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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胡文利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美国

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主任沃伦斯基日前

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目前正在自我隔离中。

沃伦斯基感染新冠病毒的消息之所以引起关

注，原因之一是她上个月刚接种了新冠疫苗的加强

针。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随着一大批奥密克戎变

种的出现和在多国扩散，一些毒株突破了现有疫苗

的免疫屏障，加上疫苗为人体提供的免疫能力逐渐

下降，北半球将出现新一波新冠疫情高峰，并与秋

冬季常见的流感、支气管炎等疾病一起，构成“混

合大流行”。

新一波冬季疫情高峰即将来袭

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流行病学家贾斯汀·莱斯

勒认为，本轮秋冬两季的感染规模将与奥密克戎变

异 株 BA.5 造 成 的 感 染 规 模 相 似 ， 但 与 之 不 同 的

是，本轮疫情的入院人数更难以预测。尽管疫苗和

先前感染在人群中积累了一定的免疫力，但感染者

数量激增仍然可能导致入院人数和死亡人数的上

升。此外，冬季流感今年也可能卷土重来，引发北

半球的“双重流感”，给各国医疗系统带来更严峻

的挑战。

导致这一趋势的因素有很多。《自然》 杂志指

出，许多国家的社会活动已经恢复到疫情前的水

平，呼吸道病毒在寒冷季节繁殖也更为活跃，人们

在室内的长时间聚集进一步促进了病毒扩散。此

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一大波奥密克戎变

异毒株正在袭来。

自今年年初以来，奥密克戎已经进化出了大量

“子子孙孙”。虽然导致前几轮疫情的奥密克戎亚变

种——BA.2、BA.4 和 BA.5 有消退趋势，但它们的

后代又在人群中开始传播。研究者们正在密切追踪

这些变异株的全球发展情况。

在美国，奥密克戎的子变种 BA.5 仍然占据主

导地位，大约 68%的新增感染病例由该毒株所致。

但新的变种 BQ.1、BQ.1.1 和 BF.7 来势汹汹，或将

很快取代 BA.5。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

所长安东尼·福奇表示，最近几周，这些新毒株引

起 的 感 染 病 例 每 6 到 7 天 就 翻 一 番 —— 与 BA.5 相

比，新毒株的传播速度增长相当之快。变异株预计

将在 11 月中旬取代 BA.5，成为优势毒株。

欧 洲 疾 病 预 防 与 控 制 中 心 （ECDC） 预 测 ，

BQ.1 及其分支可能会在未来几个月内导致欧洲感

染人数的激增。目前，传染率最高的欧洲国家包括

法国、比利时、爱尔兰、荷兰和意大利等。ECDC
主任安德烈娅·阿蒙敦促各国对 BQ.1 的出现和传

播保持警惕，并继续监测新冠疫情数据，包括入院

人数、重症患者情况、死亡人数等指标。

在法国，自今年 9 月新学期开学以来，由 BA.5
毒株驱动的感染曲线再次陡增，造成该国第八轮大

流行，每 10 万人中就有 576 人感染。尽管法国第八

轮疫情现已有所缓解，但新毒株 BQ.1.1 又开始快

速传播。世卫组织警告称，BQ.1.1 变种可能导致

法国新一轮大规模感染，包括已经接种疫苗或感染

过病毒的人群。

此外，新的变异毒株也在多国迅速增长。一连

数周，英国感染人口调查报告记录的感染数据和入

院人数都持续上升。在印度，BA.2.75 几个月前引

发了一波感染潮，如今它的变体超越了其他毒株，

占 据 了 绝 对 优 势 地 位 ， 其 中 最 为 常 见 的 是

BA.2.75.2。 在 新 加 坡 和 部 分 亚 洲 地 区 ， 重 组 变

异 株 XBB 正 在 迅 速 扩 散 ， 引 发 了 一 波 新 疫 情 。

此外，丹麦和澳大利亚等国也出现了 BA.2.3.20 的

踪影。

新冠病毒进入高度适应人类的新阶段

“这些变异株中的一种或几种将导致新的感染

潮。”比利时鲁汶天主教大学进化生物学家汤姆·

温瑟利尔斯对 《自然》 表示，由于这些毒株的行为

表现都很相似，所以哪种毒株会成为主导毒株并不

那么重要。

一些卫生专家认为，新冠病毒的演变已进入了

一个全新阶段，人们将会看到几种变体的同时传

播。“一种很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几种变异毒株将

同时进入这个冬天，共同推动新一轮病毒传播。”

