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久违三年久违三年，，上海春晚大团圆上海春晚大团圆
期待已久的上海春晚将于

1月29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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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A报道，新冠疫情进入
第三年，世界许多地方已解除防
疫限制，社会生活几近如常。世
界卫生组织也曾表示，新冠大流
行的结束"近在眼前"。不过中
国在突然全面松绑严格清零封
控后带来的疫情大爆发，引发外
界担忧与警觉。中国的疫情对
全球疫情发展有什么影响？
2023年，世界是否将迎来后疫情
时代？

中国疫情大爆发是否可能
产生新变种？

在中国 12月初突然全面松
绑严格的清零政策后，全国各地
染疫人数激增。中国官方表示，
多地已经渡过疫情高峰。但是
即将到来的春节以及随之而来
的出行高峰，可能又会导致新一
波的疫情。

专家说，病毒大面积快速传
播，有可能会发生变异和产生新
的变种。

目前，中国与世卫组织和病
毒数据库GISAID共享的数据显
示，在中国流行的毒株仍是已经
在全球范围内传播的奥密克容
的次变种，没有发现新的变种。

但是这些数据并不充分。
世卫组织敦促中国分享更多数
据，包括更多的基因测序数据以
及住院、重症和死亡人数。

美国等二十多个国家还对
来自中国的旅客采取更严格的
入境防疫规定，要求出示新冠检
测阴性结果，或进行落地核酸检
测。

2023年，全球能否走出
疫情？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去
年 9月曾表示，新冠大流行的结

束"近在眼前"。他在12月还说，
有望在 2023年某个时间宣布新
冠病毒不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

2020年1月30日，世界卫生
组织宣布新冠病毒构成PHEIC，
并于当年 3月宣布新冠为大流
行病。

世卫组织的数据显示，2019
年 12月底在中国武汉发现的这
一冠状病毒，已累计造成全球超
过 6.6亿人感染，近 670万人死
亡。过去七天来，新增新冠感染
人数 300多万人，新增死亡超过
1.1万人。但是谭德塞表示，由
于中国数据的不透明，这些数字
是被低估的。

在中国疫情蔓延之际，一种
新的奥密克戎次变种正引起人
们 的 关 注 。 这 个 被 命 名 为
XBB.1.5的次变种传播力更高，
具有更强的免疫逃逸能力，尽管
尚未有数据显示它会引起更高
的致死率。

拜登政府已将新冠公共卫
生紧急状态延长至 4月，尽管拜
登总统去年 9月曾表示新冠疫
情已经结束。

不过多位公共卫生专家对
全球在 2023年走出疫情仍旧持
乐观态度。

纪骏辉教授认为，有效的治
疗药物、有效的疫苗和奥密克戎
的出现是协助走出疫情的三个
重要因素。

他认为，美洲、欧洲和亚洲
很多地区现在已处在一个走向
后疫情时代的过渡期，而新增感
染还处在高峰的都是过去疫情
管控比较严格的地方。

他说，目前的一些研究显

示，在面对奥密克戎的时候，防
疫措施比较放松的国家会在两
到三个月很短的时间达到感染
高峰，之后就迅速下降，而维持
某些程度疫情管控措施的国家，
感染高峰反而会维持较长时间
段。

他说："面对奥密克戎，你能
够让疫情下降就是靠群体免
疫。群体免疫有两个方法达成，
一个是靠有效的疫苗，一个是让
足够的人感染，我们目前所谓有
效的疫苗，它的效果在防止重症
跟死亡，不是防止感染，所以要
让疫情下降，只有让健康的人，
年轻的人，安全地感染。"

纪骏辉认为，面对奥密克
戎，感染人数增加并非是负面的
新闻，因为感染增加可以提高人
口的群体免疫，关键是要有充足
的医疗能量和抗病毒药物，以及
通过疫苗的施打，降低重症和死
亡。

他说："这个病毒在可预见
的未来是不会消失的，它会继续
存在。所以我们要学习，不是和
平、而是安全地跟它共存，就是
也许会感染，但是不会导致重症
和死亡，就像流感一样。我们在
心态上，还有在政策上朝这个方
向走，我们就是会一步一步走向
后疫情时代。所以从这个观点
来看，我是非常乐观，在今年结
束之前，全球大部分地区跟国家
会走向后疫情。"

还要打更多加强针吗？
纪骏辉说，与病毒安全共

存的一个重要工具是疫苗，但是
现有疫苗的保护效期不是很长，
未来两三年可能每年都会需要
施打两次疫苗，在未来有也许能

像流感疫苗一样，一年一打。
乔治城大学的高斯廷教授

也认为，未来可能每四到六个月
就需要打一次加强针，尤其是老
年人，不过对于完成全程接种的
健康的年轻人，或者感染过新冠
的人，可能可以推迟加强接种。

他认为，更好的方案是研发
能够降低感染新冠的疫苗。"如
果你问我各国政府在 2023年的
优先事项之一应是什么，那就是
投入到下一代疫苗的研发，让这
个疫苗可以更好地防止感染，效
力更加持久，"他说。

2023年，面对疫情还有
哪些挑战？

但是公共卫生专家警告说，
即使新冠病毒不再是全球公共
卫生紧急事件，也并不意味着可
以掉以轻心。

世卫组织发言人哈里斯说："
这个病毒总是出乎我们的意
料。比如在最开始的时候，人们
认为冠状病毒变异速度不会很
快，我们现在知道它们会很快变
异，其中的一个变异株就有 540
个子变种。"

她说，病毒监测和测序，以
及信息的即时共享，依然非常重
要，但是经过疫情三年，很多政
府和民众对疫情已显疲态。

纪骏辉认为，进入后疫情时
代，专家们可能还要面对很多疫
情所带来的连带损害，比如很多
资源都投入到管控新冠疫情而
导致癌症等其他疾病的监测不
足，心理健康问题的激增，更严
重的社会不平等，等等。

"这些都是很严重的因为疫
情管控带来的影响，我们需要去
尽快修正，"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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