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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力堪比水痘！国外最新研究解释“德尔塔”为何这么毒？

 

科技日报记者 张佳欣

近日，全国多地疫情严重反弹，防控形势严峻。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丁洁27日介绍，引起这次疫

情的病毒毒株是“德尔塔”毒株。

世界卫生组织（WHO，以下简称“世卫组织”）负责人当地时间30日表示，由新冠肺炎引起的确诊病

例数和死亡人数在全球范围内继续攀升，这主要是由具有高度传染性的新冠病毒变异株德尔塔导致的。

目前，该变种已在132个国家传播开来。

德尔塔为何这么“毒”？它存在何种突变？传染力到底有多强？

德尔塔病毒载量超原始毒株1000倍

世卫组织首席流行病学家兼新冠肺炎技术负责人玛丽亚·范克霍夫博士称，德尔塔为“迄今为止最

危险且最易传播的新冠病毒”。

她表示，专家们发现受“德尔塔”感染的个体中病毒载量更高。

美国疾控中心（CDC）主任罗谢尔·瓦伦斯基告诉《纽约时报》，新的研究表明，感染了德尔塔毒株

同时也接种了疫苗的人的鼻子和喉咙中携带了大量的病毒。

美国《洛杉矶时报》30日报道称，感染德尔塔毒株的人上呼吸道系统中的病毒颗粒比感染最初引发

大流行的原始冠状病毒的人多1000倍。

就严重程度而言，范克霍夫强调，在某些受该变异影响的国家，住院人数有所增加，“但我们还没

有看到死亡率的上升”。

P681R突变让德尔塔毒株更易感染细胞

范克霍夫博士说，德尔塔病毒变异株具有某些突变，使病毒更容易粘附在人类细胞上。

《自然》杂志网站28日发文称，每个新冠病毒颗粒的外表面都点缀着24—40个随机排列的刺突蛋

白，这是它与人类细胞结合的关键。在大流行早期，研究人员证实，新冠病毒刺突蛋白的受体结合区域

(RBD)可与人ACE2受体蛋白相结合。令人担忧的新冠病毒变种往往在刺突蛋白S1亚基发生突变，该亚基是

RBD的宿主，负责与ACE2受体结合。

德尔塔毒株在S1亚基上存在多种突变，其中包括RBD中的三个突变。文章称，这些突变似乎提高了RB

D与ACE2结合并逃避免疫系统的能力。

根据美国微生物学会的说法，在被称为弗林蛋白酶裂解位点的地方的另一种突变（位于特有的刺突

蛋白上）也可能让病毒更容易感染细胞。

有证据表明，德尔塔的一种被称为“P681R”的突变，促进了弗林蛋白酶介导的刺突蛋白的切割，加

速了病毒细胞与人类细胞的融合，增强了病毒对中和抗体的逃逸能力。

德尔塔毒株传染力堪比水痘

美国《华盛顿邮报》30日援引CDC的一份内部报告称，新冠病毒德尔塔变异毒株与水痘一样具有传染

性。每个感染者平均会感染多达八九人。而最初的冠状病毒株与普通感冒一样具有传染性，每个感染者

会感染额外两个人。

报告称，该变种也更有可能突破疫苗提供的保护。

报告引用了最近从疫情调查中获得的、仍未发表的数据和外部研究的结合数据表明，感染德尔塔毒

株且已接种疫苗的人可能与未接种疫苗的人一样容易传播病毒。而且，完全接种疫苗的人和未接种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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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的病毒载量相似。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30日报道称，英国传染病建模机构一个研究小组表示，数据表明，德尔

塔病毒变异株的传播率比阿尔法变异株高40—60%。

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全球健康中心主任池春晖说，对于以前的变种，一个人在初次感染后大约需要6

天时间才能产生足够的病毒来感染他人。而德尔塔变异株将该时间线缩短至仅4天，使其能够以前所未有

的速度在社区中传播。

接种疫苗仍是应对方案

没有一种疫苗是100%有效的。因此，尽管接种了疫苗，还是有更多突破性感染病例（即已完成疫苗

接种的感染者）产生。CDC30日最新研究显示，美国马萨诸塞州新冠疫情暴发中74%的感染者已完全接种

疫苗。 

CDC表示，需要持续监测疫苗对变体的有效性。在实验室培养皿中进行的测试表明，从理论上讲，疫

苗产生的免疫反应应该足够强大广泛，足以应对“德尔塔”。

CNN报道称，传染病专家普遍认为，应对德尔塔毒株以及其他病毒传播的答案是更多地进行疫苗接

种。“如果我们有越来越多的人接种疫苗，我们将在这场抗疫比赛中获胜，”瓦伦斯基表示。

世卫组织范克霍夫博士提醒说，尽管有一些数据表明，接种疫苗的人可能会感染并传播这种变异病

毒，但在接种第二剂疫苗并达到完全有效后，这种可能性大大降低。

她还表示，德尔塔毒株并不专门针对儿童，只要变异病毒还在传播，它们就会感染任何没有采取适

当预防措施的人。   

相关专题：聚焦新冠肺炎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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