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卫组织公布的数据显
示 ， 截至2月28日的一周内 ，
全球新增新冠确诊病例约260
万例 ， 比此前一周增长7%，
这是这一数字连续6周下降后
首次上扬。

对此世卫组织卫生紧急
项目技术负责人玛丽亚·范凯
尔克霍弗表示 ， 这说明病毒
传播随时会反弹 ， 人们应继
续保持警惕， 做好个人防护，
尤其需要继续保持社交距离。

英国国际医生协会全国
主席钱德拉·坎内甘提接受新

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 “现在
还不是放松警惕的时候 ， 还
需要较长一段时间，接种疫苗
的人数才能达到一定比例，从
而避免病毒快速扩散……不
过在一些国家，这个比例还非
常低， 我们需要保持谨慎，因
此各国卫生机构提出的预防
措施仍要持续实施下去。”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表示 ， 一些最富裕国家开始
接种新冠疫苗近3个月后， 低
收入国家的卫生工作者才开
始接种 。 他呼吁各国共同努

力抵御新冠病毒 ， 并强调仅
仅依靠疫苗是错误的 ， “基
本公共卫生措施仍是应对新
冠疫情的基础”。

福奇指出 ， 人们终会战
胜疫情 ， 但现在远没到那个
时候 。 一旦过早放松相关限
制措施， 就会看到疫情反弹，
会陷入下一个恶性循环 ， 此
前美国一些州过早解除限制
措施 ， 有过深刻教训 。 目前
一些地区出现变异新冠病毒
感染病例 ， 必须更加提高警
惕。 据新华社

新华社电 据河北省卫健委网站
消息， 2021年3月3日0—24时， 河北
省无新增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
例， 无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新增治愈

出院5例。
截至3月3日24时， 河北省现有确

诊病例0例； 尚在医学观察无症状感
染者0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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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3月4日， 国家航
天局发布3幅由我国首次火星探
测任务 “天问一号” 探测器拍摄
的高清火星影像图， 包括2幅全
色图像和1幅彩色图像。

全色图像由高分辨率相机在
距离火星表面约330千米至350千
米高度拍摄 ， 分辨率约 0.7米 ，
成像区域内火星表面小型环形
坑 、 山脊 、 沙丘等地貌清晰可
见， 据测算， 图中最大撞击坑的
直径约620米。 彩色图像由中分
辨率相机拍摄， 画面为火星北极
区域。

2月26日起 ， “天问一号 ”
在停泊轨道开展科学探测， 环绕
器高分辨率相机 、 中分辨率相
机、 矿物光谱仪等科学载荷陆续
开机， 获取科学数据。 环绕器上
的高分辨率相机配置两种成像探
测器， 能够实现线阵推扫和面阵

成像， 对重点区域地形地貌开展
精细观测。 中分辨率相机具备自
动曝光和遥控调节曝光功能， 能
够绘制火星全球遥感影像图， 进
行火星地形地貌及其变化的探
测。

为什么有的火星照是黑白
的， 有的是彩色的？ 首次火星探
测任务新闻发言人、 国家航天局
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副主任刘彤
杰表示， 黑白还是彩色照片与拍
摄模式有关， 高分辨率相机的照
片， 是探测器在大椭圆轨道上运
行时， 采用线阵推扫的方法拍摄
而成的， 分为全色、 彩色、 自定
义等模式， 其中全色 （即黑白）
图像最为清晰， 数据量最大， 科
学价值最高。 彩色图像清晰度是
全色图像的四分之一， 全色和彩
色模式的图像融合处理后， 就会
得到既清晰又美观的彩色图。

“中分辨率相机只有静态拍
摄模式一种， 就是用 ‘凝视’ 拍
摄模式， 让相机一直对着某个区
域 ‘凝视’， 整体分辨率会相对
低一些。” 刘彤杰说。

“这是中国首次拍摄的近景
火面图像。” 据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科技
委主任包为民介绍， 火星探测之
路可谓险象环生 ， 我国 首 次 火
星探测任务起步虽晚 ， 但起点
很高、 难度也很大， 计划一次实
现对火星的 “绕、 着、 巡” 三种
探测。 为确保后续任务的顺利实

