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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见 呼 吸 道

病 毒 一 般 是 秋 冬

季节活跃，夏季相

对沉寂。2003 年的

严 重 急 性 呼 吸 综

合征（SARS）疫情

也 是 天 气 转 暖 后

退去。随着居住着

地球上约 90%人口

的 北 半 球 进 入 夏

季，最早于 2019 年

冬 季 报 告 的 新 冠

病 毒 传 播 是 否 会

因 气 温 升 高 而 得

到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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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气温升高能否减缓新冠病毒传播

欧洲多国迎来解封“进行时”
口罩成多国标配

自制口罩回馈社会
——巴西桑巴舞校“巧手抗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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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得到缓解，

欧洲多国5月4日纷纷迎来解封“进

行时”。在放松限制性措施、重启经

济的同时，多国政府建议或强制要

求民众在公共场合戴口罩，做好个

人防护，为进入“新常态”做准备。

西班牙 4 日起全国绝大部分地

区进入分阶段降级封禁措施的准备

阶段，在这一阶段，理发店等小商铺

可以重新开门营业，并接待提前预

约的顾客；餐馆可出售外带食品；此

外针对民众的“禁足令”也有所放

松，人们可根据年龄段在不同时段

出门进行体育锻炼。政府规定 4 日

开始，民众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必须

使用口罩”。政府于4日开始在各大

公交枢纽分发 600 万个口罩，并发

放700万个口罩给各市镇、150万个

口罩给其他社会机构。

法国总理菲利普4月 28日在国

民议会介绍解禁方案时说，自 5 月

11 日解禁后的三周内，民众乘坐地

铁、公交等公共交通时必须戴口罩。

4日，法国各地的部分大型超市已开

始出售口罩。

比利时 4 日启动第一阶段“解

禁”计划。公共交通恢复正常运行；

部分企业开始复工，但远程办公仍

是首选；民众可以在保持1.5米社交

距离的情况下与家人或最多两位朋

友一起外出活动；医院恢复接诊非

急诊病人。政府建议民众外出戴口

罩，并要求 12岁以上的民众在乘坐

公共交通工具时必须戴口罩。各大

超市开始售卖口罩，布料商店和缝

纫用品店也于 4 日起获准开门，方

便民众自制口罩。

葡萄牙4日迎来“解封”第一天，

正式进入经济社会三步走重启计划

的第一阶段。在严格消毒的前提下，

200 平方米以下的商店和街边店铺

可以开门营业。葡萄牙政府规定，民

众在外出乘坐公交或进入商店时必

须戴口罩，否则可能被处以罚款。里

斯本街头的行人明显增多，绝大多

数都戴着口罩。

波兰政府强调，民众必须保持

社交距离，并在公共场所遮挡口鼻。

马耳他政府要求人们前往商店和乘

坐公共交通工具时，必须戴口罩。卢

森堡则将向本国16岁以上公民每人

免费提供 50个口罩，来卢森堡工作

的跨境工作人员也可享受这一待遇。

意大利于 4 日迎来该国抗疫和

