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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据世界卫
生组织(WHO)官网消息，世卫
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近日就“X疾
病”暴发的可能性发出公开警
告，称下一次大流行病暴发“并
非是否会发生的问题，而是什么
时候发生的问题”，呼吁为应对

“X疾病”做好准备。
“X疾病”这一未知病原体

近期已被多次提及。据媒体此
前报道，当地时间1月17日，世界
经济论坛设置了题为“为X疾病
作准备”的分论坛，世卫组织与
多国代表研讨如何应对未来可
能出现的“X疾病”。

“X疾病”为何让世卫组织
警惕？其暴发是否是必然？我
们可以做哪些准备？

什么是“X疾病”？

实际上，“X疾病”并非当下
真实存在的特定疾病。根据世
卫组织的解释，“X疾病”指一种
未知的病原体引发严重国际大
流行的可能性。它有机会在任
何时间、由多种来源触发，恐会
夺去数百万人的生命。

这一概念并非首次被提出。
早在2018年，世卫组织就发出
过类似警告，将“X疾病”列为可
能引发疫情或大流行的“重点病
原体”。与之并列的还有埃博拉
病毒、寨卡病毒、严重急性呼吸

综合征(SARS)病毒等。世卫组
织官网消息称，列入“X疾病”是
为了涵盖可能导致严重国际流
行病的未知病原体。

关于提出“X疾病”概念的
初衷，南方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
院生物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赵卫
在接受中新健康采访时指出，这
一概念的提出意在尽可能避免
或减少新现或变异病原体如新
冠病毒对人类的危害。

“在我们有生之年，我们有
可能，甚至很有可能会面临另一
场大流行病。我们不知道它会
有多严重，但我们可以做好准
备。”谭德塞近日在2024年世界
政府峰会上说，尽管在监测、大
流行基金、疫苗生产能力等方面
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就目前的情
况来看，世界仍然没有为下一种

“X疾病”和下一次大流行做好
准备。

“X疾病”一定会到来吗？

谭德塞在上述大会上称，下
一次大流行病暴发“并非是否会
发生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发生
的问题”。

“自然界的病毒时刻威胁着
人类的健康。尽管目前已经发
现了300来种可以感染人类的
病毒，但是仍然有大量未知病
毒待确证，其中就有很多病毒

可能具有突破物种间的障碍感
染人的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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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诉中新健康，一项研究显示，在
被调查的25个病毒家族中，有
约167万种未知病毒有待发现，
其中63.1万到82.7万种可能感
染人类。

卢洪洲指出，随着国际交
流日益频繁，新的病原微生物
正加速出现，大规模传染病的
预防难度也越来越大。此前他
在接受采访时介绍，全球的专
家普遍认为，也许不久的将来可
能会暴发另一种新的传染病。

赵卫表示，由于人类活动的
不确定性以及病原体变异的不
定向，很难准确预测未来“X疾
病”的出现时间。但从长远看，

“X疾病”未来一定会在某地发
生，人类应持续加大在公共卫生
领域的投入，以从容应对。

如何应对“X疾病”？

赵卫指出，“X疾病”因为病
原体不确定，其应对存在极大的
困难。首先需要提升公共卫生
应急能力，包括建立未知病原的
检测技术，形成更敏感有效的监
测预警网络。其次，提升医务人
员的临床救治水平和服务能力，
能够应对突发的医疗需求激增

的情况。第三，提升新疫苗的研
发技术和生产能力，能够在“X
疾病”暴发后在人群中快速建立
免疫屏障。

他还表示，如果能够减少与
自然界新病原体接触的机会，降
低已知病原体在人群中的感染
率，就可以减少新现病原体或已
知病原体在人群传播过程中导
致的变异，从而降低“X疾病”出
现的概率。因此，人类对自然界
的开发或研究要有更加谨慎的
态度，尽可能符合生物安全和伦
理规范。

在应对可能到来的新发突
发传染病方面，卢洪洲建议，建
立成熟的新发突发重大传染病
的诊防治及创新研究体系，形成
新发突发重大传染病病原鉴定、
检测方法开发、发病机制研究、
疫苗及新药研发闭环，实现快速
转化，科学、及时、有效应对突发
疫情。

另外，构建起强大的公共卫
生体系，包括着力培养能解决病
原学鉴定、实验室检测等实际问
题的人才；全面加强公立医院传
染病救治能力建设，提升应急医
疗救治储备能力；加大卫生健康
领域科技投入，集中力量开展核
心技术攻关；密切同世界卫生组
织和相关国家的合作等，将有助
于抗击未来可能出现的新发突
发传染病大流行。

世卫多次警告的“X疾病”是种什么病？
专家表示需从提升公共卫生应急能力等多方面来应对

新华社北京2月22日电 国
家航天局消息，2024年2月22日，
长征八号遥三运载火箭运抵中国
文昌航天发射场。该火箭用于执
行探月工程四期鹊桥二号中继星
发射任务，运抵后将在发射场陆
续开展各项总装测试工作。

