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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上，美国国家过敏症与传染病研

究所、法国巴斯德研究所、德国罗伯特 ·科
赫研究所等世界一流实验室在新冠疫情

发生初期就曾快速启动针对新冠病毒的
战略计划快速响应国家公共卫生应急需

求。例如巴斯德所就在第一时间开发出
新冠病毒快速检测试剂并在法国首位患

者确诊五天内完成病毒全基因组测序，

启动全国疫情监测、病毒检测、疫苗研发
等行动。

随着疫情防控常态化及新发突发传
染性疾病和重大生物安全事件需要，上海

作为超大型城市，传染病和生物安全风险
等公共卫生安全的核心要求需要“全链

式”技术共享平台支撑和保障，来提供有
效的技术产品、药物疫苗、诊疗方法和政

策建议，重大传染病和生物安全科研共享
平台将对标这些实验室建设，打造“上海

平台、全国网络、国际联盟”。

在上海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成
立不到一年的研究院正在打通从预测预

警、病原研究、检测方法、药物开发、疫苗研
发到应急管理和社会政策的全链条环节，

初步建成新型举国体制下的科研攻关技术
共享平台，同时积极推进国际一流的重大

传染病和生物安全研究队伍建设。今年研

究院研究队伍将达到 75人，新增 3000平
方米科研平台空间，重大传染病预警与防

治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设也正紧锣密鼓地推进。

记者了解到，“十四五”期间，平台将重点在
流行病学预测预警技术、病原体发现鉴定和致

病机制研究、病原体感染新型检测技术研发、临
床多学科综合诊治和系统流行病学研究、新型

传染病防治技术研发等方向攻关突破，形成重
大突发传染病应对能力的闭环建设，构建高效

能、一体化的协同创新体系。研究院也将努力建

成国家传染病综合研究中心、预警与疫情防控
科技指导中心、国际传染病病原定性标准机构

和世界顶尖传染病与生物安全综合研究机构，
为保障人民健康和城市公共卫生安全贡献复旦

上医力量。

初探上海市重大传染病和生物安全研究院

边建边研 科研人与新冠病毒赛跑

狡猾的新冠病毒又在兴风作浪，面对来势汹
汹的德尔塔变异毒株，科研人员全力与之赛跑。
近日，记者来到上海市重大传染病和生物安全研
究院，聆听科研人员同病毒“斗智斗勇”的故事。

去年揭牌成立的研究院，是落实上海“公共
卫生建设 20 条”的重要举措，院长由复旦大学上
海医学院副院长吴凡挂帅。这个“边建边研”的研
究院，重点围绕重大传染病病原学和生物安全研
究及技术转化等四个方向开展研究，充分发挥智
库作用，为疫情防控贡献智慧。

