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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版时报周末·健康

据新华社 新冠疫情仍在全球蔓
延。除了疫苗之外，人们也寄希望于
特效药物。目前，越来越多的候选药
物已进入科研人员视野，大量临床试
验正在全球开展，不过真正的新冠特
效药迄今仍未出现。

那么，新冠特效药研发的进展究
竟如何？突破口在哪里？真正的特
效药问世还需多久？

搜寻潜在靶点
研发特异性抗病毒药物，首先要

基于新冠病毒入侵人体细胞、自身复
制以及致病等多个环节的关键机制
来筛选和设计药物靶点。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李文辉日前向新华社记者介绍，已
知新冠药物靶点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类靶向新冠病毒本身；另一类靶
向宿主也就是人体。靶向病毒的
靶点还可以细分，一类是针对病毒
入侵阶段，比如帮助病毒入侵细胞
的 刺 突 蛋 白 ，其 受 体 结 合 域
（RBD）是一个关键靶点；另一类
针对病毒复制阶段，其中主蛋白酶
和“RNA 依 赖 的 RNA 聚 合 酶
（RdRp）”被认为是两个较有前景
的靶点。

主蛋白酶就像一把“魔剪”，在
新冠病毒复制酶多肽上存在至少
11 个切割位点，只有当这些位点
被正确切割后，这些病毒复制相关
的“零件”才能顺利组装成复制转
录 机 器 ，启 动 病 毒 的 复 制 。 而
RdRp 就像病毒 RNA（核糖核酸）
合成的核心“引擎”，以其为核心，
病毒会巧妙利用其他辅助因子组
装一台高效 RNA 合成机器，从而
自我复制。

科研人员迄今已成功观察到
多个新冠病毒靶点的结构。相关
研究为新冠药物研发奠定了坚实
基础。

美国科研团队 2 月首次报告了
刺突蛋白在原子尺度上的三维构
造。3 月，上海科技大学和清华大
学团队解析了转录复制机器核心

“引擎”“RdRp-nsp7-nsp8 复合物”

近原子分辨率三维空间结构。上
海科技大学与中科院上海药物研
究所等机构 4 月报告了一种主蛋白
酶强效抑制剂 N3，并率先解析了

“主蛋白酶-N3”高分辨率复合物
结构。

靶向人体的药物靶点更为复杂，
这是因为新冠病毒感染症状多样，影
响多个脏器。从治疗方面看，更多这
类靶点仍处于探索中，其中一些靶向
免疫系统。

多个方向并进
据专家介绍，在研新冠药物基

本涵盖了常见的药物类型，在小分
子靶向药物、生物大分子药物等方
向都取得了进展，未来还可能出现
干细胞疗法、基因疗法等其他候选
疗法。

小分子药物研发领域，多个团
队报告了靶向主蛋白酶的候选化合
物新发现，认为这类化合物有发展
为新冠药物的潜力。德国吕贝克大
学科研人员在非典疫情后研发了以
主蛋白酶为靶点的α-酮酰胺类抗
病毒化合物，并于今年5月公布了其

“改良版”α-酮酰胺 13b 的细胞实
验数据。澳大利亚科研人员通过计
算机模拟确认它能有效阻止新冠病
毒复制。

美国《科学》杂志 6 月 19 日以封
面文章形式介绍了中国科研团队发
现的以主蛋白酶为靶点的两种化合
物11a和11b。研究团队不仅分析了
两种化合物与新冠病毒主蛋白酶相
互作用模式，还揭示了它们抑制主蛋
白酶的分子机制。

生物大分子药物研发方面，全
球多个团队报告了针对新冠病毒
的单克隆抗体。中科院微生物研
究所与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同开发的重
组全人源抗新冠病毒单克隆抗体
注射液近期获批进入临床试验，有
望在不久的将来用于新冠感染的
预防和治疗。

该候选药物的研制基于中国科
研团队从新冠康复患者体内分离的

单抗 CB6。英国《自然》杂志 5 月在
线发表报告说，利用恒河猴开展的
动物实验中，CB6 表现了预防和治
疗新冠感染的能力，与刺突蛋白
RBD 结合位点和宿主细胞高度重
叠，并比宿主细胞更有“亲和力”，颇
具临床前景。

“老药”显示新效
“老药新用”也是新冠药物主

要研发策略之一。如果能从现有
药物中找到对新冠病毒感染有效
的药物，就可以绕过药理学研究、
动物实验等阶段，直接进入临床
试验。

常见皮质类固醇激素地塞米松
已被证实可降低危重新冠患者死亡
风险。英国牛津大学领衔团队在临
床试验中对超过2000名重症新冠患
者使用了地塞米松，这种药物能让
需用呼吸机的患者死亡风险降低
35%，需吸氧的患者死亡风险降低
20%。世界卫生组织已呼吁增加该
药产量。

