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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3 日电（记者杨骏、张
健）“武汉实验室病毒泄漏可能性为零是基于常
识。”针对一些西方媒体大肆炒作新冠病毒“实
验室泄漏论”，曾参与指导武汉病毒研究所 P4

（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建设和认证的法国专家
加布里埃尔·格拉斯站了出来，接受新华社记者
专访予以驳斥。
　　“武汉 P4 实验室是在法中密切合作下建
造的，我对其安全性毫不怀疑。武汉实验室病
毒泄漏说不可信。”格拉斯曾受聘为法国驻华大
使馆技术专家，参与协调执行 2004 年中法关
于新发传染病的合作协议。2012 年至 2017
年间，他每个月都去武汉的病毒实验室一到
两次。
　　格拉斯强调：“操作 P4 实验室是非常昂贵
的，无论在金钱还是时间上。由于安全方面的
限制，操作需要穿戴压力很大的‘太空服’行走，
实验则需要更长的时间进行，因此人们不会使
用 P4 处理生物安全等级三级的病原体，也不
会使用 P3 实验室处理生物安全等级二级的病
原体，这是常识。冠状病毒（包括新冠病毒）属
于二级或三级病原体，从未属于过四级。”
　　“这就像：如果你需要移动 30 公斤的冰
箱，你不会用 20 吨的起重机来做，这完全不合
逻辑。既然没有任何理由在 P4 实验室里培养

新冠病毒，因此也不存在新冠病毒从 P4 实验
室泄漏出来的可能。将它们联系在一起只会造
成混乱。”他进一步解释。
　　针对新冠病毒是否在实验室“制造”的问
题，格拉斯认为，目前科学界的共识是，“它在野
外出现的，而不是在实验室里（被制造）”。“当一
种病毒被发现时，它要么存在于野外采集的样
本中，要么存在于病人身上采集的样本中。在
大流行开始之前，天然的新冠病毒存在于实验
室吗？已发表的证据与此相反”。
　　据新华社日内瓦 8 月 3 日电（记者聂晓
阳、陈斌杰）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紧急项目执行主
任迈克尔·瑞安日前表示，世卫组织大多数成员
国已达成广泛一致，认为在新冠病毒溯源问题
上应该停止将这一进程政治化，只有这样溯源
工作才能拥有一个良好的基础。
　　瑞安在 7 月 30 日举行的世卫组织疫情发
布会上表示：“我认为大部分成员国，包括中国，
都正在积极考虑我们下一步需要做些什么来推
动病毒溯源研究进程。”他对中国在新冠病毒溯
源问题上的表现予以积极评价。
　　此前，瑞安曾在世卫组织疫情发布会上多
次表示，在中国的新冠病毒溯源研究是由“非常
敬业、非常勇敢、非常有耐心的一群国际科学
家”完成的，其研究报告质量很高，理应成为进

一步溯源工作的基础。
　　新华社北京 8 月 3 日电外交部发言人
3 日就美国议员散布新冠病毒溯源虚假信息
回答记者提问。
　　有记者问：8 月 2 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外
委会共和党首席成员麦考尔发布报告称，有
充分证据表明新冠病毒于 2019 年 9 月前从
武汉病毒研究所泄漏。该研究所在中美政府
资助、美专家指导下，开展病毒增益研究。中
方对此有何评论？
　　发言人说，有关报告完全基于编造的谎
言和歪曲的事实，拿不出任何证据，毫无可信
度与科学性可言。美方有关议员的行径纯粹
是出于政治私利而污蔑抹黑中方，对他们这
种毫无道德底线的卑劣行径，我们表示坚决
反对和强烈谴责。
　　发言人说，今年 2 月，中国—世卫组织
新冠病毒溯源研究联合专家组实地走访了武
汉病毒研究所，同研究所的科学家进行了深
入、坦诚的科学交流。专家组成员对研究所
的开放与透明给予了积极评价。“实验室泄漏
极不可能”是中国—世卫组织联合研究报告
得出的主要结论。
　　发言人表示，2003 年，美方以一瓶洗衣
粉作为“证据”指责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

