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一些国家出现新冠病毒变异株奥密克
戎，世界卫生组织将其列为“需要关注”的变异毒
株，要求各国加强监测与测序工作。 截至目前，我
国除香港地区外，其他省市尚未发现该变异株的
输入。

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中国疾控中心专家研
判认为，我国“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防控策略
对奥密克戎变异株仍然有效。 研究人员正在密切
跟踪分析其传播风险，以及对现有疫苗和药物的
影响。

新变异株有多大威胁？

禁飞航班、限制旅行、封锁国境……多个此
前已放松管控的国家，为奥密克戎变异株又升级
了防疫措施。

新变异株有哪些新特点？ 会产生多大威胁？
中国疾控中心病毒预防控制所所长许文波

介绍，奥密克戎变异株同时具有前 4 个“需要关
注”的变异株一些重要氨基酸突变位点，包括细
胞受体亲和力、病毒复制能力和免疫逃逸能力增
强的位点。

同时， 流行病学和实验室监测数据显示，在
首先发现奥密克戎变异株的南非，该变异株病例
数在较短时间内激增，部分取代德尔塔变异株。

“这提示奥密克戎变异株的潜在传播力明显增

强。 ”许文波说，不过截至目前，全球尚无该变异株
传播力、致病力和免疫逃逸能力等方面的系统研究
数据，预计还需要数周时间来做进一步研判。

国际上一些防控专家表示，尚不清楚奥密克
戎毒株会对公共健康构成多大威胁。 不过，与德
尔塔毒株不同，奥密克戎毒株刚刚出现就受到全
球广泛关注， 或许有助人们更早地采取措施，遏
制疫情蔓延。

药物和疫苗是否依然有效？

研究表明， 新冠病毒 S 蛋白若出现 K417N、
E484A 或 N501Y 突变，提示免疫逃逸能力增强。

“奥密克戎变异株同时存在上述三重突变。 ”
中国疾控中心专家分析指出，此外，该变异株还
存在其他多个可能降低部分单克隆抗体中和活
性的突变。 “突变的叠加，可能降低部分抗体药物
对奥密克戎变异株的保护效力。 ”

“具体到某个抗体的影响程度， 还需要经过
实验验证。 ”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生物学研究所
研究员钱朝晖表示，此外，相关突变在理论上对
小分子药物的影响不大，实际情况也仍需进一步
研究确认。

当前疫苗对奥密克戎变异株是否依然有效？
由于缺乏足够数据，国际卫生界当前仍无法给出
一个准确回答。 但国外有研究人员根据已有信息

预计，现有疫苗对预防住院和重症仍有高效力。
中国疾控中心专家对此也作出回应：新变异

株对现有疫苗免疫逃逸的能力，有待进一步监测
研究。

上述专家同时介绍，我国针对奥密克戎变异
株已经做好了包括灭活疫苗、蛋白疫苗、载体疫
苗等多条技术路线的前期技术储备和研究，部分
企业已经开始相关前期设计。

此外，当前的核酸检测试剂，能否仍检出奥
密克戎变异株？ 许文波表示，对奥密克戎变异株
的基因组分析显示，其突变位点不影响我国主流
核酸检测试剂的敏感性和特异性。

新冠病毒不断变异怎么办？如何防控
应对？

“研究显示， 新冠病毒的突变频率在百万分
之三左右，出现新变异株是正常现象。 ”钱朝晖
说。

研究人员指出， 尽管新冠病毒不断变异，但
变异株仍是新冠病毒，总体来说不会发生颠覆性
的改变。

大规模接种疫苗，被科学界公认为是降低新
冠病毒变异速度、最终结束疫情大流行的有力手
段。 此前，世界卫生组织曾警告，疫苗分配不平等

现象持续时间越长， 病毒传播范围就会越大，病
毒出现更多变种的可能性就会更大。

虽然新型变异株的凶险程度不明，但我国始
终毫不放松、科学精准实施一整套防控策略和措
施，以确保巩固来之不易的防控成果。

中国疾控中心专家表示，戴口罩仍是阻断病
毒传播的有效方式，对于奥密克戎变异株同样适
用。 此外，还要勤洗手、做好室内通风、做好个人
健康监测，并减少非必要出入境。

