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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周有关新冠病毒疫苗结果的新闻引起世界
广泛关注，并给人类战胜新冠肺炎带来无限的期待。
目前新冠疫情仍在全世界肆意流行，到12月1日为止，
全球患者达6413.1万多，死亡148.6万多人。其中美国
感染1396.9万，死亡27.5万人，是世界上染疫和病死最
多的国家。新冠疫苗的进展对美国和全球都是至关重
要的大事。人类何时能战胜新冠病毒呢？本文在此介
绍新冠疫苗的概况，分析面临的问题，讨论需要迎接
的挑战，以及对未来的展望。

新冠疫苗概况
研发：据世界卫生组织（WHO）报告，全世界

80多个国家和近200个疫苗研发组织加入全球抗击2019
冠状病毒（COVID-19）的战役。其中美、中、英、
德和俄罗斯5个国家的10款疫苗已进入三期临床实验。
全球172个国家和地区加入新冠疫苗和免疫联盟。

分类： 疫 苗 按 其 结 构 分 为 两 类 。 1 、 核 酸 疫
苗：这种高新科技的产物包括RNA（核糖核酸）和
DNA（脱氧核糖核酸）疫苗。前者多为mRNA（信
使核糖核酸），后者是被为称为质粒的小环状DNA片
段。2、病毒疫苗：这是一种传统疫苗，包括灭活病毒
疫苗、基因工程亚单位疫苗和重组病毒载体疫苗。

特点：两类疫苗各有其特征和优缺点。核酸疫
苗具有高特异免疫性、低非特异免疫性和生产安全特
征，可发展成高效、低毒和有利于大量生产的疫苗。
但是，核酸疫苗需要在低温下（零下20至70度）保存
和运输，生产技术要求高。传统的病毒疫苗已被广泛
应用多年，拥有可在常温下储存及运输、产量高、并
已确定其副作用等优势。从目前报告结果来看，病毒
疫苗疗效稍比核酸疫苗逊色。

疗效：11月9日，美国辉瑞（Pfize r）和德国
BioNTech公司宣布其联合研制的mRNA疫苗有效率
达90%。11月16日，美国莫德纳公司（Moderna）也
报告它的mRMA疫苗有效率为94.1%。11月24日，俄
罗斯报告其生产的腺病毒载体疫苗有效率达到92%，
但其疫苗治疗组和对照组感染人数少于50人。按FDA
标准，所有感染者之和必须在100人以上，才能确定
疗效。因此，其结果受到质疑。11月27日，英国牛津
（Oxfords）/阿斯利康（AZN）报告其研发的减毒疫
苗总有效率为70%。尽管这些都是第三期临床试验的
初步结果，但疫苗疗效显著，令世界振奋。

使用：据报道，辉瑞和莫德纳公司已向美国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申请其研发疫苗的使用权。
疫苗的运输和分发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一旦获
得批准，群体免疫接种将马上在美国展开。另报道，
中国国药、科兴和军科院的4种灭活和重组疫苗已进入
国内外第三期临床试验，参与的国家包括巴基斯坦、
印尼、巴西、俄罗斯、阿联酋、埃及、约旦等。7月22

日，国药集团疫苗在中国国内正式紧急启用，并报已
有近百万人得到接种。8月11日，世界第一支新冠病毒
疫苗在俄罗斯注册，并有数十万人使用。但是，俄罗
斯和中国在三期临床试验数据公布前给众多人群接种
疫苗的做法被国际社会认为不符合安全规范。

面临的问题
接种疫苗是预防感染、阻断传播和控制死亡率

的最有效的途径。虽然新冠病毒疫苗研发获得初步成
功，但也面临一些问题需要解决和处理。

一、疗效的持续性：新冠疫苗需要2次接种、间隔
3-4周完成。目前疫苗短期疗效明显，并显示接种后产
生的抗体在体内可存在半年以上。但疫苗的保护作用
能持续多久尚未知晓，需要继续观察和研究。如果疫
苗保护作用消失，则需要多次反复地接种疫苗。