武器。殷鉴不远，国际社会不应让这样的事
件再次发生。
　　发言人说，必须指出，美国借溯源问题搞
政治操弄的做法已经遭到国际社会普遍反
对。截至目前，已有 70 国以致函世卫组织
总干事、发表声明等方式，反对溯源问题政治
化，强调中国—世卫组织联合研究报告应该
得到维护。这反映了国际社会公义所在。美
国应该认真听取这些客观公正声音。
　　发言人说，如果这些美国的议员先生们
哪怕有一丁点对美国人民的责任感，就应该
让美国政府尽快公布 2019 年弗吉尼亚州不
明原因呼吸系统疾病、威斯康星州和马里兰
州暴发的大规模“电子烟疾病”以及参加武汉
军运会的美国军人的患病病例数据，允许国
际社会彻查德特里克堡和美国在海外 200
多个生物实验室。
　　发言人说，至于冠状病毒增益功能研究，
美国是全球此类研究最大的资助者和实验
方，议员先生们大可以在自己国内查一查相
关研究有没有、会不会演变出新冠病毒。
　　“总之，我们敦促美方尊重事实和科学，
把精力放在抗击疫情、拯救生命上，停止借
疫情搞政治操弄、甩锅推责的把戏。”发言
人说。

参与武汉病毒实验室的法专家驳“实验室泄漏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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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随着新冠高传
染性变异病毒德尔塔毒
株在全球加速传播，一
些国家报告新冠疫苗接
种者“突破感染”病例呈
增加趋势。何为“突破
感染”？会对疫苗保护
效力产生哪些影响？

多国报告病例

　　“突破感染”指病原
体突破了疫苗的防线，
导致完成疫苗接种的人
感染疫苗本该预防的疾
病。武汉大学病毒学国
家重点实验室教授徐可
介绍，这是因为所有疫
苗保护效力都难以达到
100% ，保护效力越低，

“突破感染”发生率越
高。即便是保护效力最
好的疫苗，个体差异也
会导致在免疫反应较低
的个体上发生“突破感
染”。
　　近期，一些疫苗接
种率较高国家报告了多
例“突破感染”病例。美
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
至 7 月 26 日，美国累计
报告 6587 例接种疫苗
后住院或病亡的“突破
感染”病例，其中 74%
为 65 岁及以上患者，共
有 1263 例病亡。
　　“老年人和患有基
础疾病者仍然是‘突破
感染’后发展为重症乃
至死亡的高危群体。”国
家传染病诊断试剂与疫
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
主任、厦门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张军
介绍。
　　以色列卫生部 7 月 24 日报告，该国累
计发现 5770 例接种疫苗后“突破感染”病
例，其中 495 例正接受住院治疗，123 例病
亡。美国《新英格兰医学杂志》近日刊登的
研究显示，在 1497 名完全接种了美国辉瑞
疫苗的以色列医护人员中，39 人发生“突破
感染”。

挑战疫苗效果

　　徐可指出，很多病毒突变快，对现有疫苗
产生逃逸，也会造成“突破感染”。在全球疫
苗历史上，“突破感染”情况时有发生，比较典
型的就是病毒突变造成的流感和乙肝疫苗接
种后的“突破感染”事件。
　　包括德尔塔毒株在内的新冠变异毒株正
在挑战疫苗保护效力。张军说，德尔塔毒株
导致的“突破感染”更为多见，虽然尚不能确
定是由疫苗对该毒株的保护效力较原型株减
弱，还是由该毒株本身感染力和传播效率更
高所致，但目前已上市的各种疫苗的免疫后
血清抗体对某些毒株的中和活性确实有所
减弱。
　　以色列卫生部 7 月 22 日发布的数据显
示，受德尔塔毒株影响，辉瑞新冠疫苗在以色
列预防新冠感染的有效率降至 39%。
　　不过，“突破感染”并不意味着疫苗完全失
效。张军说，在数据科学性较强的研究报告
中，各种疫苗预防死亡和重症的有效率均明显
高于预防轻症或感染的有效率，但“突破感染”
导致的重症和死亡仍有发生。

