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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终盘点

病毒一直变异，打疫苗无用？

疫苗不白打，可建立基础免疫屏障

从德尔塔、拉姆达再到奥密克戎……过去 3 年，狡

猾的新冠病毒一次次更换“马甲”，这也给防疫工作增

加了不小的难度。很多人觉得，现在的新冠疫苗只是

针对当下流行的新冠病毒，病毒变异后疫苗就没用了。

对此，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世界卫生组

织疫苗研发委员会顾问邵一鸣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明

确表示，新冠疫苗不会白打。

邵一鸣表示，在新冠病毒变异株面前，新冠疫苗诱

导的中和抗体水平可能会有所下降，即疫苗的保护效

力可能会下降。不过，只要接种了，新冠疫苗就会为接

种者构建针对新冠病毒的基础免疫力。即便病毒变异

株逃脱疫苗防护屏障的能力变强了，仍然可以补打新

的变异株疫苗作为加强针。如此一来，加强针就可以

在已有免疫的基础上，快速激发出人体应对变异株病

毒的免疫保护力。

另据媒体报道，巴西圣保罗州布坦坦研究所曾经

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中国与巴西合作研发的克

尔来福新冠疫苗能够有效对抗在巴西、英国及南非出

现的变异新冠病毒。研究人员从已接种疫苗的志愿者

体内提取血清，将其与变异病毒一同置入培养皿，结果

显示血清中的抗体能够有效对抗变异病毒。

除此之外，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曾经发布的信息，从

全球对新冠病毒变异的监测情况看，尚无证据证明在

病毒变异株面前，现有新冠疫苗会失效。

早“阳”早安心？

感染后不会终身免疫，还需做好防护

近期，随着疫情防控政策调整，新冠病毒感染者数

量逐渐增多。“先阳为敬”“早阳早好”等言论成为社交

媒体高频词。有些网友表示，感染一次相当于打了一

次疫苗，与其每天焦虑自己是否“阳”了，还不如早“阳”

