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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派遣的抗疫医疗专家
组 8 日抵达缅甸最大城市仰光，中方
捐赠的一批防护用品、医疗设备和中
成药等抗疫物资也随机抵达。

当天，缅甸卫生和体育部部长敏
推及中国驻缅大使陈海等到机场迎
接专家组的到来。

敏推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
表示，在抗击新冠疫情方面，缅甸需
要中国的经验。中国派遣的专家组
对缅甸大有益处，此举增强了两国之
间的友谊。

陈海表示，应缅甸政府请求，中
国政府派遣专家组驰援缅甸，体现了
中缅深厚的“胞波”情谊。相信双方
将开展卓有成效的合作，为缅甸战胜
疫情提供助力。

中国抗疫医疗专家组由中国国
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组建，云南省选
派，12 名成员来自云南省疾控中心、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云南省
中医医院等单位，专业领域涵盖呼
吸、感染、重症、护理、检验、中医等。

专家组组长杨丽娟在接受新华

社记者采访时说，专家组此行主要任
务是与缅方分享中国抗疫经验，双方
将在医疗救治、疫情防控及实验室检
测等方面进行交流，并对相关人员进
行指导和培训。

此前，中国政府援助的其他医疗
物资已运抵缅甸并投入使用。在缅
中资企业和组织也通过多种方式向
缅各界捐赠了防疫物资。

据最新公布的新冠疫情统计数据，
截至当地时间8日上午，缅甸累计确诊
病例达22例，其中3例死亡。

新冠病毒肆虐，全球相关疫苗研
发正加紧进行。美国伊诺维奥制药
公司研发的名为INO-4800的新冠病
毒疫苗 6 日启动一期临床试验，这是
继美国莫德纳公司与国家过敏症和
传染病研究所合作研发的 mRNA-
1273 以及中国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
研究院陈薇院士领衔团队研发的“重
组新冠疫苗”之后，全球第三款进入
临床试验的新冠病毒疫苗。

世界卫生组织网站信息显示，截
至3月26日，全球还有至少52款候选
疫苗处于临床前研究，这些正在研发
的新冠病毒疫苗包括哪些类型？

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教授、艾滋
病研究所所长陈志伟近日接受新华
社记者采访时表示，林林总总的处于
研发前沿的候选新冠病毒疫苗可以
概括为两大类。

第一类是此前无同类疫苗获批
过的新型疫苗，主要是指核酸疫苗，
分为 RNA（核糖核酸）疫苗和 DNA

（脱氧核糖核酸）疫苗，这类疫苗是将
编码抗原蛋白的 RNA 或 DNA 片段
直接导入人体细胞内。

例如，美国第一个进入临床试验
的 新 冠 病 毒 疫 苗 mRNA- 1273 是
mRNA（信使核糖核酸）疫苗，属于
RNA疫苗，它是将编码新冠病毒刺突
蛋白的 mRNA 导入人体细胞内。而
最新进入临床试验的INO-4800是一
款 DNA 疫苗，使用了被称为质粒的
一小段环状 DNA 片段，注射后能使
细胞产生抗原蛋白。

第二类是此前已得到广泛应用
的传统类型疫苗，包括灭活病毒疫
苗、基因工程亚单位疫苗、重组病毒

载体疫苗等，多数在研新冠病毒疫苗
都属于此类。比如中国团队研发的

“重组新冠疫苗”就属于重组病毒载
体疫苗，采用 5 型腺病毒作载体向人
体内输送表达新冠病毒刺突蛋白的
基因。

据中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
闻发布会此前介绍，疫情暴发后中国
选择了5条技术路线加快推进新冠病
毒疫苗研发，分别是灭活疫苗、基因
工程重组亚单位疫苗、腺病毒载体疫
苗、减毒流感病毒载体疫苗和核酸疫
苗。可以看出，中国采取的 5 条技术
路线覆盖了全球在研新冠病毒疫苗
的主要类型。

各类在研新冠病毒疫苗利用的
研发平台不同，但都基于一个主要
的理论基础。多项揭示新冠病毒感
染机制的研究表明，该病毒主要通
过其表面刺突蛋白与人体细胞上的

“血管紧张素转化酶 2（ACE2）”受体
结合实现感染，新冠病毒疫苗就是
以协助新冠病毒侵入细胞的刺突蛋
白为靶点，通过表达刺突蛋白诱导
人体免疫系统产生能够结合新冠病
毒的中和抗体，从而实现预防感染
的目标。