美国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副教授内

森·格鲁博指出，在趋同进化中，几种不同的变种

都可以获得相似的传播能力，大流行不再由单一变

种主导。“如今，新冠病毒已经适应了人类，大多

数正在传播的变异株都具有高度适应性。”

在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异毒株中，最值得关

注 的 是 BQ1、 BQ1.1 和 XBB。 美 国 彭 博 社 指 出 ，

这几种毒株具有逃避现有治疗手段的能力，包括最

近才研发出来的两种单克隆抗体药物——阿斯利康

公司预防感染的药物“恩适得”，以及礼来公司治

疗感染的抗 体 药 物 “Bebtelovimab”。 对 于 免 疫 系

统 受 损 或 者 对 其 他 药 物 治 疗 有 不 良 反 应 的 人 群

而 言 ， 这 两 种 药物比新冠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更高。

《自然》 杂志指出，二价疫苗加强针能对新出

现的变种病毒提供一些免疫屏障，但这种情况也可

能不会持续太久。部分二价疫苗是基于现有奥密克

戎的亚变种开发，例如，英国批准的疫苗是基于

BA.1，美国批准的疫苗是基于 BA.5，并不能很好

地识别其他变种。因此，可能需要接种第二剂加强

针来促进产生高水平的特异性中和抗体。

有什么方法可以应对新毒株

为提高群体免疫水平，美国疾控中心 10 月 12
日发布新指南，推荐 5 岁以上儿童接种辉瑞疫苗加

强针，6 岁以上儿童接种莫德纳疫苗加强针，希望

以此预防新冠变异毒株传染。不过，美国家长们给

孩子接种加强针的意愿并不强烈。据美国儿科学会

统计，自从第一批用于 5-11 岁儿童的新冠疫苗获

得批准后，在将近一年时间里，大部分的美国家长

都采取观望态度。截至 10 月 5 日，美国 900 万名 5-
11 岁儿童中，完成基础接种的人数还不到三分之

一 。 在 12-17 岁 年 龄 段 的 美 国 青 少 年 中 ， 也 只 有

58%的人完成了基础接种。

事实上，美国成年人接种加强针的比例也不

高。据 CNN 报道，自从今年 9 月初美国政府提供二

价疫苗加强针以来，只有 1935 万人进行了接种，还

不到符合接种条件人数的一半。CNN 报道称，二价

疫苗加强针的接种率不足，加上新变体的免疫逃避性

和人群免疫力的减弱，几乎可以肯定，未来几周内感

染病例和住院人数都将大大增加。斯克里普斯研究所

负责监测变异毒株的科学家马克·泽勒认为，下一波

疫情的规模可能比 BA.5 导致的疫情规模大得多。

除接种加强针外，还有一个应对新毒株的办法就

是与病毒赛跑，针对新毒株开发新的疫苗和药物。不

过，对制药公司而言，这很可能是一笔只赔不赚的买

卖。美国白宫新冠肺炎疫情应对协调员阿希什·杰哈

告 诉 CNN， 研 发 生 产 新 药 需 要 前 期 投 资 数 百 万 美

元，而且由于病毒进化太快，新疫苗和药物的有效期

可能只有几个月。“这 （对制药企业而言） 是一种糟

糕的商业模式。”杰哈说。

美国联邦政府过去一直推动单克隆抗体的开发，

并承诺在新疗法推出后为之“埋单”，但杰哈表示，

现在联邦政府不会再这样做，因为财政入不敷出，国

会拒绝为应对新冠疫情提供更多资金支持。因此，美

国政府开始考虑将应对疫情的部分措施商业化，以降

低购买疫苗和疗法的成本，并最终将其转嫁给消费者

和保险公司。不过，杰哈指出，这种做法必须考虑

“地方需求和病毒 （发展） 的现实”。 他认为，目前

的现实情况是，美国政府仍然必须为新疗法的开发继

续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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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与冬季常见病或将混合流行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陈小茹

