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年冬季都是呼吸道病原体高

发的时期。2023 年 9 月到 11 月，肺

炎支原体感染趋势明显上升，主要在

儿童群体中流行。从 11 月份中下旬

开始，流感病毒流行上升，高峰期较

以往的来年 1月份提前。整体而言，

2023 年呼吸道传染病呈多种病原体

交替流行或共流行态势。

呼吸道传染性疾病的防控需要

严格、科学的监测体系和应对机制。

特别是在人群密集、人口众多的超大

城市，因呼吸道传染病高流行会带来

更大的社会影响，更需要对流感、新

冠病毒及其他常见的呼吸道病原开

展病原学监测。

比如今年出现的肺炎支原体的高

流行，如果没有常态化的监测，我们就

无法了解该病原体的流行规律、感染人

群，也很难快速制定出相应的防治策

略。北京从 2014年就开展了覆盖行政

区域的 20多种呼吸道病原体的监测，

已经基本掌握了常见病原体的流行规

律，一旦出现某种突发呼吸道病原流行

情况可及时科学研判，并从容应对。

呼吸道病原体的监测需要长期、

系统、综合地设计和运行，才能了解呼

吸道病原体的整体流行态势，为呼吸道

传染性疾病防控工作提供有力支撑。

另外要加强预警体系建立。及时

分析病原体的相关资料，发现并总结

规律，建立预警体系，做好疫情研判，

为防控工作指明方向。此外，大数据

时代应整合病原体、宿主、气象等多

因素数据开展综合分析，以加强监测

和预警工作的精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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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芳：呼吸道疾病防控需长期监测、科学预警

呼吸道病原体比较多，包括新冠、

流感、呼吸道合胞病毒（RSV）、腺病

毒、支原体等。有一些疫苗已经被研发

出来，比如新冠疫苗、流感疫苗。除了

传统的减毒活疫苗、灭活疫苗，现在基

因工程技术发展也很迅速，它所涵盖

的重组蛋白技术、病毒载体技术、核酸

技术、纳米技术等都可用于疫苗研发。

从上世纪 60年代到现在，国外仅

批准了两款RSV重组蛋白疫苗，且主

要用于老年人。究其原因，RSV疫苗面

临两个研发挑战，一是疫苗增强反

应，主要是针对没有感染过呼吸道合

胞病毒的新生儿。二是病毒结构比较

复杂。科学家花了很多年的精力才确

定 F 蛋白可以做疫苗的抗原，但 F

蛋白有不同的状态，现在用的是 F蛋

白融合细胞之前的结构做疫苗。对

RSV 疫苗而言，可能不同的人群需

要不同的策略。

另外，对呼吸道病原体来讲，广谱

疫苗非常重要。像新冠和流感病毒，其

变异速度都比较快。世界卫生组织根

据流感病毒的变异情况会提供采用哪

一种病毒株作为疫苗株研发疫苗的建

议，几乎每一两年就更新一次。

所以为了达到长期应对不同病毒

变异的保护效果，我们需要研发一种

广谱的通用性疫苗。即不管病毒怎么

变异，疫苗都具有保护作用，这样就不

用每年都更新疫苗株，公众也不用每

年都打疫苗，而是打一次就能起到保

护多年的效果。

这需要我们不仅了解已经发生的

病毒突变，还能预测将来发生的突变，

然后根据预测结果，设计出疫苗的免

疫原，从而研发出广谱的通用性疫苗。

这个难度可想而知，需要全球力量协

同攻关。

实际上疫苗研发本身就是一个交

叉学科，它不仅涉及病原学、免疫

学，还涉及基础医学、结构生物学、

流行病学，甚至工艺、设施设备等学

科。只有加强多学科融合，特别是与

人工智能、计算机、结构学等新兴学

科密切合作，才能找到疑难病原体的

疫苗研发路径，早日让更有效的广谱

疫苗惠及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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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佑春：“打一次护多年”，广谱疫苗是民之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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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教授

鲁凤民：补上“免疫债”强化免疫屏障

今年冬天出现了呼吸道病毒的感

染高峰，以儿童为主体，同时也包括成

人。对此，公众认为近期呼吸道感染性

疾病的高流行其实是在还“免疫欠

债”。确实，我们有一个免疫的“欠债”。

2023年年初，欧洲和美国出现了

不明原因儿童急性肝炎的流行。发病

儿童的症状非常重，出现了比较高比

例的肝衰竭死亡和必须进行的肝移

植。这可能是早期的新冠感染导致了

后期的发病，为此学界提出了超抗原

学说。中国也非常关注，北京大学感染

病中心还组织了一场关于儿童不明原

因肝炎的现场研讨，国家卫生健康委

也组织专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论证，

并以正式文件形式提出了应对策略建

议。但是回头再看，这个疾病在中国并

没有流行起来。

从“免疫欠债”的角度回望欧洲和

美国的高发流行，当时可能是因为暴

露不足导致的免疫屏障太低，致使欧

美儿童出现了腺病毒相关病毒的感染

流行，并导致儿童不明原因急性严重

肝炎的发生。那为什么中国没有出现

呢？我们分析认为，“免疫欠债”虽然会

带来比较高概率的腺病毒相关病毒的

感染，但是中国和西方的遗传背景和

病原体可能存在差异，因此我国虽然

这些病毒感染也有所增加，但是并没

有带来非常严重的问题。

最后，我想对家长们说，不要把孩

子养在“花瓶”里，和外界完全隔绝的

状态并不是保护他们最好的方式。孩

子们需要与外界有一定的接触，从而

建立一个更好的免疫发育系统，这样

才能避免更多感染性疾病的发生。对

于中老年人和有基础病的人，我建议

尽早接种流感疫苗，毕竟疫苗是人类

战胜感染性疾病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另外要坚持锻炼，因为机体的状态决

定我们的免疫状态。

随着我们回归正常的生活，“免疫

欠债”会补上，我们的免疫屏障也会重

归强大。

（3～5版由本报记者陈祎琪采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