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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7月6日，全球新冠肺炎累计确诊
病例在1165万，累计死亡人数也突破53万。

纵观全球新冠的暴发历程，科学家们
观察到了一个现象：自2月下旬起，一种变
异的新冠病毒株开始席卷全球。短短几个月
里，感染上这种变异病毒的患者比例，从不
到5%，发展到了如今的超过90%。

其实，早在4月30日，一篇探讨这种
变异病毒的论文在预印本网站bioRxiv上
线，指出在各个国家和地区，一种出现

“D614G”变异的病毒株占据了统治性的
地位。这篇预印本论文发布后，遭到了许
多科学家的批评，认为它的结论“过于夸
大”，缺少足够的证据作为支持。近日，
这篇论文在顶级学术期刊《细胞》正式上
线。与其预印本版本相比，论文有着显著

的改动，且多了很多补充性的数据。
追溯变异的历史，科学家们发现在3

月之前，这种变异体还远没有成为全球主
流，仅占全球所测序列的10%。在欧洲不
断扩大自己的影响后，整个3月，这个数
字猛增到了 67%。在论文的数据截止点，
比例已高达78%。

7 月 3 日，世卫组织召开新冠肺炎例
行发布会，世卫组织首席科学家苏米娅·
斯瓦米纳坦表示，实验室研究发现，新冠
病毒D614G变异可能导致病毒加速复制，
意味着可能加强其传播性。

但实验室结果同病毒在实际传播中发
生的变化间，还有很大区别，科学家已对
该变异进行监测。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
技术主管玛丽亚·范·科霍夫表示，其实二

月份就已发现D614G变异，欧洲等地发现
的早期病毒基因序列中就已出现该变异，
有研究显示29%的新冠病毒样本都出现了
该变异，但目前并无证据显示其会导致更
严重的病情。

“感染力”并不等于“传播性”，我们
并不需要对这种变异产生额外的恐慌。在
疫情流行中，病毒出现变异是再正常不过
的事了。但需要注意的是，无论这种变异
病毒的流行是随机事件，还是自然选择，
这种毒株目前正在全球流行。

因此，我们需要更多研究，来更好地
了解这种病毒的特性，为尽早结束新冠疫
情提供帮助。与其因为夸大的结论而不必
要地产生焦虑，这或许才是我们真正应该
关注的方向。 （科文）

变 异 将 增 强 新 冠 病 毒 传 播 性 ？

哺 乳 动 物 新 冠 防 控 不 能 掉 以 轻 心
□ 李 炜

“ 减 碳 ” 应 将 节 能 环 保 放 在 首 位
□ 科普时报记者 华 凌

北京的这波突发新冠疫情让人们再
一次将目光聚焦在动物也易感染新冠病
毒这一热点上。其实，包括家养宠物在
内的哺乳动物易感新冠病毒此前已被证
实，基于哺乳动物跟人类的亲近关系，
展开动物感染新冠病毒方面的研究，以
及相对应地开展防护措施就很有必要。

日前，由暨南大学的刘泽寰、林蒋
海和华南理工大学的吕凤娟等研究人员
在国际预印本网站 preprints 公布了一篇
关于哺乳动物感染新冠病毒风险分析的
论文 《ACE2 的 H34 是 SARS-CoV-2 易
感性的指标吗？多物种序列分析的线
索 》 （www.preprints.org/manuscript/
202006.0067/v1），详细比对了人和23种
哺乳动物的 ACE2 （血管紧张素转化酶
2） 的全基因序列、α1螺旋结构的氨基
酸序列、与新冠病毒 S 蛋白受体结合区
域(RBD)相互作用的20个关键氨基酸位
置，得到了一些重要的线索。

根据这些重要线索，发现在常见哺
乳动物类的宠物中，最易感染新冠病毒

的包括猫、仓鼠、貂、狗，这几种动物
在感染新冠病毒后大都表现出了与人类
类似的呼吸系统和消化系统感染症状，
有的甚至观察到动物与动物之间、动物
与人之间的传染现象。有意思的是，动
物感染后的症状普遍较轻，鲜有重症和
死亡病例出现，往往能够自愈。该论文
作者认为，针对这一现象，不需要过度
恐慌。宠物是人类不可或缺的伙伴和助
手，不必因为这些就抛弃它们，历史上
人类依靠动物战胜传染病的例子很多，
比如战胜天花病毒就多亏了牛痘。动物
也有可能帮助人类战胜新冠病毒，至少
在病毒感染机理、疫苗研究等方面，就
需要借助易感动物来实现。而且宠物本
身就有被居家隔离的特性，很少聚集，
对病毒传播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当
然，应有的防护措施还是要做，比如在
疫情暴发地区，少带宠物出门，避免感
染；如带宠物外出，最好准备宠物口
罩，回来时做好清洁工作等。

