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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新冠”可能被低估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定义，“新冠后
症状”(“长新冠”)定义是指可能或确诊
感染新冠的个人在感染3个月后还有
症状，症状至少持续2个月，且没有其
他的明显诱因。世卫组织估计，约10%
到20%新冠患者可能患有中长期症状，
如疲劳、呼吸困难和认知功能障碍。
　　英国知名免疫学家丹尼·奥尔特
曼日前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指
出，“长新冠”的影响有可能被低估。
　　本月发表在英国《自然综述·肾病
学》杂志上的一项新研究指出，“长新
冠”可能会对人产生长达数十年的影
响，并对社会生活、经济、政治和全球
安全等多个方面产生深远影响。
　　英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
示，截至今年9月初，英国受“长新冠”
影响的人数已超过230万，约占英国总
人口的3.5%。美国华盛顿大学健康指
标与评估研究所的研究模型显示，在
2020年和2021年期间，世卫组织欧洲
区域中至少有1700万人出现“长新
冠”。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报
告显示，约1600万处于18岁至65岁之

间的美国人表示自己有“长新冠”症
状，其中200万至400万人因“长新冠”
失业。

抗疫不力暴露危机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近期警告
说，“长新冠”正危害数千万人的生命
和生活，对医疗系统及社会经济带来
巨大冲击，他敦促各国“立即”行动并
保持“持续”努力，应对这一“非常严重
的危机”。
　　在社交媒体上，有众多西方国家
民众和组织不断发布着“长新冠”患者
的经历。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实验医学
教授彼得·奥彭肖指出，有人可能会终
生受到“长新冠”影响，但很难知道眼
下这种情况会有多普遍。由于“长新
冠”仍属新课题，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
早，但“长新冠”影响生活的案例并不
鲜见。

　　发表在英国医学期刊《柳叶刀》上
的一项研究发现，22%的“长新冠”患者
因健康状况不佳而无法工作，另有45%
的人不得不减少工作时间。英国工会
联盟的一项调查发现，20%的“长新冠”
患者没有工作，另有16%的人不得不缩
短工作时间。四分之一的英国公司将

“长新冠”列为员工长期缺勤的主要原
因之一。
　　奥尔特曼认为，“长新冠”会对医
疗系统造成更大压力和开支，并表示
担心英国医疗系统的“不稳定状态”，

“会陷入崩溃”，难以应对冬季流感和
新冠双重流行导致的入院病例数激
增。谭德塞也强调：“对(各国)政府而
言，对卫生系统和工人长期投资并立
即制定应对‘长新冠’的计划至关重
要。”

疫情威胁远未结束

　　不少卫生专家批评一些西方国家
的抗疫“躺平”政策，并强调新冠大流
行尚未结束，希望人们仍保持谨慎，在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在室内公共场所
等戴上口罩，对抗疫的事情“认真一
点”。
　　奥尔特曼在采访中表示自己“担
心又沮丧”，奥密克戎毒株传播浪潮导
致的“长新冠”将继续破坏不同年龄段
人群的生活。他批评一些欧洲国家“已
经丧失了抗疫意志”，并就英国政府多
次公开表示不会采取进一步抗疫行动
评论说，在英国“与病毒的竞赛中，病
毒已经牢牢控制了战场。我们失去了
(战斗的)兴趣，但病毒并没有”。
　　美国媒体报道称，“长新冠”对公
众健康和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不容小
觑，而美国政府却任由疫情蔓延，众多
社会“后遗症”正在严重拖累美国经
济、撕裂美国社会。
　　一面是奥密克戎毒株新亚型掀起
新一波感染高峰，一面则是美国等一
些西方国家的抗疫“躺平”。“长新冠”
及其带来的社会问题，再次向人们敲
响了新冠疫情对全球的威胁远未结束
的警钟。

（据新华社伦敦11月23日电）

到月球找水、修互联网……
未来要在月球干三件事

　　记者：我国探月工程已圆满完成
“绕、落、回”三步走目标，未来在探月
方面还将有哪些“大动作”？
　　吴伟仁：在未来10至15年，我们国
家准备在月球上干三件事，第一件事
是我们现在准备实施的探月工程四
期，规划包括嫦娥六号、嫦娥七号和嫦
娥八号任务。嫦娥六号准备在月球背
面采样返回，如果成功了，会是人类的
又一次壮举。
　　2020年底，嫦娥五号采样返回，从
月球正面采回1731克月壤。我们希望
嫦娥六号从月球背面采集更多样品，
争取实现2000克的目标。
　　嫦娥七号准备在月球南极着陆，
主要任务是开展飞跃探测，然后是争
取能找到水。在月球南极有些很深的
阴影坑，我们认为很可能是有水的，只
不过它终年不见阳光。如果见了阳光，
水就挥发了。因为终年不见阳光，那里
的水就可能以冰的形式存在。我们希
望嫦娥七号着陆以后，能够飞跃到这
一到两个阴影坑里面去现场勘查，看
能不能找到水。
　　嫦娥八号准备在2028年前后实施
发射，嫦娥七号和嫦娥八号将会组成
月球南极科研站的基本型，有月球轨
道器、着陆器、月球车、飞跃器以及若
干科学探测仪器。一方面是找水，还有
一方面就是探测月球南极到底是一种
什么状态，以及它的地形地貌，它的环
境还有什么物质成分，这是我们月球
南极科研站的基本型的重要任务。