防疫如何应对

　　面对新冠病毒持续变异、“突破感染”病
例增加的趋势，多国采取了建立“突破感染”
病例数据库、开展加强针接种等方式予以
应对。
　　例如，美国疾控中心建立了疫苗“突破感
染”数据库，涵盖病人人口统计学信息、地理
位置、接种时间、疫苗种类、感染病毒序列等
详细信息。各地方疾控机构可上报、查询数
据库中记录的“突破感染”病例信息。
　　“突破感染”病例的出现，可能意味着我
们要接受与新冠病毒长期共存的状况。“我们
需要学会如何与病毒共存，把病毒对日常生
活的影响降到最小。”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副
教授、传染病和微生物学专家保罗·格里芬
说。他认为，应对“突破感染”，一方面要继续
提高接种覆盖率，一方面也应延续保持社交
距离、戴口罩、高检测率等措施。
　　一些专家还建议，为应对“突破感染”，可
采取加快研发保护效力更高的疫苗剂型、适
当增加疫苗免疫剂次即注射加强针、采用新
的免疫增强技术等方式。
　　张军说，从增加疫苗免疫动员全面性的
角度考虑，目前大规模使用的肌肉注射新冠
疫苗主要动员全身免疫应答，而没有呼吸道
局部免疫动员的效果，因此可以加强具有动
员呼吸道免疫疫苗的研究以及与肌肉注射疫
苗联合使用的探索。（执笔记者：彭茜；参与记
者：李伟、付敏、佘勇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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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新华社哈尔滨 8 月 3 日电（记者王淮志、王

建）中国专家表示，二战结束后，美国德特里克堡
基地派出调查人员与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简
称 731 部队）进行了秘密交易，美国违背伦理和
文明准则，以豁免 731 部队成员战争责任为条
件，并花 25 万日元，得到 731 部队进行人体实
验、细菌实验、细菌战、毒气实验等数据资料以及
医学论文等，并加以利用，进行生物武器研究。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
成民说，研究发现，二战结束后，美国对日本拥
有的生物武器及其数量非常感兴趣。为谋求独
占 731 部队细菌战、人体实验等方面的数据资
料，美军德特里克堡基地先后派出 4 任调查
官，和 731 部队主要成员接触，最后达成交易。
　　 1945 年 9 月，美国派德特里克堡基地的
细菌战专家桑德斯调查日本细菌战有关情况。
桑德斯完成的《日本科技情报调查报告·细菌
战》，对 731 部队研究范围、指挥系统、职责、人
员构成、组织结构、整体规模以及细菌年生产能
力都进行了记录，并绘制了 731 部队生产的细
菌炸弹图纸。
　　汤普森是德特里克堡基地派出调查日本细
菌战的第二任调查官，他先后问讯了 731 部队首
任部队长石井四郎和第二任部队长北野政次等。
据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研究员杨
彦君介绍，石井四郎向汤普森提供了《平房工作
大纲》，也就是 731 部队哈尔滨市平房区本部的
研究计划，其中包括预防医学、疫苗生产、治疗血
清、诊断性抗原体、诊断血清、细菌炸弹研究等。
　　 731 部队向德特里克堡基地的调查人员提
供了细菌战武器研究报告和医学论文等。1947

年 4 月，美军德特里克堡基地植物实验部主任
费尔前往东京继续调查日本细菌战情况。费尔
完成的调查总结报告《日本细菌战活动最新资
料概要》，保存在美国国家档案馆 II 馆。该报告
涵盖了 731 部队 19 人撰写的细菌战活动报告
书以及石井四郎撰写的关于整个细菌战项目的
论文，而且费尔还接受了 731 部队提供的 8000
个病理切片，700 余页的印刷资料，另外还有
731 部队进行炭疽、鼠疫、伤寒、甲乙型副伤寒、
痢疾、霍乱、马鼻疽菌的人体实验报告数据。
　　从 1945 年 9 月到 1948 年 11 月东京审判
结束的几年间，美日之间达成了秘密交易，并为
此支付了 25 万日元。1947 年 10 月，德特里
克堡基地再派出埃德温·希尔博士等人前往日

