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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全美 10 日
新增新冠确诊病例近 150 万例，
再创疫情暴发以来新高。

数据显示，美国 10 日新增新
冠确诊病例数高达 1483656 例，
新增死亡 1906 例。迄今，美国累
计新冠确诊病例达 61558085 例，
累计死亡近 839500 例。

美国各地医疗系统遭受新冠
病毒变异株奥密克戎扩散带来的
新一波疫情猛烈冲击，病床告急，
大批医护人员染疫隔离，人力普遍
紧缺，以至于多地医院作出一项不
同寻常的决定：允许确诊感染新冠
但症状轻微或无症状的护士、护工
等人员继续上岗。
据美联社报道，加利福尼亚州

公共卫生部上周末发布一项防疫
指导意见，允许新冠病毒检测阳性
但无症状的医院职工继续工作，但
在工作时间须戴防护级别较高的
N95 口罩，并且应该专职照看同
样确诊感染新冠的病患。
加州公共卫生部说，新政策意

在缓解州内医疗系统“严重人力
短缺”。这一机构同时要求辖区内
各家医院从院外人力中介机构招
聘更多员工，尽可能填补岗位空
缺。

加州医院协会发言人珍·埃
默森—谢伊说，州政府出台新政
策并非出于医院主动要求，也不

清楚各家医院是否会采纳这一建
议，“但我们确实知道，各家医院
都预料未来数日将收治大批病
患，远超它们当前资源所能保障
的应对能力”。

有 10 万名成员的加州护士
协会发声反对这一新政策，称这
种操作可能导致感染人数进一步
激增。协会主席凯茜·肯尼迪在一
份声明中说，州长和州政府卫生
官员“将医疗保健企业的需求置
于病患与员工的安全之上”，“我
们希望照顾患者，看到他们健康
好转，而不是给他们带去感染风
险”。
本月早些时候，罗得岛州一家

精神病医院和一家康复中心开始
允许无症状的染疫员工上岗。

在亚利桑那州最大城市菲尼
克斯地区，运营多家医院的“尊
严”医疗保健公司在给职工群发
的备忘录里写道，那些因感染新冠
接受隔离、但自觉“身体状况适合
工作”的员工可以向上级申请返
岗。这家公司在加州的医院系统
说，目前还没实施这样的新规，但
未来数日或数周内可能需要采取
这一措施。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上
月建议，医护人员中的无症状感染
者隔离 7 天后病毒检测转阴性，
可返岗工作；假如所在医疗机构人
手短缺，隔离时间可酌情缩短。鉴
于当下形势，多家医院决定采取后
一种措施。

美国日增确诊病例数近 150万例

美多地医院允许染疫护士返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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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马里兰大学医学院 10 日
发表声明说，它与马里兰大学医学
中心的医生合作，把转基因猪的心
脏移植到一名心脏病晚期患者体
内。这是世界首例转基因异种心脏
移植手术。目前患者状况良好，但
仍处于观察期。医生将在数周后评
估这次移植是否成功。

接受移植的患者名为戴维·贝
内特，现年 57 岁，住在马里兰州，
手术前数月一直卧床，靠人工心肺
机维持生命，先前被认为身体状况
不适宜接受人类器官移植。依照马
里兰大学医学院的说法，移植猪心
脏是贝内特“目前唯一的选择”。
他在手术前夕说：“我想活下去
……这是我迫不得已的选择。”

据法新社报道，向贝内特提供
心脏的猪经过转基因处理，共涉及
10 项特定基因编辑。研究人员敲
除了猪染色体上三种可能导致人
体对猪心产生排异的基因，敲除一
种可能导致猪心脏组织过度增殖
的基因，另外向猪染色体植入 6种
有助于人体接受异种器官的人类
基因。

获得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紧急批准后，移植手术于 7日在美
国巴尔的摩市进行，历时 7小时。

术后经 3 天观察，贝内特状况良
好，目前仍在恢复中。

声明说，这次器官移植手术
“首次表明，转基因动物的心脏可
以像人类心脏一样发挥作用，而不
会立即 （让人体） 产生排异反
应”。“接下来的几天至几周内，患
者将受到严密监测，以确定这次移
植是否达到拯救生命的效果。”

在手术医疗团队看来，这次手
术如果最终被认定成功，将给世界
上许多等待器官移植的病患带来
生的希望。马里兰大学异种器官移
植项目负责人穆罕默德·毛希丁
说，如果手术成功，“今后饱受痛
苦的患者将有数不胜数的器官供
体来源”。

参与手术的巴特利·格里菲思
医生说：“这是一次突破性的手
术，让我们离解决器官短缺危机又
近了一步。”
“我们正在谨慎行事，但我们也

乐观地认为，这台世界上首例（转基
因异种心脏移植）手术今后将向患
者提供新的重要选择。”他说。

据美联社报道，美国人体器官
捐献数量远低于需求，缺口巨大。
负责美国人体器官移植事务的非
营利组织“器官共享联合网络组
织”数据显示，去年美国共 3800
多人接受了心脏移植手术，创下历
史最高纪录。马里兰大学医学院在
声明中说，美国政府器官捐赠网站
数据显示，美国目前约有 11 万人
等待器官移植，每年平均逾 6000
人等不到接受器官移植就去世。

