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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进入疫情常态化防控以来，国内多

地先后出现过本土传播疫情，经溯源调查发

现，均与境外输入病例和进口货物有关。专家

分析，这说明我国目前面临的风险仍然是境外

输入，我国仍然处于“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

常态化防控阶段。

“当前，首要任务仍然是强化落实各项防

控措施，包括非疫苗的公共卫生干预措施，同

时加快疫苗接种，采取综合措施阻断广东疫情

传播。”冯子健说。

在管控源头上，受访专家建议对重点人

员增加核酸检测频次。一些国家和地区曾出

现了核酸检测不灵敏而导致的假阴性个案，

给疫情防控带来被动。为了减少此问题的发

生，应该考虑增加核酸检测频次。

另外，一旦遇到“德尔塔”变异毒株的流

行，就要做到“三个加”，即流行病学调查要加

速，核酸检测频次要加量，防控措施要加码，不

能有丝毫松懈。

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庆

表示，预防新冠肺炎最好的办法还是接种疫

苗，通过接种疫苗，如果人群当中有免疫力的

达到了一定的阈值，就可以降低新冠的流行强

度或者阻断它的流行，以达到降低感染率、降

低重症率、降低病死率的目的。

多家中国疫苗企业负责人表示，已经

做好了应对突发重大变异研发新型疫苗的

准备，一方面可以迅速开发出针对变异株

的疫苗，使变异株疫苗与现有疫苗相互序

贯进行使用，另一方面也可以将新开发出

的变异株疫苗与现有疫苗作为多联多价疫

苗进行注射。

加强源头管控,加快疫苗接种

我国与“德尔塔”正面交锋！
新冠变异毒株带来哪些挑战？

目前已被世卫组织标记为“需要关注”的变异毒株有4

种。其中，最早在2020年10月于印度发现的B.1.617.2毒

株“德尔塔”近期尤为引人关注。

在全球范围内，“德尔塔”的传播速度正在加快。6月18

日，世卫组织首席科学家苏米娅·斯瓦米纳坦在日内瓦举行

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德尔塔”正在成为全球新冠疫情中的

主要流行毒株。据世卫组织6月15日发布的全球新冠疫情

周报，“德尔塔”变异株已传播到全球80多个国家或地区。

近期，“德尔塔”也在广州、深圳和东莞引发了疫情。

据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6月21日通报，5月21日至

6月20日，本轮疫情中广州市累计报告153例感染者。

6月14日，深圳报告宝安机场海关工作人员姜某为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姜某曾负责6月10日由南非约翰内斯

堡入境深圳的CA868航班旅客的流行病学调查。6月18

日，深圳报告两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其中一例是在南山

区后海航天科技广场A座工作的萧某，其重点活动轨迹

中包括了机场交通中心；另一例是在宝安机场一家餐厅工

作的员工朱某。

据深圳市政府新闻办在6月19日晚召开的发布会上通

报，6月18日和19日，深圳市疾控中心完成了朱某、萧某的

新冠病毒基因测序，发现二人携带的病毒与CA868航班输

入的16例阳性病例和6月14日报告的确诊病例姜某均高

度同源，均为“德尔塔”变异株。深圳市有关部门根据流行

病学调查情况、核酸检测和病毒基因检测结果初步判定：此

次深圳疫情为一起境外输入关联的新冠肺炎疫情。

东莞市6月18日通报，家住东莞市南城街道百悦尚城

小区的李某某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据了解，李某某与深

圳通报确诊的病例萧某为夫妻，基因测序结果也显示，李某

某所感染病毒的基因组序列与其丈夫萧某所感染病毒的基

因组序列高度一致。20日晚，东莞通报当日新增1例新冠

肺炎本土确诊病例，为就读于广州新华学院东莞校区的学

生贾某某，系18日确诊病例李某某的密切接触者。

在此之前，国内已经有多次跟“德尔塔”交锋的经历。

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5月17日通报，在越南考

察的5名中国公民经广西凭祥友谊关口岸回国后，确诊感

染了“德尔塔”变异株。4月25日，浙江舟山市在某船厂锚

地靠泊修理的中国香港籍船舶上，发现11名感染了“德尔

塔”毒株的船员。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英文）》5月1日网上刊

发的一篇论文披露了3例从重庆入境的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经基因组测序发现这3例确诊患者感染的病毒为“德尔

塔”，推测感染可能发生在印度。

多名专家认为，“德尔塔”毒株具有传播力

强、潜伏期短、病毒载量高、病情发展快等特

点，对疫情防控带来挑战。

——传播力强。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冯

子健说，从广州本轮疫情的病例情况看，“德

尔塔”变异株病毒的传染性和传播能力显著

增强。此外，潜伏期或者传代间隔缩短，在短

短的10天内就传了五六代，病毒的传播速度

在加快。感染者的样本PCR检测病毒结果

显示，病毒载量有显著增加的特点。

“现有的研究数据显示，这个变异毒株

的传播能力比较强，是目前世卫组织已经确

定的几个‘需要关注’的变异株里传播能力最

强的，比过去老的毒株传播能力提高了1倍，

比在英国发现的毒株传播能力提高了 40%

多。”冯子健说。

——病毒载量高。6月 14日发表在《柳

叶刀》上的一项大规模研究显示，来自英国爱

丁堡大学领导的研究团队通过研究苏格兰的

感染病例后发现，与感染于英国最早发现的

“阿尔法”（Alpha）变异毒株的人相比，感染“德

尔塔”变异株的人群住院风险要高出1倍。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广东工作组

医疗救治组专家、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

医学科主任管向东表示，此次广州疫情中患者

发病以后转为重型、危重型的比例比以往高，

而且转为重型、危重型的时间提前。患者的

CT值非常低，CT值越低就表示体内病毒载量

越高，患者核酸转阴所需要的时间延长。

——可能存在免疫逃逸现象，但现有疫

苗仍有保护作用。冯子健表示，国际上研究显

示，这个变异病毒可能有一定的免疫逃逸现

象。但是，现有的几种疫苗对这个变异病毒都

仍然有可观的免疫效果。

“从这次广东的疫情来看，确诊病例里面

没有接种过疫苗的人群，转为重症或者发生重

症的比例显著高于接种疫苗的人，这表明，接种

以后对变异毒株仍然有免疫作用。”冯子健说。

6月12日网上刊发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周报（英文）》上的一篇论文分析了接种疫

苗对感染了“德尔塔”毒株病例的影响。论文披

露，3例从四川入境回国后确诊感染“德尔塔”

毒株的病例中，2例此前已经接种过疫苗，1例

未接种。研究表明接种疫苗的病例与未接种疫

苗的病例相比呈现三个特点：从确诊到产生抗

体阳性的时间短、CT值高、住院时间短。

“德尔塔”毒株传播力强、病毒载量高，疫苗仍有保护作用我国与“德尔塔”毒株“正面交锋”

最早在印度发现的新冠病毒变异毒株“德尔塔”（Delta）继在广州

引发本土疫情后，近日又在深圳、东莞引发本土疫情。

多名专家认为，“德尔塔”是目前所发现变异毒株中传播力最强

的，同时具备潜伏期短、病毒载量高、发病进程快等特点。这种变异毒

株会为疫情防控带来哪些挑战？如何进行应对？

■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马晓澄 王琳琳 徐弘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