本调查细菌战。希尔在完成的调查报告中有
这样一段描述：“这些数据都是通过接种细菌
传染病病原体获得的人体感染率，由于进行
这种人体实验会受到良心的谴责，所以在我
们（美国）的实验室里无法获得。为获得这些
数据，我们花费了 25 万日元，但是这与实际
研究的成本相比，实在微不足道。”
　　德特里克堡基地的调查人员还从 731
部队获得了 3 份人体实验报告书。这些人
体实验报告书的原始档案保存在美国国会图
书馆科学技术部档案室，包括《炭疽菌实验报
告》《鼻疽菌实验报告》《鼠疫菌实验报告》，共
计 1500 余页，详细记载了 731 部队进行人
体实验的情况，包括解剖数据、彩色解剖图、

器官感染路径和感染程度等。报告的封面，
有“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基地生物战实验室
化学部队研究与开发部”的字样。金成民表
示，这 3 份人体实验报告书是德特里克堡基
地同 731 部队秘密交易的核心资料。
　　据专家介绍，《炭疽菌实验报告》从 292
页到 311 页，是腺素腺体的病理变化情况，
在这部分引用的显微镜观察照片第“M325
号”和“M54 号”的说明中标识“德特里克”字
样。专家表示，“德特里克”即现在美军德特
里克堡基地，可以断定《炭疽菌实验报告》也
曾保存在德特里克堡基地。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保存着美国
生物武器研究和实验的档案资料。档案资料显
示，从 1943 年到 1969 年，德特里克堡基地的研
发计划之中，就包括了炭疽杆菌、鼻疽杆菌、鼠
疫杆菌和霍乱菌、结核杆菌的研究计划。而且
档案还显示，从 1946 年到 1972 年，来自德特里
克基地的军事医学专家们，先后发表了 1600 余
篇关于生物武器研究的报告和医学论文。
　　金成民表示，美军德特里克堡基地不仅
在今天有不可告人的黑幕，从成立之初就有，
特别是二战后同 731 部队进行的肮脏交易，
获得血腥的数据资料后加以利用，一直进行
有关病毒的研究工作，至今仍存放着大量严
重威胁人类安全的病毒。美国完全没有考虑
731 部队人体实验、细菌战这些违背伦理和
文明准则的犯罪行为，在美军的掩盖下，以石
井四郎为首的 731 部队成员免予战犯起诉，
严重影响了东京审判的公正性和权威性，也
体现了美国一贯坚持的双重标准。

德特里克堡基地从 731 部队买走了什么？

　　新华社华盛顿电（记者谭晶晶、徐剑梅、邓
仙来）美国新冠疫情正卷土重来，各地新增确诊
病例数激增。与此同时，大规模山火频发，西部
大面积干旱，使美国将近一半人口生活受到
影响。
　　分析人士指出，疫情、旱情、火情同时肆虐
令美国疲于应对。这背后虽然有病毒变异、气
候变暖等客观原因，但党派争斗、政治操弄、轻
视科学等人为因素也不可忽视。

新冠疫情严重反弹

　　近期，美国新增新冠确诊病例、死亡病例、
住院病例数等疫情核心指标严重反弹。美国
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7 月 31 日公布的数据显
示，30 日全美报告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101171
例，为今年 2 月 7 日以来的单日增幅最高纪
录。另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汇总数
据，截至 7 月 31 日，美国累计新冠确诊病例已
超过 3497 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 61 .3
万例。
　　专家认为，近期美国新冠病例激增与高传
染性的新冠变异病毒德尔塔毒株加速传播、仍
有许多人未接种疫苗等因素有关。
　　美疾控中心数据显示，德尔塔毒株已成为