“为了克服严峻的经济和安全形势，朝野之间

不能有任何隔阂。”韩国总统尹锡悦 10 月 25 日在国

会发表施政演说时，呼吁朝野各党合作。但事实

上，当时在场下聆听其演说的，并不包括韩国最大

在野党共同民主党的 169 名国会议员。在野党议员

集体缺席总统的施政演说，在韩国宪政史上尚属首

次。韩国主流媒体将这一史无前例的行动与稍早前

文在寅政府的国防部长官徐旭被逮捕事件相关联。

有分析称，在野党抵制总统演说的行动，意味

着韩国朝野对峙已正面激化。韩国政局走向及由此

引发的朝鲜半岛局势、对周边安全形势的影响令人

关注。

在野党议员集体缺席总统施政演说

10 月 25 日 上 午 ， 尹 锡 悦 在 国 会 发 表 施 政 演

说 ， 介 绍 政 府 2023 年 预 算 案 。 然 而 ， 韩 国 最 大

在 野 党 、 前 总 统 文 在 寅 所 在的共同民主党会前突

然宣布，该党议员将集体缺席，以表达对尹锡悦的

抗议。

韩国国会共有 300 个席位，其中 169 席由共同

民主党占据，该党是国会第一大党；总统尹锡悦所

在的国民力量党只占 106 席。据韩联社 10 月 25 日

报道，当天尹锡悦发表上任后的首个预算演说前，

共同民主党议员们在国会大厦大堂前手举标语牌

“沉默”示威。共同民主党党首李在明和议员们手

中的标语牌上写着，“停止压迫在野党”“我们宣布

与人民一起战斗到最后一刻”等。尹锡悦发表施政

演说时，共同民主党以闭门形式召开议员大会，李

在 明 在 会 上 说 ：“ 如 果 政 府 和 执 政 党 要 扼 杀 在 野

党，并显示他们企图实施暴力统治的迹象，我们只

能与他们进行斗争。”尹锡悦演说结束后，共同民

主党议员们又在国会大厦大堂前手举标语牌示威。

共同民主党发言人吴永焕表示，在野党议员们“不

会直接阻止”总统发表施政演说，但将以“严肃且

克制”的方式表达抗议。

10 月 26 日，尹锡悦在首尔龙山总统府向媒体

表示，无论政情如何，近 30 年来韩国朝野各方均

坚持出席总统施政演说活动，国会在韩国宪政史

上一直坚持下来的这一惯例昨天被破坏，令人遗

憾。尹锡悦称，今后国会议员因政情而缺席总统

施政演说活动的情况可能经常出现，这只会削弱

国民团结和对国会的信任。他呼吁国会在法定时限

内完成对预算案的审查工作，协助政府明年及时执

行所需预算。

同一天，有韩国总统室高官在接受韩联社电话

采访时，批评共同民主党“公器私用”，作为国民的代

表，国会议员需要审查利用税款的施政运营方向，共

同民主党并不是只为一个人的“私党”，希望其能尽

到立党为公的责任。

韩国《东亚日报》10 月 25 日报道称，韩国政界已

经陷入“昏迷”状态；与 2023 年预算案审议和民生立

法问题有关的讨论将如何进行下去，令人担忧。

执政党密集调查、逮捕在野党政要

韩国共同民主党之所以对尹锡悦总统作出如此

激烈的抵制行动，事出有因。

过去一周，韩国检察机关对共同民主党发起了

猛烈的调查攻势，对李在明的选举资金等问题展开

调查，同时两度尝试对共同民主党及相关机构进行

搜查取证。10 月 22 日前国防部长官徐旭被批准逮

捕，更是直接激怒了共同民主党。

10 月 22 日，尹锡悦政府以“涉嫌在西海公务

员遭枪杀事件中存在违法行为”为由，批准逮捕

了韩国前国防部长官徐旭。这是尹锡悦就任韩国

总 统 以 来 被 逮 捕 的 首 位 文 在 寅 政 府 的 部 长 级 官

员，也是尹锡悦针对文在寅政府和在野党共同民

主党的司法调查正集中推进的标志，矛头直指文

在寅前政府。

《韩民族日报》 报道称，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

10 月 19 日传唤前总统秘书室室长卢英敏，理由是

他涉嫌在 2019 年“强制遣返朝鲜渔民”。同日，韩

国法院还批捕了前海洋警察厅厅长金洪熙。韩联社

当时就报道称，预计韩国检方可能还将传唤前国家

安保室室长徐薰和前国情院院长朴智元等。

更让在野党深受刺激的是，韩国检方 10 月 19
日拘捕了“涉嫌接受大庄洞开发商贿赂”的民主研

究院副主任金勇，此人被公认为李在明的亲信。据

报道，检方在逮捕令中写明，金勇收受的约 8 亿韩

元 （约合人民币 407 万元），是李在明的“大选资

金”。10 月 24 日，韩国检方又对首尔汝矣岛的共同

民主党智囊团民主研究院展开扣押搜查，获得了一

份“政务党务工作人员名单”。

韩国司法界人士认为，韩国现政府下一步瞄准

的，正是前总统文在寅，检方可能很快将对李在明

展开调查。人们清楚地记得，早在担任韩国检察总

长期间，尹锡悦就曾以“贪腐”罪名将前总统朴槿惠

和李明博送入监狱，当时他也曾表示，他执政后将调

查文在寅政府。

对此，韩国《中央日报》10 月 24 日援引李在明的

话报道称，李在明本人从未收取非法大选资金；要求

启动“大庄洞特检”，调查尹锡悦总统的相关嫌疑。共

同民主党秘书长赵正湜则要求尹锡悦总统在 25 日

国会施政演讲前表明是否接受特检要求。

《韩民族日报》10 月 22 日报道称，共同民主党议

员朴洪根近日在紧急议员总会上表示，“检察共和国”

