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天，汇聚 4?病毒学“最强大脑”的病毒之战———世界顶尖科学家病毒峰会

举行。在新冠疫情仍在全球肆虐的大背景下，这场峰会引人注目。
琳妮?马奎特多年来专攻人类疾病的细胞机制领域。她在讨论环节提到了美国

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安东尼?福奇博士。“福奇博士很早以前就提过他非常担心的一
件事：我们没有专门针对无症状感染者的呼吸道病毒检测装置。”马奎特教授指出，

“这就是全球流行病的隐因。”
“我们最终必然会克服新冠病毒，但是下一个潜在的流行病病毒也一定会在未

来出现。可能是类似的病毒，也可能是完全不同的病毒。”马奎特表示，“因此，我们

需要为下次的流行病作好充足准备。”她认为，这将会是未来的热门研究领域。

    2020 年，一场突如其来的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席卷
全球。 面对“疫魔”，科学是最
有效的对抗武器。 10 ? 30 日
至 11 ? 1 日举行的第三届世
界顶尖科学家论坛，也是一场
对抗病毒的“接力赛”，一位位
“最强大脑”站上舞台，讲述自
己的最新研究成果，带给人们
信心和希望。

我们不知道下次病毒大
流行会在何时何地发生，但每
一次人类抗击病毒的经验和
教训，都将让我们拥有与之抗
衡的“免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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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新冠，世界“最强大脑”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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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或等明年？ 纳米大显身手？ 有突破、有预测、有态度———

    对于人类能否成功应对全球蔓延的

新冠疫情，哈维?阿尔特充满了信心。
因发现丙型肝炎病毒，阿尔特和迈

克尔?霍顿、查尔斯?赖斯分享了今年的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他阐述了丙肝
病毒方面的研究，表示现在人类还不能

根除丙肝病毒，因为并没有针对丙肝的
疫苗。“丙肝病毒的本质就好像艾滋病病

毒一样，这些小 RNA病毒很难研发出疫
苗，它们太容易逃脱抗体反应了。”

阿尔特感慨：有时，收获需要时间。

这既是对自己丙肝病毒发现之路的总

结，也适用于当下新冠病毒之战。“目前
人类如此关注这场疫情，是因为它持续

的时间比人们预期的长得多。另外，如果
人们遵守规则，保持安全社交距离，科学

佩戴口罩，感染率就会低得多。”在阿尔
特看来，新冠病毒不同于丙肝病毒，研究

周期不会那样漫长，人们目前已对新冠

病毒有相当多的了解。他所在的团队已
经检测出新冠病毒的基因组，并对病毒

蛋白及产生的抗体完成了所有测试。
阿尔特表示，他不认为新冠疫苗可

以在今年面向大众广泛使用，最快预计
也要到 2021年。不过他相信，在全球科

研工作者的齐心协力下，病毒研究和抗
疫的进程一定能大大缩短。

    在科学态度大师讲堂，文卡?拉马

克里希南严肃地说：科学是全球性的。
“这场疫情使得国际合作的需求

成为焦点。”拉马克里希南敏锐地指
出。国际合作使人类发现了病毒的惊

人传播速度，全球都在为病毒的基因
组测序作出努力，从而更好地了解病

毒、攻克病毒，世界各地的研究团队也

在竭尽全力地研究新的治疗方法与潜
在的疫苗。“目前的疫情也引发了人们

的担忧：与其在疫苗研发上竞争，不如
鼓励各国合作组成全球疫苗联盟，采

用并行方法研究，共享研究成果。”
拉马克里希南说，当疫苗和药物

被研发出来时，一个更严峻的问题摆
在我们面前：如何确保其分配公平？如

何允许贫穷国家获得成果？如何避免
疫苗的使用或分发引起的政治问题？

而放眼更远的未来，如何确保各国能
够抵御可能更为严重的另一种疫情？

应该出台哪些做法和措施以检测现有

疾病和新疾病的暴发？我们如何协调
全球对此类事件作出快速反应？
拉马克里希南说，明年 5月，《生

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
将在中国举办，这是一次国际合作的

大会。

“全球性的挑战需要全球性的解
决办法。”拉马克里希南再次重申。

本报记者 郜阳

疫苗研发 >>>

    “病毒研究和抗疫的进程一定能

大大缩短。 ”