　　在月球上要干的第二件事，是与
其他国家开展国际合作，在2035年前
建成国际月球科研站。我们想动员大
家和我们联合起来，进行联合设计、联
合勘察、数据共享、共同管理。
　　我们要干的第三件事，是以月球
为主要基地，建立集数据中继、导航、
遥感于一体的月球互联网。这些形成
一体化后，可以对月球上的一些资源
和探测器实行有效管理。如果再往后
面延伸，火星也可以像这样。

重型运载火箭
助力我国行星探测工程

　　记者：天问一号陆续传回的火星
影像备受社会关注，未来我国行星探
测工程有着怎样的规划？
　　吴伟仁：我国行星探测工程现在是
以火星探测为主，计划在未来10年到15
年，对火星上的土壤进行采样返回。
　　此外，还准备开展木星系及天王
星等行星际探测。未来还将开展太阳
探测，以及太阳系边缘探测。我们希望
能够发射中国的探测器，走到太阳系
边缘地区，看看太阳系边缘地区太阳
风和宇宙风交汇的地方是什么样。
　　要实现火星采样，要把人送上月
球、送上火星，都要靠运载火箭。我们计
划研制一种更大推力的运载火箭。长征

五号是目前我国最大推力的运载火箭，
现在研究的重型运载火箭推力能够达
到4000吨，是长征五号推力的约4倍，这
已列入我国深空探测的日程表上。
　　运载火箭在整个深空探测任务中
的分量很重，作用也很大。可以说我国
火箭的运载能力有多大，航天的舞台
就有多大。

未来既要对小行星采样
还要对小行星防御

　　记者：除探月与探火外，我国在深
空探测领域还有哪些重点工程？
　　吴伟仁：小行星探测也是重要工
程，我国计划在未来10至15年开展小
行星采样。这个过程很有趣，因为小行
星太小了，探测器不能像在月球那样
着陆，要慢慢挨上去，再在它上面采
样，带小行星样品回到地球，这样我们
就知道小行星是由什么组成的。
　　此外，我国还准备开展小行星防
御任务。如果小行星撞击地球怎么办？
我国正在制定这方面的发展规划，对
小行星进行探测、预警。如果预测它轨
道出了问题，将会进行在轨处置，最后
再进行救援。我们总结为“探测、预警、
处置、救援”八字方针，这是我们国家
的整体规划。
  具体是怎么处置呢？假如我们现

在准备实施一次对小行星的防御任
务，它从火星意外飞过来了，这个过程
我们预测了它会对地球造成严重威
胁，就先要发射探测器对它进行探测，
探测后确定它的轨道，然后再根据探
测情况发射一个撞击器，从而改变它
的轨道。

打造构建外空领域
人类命运共同体

　　记者：您对我国深空探测领域国
际合作有何展望？
　　吴伟仁：此次联合国/中国空间探
索与创新全球伙伴关系研讨会上，我
们要向世界介绍中国未来的航天政策
与规划，让全世界知道我们正在做什
么，方便大家一起合作。同时我们也想
倾听国际上其他国家的声音，了解他
们未来在空间探索领域准备干什么，
共同探讨研究未来如何发展，一起加
强合作。
　　此前，我们的嫦娥三号、嫦娥四
号、嫦娥五号都开展了国际合作，目前
的国际合作主要是集中在科学仪器的
搭载，或是联合开展一些科学研究，探
测出的科学数据大家共同研究、共同
发布、共同撰写文章，对外阐述我们的
科学发现。
　　后续我们希望能够开展更高层
面、更大领域、更大规模的国际合作。
因为深空探测、行星探测、月球探测，
这些都是全人类的事情。我希望未来
在国际月球科研站里面，有更多国家
一起参与进来，共同打造地月空间或
者行星际空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新华社北京11月24日电）

探月探火 走向深空
——— 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仁展望未来中国深空探测前景

　　联合国/中国空间探索与创新全球伙伴关系研讨会11月24日闭幕。研
讨会期间，我国深空探测的成果与未来规划再次成为热门话题。
　　未来探月工程还有哪些亮点？火星探测会进行采样吗？深空探测还
有哪些重点任务？围绕本次研讨会相关议题，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探月
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仁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的采访。

医疗系统承压、社会劳动力减少、贫富差距拉大……

“长新冠”背后的西方抗疫不力“后遗症”
　　在欧美西方国家，为数众多的人口在感染新冠后长期遭受“新冠后症
状”(“长新冠”)等多种症状的影响。专家认为，西方国家抗疫不力，不仅让
公众承受健康风险，也留下了医疗系统承压、社会劳动力减少、贫富差距拉
大等多重社会“后遗症”。面对尚未结束的疫情，人们应保持高度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