应对境外输入的德尔塔变异株时，我国多个
省份在一个潜伏期左右时间有效控制了疫情。 这
个过程中，总结了不少防控经验，可以同样用来
“对付”奥密克戎变异株。

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总结， 这些经验包括：立
足抓早、抓小、抓基础，提升疫情防范和早发现能
力；发生疫情后，充分利用疫情发现之初的黄金
24 小时处置时间，在原来充分发挥检测队伍作用
的基础上， 进一步发挥流调和监督队伍作用；在
疫情没有扩散之前，或者感染者还不具备传播能
力之前，把密接者、次密接者找到，把可能的感染
者提前管控住……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是我们一切防控
举措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国家卫生健康委
主任马晓伟强调，现阶段我们仍将坚持“动态清
零”策略不动摇。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董瑞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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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日至 27 日， 国家
体育总局青少司“体教融
合奥运冠军走基层”活动
走进秦巴山区的陕西省
平利县。 五名奥运冠军领
衔的运动员团队为当地
中小学生进行了一堂别
样体育课，并看望了正在
此地体育支教的两所大
学师生。

拔河、 毛毛虫竞速、
两人三足赛跑，这些充满
趣味的运动项目，在平利
县老县镇中心小学和平
利县中学相继展开。 奥运
冠军丁宁、庞伟、李发彬、
谢思埸和杨浚瑄以及王
峥 、景瑞雪 、冯璐璐等三
名陕西籍运动员纷纷戴
上红领巾上阵，加入学生
队伍一同享受运动快乐，
并向他们讲授参与这些
运动对于身体健康的帮
助。

丁宁与庞伟分别为
同学们分享了自己的奋
斗历程。 他们心怀祖国、
顽强拼搏的故事，赢得了
在场学生的热烈掌声。

在平利县中学，这些
体坛名将们向广大青少
年发出了 “参与运动、享
受乐趣 、增强体质 ”的倡
议，呼吁大中小学生加入
体育锻炼的队伍，力争做
到每人拥有一到两项体
育运动爱好。 活动期间，
他们还为全县中小学体

育老师代表讲解了青少年日常体育训练
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庞伟告诉记者 ， 他自己作为奥运冠
军， 有责任也有义务传承中华体育精神，
把体育的正能量传播给更多人，尤其是在
体教融合的大背景下，希望更多的孩子们
动起来、跑起来，跑出祖国和民族的未来。

（新华社记者 郑昕 薛天）

“周医生，我感觉自己心跳很快，问题大不
大？ ”12 月 2 日上午 11 点，周嵘接到一个患者
电话，他赶紧做了回复：“如果服用酒石酸美托
洛尔片 25 毫克的，每天两次，每次 1 片，心率
没低于每分钟 50 次的话， 可以换用长效的琥
珀酸美托洛尔缓释片 47.5 毫克的， 每天就服
一片。 ”

在他的手机通讯里， 存着几千个号码，其
中一多半都是患者的。和很多拒绝陌生人来电
不同，周嵘有个习惯，不管工作多忙，手机显示
的红色未接电话，他都要一一回复，他说，这些
电话十有八九是患者打来的， 他们遇到的难
题，或许性命攸关。

时间拉回到三个月前，9 月的一天， 周嵘
接到电话通知 “被评为 2021 年第四届医生云
奖获得者”， 一头雾水的他没想到自己会获得
这个奖项。

自 2021 年 5 月 8 日进入全国“大专家”云
平台，在短短 6 个月时间里，周嵘发表了 240
余篇关于心血管的科普文章， 点击量达到近
2000 万。

因为做科普，他和钟南山、樊代明等院士
专家团队获得了相同的殊荣，作为全国县区唯
一的代表，周嵘通过视频，在 10 月 14 日宁夏
银川举行的第四届医生云大会上接过了这座
意想不到的奖杯。

