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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新变种流行概率增加

在美国广播公司当地时间8月8日
播出的《本周》节目中，美国国家卫生研
究院院长柯林斯坦言：“我们真的本来
不该落到现在这种地步。从这个角度来
看，我们确实做得失败。”

柯林斯认为，美国没能遏制“德尔
塔”毒株蔓延而导致疫情大规模反弹，
问题主要出在“争取让所有人都接种疫
苗”的工作不够“有效”。“现在，我们正
付出惨痛代价。”柯林斯说。

法新社报道，虽然对“德尔塔”毒株
的恐惧推动美国疫苗接种步伐，但仍有
数以百万计的民众，尤其是在政治保守
派占上风地区的居民，对打疫苗持怀疑
态度。

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
所长福奇也发出警告：一旦扛不住这波

“德尔塔”毒株攻势，新冠病毒新变种流
行概率会增加，而后者“可能比‘德尔
塔’更棘手”。

福奇8日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电视
节目《与新闻界对话》中说，他希望在8
月底以前，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能正
式批准国内在用的几款新冠疫苗。这些
疫苗现阶段获得的是紧急使用授权。

戴口罩遭遇政治化

尽管公共卫生专家一再敦促政府
和民众加快疫苗接种，在保守派政治势
力的“怂恿”下，部分民众对以“口罩令”
为主的防疫措施的抵制却在加强。

柯林斯警告，由于药管局还未批准
新冠疫苗适用于12岁以下儿童，秋季开
学后，数百万儿童将重回课堂，如果不
要求他们戴口罩，病毒将“传播更广”，

“可能导致校园内暴发疫情，孩子们又
得回到远程教学模式，我们要避免这一
情况”。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8日在社
交媒体上提醒公众：无症状的儿童感染
者也有传播病毒的可能性，“两岁以上
儿童在教室等室内公共场所应该戴口
罩”。美国教育部长卡多纳当天也在电
视节目中提出同样建议，并呼吁“教育
界领袖要起带头作用”。

然而，部分政客却在“拉后腿”。保
守派共和党人大本营之一佛罗里达州
是美国这一波疫情的“震中”，7日报告
新增确诊病例将近2 . 4万例，刷新疫情
暴发以来该州最高纪录，但疫苗接种率
落后于不少州。共和党籍州长德桑蒂斯
近日下令，禁止州内学校出台强制学生
在课堂戴口罩的措施。

这一行政令引发极大争议，部分学
区管理层表示准备抗命。不过，仍有部
分家长支持德桑蒂斯。

不少医护人员也对部分民众坚持
不打疫苗的现象感到“崩溃”。美国商业
内幕网站报道，在佛州南部，一些抗疫
一线医生“耗费宝贵时间和那些坚信不
打疫苗是正确选择的病患争辩”，辩到

“气恼乃至愤怒”的地步；也有些人病倒
后才请求接种疫苗，“最惨的是那些进
了重症监护室的人，但显然已经太迟
了”。

身为国家高级卫生官员，柯林斯认
为美国国内关于疫苗和口罩的争论已
被政治化，对现状也深觉“心累”。“（打
疫苗或戴口罩）不是政治宣言，也没有
侵犯自由，而是能救命的医学手段。”

美国佛州心血管病专家凯塞尔说，
关于疫苗的各种阴谋论广泛流传，阻碍
了佛州推广防疫措施，他斥之为“迷
信”。“如果我们还坚持迷信思想，我们
还在靠水蛭和巫医给人治病。”

美超千人染“拉姆达”

世界卫生组织将最早在秘鲁发现
的C. 37毒株列为“需要留意”的变异病
毒之一，并以希腊字母命名为“拉姆
达”。自去年8月在秘鲁最早被发现以
来，“拉姆达”毒株已在约30个国家和地
区出现，尤其在智利、秘鲁、厄瓜多尔等
南美国家传播明显加快。

据全球最大的流感及新型冠状病
毒数据平台“流感数据共享全球倡议”
的数据显示，目前美国已有1060例由

“拉姆达”毒株引起的新冠肺炎病例。此
外，由于“德尔塔”变异毒株的快速传
播，美国新冠肺炎感染、住院和死亡病
例也在不断增加。

据报道，虽然目前美国感染“拉姆
达”毒株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比感染

“德尔塔”变异毒株的病例数要少得多，
但一些传染病专家表示，“拉姆达”毒株
也是他们正在密切关注的一种变异毒
株。美国传染病学会专家马拉尼表示，
目前还很难确定这种毒株的传染性如
何。

