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前全球新冠确诊病例已超
1700万例， 且仍以每天超过20万
例的速度快速增长。 世界卫生组
织总干事谭德塞近日表示， 新冠
大流行是 “百年一遇的健康危
机， 其影响将持续数十年”。

在这场抗疫 “持久战” 中，
如何平衡防疫与发展成为横亘在
很多国家面前的难题， 一些 “带
疫解封” 国家正面临疫情的凶猛
反扑， 防控较好的国家也在严防
反弹或偶发病例。 为赢取抗疫胜
利， 科学界正加紧诊断工具、 疗
法和疫苗的研发。

做好长期作战准备

世卫组织8月1日宣布， 新冠
疫情仍然构成 “国际关注的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 预计疫情持续
时间较长， 需有长期应对措施。

据该组织统计， 截至欧洲中
部时间 2日 10时 （北京时间 16
时）， 全球新冠确诊病例较前一
日增加26万余例， 累计确诊超过
1766万例， 累计死亡逾68万例。

目前全球疫情 “震中” 已转

至美国、 巴西和印度， 三国确诊
病例分别超过 450万 、 260万和
170万例。 此外， 当前统计数据
中累计确诊病例超过40万例的国
家还有俄罗斯、 南非、 墨西哥和
秘鲁。

距世卫组织1月30日宣布新
冠疫情构成 “国际关注的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 已半年有余， 全球
病例数仍在快速增长。 世卫组织
数据显示 ， 在疫情暴发第一个
月， 全球报告的确诊病例不足1
万例； 而7月20日以来， 全球每
日新增病例数均在20万例以上，
7月31日报告的新增病例数甚至
达到创纪录的29万余例。

各地区艰难抗疫

受经济形势所迫， 一些国家
过早放松了防疫限制措施， 再加
上民众未能严格遵守防疫规定，
疫情迅速恶化， 单日新增病例数
屡创新高； 也有一些国家逐步控
制住了疫情， 但仍面临疫情反弹
或出现偶发病例风险。

从地区看， 美洲地区除美国

和巴西这类疫情 “百万级” 国家
外， “带疫解封” 的哥伦比亚、
墨西哥、 阿根廷、 秘鲁等国确诊
病 例 近 日 也 以 每 日 数 千 甚 至
上万例的速度增长。 哥伦比亚1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该国新增确
诊病例10673例 ， 创单日最大增
幅， 累计确诊超过30万例； 目前
首都波哥大部分地区已暂停复工
复产。

亚洲地区的防疫形势同样不
容乐观。 印度已连续多天每日新
增确诊病例超过5万例。 菲律宾2
日报告新增确诊病例5032例， 连
续4天刷新单日新增病例数纪录，
累计确诊超过10万例； 菲政府2
日宣布收紧首都马尼拉等部分地
区的防疫措施。 截至2日， 日本
已连续5天新增确诊病例数超过
1000例。 伊拉克7月31日报告的
新增确诊病例首次突破3000例。

欧洲地区， 目前疫情最重的
俄罗斯确诊病例超过85万例， 但
疫情曲线正在下降。 随着复工复
产进一步推进， 西班牙、 法国、
德国、 英国等国疫情近期出现反
弹。 英国政府7月31日宣布， 原

定于8月1日起实施的 “解封” 措
施暂缓执行。

非洲地区确诊病例目前已超
过90万例 ， 其中南非超过50万
例。 南非在疫情初期采取了严格
的“封城”措施，但5月开始“解封”
后，新增病例数大幅增加。世卫组
织8月2日数据显示， 南非单日新
增确诊病例超过1万例。

决胜 “武器” 研发获进展

正如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所说， 应对新冠大流行这场史无
前例的全球危机， 相关研发起着
核心作用。 世卫组织正与全球研
究人员合作， 致力于加快新冠诊
断工具、 疗法和疫苗的研发。

