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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仁:疫苗本身无法拯救生命，只有接种才能拯救生命
“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清楚疫苗对健康的重要性”

“毋庸置疑，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清楚疫苗对健康的重要性。 生命是何等

脆弱， 生命需要疫苗的保护，2020 年疫苗

以最快的速度被研发出来， 体现出全球合

作的速度。 ”在昨天举行的 2021 浦江创新

论坛之全球健康与发展论坛上， 比尔及梅

琳达·盖茨基金会资深中国战略顾问戴维

仁表示，疫苗本身无法拯救生命，只有接种

疫苗才能拯救生命。

他说， 过去 4 个月里，“新冠疫苗研发

计划” 已向 120 多个国家提供了疫苗。 这

一创新性全球合作伙伴关系正在管理人类

历史上规模最大、最复杂的疫苗推广工作。

值得高兴的是，过去一个月，有两款中国生

产的疫苗纳入世界卫生组织 （WHO）的紧

急使用清单， 这将有助于弥合全球在疫苗

获取方面的鸿沟。

戴维仁说，现在的问题是，疫苗分配不

公，低收入国家很难得到疫苗，75%的疫苗

流向 10 个富裕国家，有的国家直到现在才

收到第一批疫苗， 这可能导致全球因疫情

死亡人数翻番。今年 2 月以来，全球新增新

冠病例翻了一番，印度、巴西的疫情正在急

剧恶化。

他表示， 当今世界对应对全球传染性

疾病的准备还远远不够。迄今，盖茨基金会

已投入超过 18 ?美元用以提升新冠疫苗

产能，并确保疫苗得到公平分配，同时也帮

助加强供应链。 “在公平分配方面，中国始

终是我们强大的伙伴。 ”

