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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纵深
全球新冠肺炎病例

数近来急速增长。到 4 月
1 日，美国约翰斯·霍普金
斯大学的数据显示，全球
病例数已超过 80 万例。
而这个数字还远未“达
峰”。有模型预测认为，即
便采取一定干预措施，全
球 仍 可 能 有 2 4 亿 人
感染。

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
以来，各国科研机构和学
者发表了形形色色的模型
预测，其中一些看似“危
言”，引人瞩目。我们该如
何看待这些预测？

预测带来警示

24 亿，这是英国帝国
理工学院新冠肺炎反应小
组 3 月 26 日发布的第 12
份报告里，对全球感染人
数高中低三个预测的中间
数字。

该报告对今年感染
新冠肺炎人数给出了三
个场景：高感染场景，全
球不采取减缓疫情措施，
预计约 70 亿人感染，也
就是几乎全人类都感染；
中感染场景，如果各国在
每 10 万人每周死亡 1 . 6
人时开始采取抑制疫情
措施（包括加强检测、社
交隔离等），预计约 24 亿
人感染 ；低感染场景，如
果在每 10 万人每周死亡
0 . 2 人时就开始采取抑
制疫情措施，预计约 4 . 7
亿人感染。

这个研究团队自疫情
暴发以来多次发布报告，
均被广泛引用。该团队 3
月 16 日发布第 9 份报告
后，英国和美国政府大幅
强化防疫政策，有观点认
为报告起了一定作用。

该团队在报告中指
出，只有通过迅速采取公
共卫生措施来抑制疫情
的传播，才能将卫生保健
需求保持在可控制的水
平上。如今可见，世界上
越来越多的国家出台了
严厉的防控措施，如“封城”、旅行限制以及要求
市民在家工作或上学等，其目的都是为了“拉平
曲线”。

在流行病学中，人们把减缓病毒传播速度，进
而减少一段时间内需求治疗的人数的概念称为
“拉平曲线”。新冠肺炎疫情发展曲线上升得越快，
意味着当地卫生保健系统越有可能被压垮。

世界卫生组织也一再强调“拉平曲线”对应
对新冠肺炎疫情的重要性，并呼吁世界各国采取
全面的公共卫生措施。美国密歇根大学专家霍华
德·马凯尔也指出，历史经验表明立即采取有力
措施有助于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拉平疫情“曲
线”。

预测也有误差

在帝国理工学院团队第 12 份报告分析的
三个场景中，今年全球死亡人数分别约为 4000
万、1000 万、186 万。按照其详细数据计算的三
个场景病亡率分别约为 0 . 5 8 % 、0 . 4 3 % 、
0 . 40% 。

据世卫组织数据，欧洲中部时间 30 日 10 时
（北京时间 3 0 日 1 6 时），全球确诊病例达到
693224 例，死亡病例达 33106 例。照此计算，病亡
率约为 4 . 8% 。为何预测中的病亡率和实际有较
大偏差？

首先，研究模型中的感染人数是估计的所有
感染人数，包含大量轻症患者和无症状感染者。这
部分人由于症状不明显，在实际生活中可能根本
就不会接受检测。

其次，在疫情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病亡率会
发生较大变化。根据 2 月底发布的《中国-世界卫
生组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联合考
察报告》，截至 2 月 20 日，中国 55924 例实验室确
诊病例中有 2114 例死亡，病亡率约为 3 . 8% 。但
病亡率因地区而异，武汉为 5 . 8% ，中国其他地区
为 0 . 7% ；也因时间而异，1 月 1 日至 10 日间发
病病例的病亡率为 17 . 3% ，2 月 1 日之后则降至
0 . 7% 。

美国疾控中心前主任托马斯·弗里登 3 月中
旬撰文讨论疫情时引用了一个研究模型，将新冠
肺炎的病亡率分为三种场景：与季节性流感相似
场景的病亡率约为 0 . 1% ，中等程度严重场景的
病亡率为 0 . 5% ，严重场景为 1% 。

弗里登说，最坏的情况是美国约一半人感染，
而病亡率又达到约 1% ，这样仅在美国就会有约
160 万人死亡。他强调，虽然这是最坏情况，但不
是不可能。

预测仅供参考

应该指出的是，各种研究模型都有其局限性。
不同模型依赖不同的参数和算法，给出的结果可
能有很大区别。

英国诺丁汉大学分子病毒学教授乔纳森·鲍
尔评论某些新冠肺炎疫情模型时说，这些模型都
建立在各种假设之上，而相关假设常可能是错
误的。

比如，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下属国家过敏症
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 29 日说，模型
显示，新冠肺炎疫情有可能导致美国 10 万人至
20 万人死亡。这远低于弗里登所说“最坏情况”

