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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称新冠病毒能够通过气溶胶实现有效传播

 

新华社北京10月22日新媒体专电 西班牙《阿贝赛报》网站10月20日发表题为《最新研究表明新冠病

毒能通过气溶胶实现有效传播》的文章，指近几个月以来，科学家一直在警告说，吸入气溶胶才是许多

人感染病毒的真正原因。全文摘编如下：

自可怕的COVID-19大流行病开始在全球蔓延以来已经过去了10个月，但是关于该病毒的基本情况仍

然存在许多疑问，例如感染后的免疫力能持续多长时间，以及该病毒到底是如何传播的。关于后者，世

界卫生组织依然指出，主要是由咳嗽、打喷嚏或言语交谈喷出的飞沫传播，这些微粒到达粘膜并传播疾

病。此外，接触受污染的表面也是主要传播途径之一。但是，近几个月以来，数百名科学家一直在警告

说，吸入气溶胶（一种更小的微粒，但影响距离更大）才是许多人感染病毒的真正原因。

本周一，荷兰鹿特丹伊拉斯谟医疗中心科学家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SARS-CoV-2病毒在空气中移动

后仍具有传染能力，而且传染距离超过一米。科学家设计了一个实验，在实验中，他们观察到，感染新

冠病毒的雪貂能通过弯曲导管中的气流将病毒传染给位置更高的健康动物。

这项研究由贾斯明·S·库特尔领导的团队进行。该研究尚未得到其他科学家的核实，也未在权威期

刊上发表。目前，仅能在Biorxviv.org网站上了解该研究的相关情况。该研究团队说：“尽管实验没有

区分较小的气溶胶、较大的飞沫液滴或颗粒造成的传播，但这些结果表明SARS-CoV-2在空气中移动时仍

具有传染性。”应该注意的是，这种保持其传染性的能力是确定新冠病毒是否可以通过气溶胶传播的基

本要点之一。

在这种实验情况下，研究人员用管子将两个笼子连接起来，并用含有甲型流感病毒（H1N1）、SARS-

CoV-1（在2002年引发疫情的病毒）和SARS-CoV-2的气流进行了测试。每分钟流量为100升的气流在经过1

18厘米的距离后接通了两个笼子。

通过这种方式，他们确认的结果是，H1N1流感病毒通过气流传染了全部4只健康雪貂，SARS-CoV-2传

染了4只健康雪貂中的两只，而SARS-CoV-1传染了全部4只健康雪貂。

因此，该研究的作者指出，这一实验首次表明，这两种冠状病毒能通过空气流动传播到1米距离以外

的地方。但他们提醒说，他们的实验结果只能定性，而不能定量，因此不能解答所有问题，因为他们在

研究中并没有将病毒的数量与传染能力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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