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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0时至24时，大连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60例，为大连本轮疫情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新高。至

此，10天的时间，大连已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235

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54例。目前，当地疫情发展态势

如何？疫情防线是否筑牢？物资供应是否充足？记者

进行了追踪。 ■ 新华社记者 蔡拥军 张逸飞 郭翔

聚集性特征明显
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副局长吴良有13日在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说，大连疫情近

日发展较快，目前处于胶着期，市内个别乡镇和街道

出现社区传播，病例主要集中在庄河市。

4日，大连报告本轮首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系大连庄河市首站定点冷库员工。随后，疫情迅

速扩散蔓延，大连新增本土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

者人数多日出现两位数增长，短短5天时间，累计感

染人数破百。

大连市人民政府秘书长衣庆焘说，已完成庄河

市16例病例24份样本的新冠病毒基因组测序，属于

德尔塔变异株。

“本次疫情病毒载量高，传播速度快，代际时间

短，病情隐匿，不易发现，早期出现了较多的无症状感

染者，呈现单位聚集性、家庭聚集性和学校聚集性等

特点，病例主要集中在科强食品公司、海阔食品公司

和庄河大学城。”大连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赵连说。

截至13日24时，庄河大学城已有包括64名学

生在内的72例确诊病例。记者13日在大学城门外

看到，6辆大巴车陆续将相关人员闭环转运至集中隔

离点。已公布确诊病例集中的庄河大学城西区有两

所高校约1万名学生，现已实行封闭管控，每日进行

核酸检测。

排查密接次密接超3万人
14日，大连启动第三轮全员核酸检测。在大连

市沙河口区玉华社区一处核酸检测点，身穿防护服

的医护人员三人一组，分两组为群众采集核酸样本，

现场数十位群众有序排队等候检测。

社区工作人员李红秋一边为居民登记信息一边

告诉记者，她早上7点半到岗，该社区分批次通知居

民前来检测，避免人员聚集带来的疫情传播风险。

“及时调整大规模核酸检测策略，加大对重点地

区核酸检测力度，目前庄河市正在进行第八轮核酸

检测，全市其他地区也已启动第三轮核酸检测。”赵

连说，国家和辽宁省紧急调集移动方舱和“气膜方

舱”等检测力量和人员支持大连，日检测能力将达到

46.8万管。

“截至目前，排查密接12640人，次密接19193

人。”赵连14日说，国家、省、市、县四级疾控队伍联合

作战，各部门密切协作，精准锁定目标人群，尽最快

速度查找密接、次密接。针对学校疫情防控的特殊

情况，大连要求各高校实施封闭化管理，组织线上教

学，全市中小学也启动线上教学。

在报告首例确诊病例的当天，大连即宣布“非必

要不离连”，采取措施坚决遏制疫情外溢。其后，大

连不断加强离连管控措施。大连市交通运输局局长

王少成说：“‘非必要不离连’通告发布以来，大连日

均发送旅客918人，旅客离连客运量下降96.49%。”