此外欧洲多家媒体也表示，“拉姆
达”目前已经找到了“通往欧洲的路”。
英国公共卫生部将其描述为“正在调查
的变种”。7月7日，瑞典媒体报道，“拉姆
达”变异株已被列入欧洲疾控中心“监
控变异毒株”的列表中。

英国公共卫生部6月25日报告了6
例由“拉姆达”变异株引起的新冠肺炎
病例，病例的出现均同海外旅行相关。
在疫情明显恶化的西班牙，情况则要更

严重一些。据西班牙媒体消息，西班牙
坎塔布里亚北部地区已记录了80例“拉
姆达”变异株确诊病例。

同时，亚洲国家也未能幸免。据日
本广播协会（NHK）报道，一名女性于8
月7日在东京羽田机场的检疫站被发现
感染了一种新型毒株，经过对样本的基
因测序分析，目前已证实该女性感染的
就是“拉姆达”变异株，这是首次在日本
确认感染“拉姆达”变异株的病例。

危害性或超“德尔塔”

有声音指出，人们还没有意识到
“拉姆达”的危害性，它却可能成为一种
超越“德尔塔”毒株的潜在威胁。《印度
时报》报道称，“拉姆达”变异株的感染
症状，与新冠病毒的常见症状几乎相
同，例如：咳嗽、发烧、味觉丧失、嗅觉丧
失、身体疼痛和气促。而这一看似普通
的毒株或许比一般的新冠病毒更加危
险。

来自日本东京大学和大阪大学研
究人员的一项研究表明，“拉姆达”变异
株的刺突蛋白具有高度传染性。“拉姆
达”变异株的刺突蛋白有七个突变，刺
突蛋白是病毒外壳上的凸起，有助于它
们附着在人体细胞上，并侵入人体细
胞。这些突变可能会促进“拉姆达”变异
株与人体细胞的结合。

研究同时指出，“拉姆达”变异株的
另一个突变能逃避中和抗体，让它有能
力对抗免疫性。研究人员将这种突变描
述为“独特”的突变，只存在于“拉姆达”
变种病毒中。

研究人员表示，尽管这项研究迄今
尚未经过同行评审，但可以确定“拉姆
达”变种病毒感染细胞的活跃程度不亚
于“德尔塔”。研究团队担忧，“目前全世
界都尚未认识到‘拉姆达’毒株的危险
性。”

纽约大学格罗斯曼医学院的一项
初步研究正着眼于辉瑞和莫德纳疫苗
对“拉姆达”变体的影响。结果发现，与
原始病毒相比，疫苗产生的抗体数量减
少了2倍到3倍，但这并不是中和抗体的
显著损失。研究人员得出结论称，辉瑞
和莫德纳等疫苗，可能对“拉姆达”变体
仍然有效。

因此，虽然研究数据表明“拉姆达”
毒株具有逃避疫苗保护和高传染力的
突变，但并没有实际证据表明该毒株的
传播增加，也没有证据表明增加了患者
的症状程度，以及能够逃避疫苗保护。
更没有证据证明其比“德尔塔”毒株更
强。

综合新华社、央视新闻、澎湃新闻等

一周新增病例激增30%

东京奥运会最后一天，东京
都报告4066起新增病例，而在奥
运开幕的7月23日，这一数字是
1359例。8月5日，东京都日增病例
创下疫情暴发以来最高纪录，达
5042例。7月底以来，东京疫情扩
散速度明显加快，最近7天的日
均新增病例升至4037例，首次超
过4000例，比前一周激增30%。

日本厚生劳动省6日报告该
国首例感染变异新冠病毒“拉姆
达”毒株病例。一名去过秘鲁的
女性7月20日在东京羽田机场入
境检测时查出感染“拉姆达”毒
株。这种最早在秘鲁发现的毒株
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需要留
意”的变异新冠病毒之一。这种
毒株可能具有更高传染性、更强
抵御中和抗体的能力。

菅义伟6日否认疫情恶化与
奥运举办相关。他表示，东京商
业区人流相比奥运会开幕前没
有增加，“现阶段我不认为奥运
会导致了疫情扩散。”

