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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北极地区上空出现了一个巨大
的臭氧层空洞，这可能是该地区有史以来
出现的最大的空洞。据《自然》报道，目
前北极中部的大部分地区的臭氧水平创下
了历史新低，这个有可能在未来几周内破
裂的臭氧层空洞不会威胁人类健康，但作
为一种非凡的大气现象，它将被载入史册。

“在我看来，这是首次出现真正的北极
臭氧层空洞。”德国航空航天中心大气科学
家Martin Dameris说。臭氧通常在离地面约
10~50公里的平流层中形成保护层，使生命
免受太阳紫外线辐射。每年冬天，寒冷的天
气让高空云层在南极上空聚集。化学物质
——包括制冷剂中和其他工业来源的氯和
溴，会在云层表面引发反应，侵蚀臭氧层。

南极臭氧空洞每年都会形成，因为冬

季该地区的温度通常会骤降，从而形成高
空云层。但今年强劲的西风环绕北极，将
冷空气困在“极地涡旋”中。北极上空的
冷空气比1979年以来的任何一个冬天都要
强。在寒冷的气温中，高空云层形成，破
坏臭氧层的反应开始。

研究人员通过从北极附近的观测站释
放气象气球来测量臭氧水平。目前，这些
气球在18公里的高空测量到臭氧层核心区
域的臭氧含量下降了90%。

北极在1997年和2011年经历了臭氧损
耗，但今年的损耗或超过以往。“今年的臭
氧损耗至少和2011年一样多，而且有迹象
表明可能会更多。”美国西北研究协会大气
科学家Gloria Manney说，在未来几天里，
仍然有相当多的氯反应消耗臭氧。

美国宇航局戈达德太空飞行中心大气
科学家Paul Newman说，如果各国没有在
1987年共同通过《蒙特利尔议定书》，今年
的情况可能会更糟。虽然现在南极臭氧层
空洞正在恢复，去年的空洞也是有记录以
来最小的，但是化学物质要完全从大气中
消失还需要几十年。

研究人员表示，接下来的几周里，这
个空洞有很小的可能会漂移到人口稠密的
低纬度地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能
需要涂抹防晒霜来避免晒伤。接下来的几
周至关重要。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大气
科学家 Antje Inness 表示，太阳在慢慢升
高，臭氧层空洞区域的大气温度已经开始
上升。随着极地涡旋在未来几周的破裂，
臭氧水平可能很快开始恢复。 （科文）

北 极 上 空 出 现 罕 见 臭 氧 层 空 洞

全 国 疫 情 防 控
科 普 作 品 荟 萃

科技部引进国外智力管理司
与 科 普 时 报 社 联 合 推 出

最近，我国的本土疫情传播基本阻
断，许多地方已经清零。但国外的疫情汹
猛暴发，现在我国的每日新增病例绝大部
分来自境外输入。3月26日，中国宣布从
28日0时起，暂停外国人持目前有效签证
和居留许可入境，可见形势严峻。

我们首先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如果
自己在国外，要不要回国呢？

这真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两边都能
讲出不少道理。

回国是很合理的选择，因为现在中
国成了全世界最安全的国家。在国外的
风险，既包括感染，也包括社会秩序崩
溃，出现对华人的暴力活动。对此应该
有充分的估计，预先做好应对。但回国
的风险也不小。例如在机场和飞机上，
人群很密集，许多人不戴口罩，还有人
隐瞒感染、服用退烧药往回跑，这岂不
是感染的温床吗？

稍微能令人安心一点的，是张文宏
医生对留学生的一个建议。他说，这个
病真的可以防，要采取有效的个人防
护，保持社交距离，然后洗手，再加上
戴口罩，这三点都采用。“到现在为止，
我没有看到哪个人这三点做得特别好还