随时在线的“贴身医生”

作为一名心血管内科专家， 周嵘从 2014
年 11 月进入汉滨区第一医院那天起， 为群众
科普健康知识成了他自觉的工作。 “我的手机
24 小时开机，随时可以向我咨询。 ”周嵘说到
做到，他的手机上经常响起信息提示音，不用
看，肯定是患者发来的询问。

“周医生，这是我昨天喝完药记录的数据，
需要调整吗？”一位患者发来一个图片。周嵘趁
着手边没有工作，给他回了信息，“如果没有身
体不适，就继续按照原计划执行。”像这样的问
答，随时都有，甚至之前做过咨询的患者也能
相互解答一些简单的问题。

周嵘给群里患者提出的要求是，每天要记
录自己的数据进行打卡，他会抽空一一解答患
者的疑惑。时间在他这里，被赋予了生命力。来
安康 7 年时间，周嵘下基层、入社区、进机关，
开展科普和参与巡讲 300 余场次，听众达到 1
万余人次，基本上做到了一周一讲。

每天早上 8 点之前，周嵘的身影准时出现
在科室，完成所有的交接班后，他带着医生开
始查房。 等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桌上还有一堆
病历需要他签字。“除了出门诊，科室的医生随
时会就患者的病情和我探讨， 如果是小问题，
监管医生自己会解决，如果是大问题，我就组
织科室集体讨论，甚至会集合全院专家进行会
诊。 ”

“你要问我最需要的是什么？ 是时间！ ”在
周嵘这里，时间是碎片化的。 繁忙的业务工作

和科室工作可能会让很多人无力再去兼顾其
他，周嵘却是乐此不疲。 抛开线下 300 余场次
的讲座不算，发在线上的科普文章和讲座他自
己已经无法统计出来，“那太多了，只有当我要
签字、 出诊和做手术时候， 手机才从手里放
下。 ”因为他会随时停下来，把查房、看病遇到
的群众关心的问题记下来， 稍有空闲时间，他
赶紧把这些问题解释清楚，再通过自己的账号
发到群里。

“我想把健康素养的知识让更多人看到，
让更多人拥有更科学、更健康的生活。 ”周嵘
说。

服务每一位需要的群众

去年冬天，一通急促的电话铃声在周嵘办
公室响起， 是一个陌生的号码， 他及时接通，
“周医生，请您救救我母亲。 ”电话那头的声音
焦急且慌张，周嵘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他先
安抚了对方的情绪，通过交谈，了解了事情的
原委。

求助人并不认识周嵘，他的一位朋友曾经
是周嵘的患者， 求助人急切地在电话里说，自
己母亲 80 多岁了， 本来身体就有慢性支气管
炎，随着天气越来越冷，母亲也出现了咳嗽、咳
痰和气喘加重，在当地卫生院诊治后，效果不
佳。 “今天一大早，我母亲就出现了呼吸困难，
嘴唇也发紫。”求助人说，当地卫生院建议送到
上一级医院住院治疗，但是老人一口拒绝了这
个要求，“所以，周医生，我想请您和我去一趟
我家里。 ”

“没有问题，刚好我现在没事，马上就走。”
周嵘二话不说，拿起出诊箱就和救助人一起打
车前往汉滨区双龙镇。 没想到的是，50 多公里
的路程和蜿蜒曲折的山路， 让他吃尽了苦头，
路途中吐了好几次。经过 2 个多小时的车程到
达目的地后，他顾不上呕吐后身体轻飘飘的虚
弱，抱起出诊箱就跳下了车。