物资供应无虞
在庄河市一个药房，一位工作人员正在接听电

话，记录患者的购药需求，另两位工作人员正在按照

订单选药、打包。在空旷的道路上，除配送物资的志

愿者外，还有调运米、面等生活物资的卡车驶过。

“选择了 20家大型居民生活保障供货企业、

15家便民药房、14家餐食饭店，通过采取社区代

购、居民线上订购线下配送、社区工作人员及志愿

者点对点无接触分送入户到家的方式，保障居民

基本生活需求，日均配送生活物资 40000 余单、

300余吨。”庄河市代市长孙功利说，庄河组织机关

干部和街道社区志愿者4000余人充实到社区和小

区便民服务岗位。

孙功利说，目前，庄河市供货企业（商超）货源稳

定，储备各类物资约为1600吨，当前储备情况能有

效保障市区居民一周的基本生活需求，后续储备仍

在进行中。

“大连市第一时间采取有力措施确保民生物资

运输畅通，稳定市场供应。”王少成表示，大连市在高

速公路口设置货车专用通道及引流疏导通道，对鲜

活农产品运输车辆提前引导，优先检查，快速放行。

“大连市启动生活必需品保障联系机制，督促各

大蔬菜批发市场、商超以及生鲜连锁超市和肉类批

发骨干企业加大采购力度，紧急调运物资，提高补货

速度，全力保障市场供应。”大连市商务局局长丛克

说，目前监测的农贸市场和大型商超蔬菜销售价格

明显下降。

近期，全球多款新冠口服药物研发取得进展，给抗疫

带来新希望。专家指出，疫苗和药物是互补的“组合拳”关

系，未来打好抗疫“攻坚战”离不开防控措施、疫苗和治疗

药物。 ■ 新华社记者 彭茜 马晓澄 徐弘毅

多款口服药获进展
本月4日，全球首款抗新冠口服药——美国默克公司

和里奇巴克生物医药公司联合研发的莫那比拉韦，被英

国药品与保健品管理局率先批准用于治疗特定新冠患

者。据默克公司10月1日公布的Ⅲ期临床试验中期分析

数据，该药可将轻中症新冠患者住院/死亡风险降低约

50%，对变异新冠病毒德尔塔、伽马和缪毒株也显示出一

致的疗效。

莫那比拉韦其实是“老药新用”，其研发可追溯到

2014 年，是在筛选抗委内瑞拉马脑炎病毒药物时发

现的。中国南方医科大学副校长、广东省药理学会理

事长刘叔文介绍，新冠病毒是一种 RNA（核糖核酸）

病毒，莫那比拉韦可在新冠病毒基因组中“掺假”，并

诱导其产生错误突变以破坏基因组复制，从而抑制病

毒传播。

继莫那比拉韦获批后，美国辉瑞公司公布了一款疗

效更优的口服抗病毒药物PAXLOVID的最新数据。Ⅱ/

Ⅲ期临床试验中期分析结果显示，口服该药能降低89%

的住院和死亡风险。该药由小分子药物PF-07321332

和利托那韦组成，前者是针对新冠病毒主蛋白酶的抑制

剂，利托那韦则是抗病毒药增效剂，此前曾用于抗艾滋病

病毒。

另一款“老药新用”的口服药也受到关注。英国《柳

叶刀·全球健康》10月25日刊载一份来自巴西的研究报

告称，常用抗抑郁药氟伏沙明可显著降低新冠患者的重

症/死亡风险。新冠早期患者服药后病死风险可降低约

90%，重症住院风险可降低约65%。英国《自然》杂志报

道称，氟伏沙明可抑制免疫反应和缓解组织损伤，而免疫

系统过度反应导致的炎症因子风暴是造成新冠重症和死

亡的重要因素。

优势与风险如何看
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主任、清华大学药学院院长

丁胜告诉记者，在大规模推广方面，小分子口服药物更具

优势：方便早期用药；合成成本低，可常温保存，便于发展

中国家采购使用；可快速用于密接者等高风险人群，帮助

轻症患者快速控制病情。

美国埃默里大学医学院的维卡斯·苏卡特梅认为，氟

伏沙明治疗新冠是“老药新用”的重大胜利，可用于没接

种疫苗或无法接受单克隆抗体治疗、病情恶化风险较高

的患者。氟伏沙明另一优势在于价格低廉，10天疗程仅

需4美元，该药专利也已到期，方便生产，一旦获批将在

可及性方面令很多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受益。

几款新冠口服药优势突出，但其风险也值得关注。

首先，这几款药物Ⅲ期临床试验规模都不大，数据披露有

限，还需通过长期、大范围使用来观察安全性和效果。

其中，莫那比拉韦的作用机制是破坏新冠病毒的

RNA复制，科学家担心它可能对人体的DNA（脱氧核糖

核酸）或RNA产生影响。刘叔文说，莫那比拉韦作为一

种可“诱导突变”的核苷类似物，可能导致机体正常细胞

发生基因突变，不排除具有致癌突变风险。

其次，新冠病毒也可能产生针对药物的突变，从而出

现耐药性。针对耐药性问题，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病毒

学教授刘善虑说，解决办法就是联合用药，也就是“鸡尾

酒疗法”。

抗疫仍需“组合拳”
有观点认为，新冠口服药问世就不用再接种疫苗。

多位专家指出，这是危险的误区。无论是预防感染还是

降低重症及病亡率，疫苗的作用都不可取代。英国政府

网站在公布莫那比拉韦获批消息时特意指出，它不能作

为新冠疫苗的“替代品”使用。

“治疗药物和疫苗并不是冲突和对立的，而是互补

的。”丁胜表示。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陈凌指出，疫苗和药物是互补的“组合拳”关系：疫苗不是

所有人都可接种，其保护效果和持久性尚不十分清楚；一

部分先天免疫较差的人接种疫苗效果不好，药物可保护

这些人；有了疫苗保护，最终需要用药的人会少很多，即

便药物有一定副作用，从百分比来看，绝对数也不会很

大；如能研发出更有效、保护更持久的疫苗，药物的使用

会更加减少。

疫情远未结束，未来打好抗疫“攻坚战”离不开防控

措施、疫苗和治疗药物。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教授

王立铭说，新冠治疗药物再加上有效的疫苗，这对于制定

和修改新冠防控的公共政策无疑有很大价值。

陈凌也认为，从长远看，口服药的出现确实给世界注

入了“强心剂”，“有了药物配合后，世界开放和经济复苏

的步伐也将会加快”。

聚集性特征明显感染人数迅猛增长
大连疫情十日追踪

多款新冠口服药获进展抗疫仍需“组合拳”

11月13日，在大连庄河市大学城，大巴车正在将相关人员转运

至集中隔离点。 ■ 新华社记者 蔡拥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