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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吴琼

　　

　　目前，新冠病毒及其重组变异毒株仍在全球

肆虐。世界卫生组织近日强调，新冠疫情大流行仍

是“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并为此多次

敦促各国政府，在防疫措施方面仍要保持足够警

惕和充分准备。然而，一些国家和地区却取消防疫

措施，采取“与病毒共存”模式。

　　目前，这种模式的后遗症已经陆续显现，一些

国家和地区的病例数激增、死亡人数攀升、医疗系

统面临巨大压力。为此，全球多位公共卫生专家呼

吁，“应重建公共卫生措施，而不是让公众自己承

担风险”。

病例数激增死亡数高企

　　世界卫生组织最新数据显示，全球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数累计已超过5亿、死亡病例数逾622万。

连日来，世界卫生组织和多国公共卫生专家反复

强调，新冠疫情大流行远未结束，预计新冠病毒仍

将继续演变，人们将看到更多的变异毒株出现，疫

情防控的不确定性依然很高，过早放松社交限制

措施存在很大风险。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各国随时

做好准备，加强公共卫生应对措施，遏制病毒

传播。

　　然而，一些国家和地区由于找不到防疫理想

策略，加之存在抗疫疲劳心态、面临经济下行压

力，并抱有“奥密克戎毒株致病性弱”的侥幸心

理，陆续取消了口罩令、隔离感染者、追踪密接者

等管控措施，除加强疫苗接种外基本不采取防控

举措。

　　事实很快证明，“躺平”非但不是防疫的可选

项，而且是大谬之举。“躺平”之后，随即出现的便

是病例数激增、死亡病例数高企。

　　以美国为例，由于取消口罩令、关闭新冠监测

点，4月美国多州新冠确诊病例数攀升。《今日美

国》对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数据的分析表明，有

32个州最近一周收治的新冠确诊病例数多于前一

周，15个州的医院重症室已收治更多的确诊病例。

此外，美国是新增死亡病例数最多的五个国家之

一，每日新增死亡病例在500例左右。

　　美国传染病首席专家福奇近日预测，未来几

周美国的确诊病例或会显著增加，秋季可能再次

激增。对于原因，福奇坦言，这可能和多地放松室

内限制措施及解除口罩令等因素有关。

　　事实一再证明，有效的防控措施、及时的核酸

检测和公平的疫苗接种仍是目前全球科学防疫应

当采取的举措。

“躺平”留下诸多后果

　　无论从全球民众健康面临的安全风险、病毒

持续变异带来的未来挑战、医疗系统面临的巨大

压力，还是从多国经济社会生活遭受的严重冲击

来看，“躺平”模式都给全球抗疫进程带来严重负

面影响。在可预见的未来，“躺平”抗疫留下的多重

“后遗症”还将陆续显现。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近日对该组织监

测疫情趋势能力的减弱表达了担忧之情。他说：

“一些国家出现了严重的病例激增情况，这给医疗

系统带来压力。由于新冠病毒检测数量显著减少，

我们监测疫情趋势的能力受到影响。”

　　与此同时，一些西方国家“躺平”带来的疫情

形势起伏，还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极大的抗

疫压力。

　　即便是选择“躺平”的国家，也不得不面对诸

多“后遗症”带来的巨大压力。

　　以2月末宣布实施“与新冠共存”计划的英国

为例，其医疗系统正承受前所未有的压力。新冠

高感染水平及医护人员高病假率，令英国医疗体

系处于艰难运转的状态。不仅是医院，就连学校

和企业都很难维持正常运转，“有十分之一的人

在生病”。

　　更糟糕的是，越来越多的英国民众因感染新

冠而遭受长期症状的影响。有研究显示，五分之一

新冠住院患者在5个月后仍不能工作，由于长期健

康状况不佳而没有工作或在寻找工作的人增加了

20万。

　　韩国放宽防控政策与措施后，多日新增确诊

病例数超过10万例，确诊感染学生数量成倍增加，

除学生和儿童外，“躺平”政策对老人、有基础疾病

者和免疫受损人群等群体造成了极大风险。目前，

韩国医疗系统承压严重，各行各业都难免被疫情

波及。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一些选择“躺平”的西方

国家对疫情造成的多重“后遗症”视而不见、充耳

不闻，但面对传播速度快、隐匿性强的奥密克戎亚

型变异株BA.2，一些“躺平”的国家正经历抗疫政

策反复的“拉锯战”。

埋下更多公共卫生隐患

　　当前，新冠病毒仍在快速传播。一些国家和地

区的“躺平”之举将给全球民众带来更多公共卫生

隐患。

　　作为一个与全球流行病防范密切相关的国际

联盟，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首席执行官理查德·哈

切特就持有类似观点。他指出：“只要病毒传播率

很高且存在未受保护的群体，就会创造一个有可

能出现病毒变异的环境。病毒会不断进化，不可预

知的病毒可能在任何时间造成大流行。”