（尹锡悦政府）的最终目标是李在明和文在寅，这激发

了全党的危机感，使全党超越派系团结在了一起。

朝野对峙恐致韩国内外局势动荡

对于韩国朝野如此激烈的对峙，韩国《中央日

报》10 月 25 日发表社论称，在全球严重的经济危机

即将来临之际，韩国政界朝野双方如果还继续煽风

点火，只会撕裂民心。正确的解决之道是，韩国检察

机构应摒弃过去迎合掌权者进行调查的惯常做法，

通过公正的调查打消人们对其“政治偏向”的质疑。

换句话说，检察机构既要调查在野党的“大庄洞问

题”，也要调查现任总统夫人学历造假和其它严重问

题，否则，韩国政界的分裂会演变成社会对立。

事实上，韩国朝野各自的支持团体，日前已经在

首尔市中心分别举行大规模集会，一方要求“尹锡悦

辞职”，一方要求“逮捕李在明”。

更受关注的是，尹锡悦自 9 月海外出访过后，

支 持 率 便 连 跌 不 止 。韩 国 民 调 机 构 Realmeter10 月

24 日发布的一份调查结果显示，韩国民众对尹锡悦

的施政好评率为 32.9%，差评率为 64.4%，与前一周

的民调结果相比，好评率下降 0.2 个百分点，差评率

上升 0.2 个百分点。在政党支持率方面，在野的共同

民主党为 48.4%，较前一周上升两个百分点。

也有分析人士认为，韩国国内的政治动荡与分

裂，将增加朝鲜半岛局势的不确定性，并对东北亚局

势产生不利影响。

据韩联社 10 月 25 日报道，韩国国防部代理发言

人文洪植当天表示，尽管韩朝通信渠道畅通，但尹锡

悦政府上台后，韩国军方向朝鲜发送了两封电文，朝

鲜方面却“不曾回复”。10 月 24 日凌晨 3 时 42 分，朝

鲜商船“武浦”号越过朝鲜半岛西部海域白翎岛西北

方向约 27 公里处的北方界线，韩国军方先广播示警

后鸣枪。

韩美两军将于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4 日举行韩美空

中联合演习，美国空军已决定派出 4 架 B-1B 轰炸机

参演，这将标志着美军战略轰炸机时隔 4 年零 10 个月

后再次出现在朝鲜半岛上空。一旦此事成真，势必激

起朝鲜方面的激烈回应，半岛局势必将升温。届时陷

入激烈对峙的韩国政界两大党是否还有精力专注地处

理好危险局势，令人颇为担忧。

此外，韩国政界对峙已经波及到了外交阵线。自

尹锡悦上台以来，他反复强调韩美日合作，还多次向

日本伸出“橄榄枝”，一再表示要致力于改善韩日关

系，但日本方面却异常冷淡，对于是否举行两国领导

人会面也一直没有回复。正在日本出席韩美日副外长

会议的韩国外交部副部长赵贤东 10 月 25 日承认，目

前未敲定韩日领导人会面的任何事宜。

《韩民族日报》 10 月 25 日 评 论 称 ， 若 尹 锡 悦 不

改变在外交和内政方面的态度，在国际局势瞬息万

变的时代，韩国政府不只是四面楚歌，更可能跌落