160 万人死亡的数据。
许多专家都强调，模型预测给出的结果只能

作为一种参考，如果全球各国加强对新冠肺炎疫
情的防控措施，如重视检测、严格隔离，疫情发展
趋势可能不会像模型预测的那样严重，上述模型
预测中的可怕数字也不会成真。

（记者黄堃、冯玉婧）
新华社北京 4 月 1 日电

疫
情
预
测
形
形
色
色

如
何
看


有
预
测
认
为
全
球
可
能
会
有
二
十
四
亿
人
被
感
染

3 月 30 日 11时 40 分许，从济南开往广州
的 T179 次客运列车行经京广线湖南省永兴县
路段时，因突发山体滑坡，导致列车撞上塌方体
脱轨。事故造成 1 死 127 伤，京广线部分区段一
度运行受阻。

根据“新华视点”记者现场调查，事故发生
前曾有村民拨打“110”电话报警。那么，列车为
何仍未能及时停下？该如何避免类似事件发生？

“我报警了，但很遗憾没能阻止事故”

“车厢突然猛晃，开水器、冰箱、电磁炉成排
倒下，我眼前一黑啥也不知道了。”T179 次客
运列车厨师乔伟伟在医院向记者回忆事发情况
时，仍心有余悸。

乔伟伟说，事发时，他所在的餐车内有两名
厨师、一名质检员、一名乘警。“醒来后，我顺着
车厢连接处的大裂缝慢慢爬出车外。可是，同车
厢的乘警不幸遇难了。”

安徽姑娘孙洒洒一家六口乘坐 T179 次列
车赴广州。“出事瞬间，我们车厢里的人和行李
挤压成一堆，后来大家用消防锤砸开玻璃窗陆
续往外爬。”

记者在现场看到，猛烈的撞击导致列车机
车头变形偏离轨道，多节车厢倾覆；有的车厢受
损严重，被折成“V”字形。事故路段两旁都是山

坡，护坡陡峭，现场有明显的塌方痕迹。
“撞上塌方山体后，列车头部跳了起来。”一

名在现场目击事故的村民告诉记者，列车到达
塌方路段之前，已有大量土石方掩埋了铁轨。

“我打了报警电话！”目击事故现场的村民
李丙红告诉“新华视点”记者，他的小孩在铁路
附近道路骑车时发现了塌方，便跑回家告知了
这一情况。他立即骑摩托车赶到塌方附近的桥
上，并于 11时 29 分拨打了“110”报警电话。

“我赶到桥上时，看到已有几个人在，大家
几乎同时在打电话报警。没过多久，就看到火车
开过来了。有人向火车挥舞衣服，但已经来不及
了。”李丙红说，虽然第一时间报警了，但很遗憾
没能阻止这场事故。

事发前约 10 分钟拨打的“110”电
话为何没能成功预警？

经记者多方核实，事故发生前，当地“110”
报警平台确实接到了村民电话。当地公安机关
表示，正配合事故调查组开展调查。

有当地政府知情人士向记者表示，确有村
民在事发 10 分钟前拨打了“ 110”报警。但
“ 110”电话负责接警的是当地公安部门，不是
直接传达到铁路部门，信息中转、调度还要经过
多个环节，此刻让列车停下来已经来不及了。

铁路部门人士告诉记者，一般情况下，铁路
巡护人员发现危险后，会通过内部通信设备第
一时间联系附近车站，由车站发出指令控停
列车。

“新华视点”记者多方努力试图采访列车司

机，但未能如愿。
“铁路和地方联动应急体系没太理顺。”一

名知情人告诉记者，地方公安接警距离事发时
间约 10 分钟，但因为管辖区间划分不明确，且
预警信息核实、电话联系、司机制动处置都需要
时间，警讯未能起到阻止事故发生的作用。

业内人士表示，铁路和地方建立的联防联
控机制并不完善，尤其是乡镇及以下单位，日常
基本没有联系。一些地方干部表示，普速列车线
路维护等工作一般由铁路部门负责，地方很少
介入；安全风险如果不是铁路部门自己第一时
间发现，往往很难发挥预警作用。

需加强监控、预警、技术升级

一些受访的北京交通大学、西南交通大学
等专家认为，在地质灾害频发的季节，应加密普
速铁路巡查频次。对于经常发生灾害的山区路
段，要加强工程治理，在斜坡地带安装传感器和
摄像头，并利用无人机技术加强巡检。