新科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
者、美国病毒学家 哈维·阿尔特

    纳米新材料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

戴宏杰在第三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科
学前沿话题讲堂中，带来了纳米材料应

对新冠病毒的最新进展。
疫情期间，戴宏杰参与了和新冠肺

炎诊断有关的项目。在不久的将来，这项
新冠病毒的重要研究成果即将发表。

“病毒检测非常重要，掌握和检测相

关的因素将有助于免疫评估和疫苗开
发。”戴宏杰团队开发出了一种不需要任

何血液的非侵入性检测方法，“我想介绍
‘黄金纳米膜’，这一概念是指将纳米结

构的金膜涂在载玻片上。采用这种方法能

通过信号的放大，完成更为精确的检测。”
和其他检测方法不同，黄金纳米膜测定

法具有敏感的特性。最重要的是，它只检
测受感染的人而非健康人群。通过 2014

年 1型糖尿病和寨卡病毒暴发的两个事
例，戴宏杰表示，利用这种方法，检测出

新冠病毒的抗体，并和其他种类冠状病
毒予以区分，不是什么太难的事情。

“从人们以前的感染经历中可以了

解到许多关于交叉反应和潜在免疫的知
识。事实证明，即使有些人只是普通感

冒，他们实际上也产生交叉反应，会具备
一定免疫力。”戴宏杰称，“利用这种非常

敏感的纳米平台，实际上可以只提取唾
液并检测唾液中的抗体。即使浓度很低，

仍可以检测出来。”

纳米应用 >>>

    “利用这种非常敏感的纳米平台，实际

上可以只提取唾液并检测唾液中的抗体。”

2006年美国物理学会詹姆斯?C?麦

高第新材料奖获得者 戴宏杰

国际合作 >>>

    “科学是全球性的。全球性的挑战
需要全球性的解决办法。 ”

2009年诺贝尔化学奖、英国皇家
学会主席 文卡·拉马克里希南

    饶子和主要从事新发、再发传染病病

原体的结构与功能研究，以及创新药物的研
发。他告诉大家，尽管未来关于冠状病毒的

研究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但他非常自豪
自己的团队能够从原子层面来提供帮助。

眼下，疫情仍在继续，全球科学家的当

务之急是齐心协力了解其更多秘密，并开
发出对抗它的治疗方法。

多年“冷板凳”上的积累体现了出

来———饶子和团队自 2013年非典暴发以
来，重点研究了这些病毒的 16种非结构蛋

白，并在复制机制上形成了转录，经过今年
半年多的努力，最终得到新冠病毒序列。

在测算出新冠病毒的主要蛋白质结构，并
筛选了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批准的大

约 1万种化合物之后，研究成果被蛋白质

数据库选为“二月分子”。这是饶子和团队
从依布硒啉中筛选出的一种化合物，在美

国已获准进入第二阶段临床试验。除此之

外，另一种能够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
官网上被查询到的、被称作双硫仑的化合

物，已经被批准进入美国和英国的第二阶
段临床试验。

鲜为人知的是，全球新冠病毒疫苗研
制的第一本临床前资料，也是饶子和团队

的贡献。为了确保疫苗的免疫原性，聚焦于
维持融合前的构象，饶子和团队优化了灭
活病毒的纯化，并对这种疫苗作了稳定性

及生物物理和生化特性分析。

解析破译 >>>

    “非常自豪自己的团队能够从原子层

面来提供帮助。 ”

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科技大学特聘
教授 饶子和

病毒研究 >>>

    “我们需要为下次的流行病作好充足准备。 ”

2015年盖尔德纳国际奖得主 琳妮·马奎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