戴维仁说， 中国创造性地推出了多项

应对疫情挑战的产品和模式。 以乙脑疫苗为

例，儿童感染乙脑的?险最大。 上世纪 80 年

代，中国已经有一款疫苗，但还没有向全球供

应。在盖茨基金会及其合作伙伴的支持下，这

款疫苗通过了 WHO 的预认证。 合作一直在

继续， 迄今为止中国已经有其他三款疫苗通

过了 WHO 的预认证。

戴维仁认为，中国具有巨大的潜力，可为

全球提供所有人都能用得上的公共产品，包

括产品、项目、政策或是服务。各界联手，全球

将迎来一个更加安全、健康的未来。

■本报记者 沈湫莎

编者按
新冠疫情让疫苗和全球健康体系建设

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话题。昨天举行的 2021

浦江创新论坛之全球健康与发展论坛，特别
聚焦“疫苗与全球健康”。

人类是不是一定需要疫苗才能战胜所
有传染病 ？ 病毒变异会不会让现有疫苗失
效？如不广泛接种疫苗，世界未来会怎样？来
自国内外的专家大咖就疫苗的研发、 接种、

管理和分配发表了各自最新的观点与看法。

人类数字城市图谱计划启动
数据向全球开放，碳汇统计可精确到一棵树

本报讯 （首席记者许琦敏）在昨天举行的 2021 浦江创新论

坛之区域（城市）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教授吴志强

宣布，人类数字城市图谱计划正式启动。

人类数字城市图谱是以 “提升城市的生命韧性” 为核心目

标，所建立的跨城市交流、多主体参与的城市三维图谱，从而实

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挑战，促进城乡与

自然和谐发展。 简言之，就是用各种数据来“解析”一座城市，从

而分析出城市、城市群的发展动态，以及发展的长板与短板。

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城市大数据库的支持。自上世纪八十

年代起，吴志强就开始在德国致力于全球城市数据的收集。迄今

为止，该数据库已经涵盖了全球所有城市，成为一个世界城市的

全样本数据库。 “近三年来，全球新增了 51 个城市，从 13810 个

增加到了 13861 个。 ”他说，这将成为城市图谱构建的基础。

近几年，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大数据进行分析后，吴志强带

领团队提炼出了城市创新最为关键的“K6”要素，并提出了城市

群发展的“和板理论”。 “过去人们总是看一座城市的短板，因为

要素短板会制约一座城市的发展。”他说，但实际上，当城市相互

连接合作形成城市群，经过磨合迭代之后，就会相互弥补短板，

并发挥出强大活力，“长三角就是这样一个区域”。

基于强大的全样本全球城市群大数据， 吴志强团队可对城

市群的生态环境进行精准分析。“我们可以对世界六大城市群经

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等情况，进行非常精准的跟踪。 ”他

表示，对于长三角的碳汇统计，他们的大数据甚至可以精确到一

棵树的碳汇。

“目前，我们推出的是人类数字城市图谱的 1.0 ?，从今天

开始向全球开放。”吴志强介绍，每个人都可通过网站加盟，将自

己所认领城市的建筑、水系、地形、道路、绿地等数据加入数据

库，并向全球开放，“你的名字将永远留在联合国网站上，这座城

市将由你来剖析”。

据悉，该计划将有百余位全球科学家共同参与，坚持非营利

性、公开透明、学术民主、广泛接纳、鼓励创新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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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冠病毒最经济最好的办法还是“苗苗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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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人在哪里，创新的活力、潜力就在

哪里。在 6 月 3 日举行的 2021 浦江创新论

坛“青年科学家座谈会”上，来自全国的 30

余位青年科学家与科技部部长、两院院士、

多位知名大学校长等科技大咖们进行了一

场“面对面”的坦诚对话。

如何促进青年科学家的创新热情？ 如

何让他们成为战略科学家？如何将科研“减

负”落到实处？这些青年科学家最关心的问

题，科技大咖们一一记在笔下，记在心间。

青年人要勇做科研“探险家”

“科学家分三类，第一类是探险家，他

们开辟新的领域；第二类是导游，他们来到

‘探险家’找到的领域做研究，并成长为该

领域的领军科学家；第三类是游客，他们跟

随‘导游’做科研。 ”中科院院士、中科院脑

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学术主任蒲

慕明说，探险常常是年轻人做的，他们初生

牛犊不怕虎，有冲劲有想法。

事实证明，年轻人能够做成大事。参与

中国天眼 （FAST）运维和升级工作的中科

院国家天文台副研究员姚蕊说，目前 FAST

核心团队成员平均年龄 39 岁， 其中 70%

已经在这个项目中工作了 10 年以上，而这

支队伍刚成立时，平均年龄只有 25 岁。

蒲慕明表示， 当前亟待解决的科技问

题还有很多，有大片“空白”等着年轻人去

探索。 对此，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

学校长林忠钦十分赞同。他表示，青年科学

家应该树立远大理想，中国科技“强起来”

需要一大批科学“探险家”。

年轻人要勇于“自立门户”