悬崖。 本报北京 10 月 26 日电

朝野对峙激化 尹锡悦政府四面楚歌

中青报·中青网驻日本记者 贾沂蒙

10 月 21 日至 23 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访

问澳大利亚。22 日，岸田文雄与澳总理阿尔

巴尼斯在西澳大利亚州首府珀斯举行会晤，双

方签署了新的 《安保合作共同宣言》，还就日

方关切的能源安全问题进行了磋商，确认双方

合作确保能源供给问题。

从 日 澳 双 方 公 布 的 新 《安 保 合 作 共 同 宣

言》 内容看，达成的 15 项共识中不乏重叠和

雷 同 的 部 分 。 总 结 起 来 ， 主 要 有 以 下 内 容 ：

一是再次确认双方“特别战略伙伴关系”，并

将其提升至“更高层次”；二是双方确认合作

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三是双方将与美国

共同深化三方合作；四是强化供应链，促进

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和透明、可持续的债务

偿借，强化通信领域等重要基础设施的安全

保护，促进经济安全保障；五是强化日澳同

其他区域共同体之间的合作，尤其是在无核

化 、 性 别 平 等 、 气 候 变 化 、 健 康 安 全 保 障 、

能源转化、人道支援和防灾救灾、海洋安全

保障等方面的合作。

虽 然 岸 田 文 雄 表 示 ， 新 签 订 的 日 澳 《安

保 合 作 共 同 宣 言》 并 非 针 对 特 定 国 家 和 区

域，但多家日本媒体评论认为，新的共同宣

言显现出日澳联手打压中国的实际考量。尤

其是新宣言中加入的“在遇到紧急事态时共

同协商探讨采取应对措施”内容，被指是以

所谓“台湾有事”为前提，为以后介入台海

问 题 特 意 预 埋 。《日 本 经 济 新 闻》 在 10 月 23
日 的 社 论 《应 深 化 日 澳 的 准 同 盟 关 系》 中

称，新宣言中所指的“应对措施”，包括军事

合作及经济制裁等内容。

日 澳 上 一 次 签 订 安 保 共 同 宣 言 ， 是 2007
年 3 月 由 时 任 日 本 首 相 安 倍 晋 三 和 澳 大 利 亚

总 理 霍 华 德 签 订 的 。 当 时 的 安 保 共 同 宣 言 ，

主要侧重于朝鲜问题、反恐、防止大规模杀

伤性武器扩散和联合国维和活动等内容。如

果将前后两份共同宣言放在一起比较，确实

能够看出内容指向的明显不同。

岸 田 文 雄 接 受 媒 体 采 访 时 表 示 ， 新 签 署

的 《安保合作共同宣言》 将成为日澳今后 10
年 安 保 合 作 的 “ 指 南 针 ”； 日 澳 两 国 在 2014
年达成的“特别战略伙伴关系”被提升至新