瑞德西韦、法匹拉韦、托珠单抗
等药物也对不同新冠患者群显示了
一定临床效果，不过曾被寄予希望的
羟氯喹临床效果不如预期。

“一些老药对（新冠病毒）已知
靶点和已知机制有什么样的效果，
现 在 有 了 一 些 新 的 临 床 试 验 结
果，”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主任、
清华大学药学院院长丁胜对新华
社记者表示，相关试验进展有助于
定义“老药”适用患者人群、实现更
精准用药并提出新的组合用药方
式等。

丁胜也强调，“老药”毕竟不是针
对新冠病毒开发的药物，科研人员还
是要利用已验证的靶点开发新的新
冠特效药。基础研究领域已为新冠
药物研发积累许多，然而新药研发没
有捷径，开发一种全新药物到最终获
批可能需要长达10年的周期和数以
亿计美元的资金投入。针对新冠病
毒的药物研发背后有特定的科学规
律和严密逻辑作为支撑，不可能一蹴
而就。 ■张莹

据新华社 近期，我国多地遭遇
洪涝灾害，暴雨来临时如何防范？洪
水暴发时如何防备与自救？遭遇泥
石流如何逃生？

暴雨来临时如何防范？
当暴雨来临时，注意关闭门窗，

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则需要
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

注意街上的电力设施，如有电线
滑落，应当立即远离。不要走地下通
道，不要在流水中行走。远离积水路
段，注意躲避下水井盖。

不要在暴雨天气进入山区旅
游，在暴雨来临前应当尽快出山或
到安全地带躲避。在山地如发现
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

能是山洪暴发的前兆，应离开溪涧
或河道。

洪水暴发时如何防备与自救？
当接到洪水预报时，应提前备足

食品、衣物、饮用水、生活用品和必要
的医疗用品。

洪水来临前，如需要进行安全转
移，根据自己所处位置和条件，选择
最佳路线撤离，避免出现“人未走水
先到”的被动局面；认清路标，明确撤
离的路线和目的地，避免因为惊慌而
走错路。

来不及转移时，要迅速找一些门
板、桌椅、木床、大块的泡沫塑料等漂
浮的材料扎成筏逃生。

如果已经被洪水包围，设法与当

地政府或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
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若
不慎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
的或者可以漂浮的物体。

遭遇泥石流如何逃生？
发现泥石流后，应设法从房屋中

跑出来，到开阔地带，尽可能防止被
埋压。

往与泥石流呈垂直方向一边的
山坡上面爬，爬得越高越好，绝对不
能向泥石流的流动方向走。

注意不要上树躲避，也不要停
留在低凹处。选择平整的高地作
为营地，不要躲在滚石或者乱石后
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扎营。

■赵宇娇

据新华社 夏天到了，眼看气温
越来越高，我们身边的安全隐患也
越来越多，如，用花露水时要远离火
源，不然会碰出“火花”；老旧空调长
时间开着不关，有可能发生短路自
燃；天热的时候，不是人人都能洗冷
水澡……夏天容易忽视的安全隐患，
你知道几个？

用花露水时要远离火源。因为
花露水里含有易燃物质，如果靠近火
源，有可能会被点燃。

碳 酸 饮 料 最 好 不 要 放 冷 冻
室 。 因 为 碳 酸 饮 料 放 在 冷 冻 室
一 段 时 间 后 ，液 体 结 冰 ，体 积 膨
胀 ，罐 子 内 部 的 压 力 变 大 ，可 能
会“炸”。

雷雨天尽量不要洗澡，可能会
触电。如果你家装的是燃气热水
器，一般雷雨天洗澡没什么问题，但
如果是太阳能热水器，就得当心，因
为这种热水器为了吸热都架得比较
高，一旦被雷击中，管道里的水就可

能带电。
天 热 的 时 候 ，不 是 人 人 都 能

洗冷水澡。如果你身体健康，偶
尔洗一次冷水澡没事，但如是心
脑血管疾病患者，血管比较脆弱，
冷水一刺激，可能会使血管收缩
破裂。

夏天刮台风时，不要站在广告
牌、棚架下面。台风威力巨大，这些
高空处的物体和设备，都有被吹落砸
伤人的风险。 ■刘星星

据新华社 外媒称，科学家警告
说，新冠病毒可能会导致脑损伤，因
为有新证据表明，新冠病毒可能引发
严重的神经并发症，包括炎症、精神
错乱和谵妄。

据路透社伦敦7月8日报道，英
国伦敦大学学院的研究人员分析了
43 例新冠肺炎患者的情况，他们曾
出现暂时性大脑功能失调、中风、神
经损伤或其他严重的脑部受损问
题。近来的一些研究发现新冠肺炎
能够损害大脑，而此次的研究提供了
新证据。