长征八号运载火箭作为新一
代主力中型火箭，采用绿色环保
液体推进剂，按照模块化组合的
思路进行研制，于2020年首飞，
填补了我国3至5吨太阳同步轨
道运载能力空白。目前，发射场
设施状态良好，中继星任务准备
工作正有序展开，将于今年上半
年择机发射。

长征八号
运载火箭运抵海南
将执行鹊桥二号中继星发射任务

新华社北京2月22日电 中
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日前分别与
西班牙马德里动物园和美国圣迭
戈动物园就新一轮大熊猫国际保
护合作事宜达成一致，并签署了
合作协议。目前正与美国华盛顿
国家动物园和奥地利美泉宫动物
园就新一轮合作进行磋商。

据了解，西班牙、美国、奥地
利是较早与我国开展大熊猫国际
保护合作的国家。

新一轮合作研究将重点聚焦
大熊猫重大疾病防治，大熊猫栖
息地和野外种群保护，提升调查
监测能力，助力中国大熊猫国家
公园建设；积极搭建国际学术交
流平台，促进旗舰物种和伞护物
种保护的合作交流；推动中外民
间交流，增进中外人民友好感情。

大熊猫是中国的国宝，深受
世界各国人民喜爱。20世纪90
年代以来，我国先后与20个国家
的26个机构开展了保护合作研
究，成功繁育成活大熊猫幼仔41
胎68仔。

我国将开展新一轮
大熊猫保护合作

商务部：

一季度消费市场或
呈现平稳增长态势

新华社北京2月22日电 商
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商务部
22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
表示，在新春消费旺季和各项政
策措施带动下，预计一季度消费
市场呈现平稳增长态势。

何亚东介绍，龙年春节期间
消费市场年味浓、活力足、人气
旺，销售较快增长，呈现出活动丰
富多彩、商品销售亮点纷呈、服务
消费快速增长、新型消费动能释
放、农村消费活力迸发等特点。

具体来看，春节期间多项消
费数据亮眼。其中，电影票房
80.16亿元，创春节档票房历史新
高；国内游客出游总花费6326.87
亿元，同比增长47.3%；全国示范
步行街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增长
32.9%和36.1%；商务部重点监测
电商平台即时零售销售额同比增
长32.2%，一些大型连锁超市绿
色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近20%，
部分电商平台骑行装备、滑雪装
备销售额增长五成以上。

证监会：切实维护市场正常交易秩序
新华社北京2月22日电

近日，有外媒报道监管部门限
制主要机构投资者在开盘、收
盘阶段净卖出股票、禁止机构
通过股指期货做空A股。2月
22日，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就此

答记者问。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表示，

股市有涨有跌是规律，有买有
卖是常态。监管部门对于正常
的市场交易不干预，依法保障
投资者公平自由交易的权利，

对于扰乱市场交易秩序等违法
违规行为，坚决依法依规予以
打击。近日，沪深证券交易所
依规对个别机构的异常交易行
为采取了监管措施，是履行交
易监管职责的举措，不是限制

卖出。下一步，证监会将指导
沪深证券交易所和中国金融期
货交易所完善异常交易监管标
准，依法依规打击操纵市场、内
幕交易等违法行为，切实维护
市场正常交易秩序。

本报综合消息 据中国政
府网2月22日消息，有医生留言
反映，2023年冬季以来，呼吸道
疾病高发，注射用阿奇霉素等集
采中选进口药出现短缺。

国家医保局收到中国政府
网转去的留言后，认真研究办
理，作出如下答复：

近期，受季节性、流行性疾
病影响，阿奇霉素注射剂等部分
集中带量采购药品临床需求短

时间激增。医保部门高度重视
集中带量采购中选药品供应保
障，加大供应情况监测力度，督
促中选企业履行供应配送责任，
及时约谈、告诫供应不到位的企
业。鼓励医疗机构积极反映供
应问题，中选产品供应不充分时
可启动备供产品和非中选产品
补充供应，同时增强采购的前瞻
性，充分考虑季节性因素合理下
单采购。

此外，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
量采购严把质量关，以通过质量
和疗效一致性评价为仿制药参
加门槛，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仿制
药与原研药作为相同质量层次
产品同台公平竞争。这一模式
下，大量质优价宜的国产仿制药
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同时，为充
分评估集采中选仿制药临床疗
效，医保部门委托全国30余家大
型三甲医院，完成两期37种集采

中选仿制药临床疗效和安全性
真实世界研究，覆盖25万例临床
病例，用临床真实疗效数据证明
中选仿制药和原研药等效，有力
提振社会各方对国产仿制药的
质量自信。

下一步，医保部门将会同有
关部门继续深入推进药品集中
带量采购，全力保障中选产品质
量和供应，真正让质优价宜的中
选产品惠及广大患者。

部分集采进口药短缺 中选企业被约谈
国家医保局：可启动备供产品和非中选产品补充供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