　　谭德塞近日也反复强调说：“因新冠疫苗接种

率高等因素就认为疫情已经结束的想法是非常危

险的。”他指出，一些国家和地区放松了公共卫生

和社交限制措施，造成病毒继续传播，并带来新病

毒变种出现的风险。

　　连日来，英国利兹大学医学院病毒学专家斯

蒂芬·格里芬等全球多位公共卫生专家同样警告

说，新冠病毒仍在持续变异，疫情形势存在不确定

性，过早放松社交限制措施存在很大风险。

　　格里芬还批评英国政府取消防控措施并推出

“与新冠共存”计划无异于无视新冠病毒的持续快

速传播。他敦促选择“躺平”的国家“应重建公共卫

生措施，而不是让公众自己承担风险”。

　　正如世界卫生组织新冠肺炎大流行突发事

件委员会所言，因新冠肺炎疫情导致住院人数、

重症监护人数及死亡人数增加，并影响到医疗系

统的处置能力，各国应继续采取基于证据和风险

的公共卫生和社交限制措施，如戴口罩、居家隔

离、勤洗手和改善室内通风等，并随时准备根据

病毒和人口免疫力的变化，迅速强化相关防疫

措施。

□ 本报记者 吴琼

　　

　　阿片类药物成瘾是近年来美国日益凸显

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白宫曾信誓旦旦地称，

要管制好阿片类药物滥用问题，然而美国媒

体最新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阿片类药物滥

用危机正在恶化。2020年至2029年期间，预计

将有120万美国人死于阿片类药物过量。

滥用药物致死亡人数上升

　　阿片类药物包括美沙酮、吗啡、芬太尼、

杜冷丁等，主要用于治疗疼痛，但反复使用能

使人成瘾。之所以说美国阿片类药物滥用成

灾，是因为有数据显示，占世界人口总数不足

5%的美国人，消费了全球80%的阿片类药物。

　　随着阿片类药物成瘾问题在美国愈演愈

烈，由此导致的失能和死亡，让美国社会付出

了沉重的代价。

　　近年来，美国因阿片类药物滥用导致死

亡的人数连年上升。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显

示，1999年至2019年的20年间，近50万美国人

因过量服用阿片类药物死亡。而2020年的一

年时间中，美国有超过9.3万人死于药物过量，

平均每天致死超过250人，其中六成以上与阿

片类药物芬太尼有关。2021年，美国因服用芬

太尼过量的死亡人数，甚至超过了枪支与车

祸死亡人数的总和。

　　当地时间2月11日，一项由美国国家药物

滥用研究所资助的研究表明，2020年至2029年

期间，预计将有120万美国人死于阿片类药物

过量。

　　在这一背景下，美国朝野均认为，应对阿

片类药物滥用危机已经刻不容缓。

　　美国时政杂志《新闻周刊》评论认为，美

国政府必须引导民众真切认识到阿片类药物

成瘾的破坏性，并采取减少供应、提供治疗等

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此类药物给美国民众

带来的危害。

相关制药公司面临大量诉讼

　　目前，美国很多阿片类制药和销售公司

面临大量诉讼，指控他们在阿片类药物成瘾

危机中推波助澜。强生公司就是其中一个。

　　由于在阿片类药物泛滥中起到的推动作

用，美国各州联合对强生公司提起诉讼。此

后，双方达成一项协议，强生公司承诺缴纳50

亿美元的罚款，以换取美国各州政府停止对

其追究责任。然而，包括西弗吉尼亚州、纽约

州在内的5个州随后又选择跳出协议，分别向

强生公司提出独立指控。

　　当地时间4月18日，强生公司与西弗吉尼亚州达成和解协

议，强生公司将向该州支付9900万美元，以换取西弗吉尼亚州不

再追究该公司在助长阿片类药物泛滥中的责任。

　　无独有偶，2021年6月，强生公司也曾与纽约州达成金额达

2.3亿美元的和解协议。根据协议，强生公司将解决与阿片类药

物有关的索赔，并在9年内付清。

　　纽约市总检察长莱蒂蒂亚•詹姆斯在当时发布的声明中表

示：“阿片类药物的泛滥给纽约州和全美其他地区的无数社区造

成了严重破坏，数百万人沉迷于致命的阿片类药物。”

