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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模式吗？另一方面，就在中国为应对这个突如其来的流行病、

付出经济上的沉重代价全力封城以遏制病毒的扩散之际，欧洲

本来似乎应该有足够的时间（从一月底到三月初，至少有一个

半月的时间）来进行必要的准备，比如建立一定数量的救护中心、

囤积一定数量的疫情医疗必用品、建立监控病毒传播的信息反

映渠道……但欧洲似乎一切都没有做，当意大利出现疫情失控

的现象时，欧洲其他国家才都表现出一片紧张景象。

意大利到 3 月 16 日夜 24 时，确诊人数已经 24938 人、死

亡人数为 1809 人、治愈 2335 人；西班牙确诊人数 9428 人、死

亡 335 人、治愈 530 人；德国确诊人数 6924 人、死亡 14 人、

治愈 59 人；法国确诊人数 6633 人、死亡 148 人、治愈 36 人……

连瑞士这样一个人口仅八百多万的小国，确诊人数也已经 2217

人、死亡 14 人……

最重要的是从欧洲各国确诊人数增长速度（这一增长还明

确不包括疑似病人和无症、轻症病人，因为他们没有资格接受

核酸检测）来看，欧洲峰值尚未到来。以法国为例：法国新增

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一直在增长之中：

11 日：新增 497 人、死亡 48 人；

12 日：新增 595 人、死亡 61 人；

13 日：新增 785 人、死亡 79 人；

14 日：新增 708 人、死亡 91 人；

15 日：新增 923 人、死亡 127 人；

16 日：新增 1632 人、死亡 21 人 ……

显然，今天的法国与两周前的意大利非常类似。而意大利

从确诊人数上万到翻倍超过两万仅用了几天时间。欧洲的疫情

已经接近甚至从人口比例上而言已经超过中国武汉和湖北最高

峰时的情况。而意大利一天死亡人数（368 人，死亡率高达 7.3％）

已经超过当时武汉死亡人数最高峰时期（254 人）……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措手不及、束手无策还是应对失误？

一个疫情从暴发到最终结束，大致可能经历潜伏期、遏制期、

暴发期、扩散期、高峰期、治疗期、衰退期、结束期等多个阶段。

中国因为疫情暴发初期对病毒的认识尚处于非常缺乏的阶段，

因此而错过了在潜伏期、遏制期就做好应对的策略；因此当病

毒突然暴发之后，中国不得不宣布于 1 月 23 日武汉封城。当时

湖北省确诊人口 444 例，全国也就 571 例，死亡仅 17 例。然而

问题是，今天欧洲几个大国几乎都已经超过了这个数。由此可

以说，今天欧洲之疫情已远比当时的中国和湖北要严重得多。

但从 1 月 23 日至今，欧洲应该说有着足够的时间来准备应

对新冠病毒必然会发动的对欧洲的猛攻。然而从 1 月 23 日中国

武汉封城到 3 月 10 日世界卫生组织终于宣布大流行病在欧洲已

经全面暴发，整整一个半月时间，欧洲似乎并没有做好应对新

冠病毒来袭的任何准备。相对而言，俄罗斯就在此期间依照中

国的宝贵经验，在距莫斯科 60 公里处的一个地方建立起新冠病

毒防护医院“新冠疫情遏制中心”，严阵以待。我相信，一旦

俄罗斯进入新冠病毒暴发期，一定不会如欧洲那样束手无策。

欧洲从意大利开始，已经深陷新冠病毒高峰期，而法国、

德国、西班牙乃至英国等其他几个主要欧洲大国则正在暴发过

程之中，很有可能将会在一周或两周内达到高峰期。欧洲的未

来前景非常令人担忧。

种种迹象表明，欧洲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欧洲各国当局针对新冠病毒的防控处于逐渐失控之中。

无论是法国还是德国、西班牙等欧洲的主要国家，都没有建立

起对新冠病毒扩散的有效防止和监控系统。

二是欧洲、特别是法德西等多个欧洲大国，其社会民众和

高层政府普遍对这次疫情来袭的猛烈程度心理准备不足，两个

极端均在同时出现：一方面超市抢购囤积物品已经开始；而另

一方面满不在乎继续在晒太阳、聚会的也大有人在……这种两

极态度将很有可能会造成在未来几周内疫情在法国和欧洲其他

大国形成燎原之势，以至于出现大量感染和死亡事件。

三是法国和欧洲大多数国家应对新冠病毒的手段如此之匮

乏，包括口罩、测试剂、呼吸机、病床数量、医护人员等几乎

所有应对大规模疫情的手段都宣告不足，也令人难以置信。

出现这三大问题，似乎是因为欧洲各国应对新冠病毒来袭

时，由英国领头，法、德、西等国政府尾随，均采取了一种非

常特殊的策略，即所谓的“群体免疫”策略。对轻症、特别是

法国总统马克龙16日晚发表电视讲话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严峻形势，法国

处于“战争状态”，需要全面动员抗击疫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