施 ， “天问一号 ” 在到达火星
后， 还要对预选着陆区乌托邦
平原的地形地貌进行详查、 对
进入火星的飞行走廊气象进行观
测。 经风险评估后， 将在5月到6
月择机着陆火星 ， 进行巡视探
测。

酷，“天问一号”传回高清火星照！

河北省现有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清零”全球新冠疫情是否已到“拐点”
随着多国开启并逐步推进新冠疫苗接种， 全球新冠新增确诊病例

和死亡病例数不断下降， 疫情向好趋势明显。 那么全球疫情 “拐点”
是否已经到来， 社会生活何时可以 “重启”， 还需警惕哪些问题？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
学数据显示， 今年2月以来全
球新冠新增病例数整体延续
下降趋势。 但一些专家指出，
现在讨论疫情结束的时间还
为时过早 ， 疫情真正的 “拐
点” 尚未到来。

世界卫生组织紧急项目
执行主任迈克尔·瑞安1日在
例行记者会上说 ， 那些认为
全球能在今年年底前结束新
冠疫情的想法不成熟 ， 也不

实际 。 世卫组织当前的工作
焦点是尽可能遏制新冠病毒
传播 ， 这将有助于防止变异
病毒出现 ， 同时也将减少患
病和住院人数。

美国艾奥瓦大学微生物
学和免疫学教授斯坦利·珀尔
曼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
表示 ， 目前疫苗接种在全球
持续展开 ， 只有世界各地的
民众都接种上疫苗 ， 建立安
全感和舒适感 ， 病毒传播才

能得到控制 ， 全球疫情才算
真正到 “拐点”。 否则， 新冠
病毒会一直潜伏 ， 并有不断
变异的风险。

哥伦比亚大学梅尔曼公
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专家瓦
法·萨德尔说， 目前形势令人
乐观 ， 但从很多 方 面 来 看 ，
这 种 乐 观 形 势 也 非常不稳
定 。 “我们看到隧道尽头的
光 ， 但它仍然是一条漫长隧
道。”

瑞安表示 ， 如果接种疫
苗 ， 能 显 著 降 低 新 冠 病 亡
率和住院率 ， 并能显著降低
新冠病毒的传播风险 ， 那 么
全 球 将 有 望 加 速 控 制 住这
场大流行 。 从目前已有数据
看 ， 疫苗发挥的作用令人鼓
舞。

珀尔曼认为 ， 随着疫苗
接种持续展开 ， 即便达到一
定程度的 “群体免疫” 状态，
人们可能在一至两年内都需
继 续 保 持 谨 慎 ， 并 且 这 种
“正常 ” 状态会不同于以往 。
在社会生活 “重启 ” 后 ， 需
警惕新冠疫情再次出现 ， 必
须更有效地做好监控 ， 同时

加强不同国家政府间的沟通
和信任， 以共同应对挑战。

澳大利亚的诺贝尔生理
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彼得·多尔
蒂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
时表示 ， 随着多国逐步推进
疫苗接种 ， 新增确诊和死亡
病例数不断下降 ， 抗击疫情
的拐点正在来临 ， 但完成新
冠疫苗全球接种还需很长时
间 ， 从全球范围来看 ， 疫苗
供给还存在很大缺口。

多尔蒂指出 ， 疫苗是目
前对抗新冠疫情最有效的工
具 ， 在一些国家已开始发挥
作用 。 但还有一些国家尚未
启动接种 ， 依靠社会防控措

施遏制疫情也有成效 ， 但要
控制感染最终还要靠疫苗 。
从长远看 ， 新冠治疗药物的
研究也要同步推进。

就全球疫情形势最严峻
的美国而言 ， 美国国家过敏
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
尼·福奇说， 尽管美国日增确
诊病例已从此前约30万例降
至目前约7万例， 但这个病例
基线水平仍然很高 。 即使疫
苗接种在推进 ， 仍需继续采
取措施使新冠新增病例的基
线水平进一步下降 ， 只有等
到该基线水平大幅下降 ， 美
国才能逐步开始恢复正常社
会活动。