二、副作用：mRNA疫苗是国际上首次开发成功
的疫苗，其长期副作用尚未知晓。这需要对众多接种
者长期观察方可得出结果。

三、疫苗接种率：WHO认为，新冠疫苗接种率在
70%以上方可达到群体免疫的效果。疫苗接种属于个人
自愿的行为。愿意接受疫苗人群的比例在不同国家有
所不同。据报道，中、美、英、法和俄罗斯愿意接种
疫苗的人群比例分别为：90%、75.4%、71.5%、58.9%
和55%左右。但也有不同的报道，因为疗效尚未公布，
一些中国人对国产新冠疫苗质量存有疑虑，不愿意立
刻接种。由于近一个月全球疫情恶化，家庭和社会关
闭的扩大，以及高效疫苗的产生，愿意接种疫苗的人
数可能会增加。民众不愿或希望推迟接种疫苗的原因
是担心疫苗疗效、副作用、宗教信仰或不畏惧病毒
感染等多种因素。但是，应当指出，在美国，能够大
规模接种的疫苗，是要求有完整、准确的临床试验结
果，并通过严格的审批制度，以确保接种者的安全。

四、病毒变异：新冠病毒的变异可降低疫苗的防
疫作用、增加疫情的发展和造成再次感染。有研究表
明，核酸疫苗抗病毒变异的性能较强。因为这种编码
冠状病毒表面刺突蛋白的mRNA疫苗可刺激机体产生
特异性抗体和特异性细胞免疫来消灭病毒。而病毒疫
苗可产生一些非特异性的抗体和免疫反应。对于病毒
的变异，可通过调整和改变疫苗分子结构、推出新一
代疫苗与之对抗。

新的挑战
在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的战役中，人类面临许多新

的挑战。
一、国际合作：新冠肺炎是全球性传染病，控制

疫情蔓延需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相互合作，特
别是在资金、医疗设备、医务人员、药品和疫苗等多
个方面。国际卫生组织及联盟将起重要的作用。

二、起源的调查：
新 冠 病 毒 源 头 的 调 查
是消灭瘟疫不可缺少的
环节。据报道，今年2
月，WHO派人去新冠肺
炎首发地——中国武汉
市做短暂的调查，但未
去曾被疑为源头的“海
鲜市场”和当地最大的
传染病医院。中国学者在国际著名学术期刊发表的第一
篇关于新冠肺炎的论文表明，最初的5位新冠患者中4位
与海鲜市场无直接关系。今年5月，WHO成立了由11位
国际卫生专家和政治家组成的独立调查委员会。按计划
10月份提交第一份阶段调查报告，明年5月份提交最终
报告。7月中旬，WHO的新冠病毒调查组去中国3周，
但未能访问武汉。11月23月，有WHO高管表示，已经
得到中国的保证，将尽快安排一次国际实地考察，调查
新冠病毒来源。被认为来源于蝙蝠的新冠病毒究竟是直
接还是间接通过中间宿主传染给人类，或是由于实验室
的“病毒泄漏”，在正式调查结果出来前都难以确定。
病毒起源的调查应当基于公开、透明、坦诚、科学公正
和舆论监督的原则下独立完成，而不应当受到政治因素
的干扰和阻碍。

三、追责与赔偿：自疫情发生以后，世界上多个国
家要求追责隐瞒疫情、抗疫不力，以及经济赔偿的呼声
不断，其矛头多指向中国。9月23日，美国总统川普在
联合国发言，要求就新冠疫情向中国追责。中国国家主
席习近平则反驳“坚决反对政治化、污名化”。武汉当
局打压“吹哨人”李文亮医生的消息已被广为报道。近
日CNN报道，在疫情初期，武汉公布的病例数与官方
内部文件严重不符。隐瞒疫情是板上钉钉的事实。对这
场造成全球公卫灾难和巨大生命财产损失的问责和索赔
是合情合理的要求。

未来展望
本月美国将启动新冠疫苗接种计划。据报道，年底

将有上千万人注射疫苗，高危人群优先。明年上半年将
完成群体免疫工作。最近，FDA批准了多个抗新冠肺炎
新药，包括单克隆抗体和瑞德西韦。可以乐观的相信，
美国新冠病毒肺炎的大流行将在1～2年内得到控制。为
了自己、家人和周围人群的健康，每个人都应该参加全
民新冠疫苗接种的计划。同时向所有疫苗研发者、参加
试验的志愿者、抗击新冠疫情的医务人员以及背后的支
持者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尽管新冠疫苗研制初获成功，但防疫抗疫工作仍要
坚持不懈。毫无怀疑，如同流感病毒一样，新冠病毒将
与人类共存多年。或许每年接种新冠疫苗将伴随着我们
一生一世。

人类离战胜新冠肺炎还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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