“今天很多人都讲了自己过去的成绩，

我更想听听你们对未来的看法。”中科院院

士、复旦大学校长许宁生说，做科研要有一

种“舍弃”的精神，要敢于放弃跟随名师的

道路，勇于“自立门户”。

复旦大学教授张远波曾是全球知名石

墨烯研究团队的成员， 后来他很快选择了

新型半导体材料黑磷作为研究方向， 开辟

了二维材料的新领域， 现在这个领域越来

越热，全球科学家纷纷涌入这一全新赛道。

自立门户更是一种科技自信的表现，

需要科研工作者摆脱“跟随者”心态，从实

际出发解答“真问题”。比如在半导体产业，

“摩尔定律”似乎已成为追求性能的金科玉

律， 但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匡迪在参观某国

计算机中心时却发现， 对方并不一味追求

缩小芯片体积。 “计算追求的是速度和性

能，并非大小”，这句话提醒他思考，是否还

有别的路可以走。

保证科研人员时间用在“刀刃”上

开辟“新赛道”、探索“无人区”、研究“真问题”，当今世界科

技竞争日益激烈， 对青年科学家提出了更高要求。 面对科技大

咖，青年科学家也提出了一些期待：能否减少填表、报奖、申请课

题等的繁琐流程，把时间花在刀刃上？

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副教授马雄峰表示， 日本曾经也

是量子科技的强国，但他们 2010 年左右解散了研究团队，导致

大批青年科学家流失，优势也不复存在。 “量子科技发展离不开

国家持之以恒的战略支持， 需要给科研人员一个稳定的科研环

境。 ”他说。

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校长陈杰认为，真正的颠覆性创

新不会一蹴而就，需要对科学发展有敏感性，并对项目有定力地

投入、支持，营造良好的研究环境。中科院院士徐冠华则表示，社

会创新组织也很重要， 有时候一颗螺丝钉就能让科研人员留在

那里搞研究。

科技部部长王志刚表示， 近年来国家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政

策破 “四唯”， 不以 “帽子” “标签” 论英雄。 科技部还在进

一步研究如何降低科研人员负担， 简化填表、 申请课题等手

续， 让科学家有充裕的时间潜心科研。

张文宏:普遍接种疫苗是跑赢病毒的唯一明智策略
“现有疫苗对变异菌株仍有效，是防治新冠最有效的措施”

“目前，新冠肺炎病例处于散发状态，

我们有足够能力对付它。 但如果不接种疫

苗， 就要采取非常严格的公共卫生措施。

一旦国门打开， 我们还会遇到危险。” 在

昨天举行的 2021 浦江创新论坛之全球健

康与发展论坛上，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感染科主任、 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张

文宏表示 ， 现有疫苗对变异菌株仍有作

用， 是防治新冠最有效的措施。 如果大家

不接种疫苗， 那么未来新冠病死人数会大

幅上升。

“我们是不是一定需要疫苗才能战胜

所有传染病？ ”新冠疫苗接种以来，有不少

人心怀类似的疑问。 张文宏认为，这种“疫

苗犹豫” 是导致疫苗接种不充分的主要原

因。如何消除“疫苗犹豫”，本质上是如何提

高公众的科学素养。

张文宏说，在目前自愿接种的基础上，

应推动新冠疫苗的全国性接种， 加大对发

展中国家的疫苗供应。 “普遍接种疫苗，是

我们唯一可以跑赢病毒的最明智策略。”他

表示，如果没有现代卫生策略，没有疫苗的

普遍接种， 人类最终需要几十年才能达到

群体免疫状态。

病毒变异是否会造成免疫逃逸？ 张文

宏认为，正是由于疫苗接种量还不够高，才

导致高发病率和高死亡率。

他分析了全球不同国家疫苗接种率与

疫情防控的不同情况。例如，印度这波新冠

肺炎疫情造成了严重的医疗挤兑， 而印度

目前疫苗接种率只有 3%———如果不采取

措施，最终疾病蔓延会非常厉害。

张文宏分析，巴西之所以持续处于高

发病率 、高死亡率的状态 ，是由于疫苗接

种量不够。 因此，巴西正在积极推进疫苗接

种，以期获得群体免疫。

而以色列的疫苗接种率已达 60%，再加

上 10%的自然感染率 ， 其有效保护率已达

70%左右，所以其国内发病人数逐步下降，这

几天都在二三十例左右。 这证明疫苗接种对

病毒的变异仍然有效， 广泛接种疫苗是防治

新冠极为有效的措施。

张文宏说，在历史上，人类曾遭受过无数次

传染病袭击，当一种传染病传播非常迅速时，就

必须进行疫苗接种。通过疫苗，人类已经预防

了20多种疾病，为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收益。

高福：世界如果不共享疫苗，病毒将会共享世界
“疫苗是控制新冠病毒流行的法宝、维护社会发展的稳定剂”

“疫苗是控制新冠病毒流行的法宝、

恢复经济生产的强心针、 维护社会发展的

稳定剂， 应对新冠病毒最经济、 最好的办

法， 还是 ‘苗苗苗’。” 在昨天下午举行的

2021 浦江创新论坛之全球健康与发展论

坛上， 中科院院士、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主任高福表示， 世界如果不共享疫苗，

