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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新办举行我国新冠溯源研究情况新闻发布会 中疾控专家：

不存在隐瞒早期病例信息情况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我国持续推进病毒溯源研究工作，积极与世界卫生组织沟通合作，成功在武汉完成了溯源第一阶段联合研究，发布的中国－世卫组

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报告得到了当时参与研究的国际国内专家和世卫组织的充分认可。
近期，世卫组织个别官员和专家轻率否定当时的结果。针对我国新冠数据发布是否公开透明、是否立即分享了相关数据、最新公布的研究成果能否明确

新冠病毒起源等问题，4月8日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有关专家介绍我国新冠溯源研究情况。

溯源研究
应该是一个国际行动

“新冠病毒的溯源不是一个
国家的事情，也不是一个国家能
够独立完成的，它必然需要全球
科学界共同的努力，共同合作开
展溯源势在必行，这也是必须要
做的，也是我们一直倡导的。”在
新闻发布会上，中国疾控中心研
究员周蕾说。

周蕾表示，我们秉承着公开
的、客观的、科学的、开放的态度
与世卫组织合作，也多次邀请国
际专家，比如2020年以来邀请了
至少两次国际专家到中国来开展
溯源研究工作，这一点今后不会
改变。

“第一阶段的联合研究与世
卫组织遴选的10来位国际同行、
国际顶级专家去合作，开展联合
研究工作，把它形成了一份特别
详实的联合研究报告进行共同发
布，这本身就是一种态度。”周蕾
表示，之后我们并没有暂停研究
工作，后期开展的大量研究成果、
研究数据，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毫
无保留地与国际同行进行分享，
我们发表了多篇科学论文，在多
个数据库上分享序列、数据和信
息，“我们一直在做中国能做的工
作。”

“我们非常希望全球溯源真
的能成为全球溯源，我们多次呼

吁，希望能够把溯源研究工作的
地点、角度尽可能覆盖所有可能
的国家和地区，不要一直在炒作
和关注武汉，这方面我们已经做
了大量工作。”周蕾表示，中国的
态度始终没有改变，溯源研究应
该是一个国际行动。

武汉没有早于
2019年12月的病例

针对世卫组织提出希望中国
能够尽快地共享和新冠起源有关
的任何数据，周蕾表示，我国始终
公开透明，一直和世卫组织保持
密切的合作和联系。今后将继续
秉承科学溯源的态度，与世卫、国
际科学家保持紧密的合作和联
系，及时分享我们掌握和获得的
溯源研究最新研究成果和数据。

周蕾介绍，2019年下半年
（12月前）献血者的新冠血清学
检测研究结果显示，在2019年12
月之前，武汉当地并没有发现更
早的新冠感染病例。

周蕾指出，在武汉第一阶段
联合溯源研究过程中，中方践行
承诺，非常快地组织了大量人力、
物力，财力，开展储存的健康献血
者血清的检测工作，这些献血者
都是2019年12月之前武汉当地
的献血者，共涉及3万人、43850
份血液样本。结果显示，血液样
本中没有检测到新冠病毒抗体。

她表示，这个研究结果很好
地回应了第一阶段联合溯源研究
中的发现，即在2019年12月之
前，武汉当地并没有发现更早的
病例。这份研究已及时进行公开
发表。

第一阶段联合研究报告
极具科学参考价值

世卫组织个别专家认为由于
缺乏中国早期病例的原始数据，
第一阶段联合研究报告受到了严
重的批评。周蕾对此表示，当时
中国把所有在武汉能收集到的早
期病例包括可能感染、可疑感染
者的资料都进行了分享。在研究
过程当中也是本着科学的态度，
遵守国际惯例保护调查对象的隐
私等，没有做录像或者拍照，与专
家团队共同分享了数据，一起研
究分析，共同得到的结论，并不存
在隐瞒或者没有分享早期病例信
息的情况。

