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柳叶刀子刊发表新冠肺炎研究成果，首次精确描绘德尔塔变异株完整传播链、病毒动力学及临床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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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目前仍在世界范围内大流行，新冠病毒Delta变异株已迅速成为目前盛行的优势毒株。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市八医院唐小平、李锋教授团队联合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州呼吸健康研究院、实验室钟南山院士、陈如冲教授团队，针对Delta变异株引起的“5·21新冠肺炎疫情”，结合流行病学和病毒基因组测序技术首次在
全球范围内精确描绘了Delta变异株传播的完整传播链，并结合临床资源，多方位描绘了该起疫情中病例的临床特征及病毒动力学特点。近日，该项研究成果在国际权威期刊《柳叶刀》子刊《电子临床医学杂志》上
（《EClinicalMedicine》）发表。

根据此前进行的流行病学调查和病毒核酸基因测序，“5·21新冠肺炎疫情”为Delta变异株引起，具有明确传播链。而该研究首次追踪并完整报道了这起疫情的清晰传播链。疫情之始为75岁女性因意外暴露感染，并通过密切的家庭接触或
聚餐而感染另外3人。研究者观察到，该起疫情中病毒的传播途径主要是通过直接和间接近距离接触，其中30.8%的感染者是通过用餐传播，其次分别是家庭接触（30.13%）、社区传播（18.59%），以及包括工作和社交接触在内的其他传播
途径（19.87%）。

同时，研究者将“5·21”疫情感染者纳入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中感染新型冠状病毒野生株的患者队列进行研究，多方位分析了“5·21”疫情病例的临床特征及病毒动力学特点，总结归纳出Delta变异株的特点，并寻求进展为重症的危险
因素。

研究者发现，Delta变异株的潜伏期短，传播速度快，中位潜伏期只有4.7天，明显短于野生株（6.3天）。进一步亚组分析显示，在非重症组中，Delta变异株患者的病毒潜伏期（4.0天）明显短于野生毒株（6.0天）。Delta变异株在10天
内可传播4代，其中最快的代际传播不超过24小时。与野生株相比，Delta变异株感染者的病毒载量显著升高（前者CT值中位数为34.0，后者为20.6，CT值越低标明病毒载量越高) ，Delta变异株感染者核酸转阴的时间也比野生株的感染者明
显延长。

研究者还发现，感染Delta变异株是预测病情转为危重症的危险因素。在60岁及以上老年新冠肺炎患者人群中，Delta变异株组较野生株组危重症风险高1.45倍；而且感染Delta变异株发展为危重症比感染野生株快2.98倍。

研究者认为，本研究揭示了Delta株具有潜伏期短、传播速度快、病毒载量高、核酸转阴时间长、更易发展为危重症特点。因此，快速追踪、隔离以及时发现病毒感染者，对重点场所实施及时管控和在特殊情况下实施局部地区全员核酸筛
查均非常重要。快速发现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的做法，为全国防控新冠病毒Delta变异株提供了“广州经验”。

论文原文：https://www.thelancet.com/journals/eclinm/article/PIIS2589-5370(21)00409-0/full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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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信息：

传真：020-83205074

电子邮箱：sklrddirector@gird.cn

临床实验部地址：广东省广州市沿江西路151号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

基础实验部地址：广东省广州市东风西路195号广州医科大学16号楼 欢迎关注我们官方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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