多国专家预计， 在能够大规
模接种疫苗前， 全球确诊病例数
还会持续上升。 目前全球多国科
研团队正在不同技术路线上推进
新冠疫苗研发。

近期 ， 中国 、 英国 、 俄罗
斯、 美国、 印度等国均在新冠疫
苗研发上取得进展。 中国研究团
队7月20日在英国医学期刊 《柳

叶刀》 发表论文说， 他们对一种
新冠疫苗开展了2期临床试验 ，
结果显示这种疫苗安全且能诱导
人体产生免疫应答。 团队正在开
展3期临床试验。

英国牛津大学团队同日也在
《柳叶刀》 发表论文说， 他们开
展的新冠疫苗临床试验取得初步
成果， 疫苗能诱导人体产生较强
免疫应答， 且不会引起严重副作
用。 据团队介绍， 他们目前正在
英国、 巴西以及南非开展更大规
模的疫苗临床试验。

美国生物技术企业莫德纳公
司和辉瑞制药有限公司各自的新
冠疫苗3期临床试验已于7月27日
启动。 俄罗斯也有不止一种新冠
疫苗进入临床试验。 另据印度媒
体报道， 该国首款新冠疫苗已于
7月24日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尽管全球迫切期待新冠疫
苗， 但疫苗获批上市并大规模接
种仍有待时日。 世卫组织提醒，
在疫苗面世前， 各国还需坚持采
取有效防控措施， 公众也要注意
卫生， 保持安全社交距离。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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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搭载两名美国宇
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龙” 飞船2日返回地球， 溅落在
美国东南部佛罗里达州海岸附
近， 完成首次载人试飞任务。

在国际空间站停留约两个月
后，“龙” 飞船1日离开国际空间
站。在近地轨道飞行约19小时后，
“龙” 飞船点燃推进器开始回归。
随后， 飞船的4个主降落伞展开，
以减缓飞船下降速度。 美国东部
时间2日14时48分（北京时间3日2
时48分），飞船落入佛罗里达州附
近的墨西哥湾。美国航天局说，这
是45年来搭载美国宇航员的飞船
首次通过溅落方式返回地球。

溅落点附近的回收船负责打
捞飞船。 在一个多小时的准备工
作和安全检查之后， “龙” 飞船

舱门打开， 宇航员道格拉斯·赫
尔利和罗伯特·本肯安全出舱。

美国航天局局长布里登斯廷
在飞船返回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表
示， 这次试飞任务标志着商业载
人航天新时代的开始。 美航天局
不再是所有硬件的购买者、 所有
者和运营者， 而将成为客户， 让
众多供应商在成本、 创新、 安全
等方面相互竞争。

“龙” 飞船于5月30日搭乘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 “猎鹰9”
火箭从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
心发射升空， 将两名宇航员送往
国际空间站。 5月31日， 飞船与
空间站对接。 赫尔利和本肯与空
间站的其他宇航员共同进行了一
系列实验和研究任务， 进行了数
次太空行走。

全球面临疫情“持久战” 各地战况如何

“复兴大坝”矛盾难解
最新谈判能否突破

美国“龙”飞船载两名宇航员返回地球

分析人士指出， 虽然相关国
家和国际社会的积极表态为解决
“复兴大坝 ” 矛盾带来了曙光 ，
但短时间内解决这一问题仍有较
大难度。 在埃塞， “复兴大坝”
已不仅是一个水利工程项目， 更
是民族自豪感的象征； 在埃及，
由于当地水资源严重匮乏， 民众
对 “复兴大坝” 建设可能带来的
用水安全隐患始终心存担忧。

今年5月，埃塞宣布大坝将于
7月进行第一阶段蓄水。7月22日，

埃塞总理阿比·艾哈迈德单方面
宣布 “在没有伤害其他人的情况
下”完成了大坝第一阶段蓄水，水
量达到49亿立方米。 这引发了埃
及与苏丹方面的批评。 埃塞政府
随后解释说， 第一阶段蓄水完成
得益于雨季大量降水的自然累
积， 并不是关闭大坝闸门的人为
蓄水所致。分析人士指出， 在当
前的三方谈判中， 大坝投入使用
后第一阶段如何蓄水、 如何持续
运营以及如果经历多年干旱如何

再次蓄水是技术方面的重点； 在
法律方面， 焦点问题是新协议约
束性如何、 如何解决争端、 新协
议与此前尼罗河流域国家签署的
用水协议之间是什么关系。

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
任张楚楚表示， “复兴大坝” 已
近完工， 目前埃及将把谈判重心
放在大坝后续的蓄水问题上。 三
方是否能就此做出有诚意的妥协
并达成共识， 是影响最终谈判结
果的关键。 据新华社