被感染的，这个可能性很小。”
因此，在国外的朋友如果想回来，

那么我认为十分正确。如果想待在当
地，那么也可以，请千万做好防护。

下面，我们切换到国内的角度，来
讨论如何应对疫情输入。

我有三点建议，分别对应三个问
题。一，要防谁？二，怎么防？三，要
避免什么漏洞？

第一个问题，要防的是谁呢？其实
应该是所有来中国的人。现在的做法
是，根据各国的确诊数，把其中一些列
为重点国家。但这是很容易疏漏的。

例如日本，报出来的确诊数很少，
但那是因为检测数就很少，检测条件变
态的高。很多人都猜测，这是为了保奥
运会的面子工程。现在奥运会确定延期
了，日本的数据也许就会揭盖子了。

又如印度，在很长时间内确诊都很
少，以至于许多人怀疑，是不是恒河水
早就让印度人百毒不侵了？但 3 月 24
日，莫迪总理一下子宣布全国所有人就
地居家隔离 21 天。其实看历史就知道，
1918年大流感中印度死亡上千万人，有
什么理由认为恒河水有神效呢？

印度到 3 月 21 日为止，只检测了 2
万多人。还有大量的不发达国家，检测
能力就更不能指望了。所以根据确诊数
来判断重点国家，纯属刻舟求剑。合理
的做法应该是，对任何国家来的人都不
能轻信，都要经过同样严格的检测。

这就引出了第二个问题：怎么防？
回答是：用科技编织严密的监控网。

首先，我们需要超高的检测能力。
检测试剂盒的生产量和使用量，中国早
已是世界最高的。现在我们还需要发展
更快速的检测方法，让入境旅客在尽量
短的时间内就知道结果。

然后，无论我们的检测多么灵敏，
隔离多么有效，都难免百密一疏，总会
有感染者漏到社会上。对此的办法，就
是在所有人员集中区域的出入口进行严
格的检查，例如小区出口、办公楼入口。

如何检查呢？平常的办法是测温
枪。但这实在太消耗人工，用户体验也
不好。

其实，有些科技企业，已经发展出
了无人化、人工智能化、网络化和非接
触化的测温技术。这样可以让人在通过
时就完成测温，并将所有的体温及对应

人员的数据实时上传到云端。建立起这
样的监控网，就可以保证，即使有疫
情，也会迅速被发现，不会导致指数传
播。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科技相当先
进，现在正是大展身手的时候。

第三个问题是，要避免什么漏洞？
回答是：最大的漏洞，就是对外国人的
超国民待遇。

这些天来，有不少超国民待遇的新
闻引起了大家的愤慨，如拒绝隔离的英
国女婿、不戴口罩出去跑步的澳大利亚
华人女子等。

超国民待遇是多年来的一个痼疾，
基层执法者对外国人不好管、不敢管。
但现在，如果因为不敢管外国人而导致
疫情扩散，让中国人民的努力成果毁于
一旦，谁负得起这个责任？！

（下转第6版）

疫 情 境 外 输 入 ， 我 们 怎 么 办 ？
□ 袁岚峰

4月2日，“爱鸟周”活动拉开序幕，今年的主题是“爱鸟新时代 共建好生态”。各地将
陆续开展形式多样的鸟类科普教育宣传活动。“爱鸟周”LOGO也同期揭晓。

据了解，“爱鸟周”LOGO的外形像“周”的第一个英文字母“W”和一只鸟；绿色代表
“森林”，蓝色代表“蓝天”，象征着鸟的生活环境；“W”像鸟儿飞翔时候的动作，并融合爱心
和保护的双手，代表奉献爱心，保护鸟类，体现保护好野生鸟类，传播生态文明的理念。

自1982年开始举办“爱鸟周”活动以来，越来越多的公众参与到鸟类保护活动中，成为生
态建设和野生动植物保护的重要力量。特别是，保护候鸟志愿者“护飞行动”在各地蓬勃开展，
为候鸟迁飞保驾护航。近年来，我国积极建立鸟类自然保护区，实施濒危鸟类拯救保护行动，严
厉打击非法猎捕野生鸟类违法犯罪活动，持续加大鸟类保护力度。我国有鸟类1445种，约占世
界鸟类种数的六分之一，是世界上鸟类种数最多的国家之一。 文/ 科普时报记者 胡利娟