那么研制出能大规模使用的获
批 新 冠 病 毒 疫 苗 还 需 要 多 久 呢 ？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日前
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新冠疫苗的
研制至少还需要 12 至 18 个月。美
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
长安东尼·福奇此前也曾表示，即
便疫苗的初期安全试验进展顺利，
距离其大规模应用也需要一年至
一年半时间。

委内瑞拉全国共有 56 家收治新
冠患者的定点医院。7 日，中国援助
委内瑞拉抗疫医疗专家组马不停蹄
走访了三家位于首都加拉加斯的定
点医院，还在其中一家医院探望了当
地新冠重症患者。

何塞·耶雷那医院 3月 14日设立
新冠隔离区以来，已有1110人因呼吸
系统疾病接受治疗。中国专家组成
员在这家医院详细了解了委方采取
的防疫和收治措施。

这家医院隔离区负责人雷斯特
雷波告诉新华社记者，医院正尽一切
努力收治新冠患者，防止疫情扩散，
希望充分借鉴中国的成功抗疫经验。

“中国专家团的抗疫经验对我们

来说非常重要，通过与中国专家交
流，我们可以为病人提供更好的治疗
方案。”她说。

专家组成员李军说，专家组与委
内瑞拉的同行就患者呼吸支持、抗病
毒治疗和类固醇使用等问题进行了
交流，双方的经验交流有助于两国提
高预防和控制疫情的标准。

专家组组长黄茂认为，委内瑞拉在
疾病控制、流行病学调查、临床治疗方
面做得不错。他建议，抗病毒治疗不宜
过度，应在多学科团队合作的支持下，
做好对症治疗，包括脏器维护和支持，
针对个体化差异采取个性化治疗。

7 日下午，专家组走进委内瑞拉
首都综合私立医院隔离病房，查看了

一名新冠重症患者的情况。
针对患者目前的治疗、护理以及

后续治疗方案，中国专家组给出相应
建议，涉及呼吸机的使用、镇静镇痛、
抗生素的选择与应用、抗病毒治疗、
体液平衡的维持、俯卧位通气等。

当天第三站是阿尔戈多纳妇产
医院。

中国专家组在委内瑞拉卫生部
副部长马林陪同下考察了医院的设
施和隔离措施。

马林对中国专家组说，中国政府
和人民向正在努力抗疫的委内瑞拉
人民伸出援手，委内瑞拉表示衷心
感谢。在中方帮助下，委方正走在
正确的防疫道路上，防疫措施较为

完善。委方不仅在本国采取了强有
力的防疫措施，也在力所能及的范
围内积极帮助其他国家共同抗疫，
相信委内瑞拉人民最终能够打赢这
场战“疫”。

中国抗疫医疗专家组 3 月 30 日
抵达委内瑞拉。专家组由国家卫生
健康委员会组建，来自江苏省，共 8
人，由呼吸与危重症医学、传染病控
制、实验室检测、护理、医院感染控
制、中医等多领域的专家组成。

专家组抵委后考察了多个委疾
控、医疗、检测机构，并与委政府、疾
控和医疗专家交流专业意见，与委方
分享中国抗疫经验。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副总统罗

德里格斯、外长阿雷亚萨多次对中国
向委派遣专家组表示感谢。

马杜罗日前表示，由于从发现疫
情一开始就借鉴中国经验、采取严格
的隔离措施，委内瑞拉成功切断了
90%以上病毒在本地的传播链条。根
据专家提供的数据，若不及时采取全
国范围隔离措施，委确诊病例将达到
目前的几十倍，这再次证明了中国抗
疫模式的有效性。

委内瑞拉外长阿雷亚萨说，一个
国家是否能有资格被称作大国，不仅
要看军事和经济实力，还要看它是否
追求和平、精神和道德上的伟大，是
否愿意与全人类共同发展，这些中国
都做到了，我们也亲眼看到了。

4月8日，伴随着武汉“苏醒”，
中国抗击新冠疫情迎来重要里程
碑，也为全球抗疫带来曙光和信
心。近日，中国发布新冠疫情信
息、推进疫情防控国际合作纪事，
以时间轴为线索，梳理这段中国同
世界携手抗疫的不凡历程。