老人躺在家里气色很差，周嵘赶紧做了仔
细检查， 发现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
有明显缺氧症状。“我仔细看了一下，这里气温
比较低，取暖靠的是煤炭烤火，导致了您缺氧
严重，需要住院输氧输液治疗。 ”周嵘告诉老
人。 “我哪儿都不去，就在这里，我个人的身体
我知道，躺下休息两天就好了。”老人无论怎么
劝就是不答应离开家。 看着固执坚持的老人，
周嵘拉着当地卫生院医生一起会诊讨论，在尊
重老人意愿的前提下，制定了治疗的方案———
就在老人家里输氧输液治疗。

他轻轻地把输液针头插进老人血管，松开
扎脉皮管的那一刻，周嵘才把心放下来，为了
让患者家人安心， 他一直守到患者液体输完，
老人缺氧的症状明显改善，嘴唇也由紫色渐渐
变得红润，这才起身返回城区。 临走前他还把
后续治疗方案和当地卫生院医生交接好，留下
自己的手机号码便于随时沟通。 这样的情形，
是周嵘工作的日常状态。

2014 年从江西来到安康工作时， 他发现
这里的老百姓有偏咸、 偏辣的重口味饮食习
惯，而且预防、养生、保健的观念比较薄弱，心
血管、消化、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病率比较高，因
病返贫的群众不少见。他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于是他立即行动，响应健康中国行动计划的号
召，通过科普宣教来改变安康地区老百姓的健
康理念，传递疾病预防、养生、保健常识，让百
姓少得病，不得病，不要因得大病而生活困难。

“没有完成一天的任务，感觉不完整”

“将艰涩难懂的医学专业知识， 转变成生
动有趣的科普内容，一点一点提高公众的健康
意识，是我们医学工作者前行的动力。 ”周嵘
说，他的理想是，从专业到大众，找一个好的切
入点， 让更多人了解科普是一件容易做到的
事，让更多医务工作者有信心做科普，从而进
一步推动医学科普在县域范围的开展，进而推
动“大病不出县”愿景的实现。

开展医学科普， 无形中会让医患更融合，
通过患者口口相传的模式，增大学科在县域范
围的辐射面，这对慢病管理尤为重要。 作为陕
南人口最多的一个区，一百多万的群众都是周
嵘科普的对象， 他说：“手机就是我的工具，网
络是我的平台。 ”

微信群从 1 个变成 2 个，再变成现在的 4

个。 人数不断增加，科普传播的规模也不断向
外扩散，他朋友圈的人数超过了 1 万多人。

周嵘一边学直播、 一边写科普，“抖音、今
日头条、西瓜视频等平台我都有注册，用短视
频、网络直播的形式，让老百姓对专业的医学
知识听得懂，听得明白。”他给自己的要求是每
天写 5 篇左右的科普文章，这对于一个心血管
内科主任来说，是很大的任务，但是他做到了。

“有一次门诊，患者问我，现在血压已经正
常了，能不能停掉降压药？ 很多都是这样的小
问题，但是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患者的困惑
让周嵘明白， 做好科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
一定要写老百姓能看懂的东西。

为了让更多人看到，他加入“大专家.com”
平台， 这个平台里有 2045 名大专家、20 万专
家和 2000 万的医生， 他每一篇稿子转发量都
呈几何级数上升。 “发在平台的第一篇科普文
章，不到半天时间，点击量已经达到了 100 多
万，这在汉滨区是不可想象的。”周嵘说，“老百
姓能从中获益，我很满足，没有完成一天的任
务，感觉不完整。 ”

夜里 11 点，妻子让他早点休息，第二天还
要工作。周嵘答应了，他轻轻转过身，用身子挡
住手机光，不影响妻子休息，手指快速地在手
机上敲着，今天还差的一篇科普文章快速地被
编写好发了出去。

放下手机，已经 12 点了。

在他这里，
没有得不到的答案

研判奥密克戎：新变异株风险多大？ 如何做好防控？

奥
运
冠
军
把
趣
味
体
育
课
带
进
秦
巴
山
区

记者 田丕 王拥

———记 2021 年第四届医生云奖获得者周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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