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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疫情
第二波来袭

不过，第二波疫情的暴发也有着不同于第一波疫情的特征。

杨功焕就表示，经过 10 个月的流行，新冠病毒很可能在朝

着毒力变低的方向发展。尽管全球累积的确诊病例不断增加，

但病例死亡率在不少国家中却在下降。9 月以来西班牙每日新

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量的峰值大约是第一轮疫情时的 1.8 倍，

但新增死亡病例数量的峰值却仅有第一轮疫情时峰值的 20% 左

右。美国的情况也同欧洲类似，从死亡率上来看，截至 10 月 6 日，

美国所有确诊病例中，累计死亡人数占比已降至 2.84%，不足

第一轮疫情高峰时顶部值的一半。因此，确诊病例数不断升高，

但死亡率并未跟随上升，将是第二波疫情的一个显著特点。

此外，“年轻人负责传播，老年人负责死亡”，第一轮疫

情中的这一幕恐怕将会继续上演。

在英美等国，一大批憋闷的年轻人管不住“骚浪”的心，

继续“疯狂社交”，甚至还有一些反智的行为举动，这都加剧

了病毒在年轻人群体中的感染率。年轻人静不下来，遭殃的就

是老年人了。

在疫情最严重的地区，老年人的发病率虽然较低，但呈现快

速上升趋势。65 岁以上人群的感染者人数急剧上升，85 岁以上

人群增长速度更快，且发病率的增速与年轻人保持一致。英国官

方统计数据显示，老年人因新冠肺炎而住院治疗的比例是年轻人

群的 8 倍。这意味着大量老年患者是从年轻人那里感染上病毒的。

老年人染病，意味着更长的住院时间，更少的存活概率。

在全球范围内，新冠肺炎的死亡患者大多都在 80 岁以上，这对

每个国家的医疗系统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也许稍微让人宽心

的一点就是，由于全球防疫医疗经验增加，相对来说，第二波

疫情引发的担忧不会像第一波疫情那么严重。

落差巨大的答卷 

新冠病毒作为“出题者”，正在考验着世界上 230 多个国

家和地区的治理体系、治理能力和治理智慧。

今年 1 月，新冠肺炎疫情第一个在中国暴发。作为一种人

类未知的新型冠状病毒，它让全球陷入到了巨大的恐慌和危机

之中。随着认知水平的提高，正确决策、上下一心，中国仅用

50 天时间就控制住了疫情。后来的绥芬河、北京、乌鲁木齐等

地聚集性疫情及时得到了有效控制。半年来，还为多个国家提

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援助，得到了世界多国和国际组织的认可。

新加坡、泰国等国积极做好社区防控，抗疫做法和成效也

得到了肯定。特别是疫情初期各国最为担心的，医疗卫生服务

体系较为脆弱的非洲等贫穷落后的国家和地区，他们严格落实

世卫组织的防控方案和指导意见，采取积极的防疫策略，并没

有出现当初设想的失控的情况，这也充分说明了防控的重要性。

最让世人大跌眼镜的当属美国、巴西和印度。

美国经济重启、总统竞选、大型集会、骚乱、抗议不断，

美国 CDC 被架空，顶级传染病专家安东尼·福奇被打入“冷

宫”……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在很大程度上无视甚至诋毁专家，

从而导致美国应对疫情的每一步几乎都是失败的。以至于世界

医疗领域顶级学术期刊、美国《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

打破了该期刊近两个世纪以来回避政治的传统，由 35 名编辑署

名的评论文章痛斥美国政客应对新冠疫情不力。

巴西防疫策略比美国还要宽松，自始至今采取的都是“群

体免疫”，总统博索纳罗也被感染。由于总统带头反对执行严

格的防疫措施，一直“逆流而上”的巴西一度停止公布疫情数据。

这样的鸵鸟政策让如今的巴西确诊人数突破了 500 万！

累积突破 750 万确诊人数的印度，一边大力宣扬要用牛粪

牛尿研制“灵药”，一边忙着解封。总结这三国成为新冠“超

10月 15日，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的国家体育场方舱医院，一名新冠患者出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