恢复经济并行的第二阶段，约 440

万名制造业、建筑业和批发业员工

重返工作岗位。罗马钱皮诺机场和

佛罗伦萨佩雷托拉机场恢复运营，

但城际高速列车只允许有工作相关

理由才能乘坐，且须进行体温检测。

罗马、米兰、那不勒斯等大城市在早

高峰时段重现交通拥堵。

匈牙利除首都布达佩斯及其周

边地区外，其他地区限制措施已开

始放松：餐厅、酒店及咖啡馆的露天

区域以及露天博物馆、露天浴场和

动物园可以开放，商店营业时间不

再受限制。波兰购物中心、酒店、博

物馆等在限制客流量的前提下营

业，同时民众可以利用户外运动设

施进行体育锻炼。

德国全国理发店 4 日起可在遵

守卫生规定的情况下重新营业；受

疫情影响相对较轻的萨克森-安哈

尔特州率先放松社交限制，允许来

自不同家庭的最多 5 个人集会；绝

大多数州允许博物馆、动植物园、图

书馆、儿童游乐场等公共设施在满

足卫生、限流等条件下重新开放。

克罗地亚恢复公立医院和私营

诊所正常运营，放宽婚礼和葬礼人

数限制，开放运动场所、儿童游乐园

以及理发店等部分服务行业。马耳

他重新开放部分非必要的商业场

所，包括服装店、鞋店、体育用品商

店等。塞尔维亚的餐馆和酒吧则于

当日起恢复营业。

（新华社 谢宇智 陈占杰 高磊
陈晨 唐霁 朱昊晨 石中玉 温新年 袁
亮 潘革平 田颖 和苗 袁韵 张章）

专家表示，依赖升温控制疫情

的观点缺乏科研证据支持，但新冠

病毒某些特性，以及人们的免疫系

统和行为方式等可能随季节和气

温变化，从而对疫情发展产生一定

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多点暴

发并持续扩散，已证明新冠病毒具

备在各种气候条件下传播的能力。

世界卫生组织对此也表示，从迄今

获得的证据来看，新冠病毒可以在

所有地区传播，包括气候炎热潮湿

地区。无论气候条件如何，如果人

们居住在或前往已报告新冠肺炎

疫 情 的 地 区 ，都 必 须 采 取 保 护

措施。

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副教授

汤姆·科特辛博斯近期对媒体表

示，新冠肺炎疫情很快蔓延至世界

各地，包括北半球和南半球。这表

明要么新冠病毒传播不依赖于温

度，要么这种依赖性并不重要。

那么新冠病毒传播究竟是否

受温度影响？目前全球范围还缺乏

这方面的确凿数据，少量已公布的

试图找出其中关联的研究甚至得

出相互矛盾的结论。

中国香港大学医学院公共卫

生学院团队 4月 2日在英国《柳叶

刀·微生物》杂志上发表文章说，他

们测试了新冠病毒在不同温度条

件下的稳定性，发现温度越低，新

冠病毒越稳定。4 摄氏度下，培养

基中的新冠病毒在14天后仍保持

稳定；22摄氏度下，病毒能够保持

稳定一整天，7天后病毒传染性降

低至0.1%；37摄氏度下，病毒仅能

保持稳定 3至 4个小时，传染性在

1天后就降至0.1%。

但中国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

院团队 4月 8日在《欧洲呼吸学杂

志》网络版上发表的研究说，从在

中国城市传播情况来看，温度和紫

外线辐射等气候因素对新冠病毒

的传播没有产生显著影响。这种疫

情 模 式 与 中 东 呼 吸 综 合 征

（MERS）相似，当气温超过 45 摄

氏度时，MERS病例数仍在增长。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

分校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朱怡芳