美国主要的新冠变异病毒，该毒株感染病例占
近期全美新增确诊病例的 82.2%。
　　与此同时，近几个月来美国新冠疫苗接种
进度迟缓。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
所长福奇指出，目前美国仍有约 50% 的人口尚
未完成疫苗接种，而新冠死亡病例大都是未接
种疫苗者。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疫情
模型数据显示，如果美国疫苗接种率不能提高，
最 坏 情 况 下 每 日 新 增 死 亡 病 例 将 达 到
4000 例。

旱灾火灾联手肆虐

　　在疫情再度告急的同时，受气候变化影响，
美国西部地区遭遇大面积严重干旱，导致山火
灾害频发。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数据
显示，当前美国西部的亚利桑那、加利福尼亚、
爱达荷、蒙大拿、内华达、俄勒冈、华盛顿等 7
个州的大部分土地处于干旱状态，且短期内没
有缓解迹象。整体来看，西部干旱使美国近一
半人口受到影响。
　　气象专家说，造成当前美国西部干旱的
直接原因是去年夏天开始的拉尼娜现象。它
导致太平洋东岸水温下降，美国大陆地区干
热。一方面，去年原本应该为美国西南部带
来大量水汽的季风期异常干燥，造成西部地
区冬季降水偏少。另一方面，该地区入春后
气温升高太快。二者叠加，进一步加剧了今
年的旱情。

　　严重的干旱导致山火频发。根据美国国
家跨部门消防中心 7 月 30 日的数据，目前
在美国 13 个州共有 83 场大规模山火在燃
烧，过火面积超过 7000 平方公里，共有 2 万
多名消防人员参与灭火。
　　该中心的火情简报指出，大面积的干枯
草木，加之高温低湿的天气条件，使得火势难
以控制。有专家认为，气候变化打破了美国
西部森林的生态平衡，导致山火频发且烈度
增强，森林从碳吸收源转变为碳排放源，反过
来进一步加剧气候变化，导致山火季提前，形
成恶性循环。

人为因素不可忽视

　　尽管美国当前的疫情、旱情、火情均有其
客观原因，但分析人士指出，人为因素也不可
忽视，尤其是在疫情应对方面，政府盲目更改
防疫措施、国内党争不断等抗疫乱象比变异
病毒更为有害。
　　美国联邦和各州政府往往疫情稍有好转
就放松防疫措施以恢复经济活动，导致人群
聚集活动大量增加、疫情反弹。比如随着疫
苗接种的推进，美疾控中心今年 4 月以来逐
步放松口罩令，但如今面对疫情反弹不得不
重新收紧戴口罩政策。
　　与此同时，美国两党在应对疫情上依旧
严重对立，给抗疫带来重重阻碍。凯泽家庭
基金会 7 月初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去年

大选中支持共和党的地区与支持民主党的地
区相比目前的疫苗接种率更低。7 月 29 日，
40 多名共和党议员还大闹国会山，因为国会
在疫情反弹压力下宣布恢复强制戴口罩的
措施。
　　抗疫政策前后不一和两党主张尖锐对立
也让民众产生混乱。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的文章评论，在过去一年半里，美国民众对政
府应对疫情持怀疑态度，在很多情况下民众
被误导或无法得到真实情况。
　　而关于旱灾和火灾，虽然气候变化和
当地气象条件被认为是主要原因，但政府
应对也并非没有问题。夏季干旱和山火近
年来在美国西部地区并不鲜见，尤其是加
利福尼亚州几乎每年都山火成灾。此前媒
体对政府应对山火不力就曾多有反思，包
括消防力量分属不同政府部门或私营企
业，难以统一高效调配；政府投入不足，森
林管理跟不上防火形势需要；城市过度扩
张，越来越多人住在森林地带；环保政治化
导致砍伐部分树木减小森林密度等预防措
施无法执行等。但这些问题似乎并未得到
很好解决。
　　《奥兰治县纪事报》网站 7 月 17 日发表
社论，批评加州州长纽瑟姆在山火问题上责
怪前总统特朗普和抱怨气候变化，却没有采
取实际有效措施，导致该州预防山火工作去
年整体“下降一半”，他“已在这一问题上失去
可信度”。

疫情旱情火情叠加　美国疲于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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