这条密集的时间线，标注着
国家记忆与民族精神，记录着中
国方案与行动，彰显着中国担当
与使命，镌刻着全球风雨同舟的
历史瞬间。

这是一场注定改写历史的危
机：全球多点暴发，140多万确诊病
例，波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冲击
世界政治、经济、公共卫生安全等
诸多领域。疫情防控已成为一场
维护人类健康福祉之战、维护世界
发展繁荣之战。中国最早投入战
斗，付出巨大代价和牺牲，取得来
之不易的阶段性成果，为各国抗疫
赢得宝贵时间，在这场全球大考中
交出了无愧于时代的答卷。

切实有效的中国方案与行动，
为全球抗疫提供务实路径。1月 3
日起，定期与世界卫生组织等多方
及时通报疫情信息；1 月 12 日，第
一时间与全球分享病毒全基因序
列信息；迄今与全球180个国家、10
多个国际和地区组织分享疫情防
控和诊疗方案，同 100 多个国家和
国际组织举行专家视频会议；中外
研究人员联合发表学术论文，携手
加强科研攻关合作，开展药物和疫
苗联合研发……危机中，中国把摸

着石头过河、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经
验与世界无私分享，积极推进疫情
防控国际交流合作，为遏制疫情传
播、维护各国人民生命安全作出重
要贡献。

兼济天下的中国担当和善行
义举，为全球抗疫提供强大支撑。
中国最早直面疫情挑战，艰难时期
得到多国暖心相助。如今他国遭
遇“至暗时刻”，中国感同身受伸出
援手。中国援建伊拉克核酸检测
实验室，缓解当地病例筛查燃眉之
急；中国医疗专家组“逆行”欧洲疫
情“震中”，传授宝贵防疫经验；中
国企业雪中送炭，在非洲多国免费
改造新冠病例定点医院……在疫
情最重的地区，在全球防疫的薄弱
环节，中国身影从未缺席。

纪 事 中 的 一 组 数 据 令 人 触
动：中国政府已向 120 个国家和 4
个国际组织提供物资援助，中国
地方政府已通过国际友好城市等
渠道向 50 多个国家捐赠医疗物
资，中国企业已向 100 多个国家和
国际组织捐赠医疗物资。这场新
中国成立以来援助时间最集中、
涉及范围最广的紧急人道主义行
动背后，是不让任何国家掉队、携
手共筑全球“安全网”的大国担
当，闪耀着生命至上、扶危济困的
人道主义光芒。这些大爱和善
举，赢得世界敬意。

中国以团结精神和人类视野
凝聚共识，为全球战“疫”提供思想
指引。没有什么比全球公共卫生

危机更能印证人类命运相联、休戚
与共的现实，也没有什么比全球合
作抗疫更能凸显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迫切。不久前的二十国集
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
上，中国领导人就加强疫情防控国
际合作、稳定世界经济提出一系列
重要主张，强调行动、团结、合作的
重要性和紧迫性。中国倡议针对

“盲点”“痛点”精准施策，得到国际
社会积极响应。

从支持国际组织发挥应有作
用，到携手各国完善全球公共卫
生治理，从有力有序推动复工复
产，确保全球产业链开放、稳定、
安全，到对冲种族歧视、排外主义
等“逆全球化”暗流，从携手各国
共建“健康丝绸之路”，到打造人
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中国知行合
一，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
推动抗击疫情国际合作注入强大
精神力量。

透过这场全球危机，更多人拨
开现实迷雾，越来越清晰认识到：
一国独大的霸权世界，零和博弈的
对立世界，罔顾公义的冷漠世界，
只能加剧危机和矛盾，无法为人类
带来真正福祉。在全球抗疫的历
史时刻，人类正站在一个构建命运
共同体的新起点。担当共同责任，
维护共同利益，以共生共荣逻辑替
代“丛林法则”，以理性消除偏见，
以行动赶走犹豫，守望相助，共克
时艰，世界终将走出疫情黑夜，迎
来黎明曙光。

中国抗疫医疗专家组
昨日抵达缅甸仰光

中国专家组探望委内瑞拉新冠重症患者

研发中的新冠病毒疫苗
包括哪些类型 书写中外携手抗疫的时代答卷

4月8日，在昆明长水机场，中国赴缅甸抗疫医疗专家组成员登机。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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