“专家团队夜以继日工作，得
到了这一份极具科学参考价值的
联合研究报告，理应受到尊重，而
不应该去做否定或者是指责。”周
蕾建议，大家还是秉承科学溯源
的态度，继续坚持科学溯源，全球
共同投入到下一阶段的工作，不
要再去互相指责猜疑，这对搞清
楚病毒的起源没有任何的帮助。

不存在删除
GISAID平台数据一事

近日有外媒在报道中声称，
中国疾控中心作者团队在关于华
南海鲜市场早期研究数据的文章
论文投稿过程中，曾将上传至
GISAID平台上的数据删除。国
家疾控局副局长、中国疾控中心
主任沈洪兵在会上回应，不存在
删除平台数据一事。

沈洪兵介绍，2022年2月，中
国疾控中心研究团队投稿了一篇
论文初稿到《自然》（Nature）杂
志。在论文投稿和返修过程中，
中国疾控中心等单位专家团队按
照国际上科学论文发表的惯例，
在GISAID的数据共享平台上传
了论文相关的原始数据，仅用于
杂志审稿人评审访问，并与杂志
和数据库约定，在文章正式发表
后对外公开释放数据，数据及访
问链接一直存在，没有删除。

沈洪兵说，2023年3月11日，
作者团队发现上传至GISAID平
台上的数据在文章尚未发表、团
队 不 知 情 的 情 况 下 ，已 被
GISAID数据库工作人员提前释
放。中国疾控中心作者团队的工
作人员随即通过电话向GISAID
平台询问了解情况，平台工作人
员 表 示 ，此 次 数 据 释 放 是

GISAID工作人员“误操作”所
致，平台随即关闭了数据共享，但
数据仍保留在平台上。

“我们团队及平台均没有删
除数据，用于杂志评审的数据访
问链接也一直都在。”沈洪兵表
示，中国疾控中心作者团队上传
数据的操作符合国际惯例，我们
希望GISAID平台工作人员对媒
体、对世卫组织说明并澄清此事，
还原事情真相。

沈洪兵表示，目前，相关论文
的最新版本于4月5日已经在《自
然》杂志正式在线发表，所有的原
始数据也已经在国际和我国的四
个数据库同步释放。

不存在有意要推迟或延迟
释放数据

最近一篇文章当中，世卫组
织个别官员质疑2020年1月从武
汉收集的病毒数据为何没有立即
分享，而是在三年多后的今天才
公开。沈洪兵表示，目前相关数
据已在国内外四个数据库同步释
放，研究论文已经在《Nature》杂
志正式发表。

“值得提醒大家注意的是，这
个研究过程是要有一个直接的阶
段，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后续研究
的建议，中国科学家做了相关的

进一步分析，投稿有一个过程，预
印本已经发表，后面的数据也会
公开释放，所以不存在我们有意
要推迟或者延迟释放数据。”沈洪
兵说。

沈洪兵介绍，世界卫生组织
和中方联合专家组在2021年1月
至2月联合溯源，提到了华南海鲜
市场相关的研究，流行病学专家
到现场进行了实地考察，也提出
了后阶段的相关建议，针对环境
样本中发现的70多例PCR阳性
感染样本，根据宏基因组测序结
果提出了下一阶段的建议。所以
中国疾控中心的科学家针对世卫
组织溯源报告提出的建议，开展
了系列的后续研究。后续的分析
结果，华南海鲜市场内环境样本
中的DNA条码数据并不能对新
冠溯源提供任何新的线索。

“2022年2月，中国疾控中心
专家将华南海鲜市场的数据和
DNA条码数据总结成科学论文，
投稿《Nature》杂志进行同行评
议，通过预印本平台进行公开，并
按照国际惯例将原始数据上传至
GISAID平台。”沈洪兵说。