早安心。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表示，现阶段依旧要做好

个人防护，早“阳”早安心的观点是不对的。虽然感染

新冠病毒后 3 至 6 个月再次感染的几率小，但病毒还在

不断变异中，依旧存在二次感染的可能，不管是否感染

过都应做好防护。

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小汤山方舱

医院医疗专家李侗曾介绍，确实有些传染病得过一次

轻易就不会再得，比如麻疹、风疹、流行性腮腺炎、甲肝

等。

不过，新冠病毒属于另一种，人们感染一次并不能

获得终生免疫。新冠病毒变异速度快，容易从人体免

疫机制中逃逸，所以存在重复感染的可能。而且，同为

新冠病毒，不同毒株导致人们多次感染的能力也不

同。与德尔塔及之前的变异株相比，奥密克戎更容易

导致再次感染。

“尽量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晚感染、少感染。”李侗曾

表示，即使已经感染过新冠病毒，也还是要做好个人防

护，且感染后再接种新冠疫苗也很有必要。

抗原检测提取液含剧毒易炸物？

叠氮化钠已被高度稀释，含量极低

网传“测抗原的提取管中含有剧毒的叠氮化钠，且

容易爆炸”。虽然公众对叠氮化钠很陌生，但“剧毒”和

“爆炸”字眼，还是让不少人开始焦虑。他们担心触碰

到液体后会对身体造成伤害，也有人担心弃置抗原检

测废弃物时，会产生安全隐患。

其实，大部分抗原检测试剂盒主要由三部分组成，

分别是采样拭子、样本提取液和样本提取管。其中样

本提取液的作用是裂解病毒，使抗原被充分释放出

来。各种样本提取液的成分大致相同，一般都含有生

物缓冲溶液、表面活性剂、纯化水和防腐剂等。

“为了保证样本提取液可以被长时间存储、不变

质，生产者会在其中添加防腐剂，而叠氮化钠便是防腐

剂中的一种。”天津大学药学院教授张雁说，叠氮化钠

又名三氮化钠，是一种无机化合物，的确具有一定毒

性，但将其加入样本提取液中时，已经过高度稀释，因

此含量很低。如果不小心将该溶液接触到皮肤或眼

睛，立即用大量清水进行冲洗即可。

叠氮化钠虽无可燃性，但有爆炸性。固体形态的

叠氮化钠在高于其熔点的温度下或剧烈震动下可分解

爆炸。当其与金属、酸和氯化溶剂形成叠氮化物时，也

有爆炸危险。“但在抗原检测提取管中，叠氮化钠处于

水性状态，此时是没有爆炸风险的。”张雁解释道。

给鱼做抗原检测呈阳性？

鱼不会感染新冠病毒

今年年中，上海一女士团购抢到一条鲈鱼，后给鱼

做了新冠病毒抗原检测，结果显示为阳性。与此同时，

也有部分上海市民发视频表示，对买的鱼进行新冠病

毒抗原检测，结果也显示为阳性。

“新冠病毒抗原检测，检测的是新冠病毒膜外的蛋

白，如果给鱼进行该测试后结果呈阳性，那么就说明这

条鱼可能被新冠病毒污染了或者是出现了假阳性。”湖

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陈纯琪说，采购的鱼在捕捞、

宰杀、运输等各个环节，如果与新冠病毒感染者有过密

切接触，鱼就有可能被新冠病毒所污染，但新冠病毒不

可能感染鱼类。

“细胞表面有一系列受体，新冠病毒可以利用这些

受体附着在细胞上，ACE2受体就是其中之一。”陈纯琪

进一步解释道，鱼或者其他海鲜，它们都属于低等的非

哺乳类动物，尽管它们也有 ACE2 受体，但其与高等哺

乳动物的 ACE2 受体在结构上存在很大的差异。而新

冠病毒和鱼的 ACE2受体不会结合，因此鱼类不可能会

被感染，目前也没有新冠病毒感染鱼类的报道。

不论是新冠病毒抗原检测还是核酸检测，检测结

果只能证明被测样本上有新冠病毒的膜外蛋白或者新

冠病毒内的核酸。很多时候，新冠病毒在空气中暴露

久了，虽然病毒表面膜蛋白和内部核酸还在，可以通过

抗原检测和核酸检测测出来，但是病毒已经失活，没有

感染能力了。

除此之外，需要强调的是，新冠病毒抗原检测试剂

盒说明书里明确了测试对象是人体样本，如鼻拭子，而

不是鱼鳃部等其他样本。

“普通居民日常需要按照新冠病毒抗原检测产品

说明书上的操作流程进行检测。病毒污染不同于环境

污染，大家没必要像进行环境样品检测那样，对每样食

品都逐一进行检测。”陈纯琪强调。

核酸采样拭子含有致癌物？

合格产品是无毒无害的

今年，一条名为“核酸采样棉签有毒”的谣言在朋

友圈里反复出现。有网友称，采样棉签的专业名叫荧

光探针，里面含有致癌荧光剂，会损伤血脑屏障，对面

部神经及嗅觉神经造成损伤。这让不少人开始不敢检

测核酸了。

“在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时使用的采样拭子是

植绒拭子。植绒拭子作为采样材料，可以被用于口腔

鼻咽采样、宫颈阴道采样等。”生产新冠病毒抗原检测

试剂盒等相关医疗用品的天津博奥赛斯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快速诊断部经理刘朝阳介绍道。

“植绒拭子就是利用植绒工艺让尼龙纤维垂直贴

在拭子头部表面。这样可以增大拭子头部与采样点的

接触面积，更好地收集样本。”刘朝阳表示，“植绒拭子

的主要材料尼龙纤维是一种合成人造纤维，它的性质

极为稳定，不会产生对人体有害的物质。”