除了宠物以外，研究人员也强调了家

畜感染的风险，其中牛、牦牛、山羊和绵
羊因为其ACE2结构也具有该特定模式，
存在高感染风险。虽然目前仍无牛、羊等
家畜是否能感染新冠病毒的报道，但由于
家畜往往是集中饲养，一旦感染，互相传
染的风险比宠物要大，所以应提前做好风
险管控。相对比于牛羊的高风险而言，猪
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较小，且动物实验数
据已证实新冠病毒不能在接种过新冠病毒
的猪中传播。至于家禽、水产动物等非哺
乳动物，由于和人类的ACE2差别太大，
感染风险极低，不用担心。

基于这一情况，建议疫情暴发地区
的牛羊类易感动物，在养殖场就要做好
防止动物感染的措施，勤消毒，饲养员
要严格体检，每批次出栏产品抽样做好
核酸检测等；对于非易感的动物，也不
能掉以轻心，由于新冠病毒在体外环境
中能够存活一段时间，尤其是低温冷冻
环境中能存活很长时间。所以冷冻肉制
品、冰鲜水产品和速冻食品，如果加工
厂源头被污染了，比如加工厂工人有感

染者，则相应的产品可能会出现沾染病
毒情况，加上冷冻储藏和运输，病毒长
期存活，会导致新的感染情况出现，应
对这种情况最好尽量不要从疫情暴发地
区进口冷冻肉制品、冰鲜水产品和速冻
食品；每批产品进行核酸检测；食用时
必须煮熟消毒，新冠病毒不耐热，煮熟
是最简单而有效的消毒办法。

另外，由于一些国家在下水道污水
中检测到高于预期水平的新冠病毒，表
明新冠病毒存在通过水传播的风险。意
味着如果没有适当的消毒程序，水生动
物，包括海洋动物，很可能会接触到新
冠病毒。论文序列比对结果提示，白
鲸、海豚等也对新冠病毒易感。虽然目
前还不清楚新冠病毒在海水中的存活时
间，但还是要重视这方面的风险，海洋
一旦出现动物感染，意味着将出现全球
性的生态灾害，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作者系澳门卫生局公共卫生化验所
首席高级卫生技术员，澳门化验师公会
理事）

近日，北京玉渊
潭公园的荷花陆续绽
放，红的、粉的、白
的 ， 一 朵 朵 亭 亭 玉
立、争奇斗艳。在田
田的荷叶下，还时不
时 有 黄 尾 鹣 在 捕 小
鱼，鸳鸯带着宝宝穿
行……

近年来，玉渊潭
公园注重生态治理、
生物多样性发展，取
得喜人的效果：四月
的 满 园 樱 花 自 不 用
说，五月的鲁冰花让
北京的老百姓大开眼
界，六月荷香四溢更
让人流连忘返。生态
环境的改观、植物种
类的合理配置，让这
几年玉渊潭公园的野
生鸟类也大大增加了。

文/图 胡亚荣

社 长
总编辑 尹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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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生活”“碳足迹”等词汇近年来
成为热门语汇，“低碳”已然成为人们一
种生活新方式。所谓“低碳生活”，是指
生活作息时所耗用的能量要尽量减少，从
而减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7 月 2 日是第八个全国低碳日，今年
的主题是“绿色低碳，全面小康”。众所
周知，只是解决温饱问题，让老百姓过上
殷实富裕的日子，并不意味着生活就达到
小康水平，只有当人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
境也应得以全面改善，能呼吸到清新的空
气、饮用到洁净的水源等，拥有真正的幸
福感，才是小康应有的状态。

为什么要减碳?

自工业革命以来，由于人类活动，特
别是开采、燃烧煤炭等化石能源，大气中
的二氧化碳气体含量急剧增加，导致以气
候变暖为主要特征的全球气候变化。大气
中的水蒸气、臭氧、二氧化碳等气体可透
过太阳短波辐射，使地球表面升温，同时
阻挡地球表面向宇宙空间发射长波辐射，
从而使大气增温。由于二氧化碳等气体的
这一作用与“温室”的作用类似，所以被
称为温室气体。

除二氧化碳外，还包括甲烷、氧化亚
氮、氢氟碳化物、全氟碳化物、六氟化硫
等共6种温室气体已被鉴定出可能对公众
健康产生威胁，而这个发现已引起了公众

的关注。同时，科学分析证明了气候变化
通过多种途径影响着人类的健康。

如果人类还没意识到超量“碳排放”
的危害，等到一旦超出大气标准，便会造
成温室效应，使全球气温上升，威胁人类
生存。

2020年2月，巴西科考团队在南极测
得的温度突破了历史最高温度，达到了
20.75℃。2020年6月，科学家发现北极圈
的温度也突破了历史最高纪录，达到了
38℃。气温上升已经不是个案，全球正面
临着同样的问题，据世界气象组织报告，
2010 年至 2019 年，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
10 年。据相关研究预测，50 年后，全球
三分之一的人口，要生活在平均气温超过
29℃的环境中。这意味着，一年的365天
都将是夏天。