沈洪兵表示，第一阶段联合
研究报告发布以后，中国科学家
进一步开展了大量的新冠溯源相
关工作，有关研究成果也已及时
公开发表。

中疾控研究员周蕾：

秉承公开、开放态度与世卫组织合作

中疾控中心主任沈洪兵：

数据和研究成果及时公开发表

北京化工大学教授童贻刚：

华南海鲜市场采集的样品
显示病毒来源于人

在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化
工大学生命学院院长、教授童
贻刚介绍，2020年1月到3月中
国疾控中心科研人员在华南海
鲜市场采集1300多份环境样品
和冷冻动物样品，进行了一些
新冠病毒检测和宏基因组测序
等，其中包括市场内采集的400
多份动物样品，这些动物样品
所有的检测均为阴性结果。
900多份的市场环境样品中，73
份为阳性。在这个过程中，他
们也在环境样品中分离出了3
株病毒。

“经过基因组测序发现病

毒的序列和当时病人序列几乎
100%的相同，这也提示这些病
毒应该是来源于人的。”童贻刚
表示，在分析的过程中，在环境
样品中所携带的一些宿主信息
显示，这些主要是人的宿主，也
包括猪、牛、鸡、鸭以及一些冷
链产品的基因，甚至有老鼠和
猫的动物基因判断。

童贻刚说，这些都提示新
冠病毒很可能是人污染的东
西。这些数据也进一步证实了
中国和世卫组织联合团队在第
一阶段所做出的结论。

■ 焦点

新冠病毒最有可能的起
源是什么？发布会上，周蕾
对此进行了解读。“我们在第
一阶段的联合研究过程中，
其实就已经得到一个结论。
这个结论充分地展示在我们
当时和世卫组织联合发布的
报告中，很明确地提出了有
关本次新冠疫情起源的几个
方面的假设的研判结果。”周
蕾说。

周蕾表示，研判结果显
示，通过人畜共患病直接溢
出，是“可能到比较可能”的。
通过中间宿主引入，是“比较
可能到非常可能”的。通过
冷链引入，是“存在可能”的。
通过实验室引入，是“极不可
能”的。

“第一阶段联合研究过
程中，我们在武汉的联合专
家组分成了流行病学组、动
物溯源组、分子溯源组，分别
开展研究工作，共同得到了
这么一个综合研判的结论，
我们认为是科学可信的。”周
蕾说。

周蕾进一步表示，结束
武汉第一阶段的联合溯源
研究后，中国疾控中心并没
有停下研究脚步，继续在武
汉制定了下一阶段的工作
方案和建议，开展了大量的
研究工作。“种种研究结果
都是证实我们在武汉第一
阶段的研究结论的。到目
前为止，我们并没有改变对
此的判断。”

近日，世卫组织个别官
员认为中国政府对新冠数据
的发布工作没有做到公开透
明，影响了全球新冠溯源研
究工作。对此，周蕾表示，世
卫组织如果这样妄加指责，
尤其是想要否认中国在第一
阶段联合溯源调查研究的成
果，损害的是世卫组织的公
信力。中方的科学家本着科
学公开、客观透明的工作原
则，把所掌握的数据和资料
都进行了分享，包括早期病
例的信息、武汉早期呼吸道
传染病可疑新冠病毒感染的
76000多人的病例资料等，这
些 结 果 得 到 了 专 家 集 体
认可。

周蕾介绍，在第一阶段
联合溯源调查研究中，还把
中国境内2018年到2020年采
集的38000多份家禽家畜样
本，以及41000多份的野生动

物样本都进行了抗体或者核
酸检测，这些结果提示没有
发现新冠病毒阳性。

“我们还对华南海鲜市
场当时的所有动物产品上下
游供应链进行了追溯性调
查，并没有发现病毒在动物
当中传播的证据。这些研究
结果当时就与世卫组织遴选
的国际专家团队进行了分
享，大家也都是认可的。”周
蕾说。

周蕾表示，第一阶段的
联合溯源研究过程当中，本
着科学、全面的态度，在设
计阶段也考虑了实验室泄
漏的可能性。“不管是哪一
个方面，在第一阶段的联合
溯源研究过程当中，我们是
充分地分享了研究结果和
数据，并没有任何的隐瞒和
保留。”

据新华社、央视新闻

新冠病毒通过中间宿主引入
是“比较可能到非常可能”的

中国未公开透明发布新冠数据？
中疾控回应“这是妄加指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