教授近日接受笔者采访时表示，这

项研究受实验数据制约，对于温度

及疫情分析的范围比较窄，该结论

能否扩展到全球还存在疑问。

科特辛博斯认为，关于气温对

疫情发展的影响，虽然学界对此还

缺乏深刻理解，但这种影响一定是

存在的，这与病毒的生物学特性、

人们的免疫情况、环境和行为条件

等方面有关。

他说，澳大利亚即将进入秋冬

季节，如果新冠肺炎疫情发生时期

与流感季“叠加”,不但会给医疗系

统造成极大压力，也会给个人免疫

系统带来不一样的挑战。但也有研

究表明，近期从病毒感染中恢复过

来可能会加强免疫系统，有助于免

疫系统攻击其他病毒。

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病毒学领

域学者迈克尔·斯金纳表示，可以

设想在多数已采取管控措施的国

家中，新冠病毒主要在住户内以及

住户之间传播。相比之下，住户间

传播在更长距离下发生，比如通过

气溶胶传播，这类传播很可能会受

到气候因素影响，但很难计算这种

影响有多大。

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病毒

学 荣 誉 教 授 克 里 斯·伯 勒 尔 认

为，病毒在冬季更容易传播的一

大原因是“人们常聚集在一起”。

比如学龄前孩子夏天都在阳光

下活动，彼此之间没有太多身体

接触。在冬天，他们待在室内并

呼吸着同样的空气。但温度对新

冠病毒产生的任何影响，都不会

像通过隔离措施限制其传播那

样重要。

朱怡芳表示，并不排除北半

球温度上升后疫情能够缓解的

可能性，下半年北半球进入秋冬

季疫情是否会卷土重来、是否会

随气温周期性反复等，这一切还

是未知。

（新华社 张莹 张家伟 谭晶
晶 郝亚琳）

“希望”“团结”“留在

家中”的字样呈现在海拔

4478 米上空，中国、瑞

士、意大利等国国旗投射

在宏伟的山体上……自3

月 24 日以来，位于瑞士

采尔马特市的马特洪峰

举办“点亮山峰”投影活

动，每天确定一个主题，

用光影为抗击疫情的人

们带来希望和祝福。

采尔马特旅游局局

长丹尼尔·卢根表示，马

特洪峰是瑞士地标，被

认为是力量和坚定的象

征。“扎根大地，不畏风

暴。希望通过投影活动，

给大家传递胜利希望和

团结信息，向奋战在抗

疫一线的所有人表示感

谢和敬意。”

一个多月前，瑞士灯

光艺术师格里·霍夫施

泰特尔和他的团队搬到

了采尔马特海拔3000多

米的雪山上扎营居住。

霍夫施泰特尔擅长用光影投射的方

式，将世界各地的建筑物和自然景观

“变身”。他说：“历史上，当人类遇到

疫病，艺术总能让大家团结起来，共

同创造美好的未来。”雪山上，晚间

温度最低可达零下 22 摄氏度，生活

供给不便。每晚的月光条件不同，投

影时间也要做相应调整。“共同面对

挑战，才能战胜危机。我们希望用光

和色彩带给大家更多信心。”

采尔马特本地乐队“冬天的家”

原计划参加4月举行的音乐节，由于

疫情，音乐节被取消，于是乐队在雪

山下录制了原创新歌《相信》，在音

乐节原定的日期发布到网上。乐队主

唱说，希望借这首传递信心和团结的

歌曲为大家带来问候。同一天，马特

洪峰上投射出硕大的音符。

家住采尔马特的一名居民表示：

“每晚在家遥望雪山山顶，成为最近

一段时间我们很多人的日常。”

马特洪峰周围设有多个网络摄

像头，实时传输高质量图像，以支持

网友在线观看投影直播、下载高清图

片。据霍夫施泰特尔的团队估算，全

球已有超过22亿人次通过各种渠道

观看了投影。有网友留言说：“这次

活动让我们相信，人类只要团结起

来，就一定能共渡难关。”

