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疾控部门发布的
消息，预防禽流感，外出时，
应尽量避免接触野生禽鸟或
进入野禽栖息地。尽可能减
少与禽畜不必要的接触，特
别注意尽量避免接触病死禽
畜。在接触禽畜后及时彻底
洗手。食用禽肉蛋时要充分
煮熟。生熟食物要分开处
理，当手部有破损处理肉类
时，建议佩戴手套。

应当注意个人卫生，保
持勤洗手、室内勤通风换
气、注意营养，保证充足的
睡眠和休息，加强体育锻
炼。

出现打喷嚏、咳嗽等呼

吸道感染症状时，要用纸
巾、手帕掩盖口鼻，预防感
染他人；出现发热、咳嗽、咽
痛、全身不适等症状时，应
戴上口罩。如果病情加重
应佩戴口罩及时到医院发
热门诊就医，并告之医生近
期有无禽类接触，以及是否
去过禽流感疫区。

禽类爱好者在养鸟或
者观鸟时要尽可能避免接
触禽类以及其粪便，处理它
们的粪便时应戴上手套；接
触禽类或其粪便后必须用
皂液和清水彻底清洁双
手。观鸟过程中不捡死鸟，
不吃野生禽鸟。

禽类从业人员进行接
触禽类的工作活动过程中，
应穿着防护服、佩戴口罩和
手套，做好个人防护，减少
与禽类的直接接触。

清洁禽舍时，要严格执
行清洁和消毒程序；清洁完
毕后，要及时彻底地洗手和
消毒；当身体接触禽类污物
时，也要彻底清洗。

当发现病死禽时，通知
当地动物检疫部门处理。

当出现发热、咳嗽、咽
痛、全身不适等症状时，应
戴上口罩，尽快到发热门诊
就医，并告知医生自身职业
和发病前的活动。 （新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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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知道点——

H10N3是首次面世的新病毒吗?01

日前，国家卫健委通报，江苏镇江发现一例人感染H10N3
禽流感病例，此前，全球未见H10N3人间病例报道。

该病毒此前是否曾发现过？传染性如何？会不会大规模
传播？记者采访了权威感染病学专家进行解读。

世界卫生组织1日
宣布，由中国北京科兴
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研发的新冠灭活疫苗

“克尔来福”正式通过世
卫组织紧急使用认证。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
德塞当天在记者会上宣
布，科兴新冠疫苗被证
明是“安全、有效和有质
量保证的”，已被列入世
卫组织紧急使用清单。
此外，该疫苗易于储存
的特点使其非常适用于
资源匮乏的环境。

根据世卫组织免疫
战略咨询专家组的意
见，世卫组织建议科兴
疫苗用于18岁及以上成
年人，采用两剂接种、间
隔时间为2至4周。数
据显示，该疫苗对预防
出现新冠症状的有效率
为51％，对预防新冠重
症和入院治疗的有效率
达100％。

尽管 60 岁以上人
群参加科兴疫苗临床试
验的数据很少，世卫组
织不建议为该疫苗设置
使用年龄上限，因为多
种数据表明，该疫苗对
老年人可能也具有保护

作用。
世卫组织负责获得

药品和卫生产品的助理
总干事玛丽安热拉·西
芒在一份声明中说，世
界迫切需要多种新冠疫
苗来解决全球范围内巨
大的疫苗获取不平等问
题。世卫组织敦促疫苗
厂商参与该组织主导的

“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
划”，分享其专业知识和
数据，为控制新冠大流
行作出贡献。

科兴疫苗是继中国
国药新冠疫苗之后，被
纳入世卫组织紧急使用
清单的第二款中国新冠
疫苗。除两款中国疫苗
外，世卫组织此前已向
多款新冠疫苗颁发紧急
使用认证，其中包括美
国辉瑞制药有限公司和
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联
合研发的新冠疫苗，英
国阿斯利康制药公司和
牛津大学联合研发的两
个版本阿斯利康疫苗，
美国强生公司旗下杨森
制药公司研发的新冠疫
苗以及美国莫德纳公司
研 发 的 新 冠 疫 苗 。