为应对人体器官供应源短缺，
医学研究人员长期致力于研究异
种器官移植。猪的器官组织结构、
生理功能和大小与人体器官相近，
被视为异种器官移植最佳供体动
物之一，先前一些移植手术就用到
了猪的眼角膜、心脏瓣膜等。去年
10 月，美国一家医院把一个经过
基因改造的猪肾移植给一名脑死
亡患者，手术没有立即引起排异反
应。术后 3天，患者生命支持设备
按预定日期去除。

世界首例！ 美患者移植转基因猪心脏
患者目前状况良好，医生将在数周后评估这次移植是否成功

1月 7 日，美国马里兰大学医学中心医生为一名患者移植了转基因猪的心脏。 本版图片/人民视觉

术后医生和患者合影

据新华社报道

美国马里兰大学医学中心 10
日发布消息说，医学专家将经基因
改造的猪的心脏移植入一名美国

心脏病人体内。人体排异反应通常
是异种器官移植中的难题，为何本
次猪心脏移植手术能取得较大进

展？ 背后又经历了哪些科技突破？
目前全球许多病人因为不同

疾病情况需要等待器官移植，但捐
献的人体器官还无法满足这类需

求。 异种器官移植研究为解决“移
植器官荒”提供了更多选择，但同
时面临异种病毒传播、免疫兼容性
等技术难点。

猪的器官组织结构、生理功能
和大小与人体器官相近，被视为异

种器官移植供体最佳动物之一。但
是将猪器官移植到人体还存在两

大医疗风险：猪的基因组携带内源
性逆转录病毒，移植到人体后可能
有“毒性”；猪器官可能在患者体内
引发免疫排斥反应。

为解决移植用器官短缺问题，
多国都在尝试用猪开展异种移植

研究，近年来也取得一些突破。 中
美等国研究人员 2017 年报告说，
他们用基因编辑技术“敲除”了猪
基因组中所有内源性逆转录病毒，
这些猪的器官如果移植给人类，不
会出现相关病毒感染风险。

针对免疫兼容性的研究也不

断取得进展。巴西圣保罗大学生物
科学研究所教授马亚娜·扎茨
2019 年报告说， 科学家已确认猪

体内 3 个能引起人体排异反应的
基因，用 CRISPER/Cas9 等基因编
辑技术关闭这些基因，有可能消除
人体免疫系统对猪器官的排异。

有了这些科研进展， 本次在美
国开展的移植手术又取得了新突破。

据马里兰大学医学中心介绍，
移植手术中使用的猪已经过基因改

造———其中研究人员将猪体内 3个
会引起人类对猪器官产生排异反应

的基因“敲除”；另有 1 个特定的基
因被“敲除”，以预防移植入人体的
猪心脏组织过度成长。此外，研究人
员将 6个相关的人类基因嵌入猪的
基因组， 以使其器官更易被人体免
疫系统接受。同时，手术团队还使用
了抗排异药物， 旨在抑制人体免疫
系统，防止器官排异反应。

猪心移植给人背后有哪些科技突破

张 旌 （新华社专特稿）

世界卫生组织官员 11 日说，
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正在
欧洲区域肆虐，按照当前传播速
度，预计未来 6 至 8 周，欧洲超过
一半人口可能感染奥密克戎。
进入新年以来，欧洲多国疫情

形势严峻，法国、丹麦、希腊、克罗
地亚等国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创疫情暴发以来新高。随着入院病
例和死亡病例数不断攀升，一些国
家收紧防疫措施。
世卫组织欧洲区域主任汉斯·

克吕热 11 日在一场新闻发布会
上说，2022年第一周，欧洲区域新
增新冠确诊病例超过 700 万例，
较两周前数据翻了一番。

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覆
盖 53 个国家，包括欧洲及一些邻
近地区国家。这些国家中，已有至
少 50个发现奥密克戎毒株。
克吕热说，据美国华盛顿大学

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推算，按现
有传播速度，整个欧洲区域将有超
过 50%的人在未来 6至 8 周内感

染奥密克戎毒株。
按他的说法，从最近数周获得

的数据来看，奥密克戎毒株具有
“超高传染性”，高于先前发现的
其他变种。由于这一毒株的传播范
围“前所未有”，住院病例数正在
增加。

不过，他同时强调，现有新冠
疫苗对预防重症、住院及死亡仍然
有效，包括应对奥密克戎毒株。
克吕热指出，世卫组织需要更

多数据，以便能更准确判定奥密克
戎毒株的免疫逃逸能力。他预计未
来数周将获得更多相关研究数据。
世卫组织上周警告，尽管不少

研究显示奥密克戎毒株引发重症
的风险低于先前流行的其他变异
株，但它仍在全球多国造成人员死
亡，因而不宜将这一毒株的特性描
述为“温和”。

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官员凯瑟
琳·斯莫尔伍德 11 日重申这一观
点。她说，鉴于奥密克戎毒株现阶
段仍存在较多不确定性并且疫情
发展迅速，世卫组织反对以处理流
感的方式应对新冠疫情。

世卫组织：欧洲一半人口
可能在未来两月感染奥密克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