鉴于疫情蔓延，日本政府8
日宣布把实施重点防疫举措的
地区从5地扩大至13地，期限与
处于防疫紧急状态下的东京都
等6地一样，持续到8月底。所谓
重点防疫举措是疫情出现扩大迹象时，为避免进入
紧急状态而采取的一种对策，力度小于紧急状态，
内容包括缩短餐饮业营业时间等。

此前，鉴于日本政府抗疫措施以及疫苗接种速
度均不尽如人意，奥运前夕日本舆论曾担忧举办奥
运会将使日本疫情雪上加霜。就菅义伟承诺的举办
一届“安全安心的体育盛会”，在奥运开幕前的一项
调查中，21%的受访者认为政府有能力兑现承诺，
68%的受访者认为很难做到。而《朝日新闻》在奥运
期间的民调则显示，32%的受访者认为本届奥运会
是“安全安心的”，54%对此表示不确信。

支持率跌入“危险水域”

尽管日本民众对举办奥运会的认可度有所提
升，但没能转化为菅义伟内阁和自由民主党所期待
的支持率。日本《朝日新闻》9日刊登的民调结果显
示，菅义伟内阁的民意支持率进一步下滑至28%，自
去年9月组阁以来首次低于三成。

民调显示，菅义伟内阁不支持率升至53%，其支
持率和不支持率与东京奥运会开幕前7月进行的民
调结果相比，均呈现恶化态势，7月时的支持率和不
支持率分别为31%和49%。民众不满主要集中在日本
疫情失控问题上。民调还显示，66%的人对菅义伟的
抗疫措施没有信心，73%则认为疫苗接种速度迟缓。

在日本政坛，内阁支持率低于30%，被舆论视为
进入“危险水域”；如果进一步跌破20%，就陷入“下台
水域”。去年5月，时任首相安倍晋三的内阁支持率跌
至29%，为安倍2012年12月第二次执政后最低。同年8
月，安倍宣布因病辞职。

日本大学政治分析家岩井奉信表示，菅义伟原
本计划通过成功举办东京奥运会，为国会众议院选
举助力，但疫情加剧使这番努力付诸东流。“内阁支
持率最终还是与疫情控制情况相关。”他说。

有媒体分析认为，菅义伟内阁支持率下降的主
要原因在于，新冠疫苗接种进度慢和新增确诊病例
因新冠变异病毒德尔塔毒株传播而急速攀升。

东京残奥会结束后，日本政局将迎来两件大
事：一是菅义伟的自民党总裁任期将于今年9月底届
满；二是本届日本众议院任期将于10月结束。日本舆
论分析认为，对菅义伟来说，实现首相连任的步骤
原本应依次为“疫情防控”“成功举办奥运会”“提前
解散众议院”“自民党赢得大选后无需投票连任自
民党总裁”。然而，东京都疫情突然恶化，东京奥运会
和残奥会不得已在紧急事态宣言中举行，都让菅义
伟的如意算盘难以实现。

据《朝日新闻》民调，就是否希望菅义伟连任自
民党总裁并继续担任首相，60%的调查对象表示“不
希望”，表示希望的只有25%。不过，最大在野党立宪
民主党的支持率只有6%，自民党则为32%。分析人士
指出，日本执政的自民党与在野党之间势力相差悬
殊，赢得大选几无悬念。但内阁支持率一路下滑对
菅义伟来说不是一个好兆头，未来自民党总裁选举
日程安排、解散众议院时机以及菅义伟能否连任首
相都有待进一步观察。 综合新华社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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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奥运会8日落下帷幕。同一天，东京都单
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连续第5天超过4000例。共同
社报道称，东京都疫情呈现“爆发式”扩散趋势。分
析人士指出，东京都疫情加速蔓延，日本政府期待
的“奥运红利”并未显现，其内阁支持率下滑至历
史新低。面对接下来的自民党总裁选举和国会众
议院选举，菅义伟内阁前景堪忧。

尽管掌握充足到富余的疫苗，美国近来连续几天单日新增确诊病例都超过10万例，当地时间8月6日报告的新增病例超过12
万例，刷新美国半年来最高纪录；高传染性变异病毒“德尔塔”毒株迅速蔓延，更多儿童和青年感染，以至于一些地区区的儿童医院
病床告急……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院长柯林斯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承认：这场抗疫战，美国可谓“失败”。

“我们抗疫失败了”
疫情大规模反弹，美官员：正付出惨痛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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