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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央視網及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凝

哲、方俊明報道，中國內地持續推進新冠肺炎藥物

研發進度。據央廣網報道，北京地壇醫院有35名患

者使用了由北京大學謝曉亮團隊與丹序生物聯合開

發的中和抗體藥物DXP-604，短期內病情即獲得明顯好轉。截至11月19日，已有17名

患者順利出院。

北大新冠特效針臨床效果佳
35患者使用 短期內明顯好轉 17人已出院

據地壇醫院相關專家介紹，DXP-604是一針劑藥
物，使用後兩天至三天內患者會出現明顯好轉。

在地壇醫院的新冠患者治療中，60歲以上的患者佔
50%，其中8例是65歲以上的老年人。其中一半以上為
普通型（中症）新冠患者，其餘為輕症患者。在臨床
中，無一例出現轉重症的情況，使用效果表現良好。

中國患者數量少 臨床試驗較慢
據介紹，2020年在疫情初期，謝曉亮團隊幾個月內

實現了對8,000餘個候選抗體的篩選，最終篩選出
DXP-593和DXP-604。2021年被批准成為新冠患者
「同情用藥」，所謂同情用藥，指正在開展臨床試驗
的藥物，並且這個藥物經醫學觀察可能獲益。「我們
在疫情初期，去年三四月份開始就已經獲得了抗體。
中和抗體其實是抗病毒領域的慣例共識，所以當時全
球醫學界都在爭取這一塊。而我們由於進入的很早，
一直是國際上的第一梯隊。」謝曉亮團隊項目負責人
曹雲龍說，「雖然中國在大分子中和藥物的進展很
快，但由於中國防疫措施有效，所以患者數量非常
少，這也導致臨床開展較慢。」

中和抗體類藥物 中國三團隊居世界前列
據悉，目前，在中和抗體類藥物上，中國三支研發團

隊走在世界前列。包括清華大學張林琦團隊、中科院微
生物研究所嚴景華團隊、以及北京大學謝曉亮團隊。
謝曉亮團隊在地壇醫院作為同情用藥展開臨床。

「我們運用的是高通量的單細胞測序技術，做了很多
綜合性B細胞和抗體的篩選，通量上會有很大的優
勢。DXP-604經大規模驗證，是非常難被逃逸的，抗
突變能力與一對抗體聯合使用相當」謝曉亮團隊曹雲
龍表示，「單個抗體取代『抗體對』的抗突變逃逸特
點使它的生產成本將是其他候選藥的三分之一以下。
此外，在德爾塔變異株方面避免了病毒逃逸，具有較
好的有效性。」目前，在國內進入二期臨床。據悉，
DXP-604有望和國藥達成合作，進一步在國外加速進

行臨床研究。

內地逾300天無新增死亡病例
中國國家衞健委新聞發言人米鋒20日表示，內地已

超過300天無新增新冠肺炎死亡病例。國家衞健委醫
政醫管局監察專員郭燕紅表示，本輪疫情從10月17
日開始，截至20日上午已經有647名患者，也就是超
過40%的患者治癒出院，有效的治療手段和原則取得
非常好的效果。

內地本輪疫情進入掃尾階段
內地本輪本土疫情波及的省份中，已有8個省份連

續14天以上無新增本土確診病例。額濟納、黑河、大
連等邊境口岸城市疫情得到快速有效處置。多個省份
在一個潛伏期左右控制住疫情，全國本輪疫情整體上
進入掃尾階段。米鋒強調，全球新冠肺炎新增確診病
例已連續五周反彈，中國外防輸入壓力持續增大，要
繼續鞏固落實現有防控政策，守好外防輸入第一道防
線，堅決做到發現一起、撲滅一起，最大限度減少對
民眾生產生活的影響。

76%人口完成全程接種
「這次疫情能在較短時間內得到控制，得益於我國

較高的新冠病毒疫苗的接種率」，國家衞健委疾控局
副局長吳良有說。他表示，截止到11月19日，內地
疫苗接種已經覆蓋12.25億人，完成全程接種10.76億
人，人群覆蓋率分別達到了86.9%和76.3%，加強免
疫接種6,573萬人，為阻斷新冠病毒傳播、防止重症
的發生等起到重要作用。

