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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和日本
首相安倍晋三24日召开电话会
议，会后国际奥委会与东京奥组
委发布联合声明表示，鉴于当前
疫情形势，东京第32届奥运会需
要改期至2020年后，但不迟于
2021年夏天的日期举行。奥运
火种将留在日本，东京2020年奥
运会和残奥会的名称也不变。

东京奥组委主席森喜朗、日
本奥运大臣桥本圣子、东京都知

事小池百合子、国际奥委会协调
委员会主席科茨、国际奥委会总
干事德凯珀、国际奥委会奥运会
部执行主任杜比等参加了会议。

森喜朗宣布，鉴于奥运会已经
延期举行，原定于3月26日开始的
奥运会火炬接力也将取消，新的奥
运会火炬接力计划将另行宣布。

原定于8月25日开幕的东
京残奥会也同样推迟一年，在明
年的奥运会之后举行。

第 32 届夏季奥林匹克运
动会原计划于 2020 年 7 月 24
日-8月 9日在日本东京举行，
有来自 206个国家 (地区)以及
难民代表队的11000名运动员
参加。

在现代奥运会124年的历史
上，此前还从来没有奥运会被推
迟的先例，尽管1916年、1940年
和1944年奥运会曾因世界大战
被取消。 综合新华社、央视新闻

那么，为何会出现复阳患
者？专家认为，可能是患者体内
病毒在出院时并未全部被清除，
再加上核酸试剂敏感度和取样
问题，容易出现“假阴性”情况。

王宇歌说，新冠病毒为下呼
吸道病毒，目前常用的鼻咽拭子
采样检测可能不太准确，容易出
现“假阴性”。如患者正好处在病
毒复制水平较低的阶段，鼻咽拭
子采样难以检测到病毒就会误判

“痊愈”。北里海雄也认为，由于
尚无抗病毒特效药，可能出院时
病毒没有被彻底从体内清除，复
阳是“病毒在体内再燃、病毒载量
重新增加”。

英国《柳叶刀》杂志此前刊
登中日友好医院曹彬团队论文
显示，在137名出院病人中，病
毒脱落期的中位时间为20天，
最长可达37天。王宇歌说，这
符合急性病毒传染病的特征，即

迅速起病，病人最终痊愈或者死
亡。但由于病毒脱落周期长，在
这期间体内病毒水平会反复波
动，病情也因此出现反复。如有
病人存在先天免疫缺陷，可能就
一直不会产生抗体。

北里海雄还提出了另一种
可能，由于新冠病毒是RNA病
毒，具有很强变异能力，变异部
分可能导致核酸检测不到，同时
抗体的中和作用又被回避，病毒
躲过了免疫系统的攻击及清除，
不排除还会有复阳可能。

澳门科技大学医学院张康
教授说，也有可能在呼吸道检测
阴性后，患者粪便和肠道还存在
新冠病毒，后来又感染了呼吸
道。其团队近日在英国期刊《自
然·医学》上发表研究给出理论
支持，但还需进一步验证。

专家建议，出院前应对患者
进行核酸和抗体“双检测”，避免

“假阴性”情况。北里海雄说，如
果核酸转阴同时作为既往感染
标志的IgG抗体出现，并且肺部
影像学病灶消失，才能说明已基
本痊愈。

由于科学界对新冠病毒仍
缺乏足够了解，专家认为应进行
更深入的病毒生物学研究，对出
院患者开展长期健康监测，特别
是对于提示急性感染的IgM抗
体进行动态监测，以防复阳患者
仍有传染性或其他变化。还应
严防新冠肺炎成为季节性疫情，
在秋冬季卷土重来。

“无论怎样，开发出有效疫
苗都是最好的防控措施，也是当
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北里
海雄说，新冠病毒可能像流感病
毒一样产生多种变异，未来还有
必要针对不同亚型病毒研发多
种疫苗。

新华社北京3月24日电

患者复阳原因多样B

近期，苏浙沪多地一些领导干部摘口
罩开会。日前，国家卫健委发布《关于印
发公众科学戴口罩指引的通知》，称居家、
户外，无人员聚集、通风良好的情况下普
通公众可不戴口罩。对于公众来说，啥时
才可以放心摘口罩呢？

多地不少场合摘口罩
公众仍态度谨慎

近日，上海、江苏、浙江、海南等多地
政府领导干部开会带头摘口罩。在浙江
省、杭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
小组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与会人员均
未戴口罩。

