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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还不是摘口罩的时候

现在还不是摘口罩的时候。
现在国内外情况悬殊，中国由于
采取了非常果断的措施，现在已
步入疫情第二阶段，而其他一些
主要国家还处在大暴发的第一
阶段，且仍在向上攀升。这意味
着人传人的几率非常高，确诊病
例增加非常快。戴口罩仍是很
重要的自我防护手段，现在就提
出不戴为时过早。不过，在疫情
不严重的地区，人少的地方或空
旷场所，倒不见得必须戴。

武汉过关了，但还有下一关

武汉解封了，我也很高兴。
接下来仍然面临两个考验。

一个是如何边防控、边复工，另
外一个是“外防输入”关。现在
国外还处在疫情暴发高峰，一些
跟国外交流密切的中国沿海大
城市很容易被卷进去又出现部
分疫情。武汉的下一个关也是
全国的这一关，还需要通过各种
防控举措过关。

我国疫情二次暴发可能性小

境外输入病例不断出现，会
不会造成社区传播，引发我国疫
情二次暴发？这实际上是两个
问题，一是外来输入病例有没有
传播，二是会不会在传播过程中
暴发。境外输入病例传播的危
险性肯定存在，特别是核酸检测
阳性或已出现感染症状的病例，
传染性比较强，会造成病毒
传播。

会不会造成疫情的暴发？
估计可能性比较小。我国的群
防群控一直下沉到社区，社区居
民都有很强的自我防护意识，比
如戴口罩、与人交往保持距离
等，一旦有人出现发烧等症状，
也能够快速报告或接受诊断，进
而隔离。总体看，社区的传播危
险性肯定存在，但中国出现疫情

第二波大暴发的几率很小。

谈全球疫情拐点为时尚早

从全球看，原来疫情的“震
中”在欧洲，特别是西班牙和意
大利，现在还包括德国、法国、英
国。当前问题最大的是美国，最
近这一周每天是以一两万例的
速度在增加。所以，现在看拐点
还早。到不到拐点，要看政府能
不能出手进行强力的干预。其
他国家有很多不可测的因素，所
以现在让我预测全球拐点，就比
预测中国的难得多。照目前这
个形势发展下去，恐怕还需要
两周。

我国无症状感染者
比例不会很大

无症状感染者不会凭空产
生，通常会出现在两个群体：一
是在疫情相对严重的地区，暂时
还没有表现出症状、但可能已经
被感染的人。另一个是确诊病
例的密切接触者。他们占的比
例还是比较少的。

无症状感染者有两个概念，
一类是开始没有症状，但后来会
逐渐发展到有症状，这类是肯定
有传染性的。另一类是最近我
们发现的，在相当长的观察过程
中始终没有症状，但核酸检测阳
性。这类的传染性，我们正在研
究。但根据新冠病毒的特性，一
旦出现症状，传染性就比较强，
所以将他们作为一组人进行隔
离观察，这样的战略是对的。

复阳患者大多不传染

所谓的“复阳”，大多数应是
核酸的片段而不是病毒本身。
需要注意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患
者本人是不是复发，假如患者产
生很强的抗体，一般不会再感
染。至于复阳患者会不会传染
给别人，则需要具体分析。一般

来说核酸片段没有传染性。还
有一种很少的情况，病人原本就
有很多基础病，只不过症状改善
了，并没有完全康复，这些病人
不能排除有传染性。总体而言，
复阳患者带不带传染性，我个人
不是太担心。

新冠肺炎流感化证据不足

新冠肺炎会不会像流感一
样长期存在？这是一派的观点。
到现在来看，还没有充足证据。
除非病毒传播出现这样的规律：
它的传染力仍然较强，但病死率
越来越低，在这种情况下，有长
期存在的可能。我们现在需要
进行一个长期的观察，掌握充分
的数据、案例，才能够得出类似
这样的看法。在现在的情况下，
我不认为这种预测会是现实。

动物间传播现在下结论太早

狗、猫、老虎等一些动物核酸
检测阳性，究竟是污染造成的，还
是感染的，有待观察。有些动物
身上原本就带有一些病毒，不一
定有症状，也不一定会传染。现
在就认为这些动物身上的新冠
病毒既能传染人，又能传染动
物，而且都能致病，结论下得太
早了，一般来说我不会那么看。

还没有特效药
但发现一些有效药

我们现在试验的一些药物，
比如氯喹，实验结果肯定是有效
的，我们正在总结，可能很快要发
表出来。还有一些中药，比如连
花清瘟，我们不仅做了离体实验，
还在P3实验室（即生物安全防护
三级实验室，编者注）发现，它抗
病毒作用不强，但抗炎症方面表
现突出，有关实验结果不久之后
也会发表。此外还有中药血必
净，它的主要成分包括红花、丹
参、赤芍等，用于活血化瘀，但对