（新华）

镇江发现一例人感染镇江发现一例人感染HH1010NN33禽流感病例禽流感病例
此次疫情为一次偶发禽到人跨种属传播

禽流感病毒属甲型流感
病毒，除感染人外，还可感染
猪、马、海洋哺乳动物和禽类。

相关研究表明，从上世纪
50年代就已发现禽流感病毒
能直接感染人。

蒋荣猛介绍，目前报告人
感染的禽流感病毒不下 10
种 ，包 括 H5N1、H5N6、
H5N8、H7N1、H7N2、H7N3、

H7N7、 H7N9、 H9N2、
H10N3、H10N7和H1N1等。

禽流感多发于东南亚地
区。一篇由中疾控研究人员撰
写的《高致病性禽流感研究进
展》中分析，这一地区湖泊、滩
涂、沼泽地及稻田多，是候鸟的
主要集散地；养禽业发达、水禽
多并以散养为主；农贸市场多、
小摊小贩密布，活禽流动量大、

居民喜买活禽并有亲自宰杀习
惯等造成了这一结果。

“我国南方地区比较容易
发现。南方多水，多飞禽迁
徙，农户养鸡、养猪，隔得很
近，这些给禽流感病毒的基因
重组创造了条件。”蒋荣猛说，
一般来说，禽流感传播力低，
普通人不会轻易感染，但喜食
野味的习惯加大了感染风险。

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消
息，该委已指导江苏省按照相
关方案开展防控，并组织专家
风险评估。专家评估认为，病
毒全基因分析显示，H10N3
病毒为禽源性，未具备有效的
感染人的能力。全球既往未
见H10N3人间病例报道。禽
间H10N3病毒对禽呈低致病
性。此次疫情为一次偶发的

禽到人的跨种属传播，发生大
规模传播流行风险极低。

蒋荣猛介绍，禽流感病毒
出现个别人感染病例很正常，
但感染力的强弱，既受到基因
层面人对某种病毒易感性的
影响，也取决于病毒与人体受
体亲和力的强度。病毒只有
与人体细胞受体结合，像一把
钥匙打开一把锁，进入细胞

内，才有躲过人体免疫并自我
繁殖的机会。

此外，禽流感病毒受体多
在人体下呼吸道，即肺泡的位
置，因此感染者排出的病毒量
相对较少，想传染给人也会比
较困难。以上结论的得出，应
当是基于这些多方面因素的
专业评估。

H10N3是首次面世的新
病毒吗？“起码发现有40年
了，只是人感染还是首次。”感
染病学专家蒋荣猛介绍，甲流
病毒根据 H 和 N 抗原的不
同，分为很多亚型，其中H有
18种，N有11种，彼此排列组
合，理论上都可以出现，这是
流感病毒自身的生存策略，在

临床上不一定具有意义。
一篇德国东部水禽流感

病毒亚型的研究文章中提到，
1981年下半年，当地从100
只野鸭中分离到了H10N3病
毒。泰国研究团队在2009年
对10个活禽市场进行甲流调
查时，也检测出了H10N3亚
型。

我国也曾检出H10N3禽
流感病毒。国家流感中心的
一项研究曾发现了多株来自
江西某养殖场与广西某活禽
市场中的 H10N3 禽流感病
毒 ，并 表 示 我 国 流 行 的
H10N3禽流感病毒主要宿主
为鸭子。

中国科兴新冠疫苗
获世卫组织紧急使用认证

40年前德国从野鸭中分离到H10N3病毒

传染性如何?02
发生大规模传播流行风险极低

禽流感病毒感染人的风险有多大?03
喜食野味的习惯加大了感染风险

预防禽流感应尽可能减少与禽畜不必要接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