病毒将会共享世界。

高福说， 病毒与人类的关系就像是猫

和老鼠的关系， 打疫苗是在?险和收益之

间的一种平衡。 “真实世界数据告诉我们，

老年人要尽快打”， 在他看来， 接种疫苗至

少可以提供最基础的免疫， “现在看来，

接种疫苗可以防重症、 防死亡， 减轻疾病

负担”。

“我们现在讨论碳达峰、 碳中和， 这

是因为如果不讨论绿色发展， 我们就最终

会失去良好的生态环境， 最终就会失去健

康。” 高福说， 新冠疫情的发生， 让人类

深刻认识到了这一点， 而要解决所有这些

问题， 就要坚持向科学要答案。

“科学有答案吗？ 就看你怎么去要。”

他说， 科学发现可以在科学杂志中展现，

再转化成产品， 最终惠及人类社会。 “我

们设计了新型疫苗， 论文发表在 《细胞》

杂志上， 智飞生物帮我们实现了转化。 我

们研发的中和抗体， 论文发表在 《自然》

杂志上 ， 君实生物帮我们生产了出来 。”

他总结， 要把事情做好， 四个 “C” 很重

要 ， 那就是合作 （Cooperation） 、 竞争

（Competition） 、 交流 （Communication） 、

协调 （Coordination）。

高福表示， 只要积极参与解决危机，

认真发现科学问题并进行研究 ， 最后科

学总会给出答案。 新冠病毒已是感染人类

的 第 七 种 冠 状 病 毒 ， “2002 年 发 生 了

SARS， 2012 年出现了 MERS， 七年之后

出了新冠病毒 ， 这说明冠状病毒已经很适

应人类了”。

与新冠病毒抗争至今 ， 人们发现 ， 新

冠病毒有很多地方难以用传统认知来解释。

“新冠病毒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科学问题。” 高

福说， 希望青年人好好地思考问题， 更要跳

出传统认知的框框。 比如， mRNA 疫苗就给

人类研发疫苗提供了无限遐想， 也给了中国

弯道超车的机会。

吴凡:用疫苗快速阻断病毒传播，才能减少病毒变异
“事实证明，新冠病毒可以用疫苗和综合手段控制”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仍在继续，

新的病毒变异株不断出现， 人类该如何应

对？ 在昨天举行的 2021 浦江创新论坛之

全球健康与发展论坛上， 复旦大学上海医

学院副院长、 上海市重大传染病和生物安

全研究院院长、 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领导小组专家组成员吴凡表示： “我们需

要各个国家在短期内快速接种疫苗， 用疫

苗快速阻断病毒传播。 只有阻断了， 才能

减少新冠病毒发生各种变异的可能性。 事

实证明， 新冠病毒可以用疫苗和综合手段

控制。”

应对新冠疫情， 中国做对了什么？ 吴

凡说： “我们不是用哪一招的问题， 我们

是综合体系的成功。” 她用 “早、 快、 准、

全、 暖” 五个字总结上海防治新冠病毒肺

炎的经验。 上海在突发疫情中， 能在两小

时内完成核心信息调查， 本地病例平均确

诊时间仅为 1.3 天。 她说： “我们在疫情

还在半路的时候， 就控制住了疫情。 庆幸

的是， 上海有一个高效运行的疾病预防控

制体系 ， 它高效地发挥了侦察兵 、 战斗

队、 消防队、 参谋部的作用。”

吴凡表示， 中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经

验包括： 统一高效的决策指挥体系， 依法

科学精准的防控策略， 早发现、 早报告、

早隔离、 早治疗的防治原则， 多方协调联

动的运作机制， 社区参与、 全民动员的群

防群控机制， 以及国际交流与合作。

她认为， 这次人类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中的科研攻关 ， 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研发

快、 转化快、 接种快和互认快。 这是一个需

要团结合作、 共克时艰的时刻， 需要强有力

的科技储备和人才储备， 需要形成强大的国

家战略科技力量。

此次疫苗快速研发应用， 展示了现代科

技的强大力量。 吴凡表示， 只有因地制宜、

综合施策， 才能快速控制疫情。 在疫情面前

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 必须秉持人类卫

生健康共同体的理念， 促进全球健康公平，

团结一致 、 共享共建 ， 才能尽快终止大流

行， 并应对好未来未知的 “X” ?险。

浦江创新论坛之全球健康与发展论坛昨天举行。 本报记者 袁婧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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