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尽管现在对于新型冠状病毒
的溯源工作仍在进行，但是野生
动物的非法猎杀和售卖为危险病
原微生物进入人类社会大开方便
之门已是证据确凿。事实上，人
类对于病毒和细菌等病原微生物
的认知还不足其 1%。中国工程
院院士徐建国表示，大量人类未
知的微生物在野生动物身上。

野生动物就像是未知病毒的
蓄水池，本来与人无害，但是人
类的贪婪打破了池壁，把祸水引
向自己。

人类活动范围不断扩大

“我曾经在王府井捡到过跌
落的蝙蝠，不知道它怎么了，野
生动物其实离我们的生活并不
远。”作为病毒学者，北京化工
大学教授童贻刚对野生动物熟悉
而敏感。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野生
动物的空间越来越小，它们不愿
闯入人类社会但很可能误入。
2018年 4月，《自然》 刊发了中
国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另一种新
型冠状病毒能导致 SADS （严重
急性腹泻综合征）。他们从上万
头仔猪腹泻致死的事件中，追查
到了一种冠状病毒，并最终确定
是由于蝙蝠的意外闯入将 SADS
病毒传给猪导致猪的死亡。

“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不断
扩大、社会与地理生态环境的不
断变化，人类与野生动物、昆虫
等媒介动物的接触机会不断增
多。这些在自然界长期存在的病
原体突破物种屏障传播给人和家
畜造成新发传染病的概率将大大
增加。”徐建国认为，很多野生
动物在地球上的生存时间都早于
人类，例如蝙蝠在地球上的生存
时间已有8000万年。

“尝鲜”突破物种屏障

一些人以“尝鲜”为由不断

猎杀已经“偏居一隅”的野生动
物。1月 31日，百度发布报告，
称在近十年里，穿山甲和豪猪是
人们最关注的野味，其次是竹
鼠、蝙蝠、狍子、蛇等。

此次疫情中，最早发现的病
例都和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有关。
调查发现，该市场存在多家野生
动物交易商铺，公开售卖竹鼠、
狗狸獾、果子狸等几十种野生动
物。“野生动物自带的病毒，在
一般情况下不会感染其他物种，
但由于病毒的多样性极其复杂，
而且病毒总是处在持续的变异过
程中，一些特定的基因突变会导
致动物病毒跨种传播。一旦动物
病毒突破物种屏障，就可能产生
新的疫情。”童贻刚说，捕杀野
生动物就是突破物种屏障最暴力
的模式。

人类正在为这样的暴力承担
恶果。随着野生动物的捕猎、杀
戮和烹食，大量未知的病毒随之

“闯进”人类社会，就好像打开
了潘多拉的病原体魔盒，未知致
病微生物应有尽有。

研究越深入越懂得敬畏

现在应对疫情的策略是被动
的——在传染病疫情发生之后，
再分离鉴定可疑微生物，确定病
原体，而后展开传染源、动物宿
主、传播途径、诊断治疗等研
究。能不能预测、预警？方法之
一是研究野生动物，从中发现可
能的致病性强、传播力强的病原
体，提前准备。

徐建国说，一些野生动物的
正常菌群可能是人类的病原体。
例如，秃鹫体内有大量产气荚膜
梭菌，因为它吃死尸，需要借助
类似的细菌帮助消化，但对人类
而言，产气荚膜梭菌就是烈性病
原体。

“我们称之为反向病原学。”
徐建国说，其实每一种野生动物

身上都携带病毒。通过研究野生
动物，取得它们的粪便或者唾液
等标本，可以发现、分离、命名
新的微生物。通过评估微生物的
潜在致病性和公共卫生意义，提
出未来可能引发新发突发传染病
疫情的微生物目录，研究检测、
诊断、治疗、预防控制的技术、
方法、策略等，预防或早期扑灭
疫情。更深入的研究将带给人类
更多的已知，或许会让人类懂得
敬畏。 据《科技日报》

莫因冠状病毒扑杀蝙蝠

SARS病毒在果子狸身上发
现后，许多人疯狂扑杀果子狸。
那么，这场疫情结束后，冠状病
毒的宿主蝙蝠会不会步果子狸的
后尘呢？

在整个大自然的生态链上，
任何一种生物都非常重要。

病毒学者严家新撰文表示，
蝙蝠在地球的整个生态系统中具
有十分关键的积极作用，它们控
制蚊子和农业节肢动物害虫、植
物的授粉和种子传播。

严家新认为，源于蝙蝠的病
毒传播的风险对人类的影响其实
很小，而蝙蝠在全球生态系统中
的重要地位却无法取代。蝙蝠在
生态系统中对人类带来的好处远
远大于其可能的危害。例如，它
甚至可以减少病毒的传播，一只
蝙蝠能在一小时内捕获 1000 只
蚊子，有助于减少西尼罗河病
毒、黄热病病毒等虫媒病毒的传
播。

蝙蝠还被称为地球热带森林
规划建造师，有观点认为它为
95%的热带森林传播种子。可
见，扑杀蝙蝠将破坏既有的生态
平衡，不仅关乎动物，还有植
物。 据《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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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大家戴好口罩，注
意个人卫生，不要前往人
员密集场所，身体若有不
适请及时就医……”连日
来，在广州市南沙区万达
广场，一款巡逻机器人不
停来回喊话，提醒市民时
刻注意个人安全防护。