鍾南山：70歲至80歲接種率較低
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南山20日在珠海舉行的第三屆中

國老年健康國際論壇上表示，目前70歲至80歲老年
人疫苗接種率較低，應該鼓勵更多老年人進行疫苗接
種，有效做到早期預防。

中國國家統計局官
網近期公布了《中國
統計年鑒2021》，在
第二章「人口」部
分，公布了官方統計
的內地人口出生率、

死亡率和自然增長率。數據顯示，
2020年全國人口出生率為8.52％，首
次跌破 10％，創下了 1978 來的新
低。同期全國人口自然增長率（出生
率—死亡率）僅為1.45％，同樣創下
1978年以來的歷史新低。
從總量來看，根據《中國統計年鑒

2021》公布的數據，我國人口在2017
年突破 14億大關，達到 140,011 萬
人，2018年達到140,541萬人，2019
年達到 141,008 萬人，2020 年達到
141,212萬人。也就是說，相比較前
一年，2018年增加了530萬人，2019
年增加了467萬人，2020年增加了
204萬人。
記者注意到，上述數據披露之後，

多家媒體和專家相繼進行了解讀。
例如，第一財經援引人口專家、廣

東省人口發展研究院院長董玉整教授
的說法：從現有的情況來看，人口總
量增加的動力缺乏，越來越難，出生

人口越來越少。發展的趨勢，就是越
來越接近於出生人口與死亡人口相交
叉的邊緣。
董玉整分析，疫情影響人們的生育

活動，已經成為全球的現象。其原因
大致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疫情影響
着人們的就業活動，疫情期間，有些
人覺得疫情來了，收入下降或者工作
沒有保障，收入減少了，但生活支出
的東西也許增加了，感到經濟方面有
了更多更大的壓力。

育齡婦女減少 婚育成本上升
其次，疫情帶來的社會活動限制措

施，影響了人們之間的直接交往，減
少了男女之間的溝通交流，直至戀愛
和婚育活動。
第三，疫情影響了人們對於生活、

對於生育活動的現實態度。壓抑、緊
張的心情、對未來恐懼的心情，都成
為了影響人們現實生育心理和生育行
為的重要因素。
除了疫情因素帶來的出生人口短期

大幅下降外，育齡婦女減少、婚育成
本上升導致出生意願下降等因素，仍
是內地出生人口下滑的主要因素。
中國基金報則援引中國人口與發展

研究中心研究員張翠玲的觀點認為：
新冠疫情除影響人類死亡水平、降低
人類預期壽命外，還進一步壓低生育
水平，改變後疫情時代的人口結構。

疫情進一步壓低生育水平
張翠玲介紹，疫情還導致越來越多

的年輕人推遲結婚，進而壓低生育。

婚姻登記對數常被作為下一年度出生
率和人口自然增長率的重要風向標，
自疫情爆發以來，中國2020年婚姻對
數比2019年同比下降12.2%，同時，
2020年初婚姻登記人數創近年來新
低。初婚人數減少直接導致短期內潛
在一孩生育人群規模更加收縮。

●澎湃新聞、第一財經

去年內地出生率見43年新低

天安門廣場下月中起實施預約參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

京報道）北京市人民政府天安門地
區管理委員會19日發布通告稱，為
營造良好參觀環境和遊覽秩序，結
合常態化疫情防控形勢，北京天安
門廣場從12月15日起將實施預約參
觀措施，散客和旅遊團均需提前預
約方可進入廣場區域。

現階段不限定預約總量
根據通告，遊客可通過「天安門廣

場預約參觀」微信小程序、「北京
通」App、「北京日報」App、「北
京時間」App、「京城之約」小程

序，或登錄天安門地區管委會門戶網
站「天安門廣場預約服務專欄」，預
約未來10日內參觀遊覽。老人、中小
學生、殘疾人等不便使用智能終端的
人員，可由親友代為預約，也可讓現
場工作人員協助預約。