同时，应加强对机车乘务员应急信息预判
和处置能力的培训。优化列车编组管理，如将行
李车挂在机车头后，将发电车放车尾，发挥行李
车“缓冲器”作用，降低事故发生时发电车起火
等风险。

发现险情的信息未能得到及时处置，是此
次事故最令人关注的问题。专家认为，应尽快完
善铁路与地方联动的报警快速反应机制，通过
互联网、大数据技术优化信息整合能力，扩大预
警网络覆盖面，将信息触角延伸至基层。“要建
立一个机制，把普通公众目击的信息和所有异

常动态都纳入预警系统。”一位专家表示。
还有一些受访专家认为，此次事故敲响了老

旧普速铁路安全保障升级的警钟。
多位专家表示，高铁可以通过全息感知、状

态评估、安全防护等信息化技术，及时预警和有
效处置一些安全事故风险。近年来，新修的高铁
开始配备“空天车地信息一体化运营安全保障系
统”，并逐步实现无人智能驾驶。而普速铁路驾驶
目前还主要依赖司机目测，沿线维护、巡检也主
要靠人工进行，不能确保实时获取灾害信息，预
防突发险情。

未来是否能把普速列车全部更换为高速列
车，减少类似事故发生？专家表示，高铁并不适合
货运特别是重载货运。作为制造业大国，我国需
要用普速铁路运输原材料与产成品。同时，我国
幅员辽阔，发展不平衡，地质气候条件差异很大，
普速铁路在短途交通和满足公益性交通出行方
面具备优势，在未来很长历史时期内，中国铁路
网还将是高速与普速并存的局面。

因此，专家认为，通过“人防＋技防”全面升
级，提高普速列车安全防护能力迫在眉睫。

有专家建议，对标高铁以“端的多能化”，让
普速列车也具有一定环境安全风险感知能力；以
“网的物联化”，让普速铁路车、线、站等各个系统
“万物互联”；以“脑的智能化”，将环境监测结果
运用于列车运行控制。普速铁路和高速铁路同步
构造“全局可视、提前预判、主动预警、立体防护”
高科技防护体系，铁路运输安全才更有保障。
（记者阳建、苏晓洲、史卫燕、谭畅）

新华社长沙 4 月 1 日电

列车为何没能及时停住？
京广线 T179 次列车脱轨事件追踪

让如雪白衣见证青春芳华
“90 后”女护士们的战“疫”故事

本报记者牛纪伟、李铮、孙仁斌、张逸飞

于家人，她们是还没长大的孩子；于患者，她
们是守护生命的天使。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日日
夜夜，口罩护目镜后，汩汩家国之情澎湃热烈；隔
离防护服里，颗颗青春之心勇毅坚强。

白衣如雪，来去如风。春日，她们平安凯旋，集
中隔离的日子里，望着窗外的春光，她们回想起携
手抗疫、守望相助的点点滴滴……

女孩：等我归来，做你的新娘

5 月 27 日，22 岁的锦州市中心医院重症监
护病房护士丁宇琦举行婚礼的日子。

为了抗击疫情、驰援武汉，年初，丁宇琦毅然
决然告别爱人和亲属，作为辽宁省驰援湖北危重
症患者救治医疗队队员，开赴“前线”。婚期，成了
一个缥缈的数字，悬停在空中。

男友在微信里这样对她说，“大宝你很勇敢，
明明自己还是个孩子……担心的同时，我很自豪，
你们就是患者的支柱。一定一定要做好防护、平安
回家，我等你！”

“等我归来，做你的新娘！”丁宇琦倔强地关掉
手机，跟上逆流而上的医疗队。

带着大家的关爱与期待，她走进武汉大学人
民医院东院，推开三道防护门，进入病区。

“有些患者晚上一定要吸氧才能缓解呼吸困
难，我们要帮助患者翻身，协助患者在床上或扶去
卫生间大小便。有的患者因为对环境的陌生和对
病情的恐惧，我们常常要去做心理疏导。”

在给一位阿姨换药的时候，患者对她说：“你
们能再帮我把地面喷洒一遍消毒液吗，我一定得
出去，我儿子还在上大学，孩子需要我，我要回
家！”看出患者心里的恐慌，丁宇琦又仔细地喷洒
了一遍消毒水并安慰她：“加油，我们一起回家！”

长期和病魔抗争，让很多患者情绪变得敏感。
戴着护目镜和手套，护士给患者扎针注射时很困
难，一次两次扎不准，一些患者的情绪就可能被点
燃。这就格外依赖护士平时的基本功。