爱鸟新时代爱鸟新时代 共建好生态共建好生态
鸳鸯鸳鸯--摄影摄影 谢建国谢建国

阿穆尔隼阿穆尔隼--摄影摄影 徐永春徐永春

白鹤白鹤--摄影摄影 周海燕周海燕

自 2020 年初全国抗击新冠肺炎战
“疫”打响，整整 3 个月，初见成果，
积极向好。春天已悄然而至，窗外枝头
嫩芽，河边又见青草，生机勃发。

古往今来从无国界的灾害疫病，
此刻又在他处肆虐。雨雪风霜，人间
烟火，尤在现代化的今天，交通运输
繁忙，人群交往频繁，传统的关闭隔
得了一时，断不了长久。疫情的反弹
与反复，人类对新冠病毒的认识，免
疫的获得，以及有效防控救治临床
等，还处在初级阶段。所以，无论是
我国还是其他国家和地区，都是不能
掉以轻心的。当然，更不可“谈疫色
变”，消极应对。

沉淀下观察，哲学地思考，应用现代
科技和国际合作，人类共同抗击疫病，对
我们这个大国而言，是责无旁贷的担当，
也是中华儿女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指引下的科技使命。

历史沿革下的抗击灾疫情
人类与各种灾疫情的抗争由来已久。

传说中的诺亚方舟，漫天洪水、地面淹沉、
山岭没顶、人畜葬身于一片汪洋，记述在圣
经《创世纪》里。公元前意大利的庞贝火
山，中世纪欧洲的黑死病，近代西班牙的流
感……史记确凿。当代的灾疫情，更是难
见消停。2004年12月26日，印度洋海啸波
及南亚多国，顷刻间吞噬了30万鲜活生灵
的灾难是我们所经历的。随后，此伏彼起的
地震，更是耳熟能详。2008年我国的汶川
大地震后，不到3年，2011年3月11日，日
本发生了9级地震海啸，而且史无前例地引
发了核泄漏。这种自然灾害叠加的核的科技
灾害，警示了人类。疫情也不例外，人们熟
悉的19世纪伦敦霍乱，本世纪2003年的
SARS，2009年的H1N1流感……

纵观人类历史，灾疫情的发生是难
以完全防范的。努力认识掌握其规律、
特点，减轻危害，保护人类生命财产环
境之安全，是必须的，也是可能的，这
也是人类文明史千百年来的理念与践
行。所以，我们当今遭遇到的灾疫情而
所采取的防控措施，是有历史沿革的。

换言之，学习传承下成功的经验，汲取
着失败的教训，需要有历史的厚重性和
纵深感作客观的研讨。温故而知新，来
认识我们这个时代的灾难特征。

19 世纪前，尽管全球发生了多起
严重的灾疫情，但总体而言，频度不
高、间隔较长。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
后，自然的、社会的乃至科技的诸多因
素，使灾疫情发生的频度日高危害更
大，以致于敬业的医生们如彼得·沙法
（Peter Safar，1924～2003） 等，于1976
年在德国美因茨创立了“世界灾害急救
医学协会”（WADEM），每两年举行一
次大会至今，以医生为主体的成员，很
快融入了消防、保险、装备等行业人
士，因为医学救援活动必须有社会各界
的广泛参与才能发挥作用。

1987 年第 44 届联合国大会，更是
一 致 通 过 了 将 20 世 纪 最 后 的 10 年
（1990～2000） 定为“国际十年减灾”，
要求各国政府参与防灾减灾行动。中国
政府积极参加并成立了相应组织。

当代灾疫情的基本特征
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的半个世纪

来，灾难性质发生着重大变化，灾疫情是
多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自然灾害
外，生产事故灾难迅速增加，以前历史上
少见的恐怖活动，也加入了灾害的范畴。
至于疫情，新发生的各种传染病也使人类
不断地遇到新情况新问题，使处置灾疫情
的难度也明显增加。城市化进程在全球迅
速加快，人口密集，社区已构成人类生活
工作的基本场所，小区（家园）、家庭成
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基本单位。

