马。最新研

究不仅揭示了猛犸象的一个新谱系，也有

助于科学家们进一步洞悉猛犸象的演化

历程。

在大多数环境下，遗传物质会很快

分 解 ，但 深 埋 于 永 久 冻 土 中 的 生 物 的

DNA 可以保存很长时间，因为冰冻环境

减 慢 了 化 学 物 质 降 解 的 速 度 。 上 世 纪

70 年 代 ，俄 罗 斯 古 生 物 学 家 安 德 烈·谢

尔在西伯利亚东北部发现了大量冰冻遗

迹，其中包括 3 头猛犸象的遗迹。根据

周围岩石中磁性物质的方向和埋在旁边

的啮齿动物的类型，研究人员估计这些

猛犸象生活在大约 120 万年前、100 万年

前和 70 万年前。

在最新研究中，美国和瑞典科学家

从每头猛犸象的臼齿上提取了大约一撮

盐大小的样本，并试图提取出 DNA，不

过，时间已将这些 DNA“蹂躏”成数十亿

个短小的片段序列。为把这些片段拼在

一起，研究人员使用了先前已测序大象

和更年轻的猛犸象遗骸的基因组作为参

考，随后他们绘制出年长猛犸象和大象

之间的关系图，并估算出了它们的基因

“分道扬镳”所需时间，得到的这些猛犸

象的生活年代与俄罗斯科学家采用的方

法相吻合。

3 只猛犸象中，最年轻的猛犸象大约

生活于 70万年前，是已知最古老的长毛猛

犸象之一。第二只猛犸象的年龄约为 100

万岁，是草原猛犸象，是长毛猛犸象的直系

祖先。第三只猛犸象约有 120 万年历史，

属于一个以前不为人所知的谱系，研究人

员根据发现地点附近的一个村庄将其命名

为“克莱斯托夫卡”。

研究人员表示，最新研究表明，他们

能对 100 万年前的古老 DNA 测序，从理

论上讲，也有可能对和永久冻土本身一样

古老的、拥有 260 万年历史的 DNA 进行

测序。

120万年前猛犸象成就最古老DNA测序结果

科技日报讯 （记者董映璧）俄罗斯科

学院远东分院国家海洋生物学研究中心科

研人员从鱿鱼肝中分离出一种多不饱和脂

肪酸的高活性化合物。动物实验表明，该

化合物可促进神经元恢复并抑制颅脑外伤

后的炎症反应，显示出对颅脑损伤有很高

疗效。该项科研成果近日发表在《科学报

告》杂志上。

颅脑外伤被认为是最危险的伤害之

一，因为它可能导致认知、身体和心理功能

受损。同时，大约 80％的病例为轻度损

伤，伴有长时间的神经炎症（脑部炎症），患

者本身几乎不能发现这种炎症。在这种情

况下，缺乏及时的治疗会导致复杂的病理

状况，比如神经元死亡、注意力不集中、持

续头痛以及肌张力减弱等。

医学发现，小胶质细胞负责颅脑外伤

的炎症反应。受伤后，免疫反应被激活，小

胶质细胞开始在受影响区域恢复。然而，

在严重的情况下，由于过度的炎症，免疫反

应加剧了疾病的进程。因此，需要使用补

充药物来影响小胶质细胞、调节促炎细胞

活性。

俄科研人员在研究源自海洋生物的

化合物中发现，Synaptamide 是一种类似

于神经递质的代谢产物，其可促进新神经

细胞和突触的形成以及轴突的延长，即轴

突将信号从神经元传递到链中其他细胞

的过程。

为了获得突触酰胺，研究人员使用了

从鱿鱼肝脏中获得的多不饱和脂肪酸浓缩

物，并进一步合成了二十二碳六烯酸。二

十二碳六烯酸是神经组织细胞膜的一部

分，正是新药物的最主要成分，用于消除颅

脑外伤的后果。

俄科研人员在大鼠实验中对新药物

进行测试研究。研究人员跟踪了大鼠焦

虑的变化情况，并测试了其长期和短期记

忆。实验发现，Synaptamide 可改善大鼠

长期记忆并减轻焦虑，还能够抑制促炎性

小胶质细胞的活性，降低促炎性细胞因子

的水平。

俄从鱿鱼肝分离出治疗脑外伤药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