　　虽然美国多州已获得阿片类制药公司的和解赔偿金，但事

实上，远远不能抵消滥用阿片类药物给美国各层级政府造成的

沉重经济负担。据统计，美国每年因阿片类处方药物滥用造成经

济损失约785亿美元，费用涉及医疗保险开销、成瘾治疗、司法调

查费用等。

　　此外，阿片类药物滥用还影响美国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以

及美国的经济发展前景。高盛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阿片类药物

的过度使用，已经成为青壮年工人找不到工作或不愿就业的关

键因素之一。

难以打破多方利益共同体

　　美国阿片类药物滥用危机起源于其国内普遍存在的滥用处

方止痛药的传统，而这一情况又与美国阿片类药物制药公司的

大力兜售甚至非法营销密不可分。

　　据悉，阿片类药物制造商美国普渡制药公司曾向医生发放

所谓的疼痛管理宣传材料，宣扬“阿片类药物用于镇痛不会成

瘾”。甚至这家公司还一度主导了相关文件的编写，确保开阿片

类药物的医生不会受到处罚。

　　美国的阿片类药物制药公司不断向医生推销阿片类止痛

药，而一些医生受到利益驱使，超开或滥开处方，并在面向病人

的治疗咨询中极力宣传阿片类药物的强大镇痛作用而淡化其副

作用。上述行为导致本来用于癌症等重症病人的阿片类止痛药

被广泛地用于各类疼痛病症。

　　除了医疗系统及药品制造商被利益驱动外，美国国内阿片

类药物泛滥还存在深层次的社会原因。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产业

升级，对美国传统工农业基地造成了一系列冲击。数据显示美国

“铁锈带”及周边的阿片类药物泛滥最为严重。失业率高企，长期

找不到工作的人们在失去对生活的希望后，将阿片类药物作为

麻痹自己的方式。

　　近年来，美国联邦政府在阿片类药物监管方面备受诟病。虽

然美国政府也曾提出应对阿片类药物成瘾危机的相关计划，特

朗普政府时期还曾因阿片类药物危机宣布全美进入公共卫生紧

急状态，但由于事关商业利益，相关监管计划、措施一直遭到药

企的抵制和质疑。

　　虽然美国历届政府都心知肚明，加强监管对于应对阿片类

药物滥用危机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一环，但知易行难，美国政府在

很大程度上未能动员全美力量解决药物滥用问题。

　　还有声音指责称，在解决阿片类药物滥用问题上，美国历届

政府往往只在口头上喊喊口号，并未真正付诸行动。

　　可以说，在美国阿片类药物泛滥危机中，制药公司、药店和

医生、监管者及立法者都脱不了干系，甚至可以说他们是“同

谋”。在药企与政界形成紧密利益关系的背景下，要解决阿片类

药物泛滥危机，必须摧毁这种系统性腐败。

　　对美国来说，阿片类药物滥用问题的控制并非一朝一夕。可

以预见，在各方利益博弈中，滥用问题的解决之路势必困难重

重。如若不从根源上进行治理，那么阿片类药物泛滥危机将始终

困扰美国社会。

□ 本报驻日本记者 冀勇

　　

　　近日，日本原子力规制委员会对福岛第一核

电站核污水排海计划作出“大致同意”决定，使核

污水排海计划再次取得实质进展。日本政府无视

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强烈反对，一意孤行推进核

污水排海，妄图造成既成事实是极不负责任的

做法。

监管机构给排海背书

　　15日，日本原子力规制委员会大致结束对福

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水排放计划的安全性审查，作

出了“大致同意”决定。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原子力规制委员会对

东京电力公司（以下简称东京电力）核污水排放

计划“大致同意”，将于下月出具事实上表示合格

的审查结果。在获得原子力规制委员会和福岛县

等地政府同意后，东京电力将启动排放计划。按

计划，东京电力将于明年春季正式向海洋排放核

污水，在4月中旬前后完成所有设备安装和工程

施工等。

　　日本《福岛民友》在报道中指出，在获得日本

原子力规制委员会认可后，东京电力希望在6月

正式启动核污水排海相关设备的安装工作，但在

此之前排放计划能否获得地方政府同意将成为

焦点。

　　对日本原子力规制委员会作出“大致同意”