这款机器人名为“千
巡警用巡逻机器人”，是5G
警用巡逻机器人，也是目
前国内第一款用于测量体
温的巡逻机器人，可一次
性测量 10 人体温，温度误
差在 0.5摄氏度；可实现红
外线 5 米以内快速测量体
温，并识别过往人员是否
戴口罩，从而减少人员检

查接触带来的安全风险。
“人员移动位置，机器

人可以实现快速记录。一
旦测量到人体温度超过设
定值，或发现行人不戴口
罩，机器人会立即启动报
警系统。”研发该机器人的
高新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总经理柏林说，“通过
机器人‘执勤’，真正做到
隔而不离，有效节约了人
力，不仅替人分担了执勤
工作任务，也有助于避免
人员交叉感染。”

目前，这款巡逻机器
人搭载了 5个高清摄像头，
能实现全景无死角巡逻。
其 可 在 机 场 、 车 站 、 广
场、医院、社区以及重点
卡口路段，启用疫情防控
模式，借助移动式红外测
温筛查、循环播报提醒等
功能，实现远程可视化指
挥，协助一线民警，在危
险、高强度的工作环境中
完成排查、防控任务，有
效节约人力资源。

目前，该机器人的驰
援点包括广州、武汉、上
海、天津、北京等城市。

据《广州日报》

测温巡逻机器人上岗

疫情当前，为减少人
员接触，快递与外卖平台
纷纷推出“非接触配送”
服务。国家邮政局在 2月 6
日新闻发布会上提出“要
积极推广定点收寄、定点
投递、预约投递、智能快
递箱等模式”，因此业内有
声音称快递柜将崛起。

研究显示，疫情影响
下，智能快递柜作为“非
接触配送”的重要载体，
快递柜产业链将迎来中长
期利好。快递柜市场有望
迎来需求爆发，2019 年快
递入柜率仅约10%，预计到
2023 年 将 达 到 30% ， 即
2023年快递箱保有量超 200
万套，设备市场规模超 500

亿元。业内专家表示，目
前减少人员接触是防疫的
一个比较好的举措，“非接
触配送”正在成为快递供
需双方的优先选项。国内
快递市场的微利竞争，加
剧了快递基层找人难、留
人难和用工荒。快递柜能
减轻快递企业末端人力投
入，但是从另一方面看，
快 递 柜 服 务 很 难 孤 立 发
展，需要在服务价值链上
谋生存，要落实相关服务
规范，避免服务纠纷。

快递行业专家赵小敏
说，从快递柜发展来看，
首先要解决规模问题，要
以 最 快 速 度 铺 设 网 状 结
构。 晚综

“非接触配送”催热快递柜

全民战“疫”，不少科
技类企业加入“战疫”大
军。其中，富士康、比亚
迪这种传统工业巨头也开
始“跨界”研产口罩等医
护用品。

富 士 康 的 突 然 “ 跨
界”并非只是一时兴起。
据悉，这家电子巨头早已
有成熟的原材料采购、设
备制造、产品生产的全套
产业链，只需完成资质认
证，“富士康牌”口罩将很
快完成量产。2月 8日，新

能源车领跑者比亚迪也在
微信公众号上表态，将着
手防护物资生产设备的设
计和制造，援产口罩和消
毒液。比亚迪相关人士透
露，目前正积极筹备审批
认证，政府也对紧缺物资
开辟“绿色通道”。据悉，
口罩和消毒液预计将在2月
17 日前后量产出货 （口罩
产能本月底可达 500 万只/
天 ， 消 毒 液 产 能 5 万 瓶/
天），直至疫情缓解、消
除。 据《南方都市报》

富士康比亚迪跨界造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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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住嘴和手 远离未知病毒

5G智慧医疗前景看好

疫情发生以来，平安好医生
平台累计访问人次达 11.1 亿，
App 新注册用户量增长 10 倍，
App新增用户日均问诊量是平时
的9倍。与平安好医生一样，全
面投入在线义诊的微医、阿里健
康、好大夫在线，相关数据也显
示疫情之下国内用户对在线医疗
的接受度在快速上升。

“截至2月10日13点，微医
互联网总医院抗疫免费义诊专区

访问量超过 9667 万。”2 月 11
日，微医集团创始人兼 CEO 廖
杰远说。

另外，针对部分患者因为疫
情产生应激反应、心理恐慌、失
眠、焦虑等问题，多个互联网医
院开通了免费心理服务。

“一个生态圈的雏形已经提
前到来了。大家原来普遍设想，
可能要 5G‘高速公路’修好
后，在线医疗这块才会慢慢起

来，但现在这条‘高速公路’还
在修，透过此次疫情，在线医疗
生态雏形已提前形成了。”看到
这次 5G技术助力抗疫后，业内
人士李秋实判断说。

廖杰远认为，通过 5G技术
的不断成熟和商用，未来市、
县、乡、村各级医疗网络之间的
远程会诊质量将大大提升，上传
影像、病例资料速度加快，医患
之间的沟通也会更为顺畅。

平安好医生董事长兼 CEO
王涛表示，5G技术对互联网医
疗而言，最直接的利好可能在于
在线的诊断、智能读片等方面。
这将令检查结果能够更快呈现在
远程医疗端，同时帮助医生降低
误诊率。另外，与 5G技术相关
的物联网与在线医疗结合并展开
健康大数据分析后，不仅将助力
疾病的早期干预、早期治疗，还
对将来疾病的预测，包括流行病
预测，都将起到革命性作用。

据《南方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