（《人民日报》方莹馨）

芬兰通过污水检测
反映新冠病毒传播情况

新华社赫尔辛基 5月 4日电（记

者 朱昊晨）芬兰国家卫生与福利研究

所4日宣布，自当日起在28个污水处

理厂采样，通过检测污水中的新冠病

毒有关物质，反映新冠病毒在芬兰的

传播情况。

据芬兰国家广播公司报道，这些

污水处理厂有关区域的人口约占芬

兰总人口的60%。国家卫生与福利研

究所高级研究员塔尔亚·皮特卡宁

说，通过检测新冠病毒核糖核酸在污

水中的数量，可反映该病毒在相应地

区的扩散程度。

此前，芬兰曾使用类似的污水检

测方法判断脊髓灰质炎病毒在该国

传播情况，也曾用这种方法了解一些

非法药物在当地被使用的情况。

据芬兰国家卫生与福利研究所

公布的数据，截至 4 日下午，芬兰累

计确诊病例 5327 例，累计死亡 240

例，治愈病例约3500例。

国际劳工组织发布报告：
防止出现第二波
疫情扩散

国际劳工组织（ILO）近日发布报

告称，各国政府面对要求其放松封锁

和限制措施的压力越来越大，但如果

没有足够的安全措施，返回岗位的工

作人员可能会出现第二波病毒感染，

这些国家亦将面临疫情死灰复燃风

险。国际劳工组织为此敦促各国政府

在抗疫期间继续采取工作场所疫情

预防和控制措施，并积极参与雇主、

员工、工人组织的对话。

报告指出，所有雇主都需要评估

复工疫情风险，采取必要措施确保

工作场所符合严格的防疫要求，包

括事先制定职业安全卫生标准，尽

量减少疫情对工人的危害，把第二

波疫情蔓延的风险降至最低。工作

场所风险控制措施应特别注意兼顾

工人的实际需要，并充分保护在抗

疫第一线工作的卫生工作者、护士、

医生和紧急救援人员，以及食品零

售和清洁服务人员。

同时，还应注意满足最弱势工

人、非正规经济中的农民工和家政工

人的需要。相关措施应包括向工人们

提供教育与培训、个人防护装备和公

共卫生服务。 （《经济日报》杨海泉）

“英国体育”因奥运延期
向政府申请
5000万英镑额外资金

新华社伦敦5月 5日电（记者 张
薇）据英国广播公司（BBC）5 日报

道，为应对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延期

对英国代表团奥运备战的影响，负责

项目投资的“英国体育”已向政府申

请5340万英镑的额外资金支持。

“英国体育”是专门负责对奥运

和残奥项目进行战略性投资的机构，

其资金主要来自国家彩票和政府拨

款。由于最近的一个投资周期只涵盖

到2021年 3月，因此“英国体育”希望

能从政府申请到额外拨款，以确保奥

运前各项目投资不断档。

因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暴发，本

应在今夏举行的东京奥运会延期至

2021 年 7 月下旬开幕。“英国体育”

主席格兰杰表示，备战奥运的选手

都在隔离，而有的项目已经遇到一

些财政方面的险情，这样的情况持

续时间越久，他们未来面临的风险

就越大。

格兰杰表示，现在最需要的就是

尽快确保增加一年的资金，直至2022

年 3 月，“这样我们才能确保对各项

目投资到位，同时他们也可以在备战

奥运的过程中保持稳定。”