的决定，日本国内存在众多质疑，认为决定只是

为东京电力排海计划背书。

　　众所周知，成立于1951年的东京电力作为一

个垄断性企业，其背后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商利

益集团。东京电力通过向政党提供政治献金和选

票支持，不仅对负责核电监督的经济产业省原子

能安全保安院和内阁府原子能安全委员会施加

影响，甚至直接参与国家核电政策制定。福岛第

一核电站事故后，日本政府设立“日本原子能损

害赔偿和反应堆报废等支援机构”，持有50.1%东

电股份表决权，实际将东电纳入政府支配之下。

　　因为东京电力与政府的特殊关系，原子力规

制委员会作出的“大致同意”决定事实上只是走

程序，严重缺乏科学依据。东京电力不断主张核

污水的绝对安全与核电站事故发生前制造的核

电安全神话如出一辙。

排海不能回避的问题

　　在核污水排海问题上，国际社会有很多研究

机构发表研究报告，证明核污水中含有放射性物

质的危险性，但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对此充耳不

闻，一意孤行按照预定时间推进排海作业。

　　在推进核污水排海前，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

需要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核污水是否绝对安全。尽管东京电力和

经济产业省主张“核污水中氚的浓度仅为排放标

准的四十分之一，是世界卫生组织规定应用水标

准的七分之一”“日本国内的核电站四十年来一

直在排放含有氚的水，没有发现对健康造成影

响”，强调排放的安全性，但必须认识到此次核

电站事故产生的核污水是水与熔毁后的核燃料

棒直接接触的产物，含有碘13等62种放射性物质

和碳14等。日本放射治疗第一人的北海道癌症中

心名誉院长西尾正道指出，氚在人体内与蛋白质

和脂肪等有机物结合，形成的有机氚在进入细胞

核后会给DNA造成损害，严重威胁人体健康。

　　二是核污水排海是否穷尽了所有手段。日本

《女性自身》杂志报道说，东京电力和经济产业省

针对福岛第一核电站不断增加的核污水感到头

疼，2013年成立了专家会议就处理办法进行讨

论，最终确定了排海这一“低廉且简单”的办法。

经济产业省给出的排海理由是福岛第一核电站

内已没有地方可以建设存放核污水的储水罐，如

果继续增加储水罐将给核电站废弃作业造成影

响。从日本政府公布的资料看，针对注入地下、蒸

发稀释、电解之后释放到空气等方法，东京电力

根本没有纳入讨论范围。

　　三是福岛县青少年甲状腺癌发病率异常怎

么解释。2011年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后，福岛县

政府委托福岛县立医科大学对事故发生时18岁

以下的37万人实施的甲状腺检查发现，有237人

罹患甲状腺癌，发病率是事故前福岛县的数十

倍，高于日本全国平均水平。对于核电站事故造

成儿童罹患甲状腺癌几率增加，1986年切尔诺贝

利核电站事故已造成此类现象，福岛县的调查进

一步证明放射性物质对人体健康，特别是儿童健

康造成的损害。

想造成排海既成事实

　　在日本国内而言，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水排

海面临的最后“障碍”是附近地方政府和渔业团

体的反对。

　　福岛当地报纸《福岛民报》此前对县内59个

市町村首长实施的问卷调查中，针对是否认为在

核污水排海上与政府形成一致意见的提问，49个

市町村首长表示“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形成一致意

见”，占接受问卷调查总数的83%。这部分市町村

首长中，大部分人认为政府对核污水排海的理由

说明不充分，要求政府采取更多对策。

　　事实上，2015年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曾经向

福岛当地渔业团体承诺，在获得当地民众同意前

不作出排海决定，但去年政府单方面决定排海，

置信义于不顾。这次尽管民众中反对意见依然强

烈，但日本政府可能会再次出尔反尔，强推排海。

　　此外，在获得国际社会认同上，日本政府几

乎没有做任何努力。4月18日，中国外交部发言

人汪文斌指出，日本政府面对国际社会和日本

国内民众的持续反对，迄今未对福岛核污水排

海方案的正当性、核污水数据的可靠性、净化装

置的有效性、环境影响的不确定性等问题作出

充分可信的说明。日方对各方关切置若罔闻，匆

忙推进核污水排海的准备，强推排海方案审批

进程，这种试图造成既定事实的做法是十分不

负责任的。

  汪文斌强调，日方应重视国际社会和日本国

内民众正当合理关切，同包括周边邻国在内的利

益攸关方和有关国际机构充分协商，寻找核污水

的妥善处置办法，而不是固守并强推排海方案。

在此之前，日方不得擅自启动核污水排海。

监管机构“开绿灯” 妄图造成既成事实

日本政府仍一意孤行推进核污水排海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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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躺平”暴露多重后遗症 世卫组织发出警告

　　图为2022年3月24日，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名新冠病毒检测站的工作人员为一名男子检测。                     新华社发

　 　 图 为 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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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入大海。

新华社记者

杜潇逸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