谈谈论论结结束束为为时时尚尚早早

仍仍需需继继续续保保持持警警惕惕

疫疫情情““拐拐点点””何何时时到到来来

新华社电 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
会日前发布报告说 ， 受新冠疫情影
响， 非洲大陆面临25年来首次经济衰
退。

这份名为 《推进非洲绿色复苏》
的报告显示， 非洲地区因疫情造成的
经济损失高达990亿美元。 同时， 气
候变化也对非洲经济造成不利影响。

报告还着重论述了疫情暴发后非
洲大陆的经济恢复战略。 报告呼吁非
洲各国使用清洁、 廉价燃料替代昂贵

的化石燃料。
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

薇拉·松圭表示， 非洲必须逐渐放弃
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能源， 更多使用
绿色、 可持续能源。 她强调， 面对疫
情和气候变化的双重危机， 非洲将重
心放在经济复苏上显得更加重要。

松圭说， 非洲各国的当务之急是
推出财政援助计划、 加大对可持续基
础设施的投资， 以应对向绿色经济过
渡带来的不利影响。

非洲面临25年来首次经济衰退

新华社电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
司下一代重型运载火箭 “星舟” 的原
型机SN10于3日在美国得克萨斯州进
行试飞并顺利着陆 ， 但随后发生爆
炸。

这次试飞在该公司位于得克萨斯
州南部的 “星舟” 研发和测试基地进
行， 是 “星舟” 原型机的第三次高空
飞行测试。 “星舟” SN10在3个 “猛
禽” 发动机推动下上升至约10公里的
预定高度， 在空中悬停后进行了襟翼
控制操作， 以调整飞行姿态、 精确降
落至预定着陆点。 直播画面显示， 火
箭成功实现了软着陆， 整个试飞持续

约6分30秒。 但着陆几分钟后， 火箭
发生了爆炸 。 目前尚不清楚爆炸原
因。

“星舟” 原型机SN8和SN9分别
于去年12月和今年2月进行了试飞 ，
但均在着陆时发生爆炸。 太空探索技
术公司表示， 试飞旨在增进对可重复
使用运载系统的了解， 改进研发。

“星舟” 重型运载火箭比太空探
索技术公司现有的 “猎鹰9” 和 “猎
鹰重型” 运载火箭更大。 这种可回收
火箭的设计目标是将人和货物送至地
球轨道 、 月球和火星等 ， 可将超过
100吨载荷送入地球轨道。

美“星舟”火箭原型机试飞着陆后爆炸

长三角市域铁路将“上新”
40分钟“链接”上海两大机场

新华社电 记者3日从中国铁路
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 快速连
接上海虹桥国际机场和浦东国际机场
两大空港的上海轨道交通市域线机场
联络线工程， 已挖下盾构始发井第一
铲， 标志着这条市域铁路示范线进入
基坑开挖阶段。

上海机场联络线是国家发展改革
委等部门联合发布的 《关于促进市域
（郊）铁路发展的指导意见》中首批确
定的11条市域铁路示范线路之一，是

上海市域铁路网中的首条新建线路。
线路全长68.6公里，途经上海市闵行、
徐汇、浦东新区3个区，全线设虹桥、七
宝、华泾、三林南、张江、度假区、浦东
机场、浦东机场规划航站楼、上海东等
9座车站，设计时速160公里。

上海机场联络线建成后， 虹桥国
际机场和浦东国际机场两大综合交通
枢纽间运行时间可控制在40分钟之
内， 并可与多条既有及在建轨道交通
线换乘， 方便旅客出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