港人可憑回鄉證或居住證預約
預約參觀措施啟動後，現階段不

限定預約總量，將根據疫情形勢變
化和防控需要，適時採取必要客流
疏導調控措施。需要注意的是，預
約參觀措施並不能代替安檢，遊客
仍需經安檢後進入廣場。

根據當天公布的《天安門廣場預約
參觀辦法（試行）》，個人預約渠道
中，國內遊客憑居民身份證或港澳台
居民居住證、回鄉證、台胞證進行預
約，國外遊客憑入境護照或外國人居
留證預約參觀，需要在預約平台「個
人預約」模塊輸入姓名、身份證件號
碼、手機號碼等信息進行預約，可預
約未來10日內參觀遊覽。
在措施實施前，天安門地區管理委

員會還將開展預約平台運行、現場核
驗流程和預約諮詢服務等綜合測試，
改進優化預約參觀各項服務保障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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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主持召開

經濟形勢專家和企業家座談會，為
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做準備。李克強

在座談會上直言「中國經濟出現新的下行壓
力，要在高基數上繼續保持平穩運行面臨很
多挑戰」，這是中央高層對經濟形勢的最新
研判。

中國樓市三季度後急轉直下
中國經濟增速逐級下行，GDP增速從2010

年10.3%的高點降到今年三季度4.9%，在此
背景下，總理提出經濟出現新的下行壓力。
何為新的下行壓力？首當其衝可能來自於房
地產市場。

今年上半年中國樓市還是一派量價齊升的
繁榮景象，但三季度以後急轉直下，恒大等
大型房企流動性風險擴散，市場預期轉變，
住房銷售大幅下滑，9月全國房價出現本輪房
地產調控以來首次下跌，社科院等官方智庫
判斷住房市場已到趨勢性轉折點，房地產市
場下行可能對中國經濟未來十年造成影響。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李揚最近就公開警
示，美日等國經濟危機都是由房地產市場引
發，最近十年中國居民債務水平大幅上升，
與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前趨勢類似，到去年底
居民槓桿率已超過日本和德國，這是一個危
險的信號。

就業市場結構失衡壓力增大
經濟下行另一新壓力可能來自於就業，雖

然前10月就業提前完成全年任務，但就業市
場上結構問題凸顯。

最新數據顯示，16歲至24歲城鎮青年調
查失業率高達15.4%，20歲至24歲大專及以
上學歷青年失業率持續處於 20%以上的高
位，是社會平均失業率4倍。

與此同時，創業對就業的帶動力式微，有
數據稱現在平均每新增1個市場主體對應的
新增就業人數不到0.5個，這背後也反映了大
量創業可能是擺地攤、「夫妻店」。就業市
場還面臨失衡和錯配壓力，高耗能高排放行
業勢將萎縮，校外教培行業整頓、房地產銷
售及中介行業萎縮，都帶來百萬級的就業壓
力。

外部形勢也有新變化，美聯儲從11月啟動
「縮表」，歷史經驗表明，當發達國家由擴
表轉向緊縮的時候，毫無例外會損害新興經
濟體的經濟健康，資本外流、利率上升、金
融市場動盪等潛在風險暴露。

宏觀經濟需盡快中高速增長
面對新的下行壓力，中國需盡快將宏觀經

濟穩定到一個新的中高速增長平台上，以增
強應對衝擊的韌性。李克強在座談會上強
調，中國繼續不遺餘力地推進改革和開放，
加快經濟轉型，期待轉型紅利盡早落地，以
新的增長動力對沖下行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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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表示，疫情從多方面影響了出生率。圖為醫院護士對新生嬰兒進行護
理。 中新社

●遊客11月初冒雪遊覽天安門廣場。
資料圖片

●北京大學謝曉亮團隊與丹序生物聯合開發的中和抗體藥物DXP-604臨床試驗效果良好。圖為科研人員在實驗室
研製中和抗體類藥物。 視頻截圖

●內地10.76億人全程
接種。圖為醫護人員
（前左）在登記接種
新冠疫苗加強針人
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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