“说植绒拭子是‘荧光探针’完全是混淆概念。”刘

朝阳表示，荧光探针是在紫外—可见—近红外区有特

征荧光的一类荧光性分子，并且其荧光性可随所处环

境性质的改变而发生灵敏变化。在某些采用“荧光聚

合酶链式反应法”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盒中会用到荧

光探针，但仅限在样本核酸检测环节，采样环节完全不

会用到荧光探针。

《临床微生物学检验样本的采集和转运》（WS/T

640—2018）中明确规定：采样拭子头部的材质为合成

聚酯纤维、聚酰胺纤维、人造丝和泡沫聚氨酯等，这些

材质中均不会含有荧光剂。

刘朝阳表示，根据国家规定，核酸采样拭子被称为

一次性使用采样器，属于医疗器械产品，不仅生产要进

行备案，而且有严格的生产环境要求和质量监管标准，

合格产品肯定是无毒、无害的。

长期戴口罩可致肺结节增大？

正常佩戴不会对肺部造成伤害

新冠肺炎疫情持续了多久，口罩就陪伴了我们多

久。同时，与口罩相关的谣言一直“长盛不衰”，其中流

传比较广的是“长期戴口罩可致肺结节增大”，该谣言

称口罩中间层熔喷布系石油产品，其中的微末颗粒会

经由呼吸道进入人体肺部，长期佩戴会导致肺结节增

大。

对此，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胸外科副主任医师

钱坤介绍，相关数据显示，作为长期持续佩戴口罩的典

型人群，医务人员的肺结节检出率并未高于医院内其

他非必要佩戴口罩的群体。

“该数据表明，长期佩戴口罩和肺结节的发生没有

直接关系。”钱坤表示。

除此之外，天津工业大学纺织科学与工程学院教

授钱晓明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正常使

用范围内佩戴口罩，是不会产生微末颗粒的，这些颗粒

更不会进入人的肺部。

“除了棉、毛、麻、丝、再生纤维素纤维等纺织材料

外，包括熔喷布在内的很多合成纤维都是利用石油基

材料制成的。”钱晓明介绍道，聚丙烯作为主要的石油

基材料，其应用范围非常广泛。而制作口罩用的熔喷

布，就是由聚丙烯高分子材料加工而成的超细纤维非

织造材料。

“这种高分子材料经过加工成为熔喷布后，具有一

定强度和非常好的过滤性能，在正常的使用时限内，不

可能产生小分子物质。”钱晓明表示，不过，聚丙烯材料

不耐紫外线，经过长时间日光照射，会出现变脆、强度

减弱的问题；其在外力的作用下，比如用手捻、搓，也可

能会变成粉末颗粒。

不过，钱晓明强调，这种粉末颗粒都是以大颗粒形

态存在的，很难被人吸入肺里。

“熔喷布口罩只要不在太阳下暴晒，同时不超过使

用期限，就不会产生微末颗粒。一般在背光的地方储

存两年内，都是没有问题的。”钱晓明补充道。

喝酒、吃蒜、服维 C可预防新冠？

三者皆无防治新冠肺炎功效

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人类就在研制能对付

这种病毒的特效药。与此同时，“饮酒、吃蒜、服维 C”等

号称能预防新冠肺炎的“偏方”也在网上层出不穷。

专家表示，“饮酒、吃蒜、服维 C”都不能预防新冠肺

炎或杀灭新冠病毒，甚至还可能起到反效果。

早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科学家就发现，浓度

在 70%至 75%的酒精可以有效杀灭新冠病毒，不过这指

的是体外杀菌。而且，新冠病毒侵犯的是人体呼吸道，

而喝下去的酒精主要进入人体消化系统，并在胃肠中

被吸收、代谢，无法在人体内起到杀灭病毒的效果。

世界卫生组织官网明确表示，没有证据证明食用

生姜、大蒜、辣椒等食物能够预防新冠肺炎。虽然大蒜

具有一定的抗菌和抗炎特性，但它没有抗病毒的效果。

除此之外，有不少人想通过大量补充维生素 C 来

预防新冠肺炎。

对此，海南省人民医院院感疾控部部长、感染病医

学中心副主任吴彪表示，目前还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

大量服用维生素 C 可以防治新冠肺炎。维生素 C 是人

体必需的营养素，对提升人体免疫功能有一定益处，但

它不是抗病毒药物，无法对新冠病毒起到直接的抑制

作用。

为防新冠，可将消毒片扔进下水道消毒？

有害气体挥发会影响人体健康

为了更有效地做好防护，不少人会经常对家庭环

境进行消毒杀菌。网上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下水道

和马桶是藏污纳垢之处，为了防止新冠病毒通过下水

道传播，要定期把消毒片扔到下水道和马桶中进行消

毒。

“绝大多数情况下，下水道无需消毒。因为新冠病

毒主要通过呼吸道飞沫、密切接触传播。”上海市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专家张玉成表示。