记者走访长三角部分城市街头发现，
在一些人流少、较为空旷的地方，有少部
分人已摘下口罩。但在多数户外公共场
合，大多数人仍然戴着口罩。

“习惯了，戴着口罩比较有安全感”
“不是很敢摘，因为境外输入的每天都
有”……22日，在杭州西湖景区游玩的不
少市民，表达了对摘口罩的谨慎态度。

精准防控不可少
有序恢复正常生活

多地领导干部带头摘下口罩，传递出
重要信号：这些地方的疫情已经得到基本
控制，生产生活秩序正在逐步恢复。

这些地方均是疫情防控的低风险区
域，无本地新增确诊病例，已报告的本
地确诊病例均已基本治愈出院。截至
目前，除了北京、天津、河北、湖北之外，
全国其他省份疫情防控应急响应级别
均已下调。

上海市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组
长、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
文宏表示，多数地方疫情防控应急响应级
别已经降下来了，降下来是有依据的，发
病率下降、本地确诊病例几近零、传播概
率非常低，在这种情况下，周边的绝大部
分人都不太可能是感染者，除了医院、人
多聚集、地铁等地方，是可以摘口罩了。

防疫措施不能放松
控制公共场所人员密度

3月18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会议提出，所辖县区均为低风险的省份，
要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主任吴立明说，
疫情发生以来，公众积极配合，普遍戴口
罩，对控制疫情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目前疫情防控形势积极向好，如果未来一
段时间继续保持良好态势，大家就可以放
心摘掉口罩，恢复正常生活。

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盛吉芳说，从传染病的角度考量，公众应
养成戴口罩的好习惯。“流感季节，传染病
高发期，人员密集场所和室内密闭空间，
都还是建议戴口罩。养成良好的生活习
惯、增强身心抵抗力，营造良好的公共卫
生环境。”

据新华社杭州3月24日电

疫情“长期化”尚无明显证据

相关专家认为，从新冠病毒
结构、动物实验等尚未发现造成
慢性感染的明显证据，但由于对
该病毒的认识还处在初级阶段，
未来或许有新发现。

从病毒基因组结构来看，该
病毒无法整合到人类染色体中
终身携带。有猜测认为新冠肺
炎会成为乙肝一样的慢性病，日
本长崎大学病毒学教授北里海
雄 说 ，共 价 闭 合 环 状 DNA
（cccDNA）使乙肝病毒能在人体
内引发持续感染，且不能被清
除，但目前在新冠病毒基因组结
构中尚未发现可合成cccDNA
的区域，长期感染可能性不大。
但新冠病毒感染肝细胞引起肝
炎的可能性不能排除。

一些人还担心新冠肺炎患
者会像艾滋病患者一样终身带

毒、终身服药，专家也认为没有
根据。

“艾滋病病毒RNA逆转录
成为DNA后会整合入人体基因
组，引起慢性感染。整合有艾滋
病病毒DNA的细胞被称作‘病
毒储藏库’，抗艾药物无法作用
于已整合入人体细胞的病毒
DNA。因此一旦停药，‘病毒储
藏库’会重新释放出病毒DNA
引起病毒反弹。”美国国家卫生
研究院研究学者、艾滋病专家王
宇歌说。

可见，“病毒储藏库”是引起
慢性感染的关键，但冠状病毒的
正链 RNA 不会发生逆转录整
合，病毒RNA不进入细胞核，不
会形成“储藏库”。多数新冠肺
炎痊愈者的免疫系统一旦清除
病毒，病毒将从体内消失，“目前

尚无证据表明新冠病毒可逃逸
宿主免疫应答从而形成低水平
缓慢复制”。

此外，动物实验也证明感染
过新冠病毒后可产生抗体，抵御
二次感染。

“感染人类的冠状病毒已出
现6种（不包括新冠病毒），前4
种都演变为普通感冒病毒，而非
导致慢性感染性疾病，最终会被
免疫系统从体内清除。”北里海
雄说，新冠病毒是否能长期携带
可能与个体免疫力相关。

不过，英国利兹大学病毒学
教授马克·哈里斯认为，尽管冠
状病毒通常会导致较短期的自
限性感染，但有一些研究文献记
录动物身上（主要是蝙蝠）发现
了持续感染现象，因此对复阳患
者应密切进行后续跟踪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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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疫情防控应急响应
级别下调

啥时可以摘口罩

新冠肺炎疫情是否会“长期化”
新冠肺炎疫情继续蔓延，全球确诊病例累计已超过30万、中国以外超过25万。近日有临床研

究报告了部分出院后检测又恢复阳性的案例。有观点认为新冠肺炎可能会成为长期感染的慢性病，
疫情也可能“长期化”。

多位专家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指出，目前还没有明显证据支持这种猜测，但对于康复患者应加强
长期监测，密切关注可能的变化。更要警惕新冠肺炎变成季节性传染病，在秋冬季再度来袭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