据悉，各项目管理机构都被要求

具体梳理新冠肺炎疫情以及奥运延

期对他们造成的财政影响，而后“英

国体育”汇总计算出需要申请的额外

拨款总额。

“除非我们知道（资金空缺）能填

满，否则每个人都面临风险。”格兰杰说。

BBC消息称，“英国体育”在2016

年时宣布为下一个奥运周期投资确

保了3.45亿英镑的资金。如今该机构

已通过内部节余储蓄 160万英镑，以

在短期内支撑系统运转。

巴西最大城市圣保罗一家桑

巴舞校的库房里，物资主管亚历山

大·维森特正仔细查看各种颜色和

材质的布料，从中挑选最适合缝制

口罩的材料。

维森特所在的“金色玫瑰”桑

巴舞校是一所特级组桑巴舞校，

有近 50 年制作演出服装和彩车

构件的历史。新冠肺炎疫情袭来，

舞校狂欢节的准备工作被迫暂

停。为了尽一份力来缓解巴西国

内口罩短缺状况，员工们加入了

缝制口罩的队伍。

舞校自身布料多、员工手艺

精，缝制口罩有优势。20 余人把

布 料 带 回 家 ，缝 制 3 万 多 个 口

罩 ，计 划 捐 赠 给 当 地 的 慈 善 团

体、非政府组织以及舞校所在的

社区。

“我们利用狂欢节表演剩余的

布料和针线缝制口罩，回馈社区，

将它们分发给社区居民。”在“金

色玫瑰”工作了 37 年的维森特近

日对笔者说。

维森特说，口罩制作完毕后

会交到库房统一保管。他从库房

拿出了一大包成品口罩，外包装

上标有“500”字样，表明这包口罩

有 500 个。笔者看到，这些口罩布

料厚实、做工精细，粉颜色既柔和

又美观。

在维森特的带领下，笔者来到

马塞拉·阿西斯的家，她在舞校的

公共卫生和行政部门工作，这次参

与了缝制口罩工作。

在缝纫机前，阿西斯向笔者展

示了自己缝制的口罩。她说，口罩

是双层的，中间有一个夹层，可以

放入过滤材料，以提高过滤效果。

“这样使用者每天就可以更换内

芯。”她补充道。

在巴西，这样自制口罩抗击疫

情的行为并不少见。据巴西媒体报

道，在圣保罗市南部一个名为埃利

奥波利斯的贫困社区，60多名女性

加入了一个自制口罩的项目，每天

能制作 3000 多个口罩，分批发放

给社区居民。这种做法不仅缓解了

民众缺乏口罩的燃眉之急，口罩的

缝制者也能获得一定收入，可谓一

举两得。

巴西卫生部 4 月 29 日公布的

数据显示，该国累计新冠确诊病例

78162 例，死亡 5466 例，已经成为

拉丁美洲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新华社 宫若涵）

家住德国柏林弗里德里希海

茵区的独居老人奥托，几天前刚度

过百岁生日。受疫情影响，他已经

很多天没有出门了。生日这天，在

他住所楼下，10 多名热心的街坊

邻居和志愿者一边为奥托唱着生

日快乐歌，一边挥舞着自制的写有

“100岁”字样的标牌，为他贺寿。

穿着花格子衬衫的奥托精神

矍铄、面带微笑。他站在三楼阳

台 上 对 街 坊 们 说 ：“ 我 祝 愿 大

家 都 健 康 安 好 ，像 我一样活到

100 岁！”

勃兰登堡州的瓦尔特老人则

在养老院度过自己的百岁生日。为

了既能庆祝生日又不违反社交距

离规定，瓦尔特的儿子和邻居们临

时组建了一支小乐队，在养老院楼

下空地演奏了生日快乐歌和瓦尔

特平时喜欢的歌曲。演奏结束，瓦

尔特举起一小杯啤酒，与楼下的亲

友“远程”干杯。

在德国 8300 万人口中，65 岁

以上老人近 1800 万，老龄化程度

在欧盟仅次于意大利。如何保护老

年人的健康，同时消除他们的孤独

感和恐惧感，成为德国抗疫工作的

重要任务。德国老人大都选择独居

或住在养老院，邻里互助成为生活

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居住在柏林的 87岁老奶奶奥

特鲁德，每周只需把自己的采购清

单和现金放在购物袋里，挂到公寓

门外，就会有社区志愿者替她买好

面包、牛奶等生活必需品，之后挂

回原处，以避免老人外出购物增加

感染风险。她还可以通过拨打社区

互助的热线电话，寻求其他帮助，

有时还可以聊聊天解解闷。奥特鲁

德表示：“有这么多热心人，我们

并不孤单。”

还有很多生活独立的老人仍

然坚持外出。为了保护他们，德国

的主要超市普遍采取了一项措

施：每天早上 9时之前，只允许 60

岁以上和患有慢性病的人群购

物。很多德国民众都自觉遵守这

一规定。

在 德 国 南 部 城 市 萨 尔 布 吕

肯，今年 1 月庆祝了百岁生日的

维尔纳，操起缝纫机，自制口罩给

需要的人。“我在报纸上看到，现

在正需要口罩，所以我又回到缝

纫机前。”维尔纳说，目前，她已经

缝制好 30 个口罩。老人的女儿介

绍说，维尔纳平时就热心公益，先

后自制过 500 条围巾给需要帮助

的孩子们。这次，她的手工活儿又

派上用场了。

（《人民日报》李强）

“有这么多热心人，我们并不孤单”

澳大利亚
就业岗位数量急降

新华社堪培拉 5 月 5 日电（记

者 岳东兴 白旭）澳大利亚统计局

5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该国 3 月中旬至 4 月中

旬 期 间 就 业 岗 位 数 量 减 少 了

7.5%，其中住宿和餐饮服务行业受

打击最大。

数据显示，澳大利亚累计确诊

病例在截至 3月 14日的这一周超过

100 例，从那时起到 4 月 18 日的这

段时间里，就业岗位减少最多的行

业是住宿和餐饮服务业，下降了

33.4％；其次是艺术和娱乐服务业，

下降了27％。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当天下午

在堪培拉召开新闻发布会时说，澳政

府当前工作重点之一，是让失业的人

重回工作岗位。

莫里森说，随着疫情缓解，澳政

府要求相关部门支持和帮助企业创

造安全的工作环境，鼓励企业做好重

新走上正轨的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