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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新冠阳性率有所上升
毒株致病力无显著变化

XDV毒株在高温环境仍能流行。日前，世
界卫生组织警告，巴黎奥运会期间，已有至少
40名运动员感染新冠病毒和其他呼吸道疾病
病原体。该组织提醒，国际社会应关注夏季新
冠病毒感染异常增多情况，建议为高危人群接
种疫苗。

人们对身边新冠阳性增多的感受与流行病
学数据表现是一致的。根据中国疾控中心8月8
日发布的2024年7月全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
情情况，夏季流感等病毒感染占比下降，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人数有所上升，占比升高。

数据显示，全国范围内流感样病例新冠病
毒阳性率有所上升，从7月1日～7月7日的8.9%
持续上升至7月22日～7月28日的18.7%，主要
流行株均为奥密克戎变异株，我国主要以JN.1
系列变异株和XDV系列变异株为主。

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监测平台对新冠奥密
克戎毒株的变异与波动监测显示，自6月上旬起
逐渐检出新冠XDV.1和KP.2变异株后，XDV.1
的比例已经逐渐上升至40%～50%，但是这些
变异株未引起重症病例的升高。

中国疾控中心数据显示，本轮7月疫情上升
阶段新增重症病例为203例，在重症人数较今

年2月及3月新冠病例上升阶段未见明显上升。
北京佑安医院呼吸与感染性疾病科主任李

侗曾表示，JN.1及其亚分支以及XDV及其亚分
支，这两种病毒的传染性和致病力与此前相比
没有显著变化，患者临床表现也保持一致。

广东新冠病毒感染人数增多
7月感染发病数18384例

与全国流行趋势相似，广东省疾病预防控
制局公布的全省法定传染病疫情概况显示，6月
份新冠病毒感染发病数8246例，而7月份新冠
病毒感染发病数18384例，相较6月增长10138
例，感染人数呈现明显上升势头。

对此，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疑难感染诊
疗中心主任彭劼提醒，新冠病毒感染已逐渐成
为阶段性流行的呼吸道疾病，可能每隔四五个
月就会出现一轮流行高峰，但是公众不必恐慌，
做好相应预防可以减少感染概率。

作为全省儿童流感样病例监测的哨点医
院，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儿科主任医师
印根权表示，目前门诊并未发现儿童新冠感
染有增多的迹象。大规模呼吸疾病流行病
预测预警与医学大数据人工智能应用实验
室联合主任韩子天教授认为：“观察看来，这
是新冠感染的正常起峰，没有太大的变化，
不用担心。”

7月新增10138例
广东新冠感染人数“抬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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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越来越像感冒了吗？
会好一阵阳一阵吗？

过去这几天，“新冠”悄悄成了热搜上的常客。有人发现自
己开始咳嗽、发烧，一查却不是普通感冒，而是久违的“小阳人”；
有人开始托朋友“带药”，“要最新最有效的”；还有人又囤起了口
罩、洗手液、消毒水三件套。

尽管对数亿人来说，新冠病毒已经成为遥远的记忆，但它并
没有消失。

1.新冠病毒更厉害了吗？

在朋友圈，不少人给新冠病毒变异株“标号”，这一标就标到了“8月毒
王”，KP.2和KP.3刷屏，它们都是JN.1的亚型，是奥密克戎毒株的后代。

最近一段时间，新冠病毒十分活跃，全球出现大范围感染。
“新冠病毒感染正在全球范围内激增，而且情况不太可能很

快得到改善。”世卫组织新冠疫情应对技术主管玛丽亚·范克尔
克霍夫说。经历地球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7月，新冠病毒也进化
了，变得更加耐热。6月11日，中疾控报告首次提出了XDV变异
株。XDV变异株是JN.1的一个亚分支，这个病毒株似乎毒力差
一些，但传播力却很强，在高温环境仍然能流行。

世卫组织称，随着病毒的不断演变和传播，出现更严重病毒
株的风险越来越大。这种病毒有可能躲过检测系统，并不受医
疗措施影响。不过，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微生物学教授安
德鲁·佩科斯对此更加乐观，他认为美国境内“大量变异毒株”发
生的突变类似，这可能表明新冠病毒进化方式有限。“我们没有
任何数据表明现在流行的（新冠病毒）变种会导致更严重疾病。”

2.为什么出现夏季高峰？

国际顶级学术期刊Cell上的最新研究指出：新冠感染之后出
现组织修复变慢、抵御其他感染能力下降、慢性炎症以及长期后
遗症等诸多情况，正是因为免疫系统遭受“创伤”。感染新冠后
切莫大意，尤其是重症患者。重症新冠患者在“阳康”后，无论是
早期还是晚期，单核细胞的表观遗传景观均处于“持续改变”的
状态。重症新冠肺炎可引发先天性免疫系统的长期性变化。

这种免疫力的下降，或许是夏季阳性高峰的一个原因。
尽管很多专家也将此归结于暑期出行人数的增多、人们在封

闭空间的活动集中，促进了病毒的传播，但无法忽视的一点，在北
半球夏季出现如此高的感染循环率是“非典型的”。因为呼吸道病
毒往往主要在寒冷的气温下传播，新冠病毒完全是“反常识”。新
冠疫情的爆发在多个方面都极大地改变了呼吸道感染的流行病
学。新冠病毒是否会保持双重季节性流行？目前尚无定论。

