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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暴发之后，全世界的医学界聚
焦于新冠疫苗的研发。

至 2021年 5月，世界范围内共有
200多种新冠病毒疫苗，进入临床阶段
的约90多种。这些形形色色的新冠疫
苗大致可以根据以蛋白为基础和以核
酸为基础分为两大类，细分为灭活疫
苗、重组蛋白疫苗、腺病毒载体疫苗、减
毒流感病毒载体疫苗和核酸疫苗五种
主要类型。下面做下简单介绍：

灭活疫苗通过化学和物理方式灭
活病毒，使其丧失传染性和致病性，但
保留了病毒完整结构，从而具有能够让
免疫系统识别的抗原性，灭活疫苗的技
术成熟，安全性较高，而且易于储存。缺
点是接种剂量大，需要多次接种，免疫
时间较短，目前全世界只有中国和印度
采用了灭活疫苗的技术。由国药中生北
京公司、国药中生武汉公司、北京科兴
中维公司研发的三款主力疫苗皆属于
灭活疫苗。临床试验表明，这三款灭活
疫苗保护效力均达到70%以上。

重组蛋白疫苗通过基因工程大量
生产新冠病毒的S蛋白，注入到人体从
而产生抗体。该种疫苗安全高效易储
存，但是制作缓慢。

减毒流感病毒载体疫苗指用已批
准的减毒流感病毒疫苗作为载体，携带
新冠病毒的 S蛋白，刺激人体产生抗
体。

核酸疫苗通过将编码S蛋白的基
因注入人体，利用人体细胞在人体内合
成S蛋白，刺激人体产生抗体。这种疫
苗最大的优势就是研发快速免疫强，但
是技术不成熟，稳定性差。

目前我国获批使用的疫苗共有五
种。国药中生北京公司、国药中生武汉
公司、北京科兴中维公司生产的3款灭
活疫苗，康希诺公司生产的5型腺病毒
载体疫苗，中国智飞生物研发的重组蛋
白疫苗。这些疫苗都经过国家药监部门
审查批准的，其安全性、有效性毋庸置
疑，都是可以放心接种的。

自 2020 年初，新
冠疫情暴发以来，疫
情反复起伏，病毒变
异频繁，全球疫情形
势仍不容乐观。据世
卫 组 织（WTO）报
道，截至 2021 年 8 月
8 日，全球疫情累计
确 症 202821516 人 ，
累 计 死 亡 4293054
人。世界医学界已经
基本达成共识：实现
全球普遍接种疫苗，
是尽快结束新冠疫
情大流行的唯一方
法。世界卫生组织表
示 ，全 球 至 少 需 要
70%的疫苗接种率才
能达到群体免疫以
阻止疫情的扩散。在
百年变局与新冠疫
情交织的重大挑战
下，普及疫苗接种，
是国际社会的应尽
之责。

2021年8月5日，
新冠疫苗合作国际
论坛首次会议以视
频方式举行，国家主
席习近平向会议发
表书面致辞，提出中
国会继续尽己所能，
帮助广大发展中国
家应对疫情，宣布中
方落实疫苗全球公
共产品承诺的重大
举措，为疫苗国际合
作贡献中国力量，为
国际社会团结协作、
共同应对新一轮疫
情挑战指引方向。

中国向全世界庄
重承诺：“我们愿同
国际社会一道，推进
疫苗国际合作进程，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

参考资料：人民网、
新华网、《大众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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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疫情防控，是关乎人类
发展的大事，也是全球治理的紧
迫课题。自疫情暴发以来，中国新
冠疫苗研发数量与速度居世界前
列，两款灭活疫苗进入世卫组织
紧急使用清单。在国内，高效的疫
情治理能力，又一次向世人展示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2021年8月6日，全国31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175778.0万剂次。

在新冠疫苗合作国际论坛首
次会议致辞中，习近平主席宣布：
中国会继续尽己所能，帮助广大
发展中国家应对疫情。今年全年，
中国将努力向全球提供20亿剂疫
苗。中国决定向“新冠疫苗实施计
划”捐赠1亿美元，用于向发展中
国家分配疫苗。

从 2020年 9月至今，中国已
经并正在向100多个国家捐助疫
苗，同时向60多个国家出口疫苗，
总量已超过 7.7 亿剂，居全球首
位。

除了疫苗成品出口，中国部分
疫苗研发单位与阿联酋等20余个
国家的相关机构合作开展Ⅲ期临床
试验，部分企业生产的原液已运往
巴西、印度尼西亚、埃及等国并启动
境外分包装工作……此外，中国还
积极支持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豁免新
冠疫苗知识产权。

在世界面临新一轮疫情严峻
挑战时刻，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
重信守诺。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将
不落下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
人，让新冠疫苗真正成为造福世
界人民的疫苗，这既是战胜疫情
所需，也是国际道义所在。

普遍接种疫苗，是结束全球
新冠疫情大流行的唯一方法。但
是目前疫苗的国际分配却存在着
严重的不均衡和分化现象。一方
面，发达国家大量抢购囤积疫苗。
另一方面，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疫
苗接种率普遍偏低，一些大国在
分配疫苗时，往往附带额外政治
条件，强权政治与霸权主义被披
上了人道关怀的外衣，区域差距
进一步扩大，南北矛盾突显。

从全球范围看，疫苗接种呈
现严重的国际不均衡态势，欠发
达地区的接种率远远落后于发达
地区。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在科研
能力、生产能力、医疗资源等方面
均相对落后，短期内无法靠自身
力量确保疫苗的供应。而发达国
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疫苗远远
落后于所需，所承诺的也远未落
实到位。在国际社会疫苗分配不
均衡的情况下，欠发达国家和地
区疫苗接种率普遍偏低。非洲大
陆已接种的疫苗占全球不到2%。
低收入国家只有0.9%的人口接种
了至少一剂新冠疫苗。诸如乍得、
布基纳法索、坦桑尼亚等非洲国
家急需外界对其进行疫苗援助。
然而，海地等国家因不具备储存
疫苗的能力使得国际援助难以推
进。在这样的情况下，欠发达国家
与发达国家间疫苗接种率的差距
在不断扩大。

面对发展中国家疫苗严重短

缺的情况，国际社会普遍呼吁予
以关注。6月1日，世卫组织、世界
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
贸易组织的负责人，联署呼吁公
平分配疫苗。如何提高疫苗在发
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
是当前国际社会在抗击疫情中面
临的最突出问题。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全球至
少需要70%的疫苗接种率才能达
到群体免疫以阻止疫情的扩散。
只要仍有一些国家未达到群体免
疫阈值，新冠疫情在疫苗接种率
低的地区就仍将继续流行并可能
出现新的病毒变异。而那些已充
分接种疫苗的地区也将始终面临
变异病毒反扑的可能。

事实上，病毒的变异对疫苗
的有效性已经带来挑战。世卫组
织7月7日表示，新冠病毒变异毒
株“德尔塔”由于具有更强的传播
性，已传播至全球104个国家。病
毒变异株可能会继续在多处出现
并扩散至世界其他区域，并不排
除突破现有疫苗防御的可能。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曾表
示，要实现让全世界人口的70%
接种疫苗的目标，世界需要110亿
剂疫苗。全球新冠疫苗的总产能
预计在2021年年底前基本能达到
这一数量，问题在于疫苗能否在
全球进行合理分配。

疫苗公平分配问题已经迫在
眉睫。

疫苗是如何分配的？

抗疫中的大国担当

新冠疫苗有哪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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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9日，中国红十字会援助叙利亚新冠疫苗运抵大马士革。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