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郜阳）在世界顶尖科学

家大流行与公共卫生论坛上，2015年阿尔
伯尼生物医学奖得主谢晓亮透露，新冠病

毒新抗体 DXP-604 已经被批准在北京地
坛医院作为同情紧急治疗用药，北京的 14

名病人已经接受了治疗。
谢晓亮介绍，中和抗体 DXP-604的发

现，为应对新冠疫情提供了新的思路。在谢

晓亮教授团队的多次实验中可以看到，德

尔塔毒株会使 DXP-593逃脱或者疏漏，但
是 DXP-604却没有逃脱，展现出了良好的

功能。谢晓亮团队已经准备在全球推出
DXP-604。

谢晓亮还表示，新冠加强针可以达到
增加疫苗有效性的目的。“当前德尔塔毒株

减少了综合抗体在血液中的有效性，但与

之相关的免疫记忆没有消失。因

此，在第二针之后的六个月内注
射增强针成为增加抗体有效

性的重要方法。”

    本报讯 市

委书记李强，市
委副书记、市长

龚正昨天下午会
见了来沪出席第

四届世界顶尖科
学家论坛的世界

顶尖科学家协会

主席、诺贝尔化
学奖获得者罗

杰 ·科恩伯格一
行，代表上海市

委、市政府对世
界顶尖科学家论

坛的成功举办表
示祝贺，对各位

科学家积极推动
全球科技合作、

为上海科创中心
建设贡献智慧力

量表示感谢。
李强说，世

界顶尖科学家论
坛从无到有、越

办越好，正逐步
成为全球科学界

的年度重要盛
会、世界顶尖科

学家的重要纽
带、全球科技合

作高端对话的重
要平台。当前，上

海正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主席重
要指示精神，加

快建设具有全球
影响力的科技创

新中心，更好融
入全球创新网

络，努力提供高
水平科技供给。

顶尖科学家是科
学发展的探索

者、瞭望者，你们
在前沿领域的不

懈追求，对于推
动全球科学研

究、协同创新、科
技治理有着不可

替代的作用，为
我们更好把握趋

势、掌握先机、科
学决策提供了重

要参考。上海将
创造更好的环

境、搭建更多的
平台，助力顶尖科学家在沪更好集聚，

开展联合攻关，攀登科学高峰，为推动
基础科学、倡导国际合作、扶持青年成

长作出更大贡献。
罗杰 ·科恩伯格介绍了世界顶尖科

学家论坛和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取得
的最新进展。他说，通过各方共同努力，

论坛日益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年度

科学盛会，来自全球各领域的顶尖科学
家在这个大平台上开展跨界交流，分享

观点思路，激发创新灵感，一批原创成
果正在形成，一批青年科学家逐渐成

长，“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奖”正式宣布
创设。相信在上海这片创新创造热土，

论坛和协会将不断取得新的发展，更好
推动全球科技合作，培育更多青年科技

人才，产生更多重大原创成果。
市领导吴清、朱芝松，世界顶尖科

学家协会副主席、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
迈克尔 ·莱维特，拉斯克临床医学研究

奖获得者迈克尔 ·谢帕德，埃尼前沿能
源奖获得者王中林，世界顶尖科学家协

会代表吴向东、王侯、徐航、沈南鹏等参
加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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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你或许看到过这样一则新闻，国外
一位晚期霍奇金淋巴瘤患者感染了新冠病
毒，入院治疗 11 天新冠肺炎症状缓解，出院
4 个月复查显示绝大部分肿瘤消失。

你觉得好奇吗？这是医学奇迹，还是奇闻

怪谈？昨天，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上海总站和
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主办的“科学嘉年华”的
“生命健康论坛：免疫与癌症的博弈”上，观众
们得到了答案：这是次人体免疫系统的孤注
一掷。

张文宏谈“免疫与癌症的博弈”

“我们最好的朋友仍然是免疫力”