的层次。阿尔巴尼斯则表示，澳日双方在亚

太地区释放出强力信号。

日澳通过新宣言释放出的“信号”，显然

并 非 和 平 的 信 号 ， 国 际 社 会 对 此 看 得 很 清

楚 。 在 10 月 24 日 的 中 国 外 交 部 例 行 记 者 会

上 ， 发 言 人 汪 文 斌 在 回 应 相 关 提 问 时 表 示 ，

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

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助于维护

地区的和平稳定，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

三方利益。亚太地区不需要军事集团，更不

需要鼓动新冷战的小圈子，任何损害本地区

和平稳定、破坏本地区团结合作的行径，都

将遭到地区人民的警惕和共同反对。

近 年 来 ， 日 澳 两 国 不 断 加 强 军 事 捆 绑 。

2010 年 ， 双 方 签 署 《物 资 劳 务 相 互 提 供 协

定》（ACSA）， 并 在 2017 年 进 行 修 订 ， 将 相

互 提 供 的 后 勤 物 资 扩 大 至 弹 药 领 域 。 2012
年 ， 日 澳 签 署 《情 报 保 护 协 定》。 2014 年 ，

双方签订 《防卫装备品与技术转移协定》。今

年 1 月 ， 岸 田 文 雄 与 澳 大 利 亚 时 任 总 理 莫 里

森签署 《互惠准入协定》（RAA），为两国之

间相互派遣部队简化手续。

美 联 社 报 道 称 ， 新 签 署 的 《安 保 合 作 共

同宣言》，是日本首次同美国以外的国家签署

类似协定。外界普遍认为，通过该协定，日

澳已将双方军事关系提升至“准同盟”地位。

岸 田 文 雄 与 阿 尔 巴 尼 斯 10 月 22 日 的 会

晤 ， 是 两 人 今 年 以 来 的 第 4 次 会 面 ， 此 外 两

人还在今年 7 月 12 日进行了电话沟通。两人

接触频密，足见日澳双方对发展两国关系的

重视。

日澳新安保宣言除了以中国为假想敌意图

明显，分析人士还有更多解读。日本国际关系

评论家船桥洋一指出，日澳加强捆绑，是双方

担 忧 被 美 国 抛 弃 而 提 前 采 取 的 “ 抱 团 取 暖 ”

之举。船桥洋一援引澳大利亚国际问题学者

艾伦·金吉尔著作 《被抛弃的恐惧》 中的观

点 分 析 说 ， 盟 友 之 间 的 关 系 也 并 非 坚 不 可

摧，日本与澳大利亚一样，一直担忧在关键

时刻被盟友美国抛弃。“这并非不可能发生。

在特朗普政权时期，日澳双方都已经深切地

感受到了被抛弃的风险”。

更 多 观 察 人 士 认 为 ， 日 本 加 强 与 澳 大 利

亚的军事捆绑，是推进所谓“自由开放的印

度太平洋”构想的重要一环。新潟大学副教

授张云表示，日澳之间的各种安保防卫机制

化 建 设 ， 与 其 说 是 为 了 强 化 日 澳 防 卫 合 作 ，

不如说是为日本与美国的其他盟友扩展合作

提供蓝本。他说：“这种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冷

战 思 维 做 法 ， 只 会 加 剧 该 地 区 的 紧 张 局 势 ，

损害区域互信，可谓损人不利己。”

本报东京 10 月 26 日电

日澳将两国军事关系
提升至“准同盟”地位

9 月 19 日，美国首都华盛顿，出现“长新冠”后遗症的民众在白宫外抗议拜登宣称“美国疫情结束”的言论。 视觉中国供图

当地时间 10 月 22 日，澳大利亚珀斯，岸田文雄与

阿尔巴尼斯 （右） 举行会晤并签署新的 《安保合作共同

宣言》。 视觉中国供图

10 月 25 日 ，韩

国 首 尔 ，总 统 尹 锡 悦

在国会发表预算演讲

后 离 开 会 场。韩 国 最

大在野党抵制了尹锡

悦在国会发表的这个

讲话。

视觉中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