丁宇琦给一个血管条件较差又怕疼的女患者
扎针，足足“磨”了 20 多分钟，患者一会脱衣服一
会穿衣服一会上厕所，想尽一切办法拖延时间。后
来她告诉丁宇琦，自己已被扎了好多针了，手肿的
不像样子，皮肤青一块紫一块，丁宇琦帮她疏导情
绪，并表示自己很快就会扎好。“当我穿刺成功时，
她特别高兴，说以前住院有时扎几次都没成功，你
可真厉害！”

照顾重症患者、翻身叩背、铺床，测血糖、扎针
输液、操作各种仪器、做心电图、书写记录、测生命
体征、打扫卫生、收拾垃圾、搬运重物、吸痰、留置
胃管尿管、抽血化验、采集咽拭子、心理护理、调节
气氛……

让我们记住这段看似枯燥的词语吧，这是核
心疫区里，一个生于 1998 年的姑娘穿着重重的防
护装置，要做的各种工作！

有人说，这个国家总是被最勇敢的人保护得
很好，那些舍生忘死的英雄，也被人们托举得很高
很高。

在丁宇琦的家乡锦州，许多人通过媒体报道
知道了她的感人事迹，男友李烁经常会接到热心
人的电话甚至被突然造访。他们的婚事被许多相
识、不相识的人抢着“承包”了：从婚纱、摄影到婚
车、婚礼当天的摄像，已经全部被大家“抢”了去。

和刚到这里时相比，如今的武汉正渐渐恢复
活力。重症患者好转，病区里的患者只剩下十多
个，特别是看着确诊数据是 0 的时候，这个年轻姑
娘会不自觉地嘴角带笑：稳住了！稳住了！

全国各地的医疗队在医院种下了友谊树，组
成了逆行天使林，以纪念大家在这里奋斗过的
时光。

“我们种下的那棵小树苗，相信一定会成为这
里最大的那一棵。从被保护，到保护别人，原来我

也可以成为小女侠的，从来没这么开心过。”

女医：ICU ，让我来照护你！

“每当我进入 ICU，我都会提醒自己：要做
一个不动声色的大人了，不准情绪化，不准偷偷
想念，不准回头看！因为，‘ ICU’是‘ I care for
you’，我来照护你！”辽宁省驰援湖北医疗队队
员、鞍钢集团总医院 90 后女护士金钰的日记
里，记录了她初到湖北武汉协和江北医院重症
监护室（ICU）的心情。

按照规定，为防止缺氧，医护人员每工作 4
小时就得出去休息 1小时。然而面对危重的患
者，金钰顾不得休息和吃饭喝水，经常连续工作
8小时，神经高度紧绷。“谁也不确定下一秒患
者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会不会呼吸困难，需不
需要吸痰……他们的一切都依靠我们。”金
钰说。

比高强度工作更危险的是随时可能被感
染，几乎所有带呼吸机的病人都需要吸痰，这给
医护人员自身安全带来极大威胁。有一次，当金
钰准备进入 ICU时已经没有面屏了，她依然毫
不犹豫戴好护目镜和口罩为患者吸痰。

对病人的心理疏导也是医护人员重要的工

作内容。ICU 病房里有一位老大爷，核酸检测
呈阳性，却嚷着要出去，情绪非常不稳定。了解
到老人曾经是军人后，金钰连忙安抚他说：“大
爷，我们是东北来支援武汉的，您是老兵，您一
定要对我有信心，我一定能护理好您，只要您好
好配合治疗，一定能康复出院的！”暖暖的一席
话，让老人为金钰竖起大拇指。

在 ICU 病房，大多数的病人处于镇静或昏
迷状态，医护人员需要费力地搬置其身体进行
气管插管。为了防止插管弯折阻碍通气，他们必
须目不转睛地守在床头，根据呼吸机和监护仪
的参数，不断吸痰清理呼吸道，提高血氧饱和
度，改善通气。

细微周到、坚持不懈的守护让医护人员与
患者结下了“无面之交”。金钰告诉记者，她曾护
理过的一位大爷顺利脱机拔管后，含着眼泪紧
紧地握住她的双手说：“姑娘，我要转到普通病
房啦，被你护理这么久还不知道你的样子。”

如今，金钰回到鞍山，正在集中隔离观察，
镜头前，摘下口罩的她面容俊美，微笑中带着一
丝羞涩：“生命呵护着生命，生命见证着成长，职
业最美的价值原来是用生命搀扶着另一个生命
慢慢走过。驰援之行让我这个‘ 90 后’诠释了最