理论上，如果邻居间下水道气流不相通，新冠病毒

就没有通过气溶胶传播的可能。为防止异味，家中的

下水道在设计上一般有“存水弯”，只要这个存水弯里

还有水，下水道就不会通气。因此，通过下水道传播新

冠病毒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

清华大学博士、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孙亚飞介

绍，家用消毒片通常为二氧化氯消毒片，一种类似于泡

腾片的制剂。该消毒片的主要成分是亚氯酸盐和柠檬

酸，它在固态条件下并不容易发生反应，遇水后亚氯酸

盐会释放大量的二氧化氯。

高浓度的消毒液滞留在存水弯中，会不断挥发，释

放的有毒有害气体会反流，对住户的健康影响很大。

另外，含氯消毒液有金属腐蚀性，如果直接把消毒片

扔进下水道，高浓度的含氯消毒液会腐蚀金属管材，造

成下水道损坏。

如确实需对下水道进行消毒，可以将配置好的消

毒液倒入下水道中，作用 30分钟后，再向下水道中倒入

清水，排去留存的消毒液。

感染后两周才能产生抗体？

“阳”后两周内是不易感染期

度过最初几天难熬的发病期，最近不少新冠肺炎

患者已经陆续“阳康”。随着“阳康”的人数越来越多，

人们又开始担心是否会再次感染。网上有传闻称，在

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之后两周，感染者体内才能产生

相应抗体，所以“阳康”之后一周内最有可能二次感

染。还有传言称，“阳康”后照顾家里其他感染了新冠

病毒的家庭成员，也有可能再次感染。

对此，李侗曾表示，“阳”后两周才能产生抗体，这

个说法不准确。

“我们常说的特异性的抗体，确实是在感染病毒后

两周才能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或者说达到我们可

以检测到的水平。但实际上在病毒进入人体的那一

刻，人体的免疫系统就已经开始工作了。”李侗曾表示，

抗体水平会在感染后两至三周时达到一个高峰，高峰

持续的时间会比较长。在这两到三周内，如果真的有

病毒再次进入感染者体内，它能够很快被清除掉，反而

是相对不容易二次感染的时候。

李侗曾表示，总体来说，人们感染新冠病毒后，时

间越长体内的抗体水平越低，再次感染的风险越高。

吃橘子会使检测结果呈阳性？

并不会对检测结果产生影响

传言称，吃橘子以及和橘子一样的酸性食物就能

够导致抗原的检测结果为阳性。该谣言起源于有网友

在家用橘子汁做抗原检测时出现了“两道杠”。

相关专家介绍，早在 2021 年就有德国研究人员做

过类似的实验。相关研究人员将可乐、芬达、红牛、伏

特加、威士忌、白兰地、苏打水等多种饮料，分别直接滴

加在抗原检测孔中，过一段时间后，都会出现提示阳性

的 T 线。但是对这些饮料进行核酸检测，并没有检测

到新冠病毒。

对于“两道杠”的出现，李侗曾表示，首先抗原检

测检测的是新冠病毒里的蛋白成分，一般检测的是 N

蛋白。“N 蛋白在进入人体之后，会诱导人体产生特异

性的抗体。利用这种生化反应，我们提前在检测板里

边预置了特异性抗体，如果标本里面有新冠病毒的 N

蛋白，它就会和检测板里的特异性抗体结合，然后让检

测线显色，报告阳性。”他说。

李侗曾分析，检测板里预置的这些特异性抗体，

本质也是一种蛋白，容易受到外界影响，环境过酸过

碱都可能导致蛋白变性，显色就会出现假阳性。如果

用饮料或者是水果做实验，可能就会出现阳性的检测

结果。

专家表示，要获取准确的抗原检测或核酸检测结

果，规范取样是最关键的一步。抗原检测试剂盒的适

用样本为“人鼻黏膜上皮细胞”，将橘子汁作为样本滴

入试剂盒，本身就不符合取样标准。因此，无论呈现出

何种结果，都是毫无意义的。

做抗原检测时，鼻拭子的采样部位在鼻腔内，因此

吃橘子并不会对检测结果造成影响。而核酸检测主要

是通过测定致病微生物病毒的核酸来判定结果。在提

取核酸的过程中，要经过洗脱、纯化，因此食用橘子等

食物对核酸检测结果的影响微乎其微。

这一年，用科学与理性之锤粉碎谣言

在西安市开通巷社区核酸采样点，工作人员为群
众做咽拭子采样。 新华社记者 李一博摄

在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工作人员展示新冠病
毒抗原检测阴性结果。 新华社记者 季春鹏摄

在即将过去的2022年，人类一直顽

强地和新冠病毒作斗争。

与此同时，抗原检测提取液含剧毒易

炸物、核酸采样拭子含有致癌物、长期戴

口罩可致肺结节增大……这些与新冠相

关的谣言层出不穷，混淆着我们的认知，

成了抗疫路上的绊脚石。

虽然目前以人类的力量还无法肃清

新冠病毒，但是我们应像增强对病毒抵

抗力那样增强对谣言的抵抗力，不人云亦

云，不偏听偏信，用科学与理性还原真相，

粉碎谣言。

未来，我们要大力传播科学精神、科

学思维、科学方法，努力提高全民科学素

养，将抵御谣言的屏障构筑得更加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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