    研究院双聘青年 PI（课题组

长）、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教

授杨娟领导的团队，最新研究瞄
向新冠疫苗大规模接种期间能否

放松非药物干预措施。他们用“硬
核”数据为“打好疫苗还要坚持‘三

件套’‘五还要’”撑腰。
8月 4日，国家卫健委通报，

全国新冠疫苗接种超 17亿剂次。
上海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

发布会也介绍，截至 8月 3日，全
市累计接种 3820.64万剂。疫苗在

不少人心中，是有望终结新冠肺炎
流行的重要“武器”。在人群大规模

接种新冠疫苗过程中，能否、何时，
以及可多大程度放松非药物干预

措施，大家都很关心。
基于关键流行病学参数，杨娟

团队构建了群体水平的随机易
感-感染-恢复传播动力学模型。

“在研究中，结合了我国新冠疫苗
的效力和效果、产能、接种服务能

力等参数，定量测算了单纯依靠疫
苗接种，辅以不同程度的非药物干

预措施，来判断能否阻断新冠疫情
再次暴发、流行。”她告诉记者。

这一“定量”研究的结论正如大家所了
解的———在今年实施大规模疫苗接种过程

中，仍需维持高强度的非药物干预措施，并
尽可能地加快疫苗接种速度，直至疫苗接种

率达到群体免疫的水平。
这几天，新冠疫情在国内多地持续散

发，传播链不断延伸。杨娟指出，此前的经验

表明，非药物干预措施能有效遏制住疫情。
杨娟说：“我们的成果显示，在疫苗接种率达

到群体免疫水平前，采取‘大规模疫苗接种
结合非药物干预措施’是防止疫情反弹的最

有效策略。”此外，研究团队还认为，扩大疫
苗接种的目标人群到 3-17 岁对于建立群

体免疫至关重要。

    新冠病毒在全球流行，还不断“变

化”出突变株。当下，全球目光聚焦在
德尔塔突变株上，研究表明，它的传染

力大增，疫苗对其防护作用也有减弱。
研究院双聘 PI、复旦大学基础医

学院教授黄竞荷致力于研发对多种新
冠病毒突变株乃至多种冠状病毒都有

防护能力的广谱疫苗和广谱药物。利

用独创的广谱中和抗体筛选方法，黄
竞荷团队从 200多名新冠康复患者中

筛选获得在体外和动物实验中都具有
强效中和能力的广谱中和抗体，对新

冠病毒、“非典”病毒、穿山甲和蝙蝠类
冠状病毒棘突蛋白 RBD有高亲和力。

无论多强效的中和抗体，病毒都
有逃逸的可能。黄竞荷想到构建双特

异性抗体———找到两个保守位点的强
效广谱抗体，连结起来，“其实是以不

变应万变。不同冠状病毒棘突蛋白
RBD序列有一部分是相当保守的，有

些位点几乎 100%相同”。构建完双特
异性抗体后，研究团队检测了其对包

括冠状病毒和新冠突变株在内的 23种
病毒的中和能力。结果令人振奋：双特

异性抗体不但能强效中和所有的病毒，
而且在转基因小鼠中有良好的预防和治疗新

冠病毒感染的效果。“研究发现，广谱抗体及
其相应的双特异性抗体通过结合多种不同冠

状病毒的保守区域从而抑制病毒感染，因此
具有广谱抗多种冠状病毒和新冠突变株的能

力，未来有很好的临床应用前景。”
无独有偶，上海市重大传染病和生物安

全研究院双聘 PI、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教

授王乔也把大部分精力花在寻找广谱抗体
上。“疫苗不是万能的，”王乔这样解释研究

初心，“疫苗的目的是为了人体内产生抗体，如
果能找到安全高效的广谱抗体，可以另辟蹊

径为高风险人群直接注射。”该团队同样筛
选出理想抗体———血清效力是其他品种的

十倍以上，对各突变株也都有效。“作为抗体
来源的志愿者感染新冠病毒时间较长，我们推

测他免疫系统不断优化，才出现这样综合效

力高很多的抗体。”目前，王乔团队正联系相

关机构，推动其走向灵长类实验和临床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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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郜阳 易蓉

荩 研究院里，实验人员争

分夺秒攻克难题

▲ 研究院的建设对标世

界一流实验室， 开展重大
传染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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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体系
本版摄影 本报记者 孙中钦

    高温高湿的夏天，是否成

为新冠病毒的克星？去年夏天
到来前，相信很多人心中都生

出过这样的“美好愿望”，理由
很简单———和新冠病毒同一家

族的“非典”病毒，当年就是在
酷暑到来前悄然“下线”的。

如今，人们都清楚，新冠病

毒能在各种气候下传播。不过
在去年春天，依赖气温升高控

制疫情的真伪仍需要科学来判
断。当时，研究院双聘 PI、复旦

大学公卫学院教授王伟炳研究
团队收集了 244 座出现至少

10 例确诊病例城市的大量病
例和气象数据，这些城市的气

温范围在-17.8℃到 22.0℃不

等，平均 5.9℃。
他们发现，气温与累计发

病率和 R0（无干预的情况下，

一个感染者平均传染人数）都
没有显著关联。科研团队在调

整相对湿度和气温后，相似的
紫外线强度与累计发病率和

R0也都没有显著关联；并且，
无论是当时疫情“风暴眼”的湖

北 17座城市还是其他城市，这
一结论都不例外。

“这种疫情模式与中东呼

吸综合征（MERS）相似，当气温超过

45℃时，MERS病例数仍在增长。”王
伟炳告诉记者，“我们据此判断，温度

和紫外线辐射等气候因素对新冠病
毒的传播没有产生显著影响。”

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了这项发
表在《欧洲呼吸学杂志》上的“中国

智慧”。世界卫生组织也表示，从迄

今获得的证据来看，新冠病毒可以
在所有地区传播，包括气候炎热潮

湿的地区。无论气候条件如何，如果
人们居住在或前往已报告新冠肺

炎疫情的地区，都必须采取防
护措施。

相关建议迅速形成并
上报：不能依靠春季回暖

来抑制病毒的传播，建
议继续执行适度严格

的疫情防控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