重症病人的治疗初步看也是有效
的，我们现在也在总结。

疫苗不会很快上市

真正终结疫情，疫苗挺重要
的，现在各国都在以最快的速度
研发。但我不认为疫苗三四个
月时间就能做出来。此外，根据
抗击“非典”的经验，去掉中间宿
主，也能阻断疫情的传播。目
前，我们还不知道新冠病毒的传
播链是怎么样的，搞清楚之后切
断也很重要。

把全部希望放在疫苗上，其
他方法一概不管，是消极的。而
且疫苗出来后，也不可能一下就
非常完善，易感人群可打，但没
必要人人都打。

群体免疫是最消极的做法

对待疫情最为消极的做法
就是所谓的群体免疫，这是一百
多年前的思路了，那时人类没有
什么办法，只能任由病毒感染，
感染后活下来的人自然获得抗
体。现在再用这种方法应对新
冠病毒我不赞同。在过去一百
多年里，人类取得很大进步，有
很多办法预防，不需要再用自然
免疫、群体免疫。

中国战疫最值得分享
的经验是执行力

中国战疫主要采取了两大
措施：一是对暴发地区进行封
堵，阻断传播；二是基层群防群
治，也就是联防联控。现在防控
的核心第一是保持距离，第二是
戴口罩。所以，最可分享的经验
是执行力。很多国家的医疗水
平、技术实力比我国高得多，之
所以在疫情面前措手不及，就是
因为没有思想准备，也没有果断
采取相应措施，导致不少一线医
务人员感染，而这道防线一旦垮
掉，会很容易失控。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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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南山：现在还不能摘口罩

四川木里森林火灾初步查明起火原因

11岁男孩烧松针熏松鼠引发森林火灾
据新华社电 四川省凉山

州木里县委宣传部12日通报，木
里县项脚乡瓦科梁子“3·28”森
林火灾案已初步查明原因。

通报称：据木里县森林公安
局办公室提供消息，此次森林火
灾系犯罪嫌疑人田某某（男，11

岁）于2020年3月28日14时在木
里县项脚乡项脚村瓦科组田某
某家后山处用打火机点燃松针
和木罗松烟熏洞内松鼠时不慎
失火引发。目前此案正在进一
步侦查中。

3月28日19时30分，木里县

乔瓦镇锄头湾村与项脚乡项脚
村交界处的山头发生森林火灾，
后蔓延成三条火线。此次火灾
明火于4月6日扑灭，截至4月11
日，木里县组织地方专业扑火队
伍、应急民兵以及群众等灭火人
员共325人留守火场，继续巩固

清理，确保达到“三无”（即无明
火、无烟、无气）。

另外，记者4月12日从四川
省应急管理厅获悉，近日，四川
省政府成立西昌市经久乡森林
火灾事故调查组，进驻西昌市开
展本次事故的调查处理工作。

3月28日凉山州木里森林火
灾的起火点，距之后3月30日凉
山西昌突发森林大火地点约
200公里远，后者造成19名救
火英雄牺牲。而在2019年3月
30日，木里县也发生了森林火
灾，31名救火英雄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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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可以摘口罩了吗？无症状感染者有传染性吗？动物之间会传染病毒吗？全球疫情的拐点会在何时到
来？近日，带着这些问题，人民日报客户端记者奔赴广州，专访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呼吸病学专家钟南山。

对于群众关心的戴口罩问题，钟南山院士认为，现在已步入疫情第二阶段，而其他一些主要国家还处在大暴
发的第一阶段，这意味着人传人的几率非常高，戴口罩仍是很重要的自我防护手段，现在就提出不戴为时过早。

据新华社广州4月13日
电 随着境外输入病例的增
多，疫情是否会在中国出现

“反弹”？出现病例后，如何
复工复产复学？12日下午，
在广州市第75场疫情防控新
闻发布会（疫情防控专访活
动）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国
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
长、呼吸病学专家钟南山一
一解答。

“不要等到病例数为
‘零’的理想状态再复工复
产。”钟南山说，目前各地正
有序推进复工复产，处于一
个关键时期。

“以前都是在家上课、办
公，现在复工复产复学意味着
接触会增加，会带来更多的危
险。”钟南山说，“有个别输入
的病例是正常的，除非造成
大规模疫情反弹，不然的话，
少数、个别病例不应该妨碍
复工复产。不能因为局部出
现病例，就影响复工复产复学
的进程，否则将对经济和人民
生活产生很大的伤害。”

钟南山表示：“复课的前
提是，首先学生没有感染或感
染后恢复很好；其次，课室里
的学生上课需要拉开一定距
离。只要满足这两个条件，我
认为可以复课。另外，学生的
个人习惯很重要，平常下课后
不要聚会，注意个人卫生，学
生家长也要注意防护。”

钟南山认为，留学生和
其密切接触者一定要通过常
规检查没有问题后，才能回
来上课。新冠病毒会否长期
存在？今年秋冬有没有可能
再次出现？钟南山认为有
可能。

钟南山：

个别病例不应
妨碍复工复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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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呼吸病学专家钟南山。 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