科技进步，使我们日常的一切几乎
离不开“他人赐给”。我们的食物、饮
料在冰箱中往返，垃圾处理、公共卫
生、燃料能源从管道中得到与输出。农
耕文化早已结束，使生活变得优越享
受。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越是生活在
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城市社区，高档的
办公环境、小区家庭，人们的工作生活
的依赖性愈强，人就显得愈是脆弱和无
奈。当我们遇到了重大灾疫情时，如果
没有预案，没有对策，没有后勤等一系
列保障，仅靠个人的抵御应对的能力，
真是不堪一击。

（下转第2版）

大 国 担 当 与 科 技 使 命
——沉淀下的观察·思考·抗击疫情

□ 李宗浩

从新冠肺炎在武汉暴发，到现在全球
范围内的大流行……相信此次疫情的来势
汹汹会给很多人留下难忘的记忆。作为一
个普通人，我们能够从这次疫情中学到什
么呢？

首先，“消炎药”不是万能的。在疫情
初起的时候，人们除了抢购双黄连，还有
一些人拿出了准备好的“消炎药”，打算用
来预防新冠肺炎。这样做可行吗？

其实，我们生活中常说的“消炎药”
一般指的是抗生素，可以用来治疗由细菌
感染引起的疾病。而本次新冠肺炎是由新
冠病毒引起的，不属于细菌，所以服用抗
生素对新冠肺炎没有任何预防作用。

此外，还有一些药物也有“消炎作
用 ”， 比 如 我 们 熟 知 的 “ 退 热 止 痛
药”——布洛芬和激素等，服用这些药
物，只会起到退热、暂时掩盖表面症状的
作用，对病毒感染起不到根本的预防和治
疗作用，也不可用来预防和治疗新冠肺
炎。

除了本次的新冠肺炎外，生活中很多
常见的疾病也是由病毒感染引起的，如病
毒性感冒、流行性腮腺炎、水痘……对于
这些疾病，服用抗生素也是没有预防和治
疗作用的。对于病毒感染引起的疾病，抗
病毒治疗、疫苗才是有效的治疗方法。

其次，“洗手”的重要性。洗手是一种
非常重要的预防传染病的手段。勤洗手，
不仅可以有效预防新冠病毒，还可以避免
约1/3的腹泻，减少相当一部分感冒和肺炎
的发生。因此，学会正确的洗手方法，养
成勤洗手的习惯是非常必要的。

关于洗手，我们要知道清洁效果，香
皂+流动水＞免洗洗手液，只冲水=没洗。
洗手后，要擦干。不建议使用公共场所的
烘手机。烘手机会吸入带有细菌和微粒的
厕所空气，再将其吹到手上。如果烘手机
的过滤作用不好，那就会让洗过的手重新
变脏。香皂中有没有添加“抑菌成分”，其
实无关紧要。只用普通的香皂，就可以满
足我们的日常清洁需求。

最后要明白自身免疫力的重要性。新
冠肺炎疫苗尚未研制成功，目前还没有针
对病毒的特效药。因此，想要治愈新冠肺
炎，主要靠的还是自身免疫力——轻症患
者隔离，也许可以自愈；重证患者住院，
通过加强护理、上呼吸机等方式，缓解疾
病症状，积极支援自身免疫力，帮助它打
败病毒。

所以说，在日常生活中，提高身体素
质，保持良好的免疫力是非常重要的。生
活中有很多常见的不良习惯，如熬夜、不
爱喝水、缺乏活动、节食减肥、长期情绪
不好等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免疫力，降低
身体素质，变得容易得病。

国内的疫情渐渐走向平息，国外的确诊人数开始迅速增
长。经过了这次疫情，我们应当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
并且长期的保持下去。良好的个人卫生，规律的生活作息，
听从医生科学的建议，才是保护我们身体健康的基础。

（作者系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医疗副院长、主
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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