人“不平衡”就会生病
谈起癌症，很多人闻之色变。数据显

示，2020年全球确诊癌症患者达 1930万，

全球癌症过世患者有 996万。我国的情况
同样不容乐观，去年新发癌症患者达到 457

万，占全球的 23.7%。为攻克这个人类健康
的“杀手”，医生和科学家前赴后继，已经奋

战了百余年，也看到了一丝曙光。

那为何在这场论坛上，要把癌症和免
疫联系在一起？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

附属中山医院院长樊嘉给出了关键词：平

衡。无论是感染性疾病，或是其他代谢性疾
病，只要一个方面出现“故障”，而另一面不
能很好地平衡，人就会生病。樊嘉进一步解

释，人体在代谢运行中，细胞基因会发生突
变，伴随而来的是异常的细胞。人体强大的

免疫系统能够及时将这些“问题细胞”清
除。但要是遇上免疫力低下，这些异常细胞

就会快速生长、恶化；另一种情况是，人体
的免疫监测系统“失灵”，无法察觉到“异族

入侵”，也会导致异常细胞继续生长。在环
境、作息等外因的共同作用下，就有可能向

肿瘤发展。

免疫系统不断进化
“如果这场论坛只讨论肿瘤，可以不用

把我叫过来。但如果讨论免疫，就应该把我

叫过来。”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
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风趣

地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人的
平均寿命不足 40岁；今天，上海人的期望

寿命已经达到了 83.67岁。“在座的各位没

有活到 85岁，别说自己长寿。”张文宏的话

引得现场一片笑声，“那我们整体如何获得
寿命的延长？这是因为大大改善了由于感

染性疾病带来的儿童死亡。”
张文宏笑称，如果自己和樊嘉院长同时

出现在非洲，那一定是自己更受欢迎；而如果
两人在上海，樊嘉院长显然更受欢迎。“在上

海有非常好的公共卫生体系，很多传染性疾

病早期就得到了控制。”张文宏说，人类的免
疫系统在不断进化，来抵挡每时每刻可能

遇到的自然界的细菌、病毒等等。

衡量免疫力是个难题
11月 1日，上海全面启动了新冠疫苗

加强免疫接种。张文宏在“科学嘉年华”上
表示，第三针新冠疫苗可以大幅度降低病

毒的传播，所以接种第三针新冠疫苗成为
一个极佳的全球性选择。第三针疫苗接种

以后，人类的免疫记忆力会进一步提高，如
果全球疫情能够就此得以全面阻止，第四

针就不一定需要。如果出现像流感一样定

期每年暴发，就有可能需要定期接种疫苗。
“未来疫情一定会被中止，我们的免疫力建

设目标越快越早达成，这个时间点就会越
早到来。”

这场科学嘉年华，吸引了许多科学爱

好者参与。有人提问：为什么有的人打完新
冠疫苗反应很大，有的就没有反应，这和个

人自身的免疫力有关吗？对此，张文宏回
答，这与疫苗的类型还有身体的免疫细胞

有关。“免疫系统对外来物质的反应有强有
弱。不过，身体反应激烈不代表后续产生的

免疫能力就强。我们有反应只说明免疫系

统产生了作用，如果反应过于激烈，会出现

过敏反应。”
也有人好奇，是不是免疫力低下的人

容易得病，而且一得就是大病？“其实，免疫
力低下很难定义，并没有好的指标来衡量

免疫力是否低下。这导致我们会产生误解，
年轻人不会得病。可事实上，有些年轻人一

旦得病，也会有很大的风险。”张文宏说，
“但我们清楚，无论肿瘤还是病毒的清除，

都与免疫力有关，而免疫力除了强度外，还

有精准度的因素。”

新冠疫苗无抗癌作用
对于网上流传的“新冠疫苗具有抗癌

作用”，张文宏明确予以否定。“我一直呼吁

大家打疫苗，但并不想传递错误的信息。”
的确，世界上出现过感染新冠病毒后，大部

分肿瘤消失的情况———但这仅是个例。张
文宏认为，这是由于新冠病毒攻击诱发的

免疫风暴，衰老、被肿瘤抑制的免疫系统或

被激活，可能杀死了肿瘤细胞。
张文宏还指出，目前的新冠疫苗，其中

一种是核酸疫苗，而核酸疫苗最早是用来对
付肿瘤的。“方法是一致的，但内容都换掉

了。核酸疫苗目前还没有成功应用于肿瘤，
这也说明治疗肿瘤更为困难。”在他看来，会

出现“新冠疫苗具有抗癌作用”这样的误解，
是因为很多信息在时间与空间上出现了交

叉。不过，张文宏也指出，肿瘤病人也是新冠
的高发人群，应尽早接种疫苗———原因还是

这场论坛的主题：“免疫力”。“科学与创新会
让人类活得更久，但我们最好的朋友仍然是

免疫力。”张文宏如是说。 本报记者 郜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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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新冠病毒一新药获批“同情紧急”用药
北京 14名病人已经接受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