埃塞俄比亚、 埃及、 苏丹定于3日在非盟斡旋下启动新一轮 “复兴大坝”
问题三方谈判。 埃塞已于7月宣布完成了 “复兴大坝” 第一阶段蓄水。 分析人
士指出， 由 “复兴大坝” 引发的上述三国矛盾由来已久， 位于尼罗河下游的埃
及和苏丹担心埃塞在上游修建 “复兴大坝” 会影响本国用水安全。 在国际社会
推动下， 目前三国有意愿通过对话解决矛盾， 但如何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达成共
识考验各方智慧。

埃塞政府2011年为 “复兴大
坝” 奠基， 引发尼罗河下游国家
担忧 。 埃及严重依赖尼罗河水
源， 担心埃塞修建 “复兴大坝”
将影响本国每年555亿立方米的
尼 罗 河 水 使 用 份 额 以 及 阿 斯
旺 大 坝 的 发 电 能 力 。 苏 丹 立
场 相 对 缓 和 ， 尽 管 也 担 忧
“复兴大坝 ” 蓄水将导致本国

用水量减少 ， 但苏丹需要埃塞
供电以缓解自身电力匮乏， 同时
大坝调节水流量也有利于减少苏
丹的旱涝灾害。

三方曾于2015年通过谈判达
成原则宣言， 保证相互尊重他国
在水资源上的利益， 特别是任何
国家所拥有的尼罗河水份额都不
应受到影响。 三方同意在此基础

上继续就其他细节进行谈判， 以
达成关于大坝问题的全面协议。

2019年， 埃及宣布三方谈判
陷入僵局， 并要求国际社会介入
调停。 美国于2019年11月开始主
持三方会谈， 计划于2020年2月
达成协议， 但埃塞在最后阶段退
出谈判。 今年6月9日， 三方重启
谈判， 但未达成协议。

一波三折

6月底， 非盟正式介入 “复
兴大坝” 三方谈判。 根据非盟的
一份公报， 三方谈判中90%以上
的问题已经解决。 但埃及和苏丹
的立场是， 在就大坝蓄水和运营
达成全面、 公平、 有约束力的协
议前， 拒绝埃塞采取的任何单方
面行动。

7月初， 谈判在非盟主持下
重启。 十余天的谈判未能达成协
议， 三方各向非盟轮值主席国南

非提交一份报告， 供非盟随后召
开的部分非洲国家首脑会议讨
论。 首脑会议的结果是各方将继
续谈判。

由非盟主持的三方谈判得到
国际社会认可。 6月29日， 应埃
及要求， 联合国安理会就 “复兴
大坝” 问题进行辩论。 虽然安理
会未能就这一问题发表决议， 但
辩论中各成员国对 “复兴大坝”
的态度趋于一致， 支持非盟主持

的三方谈判， 希望三国继续通过
建设性对话和合作解决问题。

此次谈判开始前， 各方也释
放了有意通过对话解决问题的积
极信号。 埃及总统塞西7月28日
在讲话中说： “我们正在为大坝
蓄水和运营进行谈判。” 埃塞驻
俄罗斯大使阿莱马耶胡·特格努
也于当天表示， 在非盟斡旋下，
所有涉及 “复兴大坝” 的问题都
会很快解决。

非盟介入

难点犹存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出现禽流感
新华社电 澳大利亚维多利

亚州一家农场日前出现H7N7禽
流感。 目前这一农场及其周围5
公里的区域已被隔离， 该农场饲
养的禽类已被扑杀。

根据维多利亚州卫生部网站
的消息， 这家农场位于该州金色
平原郡。 目前尚未报告有人感染
H7N7禽流感。 卫生部门正监测
该农场工作人员以及可能与患病

禽类接触人员的健康状况。
维多利亚州也是澳大利亚目

前新冠疫情最严重的州， 2日晚宣
布进入灾难状态， 升级防控措施，
对该州首府墨尔本实施宵禁。

H7N7禽流感病毒较易在禽
类中传播。 2003年2月至5月， 荷
兰家禽中大面积暴发H7N7禽流
感， 先后有89人受到感染， 其中
一名兽医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