报道称，该研究负责人之一、伦
敦大学学院神经学研究所的迈克
尔·赞迪说：“我们是否将见证与此
次疫情有关的脑损伤成为大规模流
行病——或许类似于 1918 年流感
大流行后在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
代暴发的昏睡性脑炎——仍有待
观察。”

由新冠病毒引发的新冠肺炎主
要是一种影响肺部的呼吸道疾病，但
神经科学家和脑病专科医生说，有关
这种疾病对大脑影响的新证据令人
担忧。

加拿大西部大学的神经科学
家阿德里安·欧文在接受路透社采
访时说：“我担心的是，现在已有上
千万人感染新冠肺炎。如果在一
年的时间里有 1000 万人康复，而这
些人出现了认知缺陷……那将会

对他们的工作能力和日常活动能
力产生影响。”

伦敦大学学院研究人员在研究
报告中说，9名脑部出现炎症的患者
经诊断患有一种被称为急性播散性
脑脊髓炎的罕见疾病，这种疾病在儿
童中更常见，可由病毒感染引发。该
研究报告刊登在英国《脑》季刊上。

报道称，研究小组说，一般情况
下，他们在伦敦的专科诊所每月会接
诊一名患有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炎的
成年患者，但在研究期间，相关病例
增加到每周至少 1 例，他们称“这种
势头令人担忧”。

“鉴于新冠肺炎才出现几个月，
我们可能还不知道这种疾病会造成
什么长期损害，”这项研究的另一位
负责人罗斯·佩特森说，“医生需要注
意神经系统可能受到的影响，因为尽
早诊断可以提高患者的预后效果。”

欧文说，新出现的证据表明，需
要进行大规模、详细的研究并收集全
球数据，以评估神经和精神并发症出
现的概率。

他在covidbrainstudy.com网站上
发起了一个国际研究项目，患者可以
注册并完成一系列认知测试，看看自
己的大脑功能自感染新冠肺炎以来
是否发生了变化。

欧文说：“这种疾病影响了许许
多多的人，这正是现在收集这些信息
如此重要的原因所在。” ■沈鹏

据新华社 7月16日进入“三伏”
中的“头伏”，全国多地即将开启“蒸
烤”模式。今年的三伏长达40天，人
们更易遭遇“苦夏”的折磨，怎么吃才
健康？中医专家认为，三伏天气候炎
热，饮食应以“消暑去火”为原则。

“夏令三伏，阳气旺盛。”中华中
医药学会学术顾问、科普分会名誉主
任委员温长路说，中医养生讲究“冬
养三九，夏养三伏”，夏季尤其是三伏
天容易耗气伤津，食欲不振，因此，要
在防暑降温的同时注重养生保健，尤
其要注意合理饮食。

他说，薏米赤小豆粥、绿豆百合
粥、荷叶绿豆粥、冬瓜莲子粥、冬瓜芡
实汤等都是补气清暑、调理脾胃的不
错选择。而粥中加入山药、茯苓、淡
竹叶等药材，祛湿效果更好，此类药

粥对老人、儿童以及脾胃功能虚弱者
最为适宜。

同时，三伏天里可多吃苦瓜、西
红柿等具有去火作用的新鲜蔬菜，适
量食用水果，慎食辛辣刺激和油腻食
物。饮品可选择能够消暑的绿豆汤、
利于清热的金银花茶等。少食冷饮
莫贪凉，因为寒凉的食物容易损伤脾
胃，贪凉饮冷也会影响胃口。

中医认为，汗为心之液，夏天汗
液大量排泄，不仅伤心气，还会导致
心阴虚，使人体更容易受到暑热邪气
的侵犯。因此，温长路提醒，三伏天
里人们要注重护心养心，尤其是本身
患有心脏病的患者。太子参、麦门
冬、红枣、红豆、鲜桃等食物有养心
气、助心阳、滋心阴、助睡眠的功效，
可适当食用。 ■田晓航

暴雨洪水泥石流紧急避险指南

新冠特效药问世还有多远

夏天容易忽视的安全隐患

新冠病毒可能损伤大脑

“苦夏”之时怎么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