3.会好一阵阳一阵吗？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疑难感染诊疗中心主任彭劼提醒，
新冠病毒感染逐渐成为阶段性流行的呼吸道疾病，可能每隔四
五个月就会出现一轮流行高峰。

“与流行性感冒等呼吸道传染性疾病类似”的新冠病毒，可
能还缺乏像应对感冒一样便捷多样、行之有效的医疗手段，复杂
的变异和致病性也有待更多观测及研究的深入。

如果新冠以“每隔四五个月出现一轮流行高峰”的方式形成
周期，适应这种节奏就变成了常规化应对。

新冠疫苗每年都在更新，其目的是尽可能与当下传播的毒
株相匹配。尽管绝大多数人都感染或接种过新冠疫苗，但保护
作用会随时间推移减弱，同时新冠病毒也在不断产生可以逃避
先前免疫力的新变种。

“疫苗研发的速度总是赶不上毒株变异的速度，如果人体无
法产生足够的免疫功能去抵抗新毒株的‘进攻’，就会出现新一
轮的流行高峰。”彭劼指出。

口服抗新冠药品也在加快研发，这将为常规治疗和预防带
来新选择。有医生表示，目前在多数情况下，医院不会专门检测
病人是否感染新冠病毒，而是按照常规治感冒的方式来救治。
但对于部分高危人群来说，准备好抗新冠病毒药物依然有必要
性。高危人群（包括中老年人群、有合并基础疾病的人群、有代
谢性疾病的人群）及时快速地使用抗新冠病毒的药物，能够预防
这些患者转化为更重的症状。

4.新冠病毒有可能消失吗？

病毒“大结局”可能平平无奇，甚至结束得悄无声息。
像百年前爆发的“西班牙大流感”，这场流感感染了全球约三

分之一的人口，死亡人数高达数千万，到了1920年之后，这一流感
毒株的杀伤力和传播范围就明显大不如前，很快被大部分人遗
忘。最终，1957年的时候，这一毒株彻底消失，被其他的毒株取代。

不过，不能就此认为病原体放着不管就一定会自己变弱乃
至消失。比如脊灰，在历史上绝大多数时候都相对沉寂，只有零
星记录，直到19世纪末才突然成为广泛而致命的疾病。

就算一种疾病看似已经变弱到可以和人长期共存，也可能
因为环境改变或者偶然因素，重新变强危害人类。

所以，虽然我们不能精准地预测未来，但可以通过影响环境
的方式引导演化，把未来推向更好的方向。新冠或许永远不会
消失，但是我们的手里握有减弱它影响力的工具，关键就在于我
们能否有效地使用它们。

要能在击败新冠的周期中屡战屡胜，注重加强锻炼、增强体质、做
好防护，这是基础。人体的免疫力上去了，研发、应急、基建和社会制度
的“免疫力”也要增强。 据广州日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

专家：已逐渐成为阶段性流行病，可能每隔四五个月
就会出现一轮流行高峰

“以为是空调吹多了或者上火了，没想到是又一次新冠感染”；“大三伏
天的居然又‘阳’了”；“除了没有连续高烧，喉咙痛、鼻塞、咳嗽等症状又经
历了一遍”。近期，国内社交媒体平台上不少人也表示自己“阳了”，出现发

烧、咳嗽、浑身疼等症状。
时值夏季，巴黎奥运会期间，世卫组织日前提示国际社会关注新冠感染异常增多。
据8月10日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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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张文宏教授对此分析称，从全球范围来看，新冠感染波动都呈现以半年为一周期
的交替，并逐渐成为我国阶段性流行的呼吸道疾病。

新一轮新冠病毒感染正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关注。我国新冠病毒感染疫情情况
如何？感染人数有上升吗？应否继续接种新冠疫苗？

面对全球范围内新一轮新冠感染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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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表示，全球新冠感染
都进入类似的波动性区间，基本以5～6月为一
周期交替，流行的主要原因为毒株的变异和阶
段性免疫屏障衰减的交叉混合导致。

他表示，根据目前对2023年 5月、8月和
2024年2月起的三次新冠病毒波动流行监测
结果，因毒株的不断变异和免疫屏障的阶段性
衰减，新型冠状病毒已与流行性感冒等呼吸道
传染性疾病类似，逐渐成为我国阶段性流行的
呼吸道疾病，但其疾病的严重程度已维持较为
稳定的状态。

“此轮新冠病毒感染虽然处于上升阶段，但
整体趋势显示，感染整体就诊人数相较于去年
秋冬季高峰存在一定程度的降低，不会对当前
的医疗资源和人群造成严重的疾病负担。”张文

宏表示。
世卫组织呼吁，国际社会应关注夏季新冠

感染异常增多情况，建议为最高危人群接种新
冠疫苗。

那么，普通人群是否还有必要继续接种新冠
疫苗？国家感染性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院长卢洪洲认为，应关注权
威部门发布的疫苗接种建议，并结合自身的健康
状况、暴露风险和当地疫情形势，做出决策。

“目前新冠病毒仍在不断变异，虽然疫情形
势相对平稳，但仍存在局部散发和小规模流行
的风险。接种新冠疫苗可以有效降低感染后的
重症和死亡风险，增强对病毒的免疫力。”卢洪
洲说。

公众应如何做好防护？专家建议：戴口罩、
勤洗手、少聚集、加强通风、增强免疫力、出现症
状后及时就医。

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
不会造成严重的疾病负担

专家说

部分网友称自己“又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