美的青春。”
鞍钢总医院援鄂医疗队队长张新宇为“90

后”的医护人员的出色表现竖起大拇指：“这么
年轻的小姑娘也是这场战疫的一分子，我的内
心被深深地触动了，祖国的未来有这样一群年
轻人接力让我倍感欣慰。这么多天，想想她们的
父母是何等的牵挂着他们最爱的女儿呀！”

女侠：“抗击疫情，我们‘90 后’可以的！”

“隔离这些天，简直开启了‘养猪模式’！酒
店的叔叔阿姨们把我们照顾得太好了，等隔离
结束，我最想做的事就是减肥！”“95 后”女孩王
语嫣在微信里这样说道。

3 月 21 日，辽宁省对口支援襄阳医疗队中
的 389 名队员圆满完成支援任务，分乘 3 架包
机返回沈阳。

“离开襄阳的时候，那么多人在街头送我
们，长这么大从没看过这么热烈的场面，到沈阳
时也一样，人们打着标语、捧着鲜花，警察叔叔
为我们开道，回想起来都想哭……”王语嫣说。

在隔离酒店辽宁大厦，工作人员听说她喜
欢吃锅包肉，她入住第一餐，酒店为她做的就是
锅包肉，并决定从此以后，酒店的菜牌改为“语
嫣锅包肉”。

“叔叔阿姨们简直就是机器猫，我们想吃什
么他们都变着法能做出来。搞得我们很不好意
思，一般也不敢提要求，怕他们太辛苦。”王语
嫣说。

2 月初，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外科
护士王语嫣身穿防护服出现在襄阳市第一人民
医院隔离病房，一位新冠肺炎患者看到防护服
后背上写的“王语嫣”三个字，好奇地问道：“姑
娘，你是个金庸迷吧？”

王语嫣是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中女主
角的名字。听到患者的疑问，她停下脚步，向对
方讲起自己名字的来历：父亲是个铁杆金迷，给
她取了这个名字。她从小跟着父亲看了金庸的
小说和影视剧，也憧憬有一天能仗剑走天涯。

“正月初一我们医院就开始号召大家赴湖
北救治患者，我第一时间就报名了，但报名的人
太多，领导考虑我年龄小，第一批没选上；后来
前方吃紧，医院又组织第二轮报名，我入选了。”
出发前，医院集体为医护人员理发，王语嫣让理
发师给她剃成光头，理发师看着她呵护了多年
的长发，不忍心，把鬓角两侧剃掉，剪成了短发。

襄阳是金庸小说中的武侠名城，也是王语
嫣和同事们抗击疫情的战场。

王语嫣每天的工作是负责隔离病房中患者
的各项指标检测和用药、照护等工作，“为了节
约防护服，大家尽量少喝水、穿纸尿裤上岗。我
每天上班带一大瓶水，下班脱下防护服后，就抱
着水瓶在外面痛饮一番。”王语嫣说。

日常工作中如果稍有闲暇，王语嫣就会到
患者病房和他们聊聊天，疏解他们的心理压力。

病区里有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刚来病房
时，不爱说话，吃药、吃饭也不积极，有时候还会
闹情绪。王语嫣经常来到老人病房，陪他说说
话、解解闷。老人也是一位金庸迷，有了共同的
话题，二人很快无话不谈，老人的心情也逐渐好
了起来。

按时吃药、配合治疗，老人的病情很快开始
好转。康复出院前，他提出和医护人员合张影并
对王语嫣说：“等疫情过后，欢迎你再来襄阳
玩！”王语嫣说，那一刻，她的双眼模糊了。

“金庸说，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有时候会听
人说‘ 90 后’还没长大，有时候很矫情，我想说，
这次抗击疫情，我们‘ 90 后’可以的！”

王语嫣说，未来，她想学更多知识，把自己
的业务能力再提高一些：“这次抗疫看到许多医
生护士前辈水平很高，我还得努力，让自己做一
个更好的医务工作者，照顾好我的患者！”

▲ 3 月 21 日，王语嫣到达襄阳刘集机场，准备乘坐包机离开。王语嫣是中国医科大
学附属盛京医院的一名外科护士，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她主动报名前往湖北支援。

新华社发（谢剑飞摄）

▲在武汉协和江北医院重症监护室，鞍钢集团总医院护士、辽宁驰援湖北医疗队队
员金钰在照顾病人(2 月 5 日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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