政策很关键

减碳事关未来，已然不仅仅是一种时
尚的生活方式这么简单。提倡低碳生活，
从源头减少资源消耗，不仅能提升个人的
生活品质，也能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绿
色力量。

“在制定低碳相关政策方面，一直以
来有个被忽略的问题是，根据世卫组织疾
病负担报告，室内空气污染也是导致中国
人群过早死亡的很重要因素。而生活源
PM2.5，即生活用固体燃料燃烧 （散煤和

生物质，如秸秆、薪柴） 导致的污染排
放，是导致室内空气污染的主要原因。”
日前，在由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主
办，能源基金会和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
心举行的“新媒体环境下大气治理报道重
点、新点与难点”研讨会上，中国科学院
院士、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陶澍
指出。

陶澍表示，由于民用燃料排放因子
（单位质量燃料使用的污染物排放量）
高，且没有任何排放控制措施，其对污染
物排放、室内外空气污染、人群暴露和健
康危害的贡献占比远超过其对能耗的贡
献。

“需要明确的是，做到低碳并不等同
就有了清洁的环境，尽管有些低碳措施
是与环保同步的，比如清洁能源，如果
采用水电、风电和太阳能，既可以低碳
还可以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而有些大气
污染治理措施并不能导致低碳，甚至相
矛盾，例如，现在常见的脱硫脱硝措
施，并不能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再如大
气颗粒物有减少辐射的效应，减少大气
中 PM2.5 的措施，可以让蓝天天数增
加，却对地面增温有正效应。”陶澍在接
受科普时报记者采访时说。

减碳的正确姿势

陶澍指出，目前我国无论做环保，还

是减排等，需要有个优先发展策略，显然
搞好环境治理是第一位的，保护百姓健康
不受污染，同时投入一部分财力物力在减
碳上。还可以做一举两得的事情，如花力
气去减黑炭，既可以降低排放的健康危
害，又有利于应对气候变化。

在这方面，北京市的一些尝试值得借
鉴。针对一些商业楼宇的智能空调耗电量
越来越大，北京就曾有过“26℃空调行
动”。

“现在北京空气污染中来自交通车辆
的排放占45%，政府部门在采购公务车方
面，可以每年逐步增加电动汽车的比
例。”自然资源保护协会能源、环境与气
候变化高级顾问杨富强表示，从交通方面
一微克一微克地“抠”细微颗粒物的排放
是最容易的。北京的公交系统和出租车有
待全部电动化。对于发展电动汽车可以实
行配额制，大量向电动车倾斜，到 2025
年如果北京公交全部电动化，私家车约
40%是电动车，那么北京的空气质量将能
大为改观。

“要想实现低碳生活，一定要改变我
们的能源结构，改变我们的消费方式。”
杨富强表示，中国的能源问题和环境问题
是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环境和气候变
化促进了能源转型，能源的转型又使环境
得到进一步改善。总之，低碳行动应该把
节能放在第一位。

近日，科技部召开国家中长期科
技发展规划老科技工作者座谈会，邀
赵忠贤、屠海令、沈岩、李永舫、吴
宏鑫、齐让、方新和我等8位老科技
工作者代表出席会议，并就 2021—
2035 年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编
制提出意见和建议。

回想 2000 年，我从中国科学院
的研究所调到中国科技馆搞科普工
作，当时中国科技馆二期新展厅建成
开放，盛况空前，人满为患。中央领
导、两院院士、学校师生、社区居
民，都来参观科技馆，学习科学知
识，弘扬科学精神。科普工作在全社
会形成强烈氛围。

2002 年国家 《科普法》 颁行，
从此，我国的科普工作有了法律保
障，科普工作进入了法制化轨道。为
科普立法，是我国科普工作的一个重
要里程碑，标志着我国的科普工作进
入了一个新阶段，对加强科学技术普
及，提高公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推动
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都产生重要影
响。

到 2003 年，我国又有了国家科
普日。我还记得在中国科技馆举办
第一个科普日时，我接待中央领导
和各界人士时所受到的鼓舞。

2004 年 ， 中 央 开 始 制 定
2006-2020 年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
规划，当时确定了 20 个战略研究
组，其中第 19 个是“创新文化与科
学普及”，并让我代表中国科协出
任该研究组组长，中科院、社科
院、教育部各有一名高级专家出任
副组长。最后每个组都提出一个重
大专项建议，涉及前沿科学研究和
高新技术领域，我们组提出的是实
施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
的重大专项建议，并认为是当时科
技规划的一大亮点，因为 15 年中长
期规划的目标是 2020 年进入世界创
新性国家的行列，实现全面小康，
而这里面的必要条件之一是对提高
全民科学素质的水平有量的要求。

（下转第2版）

国
家
科
技
规
划
助
推
科
普
事
业
腾
飞

国
家
科
技
规
划
助
推
科
普
事
业
腾
飞

□

王
渝
生

王
渝
生

老科技工作者参加座谈会。左起为沈岩、赵
忠贤、王渝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