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冠病毒變種毒株「B.1.1.529」近期在南非等地出現，由於帶有大量

突變，令外界擔心它可能具有更強傳染力和更致命，並會削弱疫苗效力，

甚至取代Delta成為全球主流變種毒株。部分科學家認為，新冠病毒估計

難以透過突變，短期內大幅提升傳染力，而是如流感和其他冠狀病毒般慢

慢地逐步變異和進化，設法避過人體免疫系統蔓延下去，現時關鍵在於各

地需提高接種率，進一步減慢新冠病毒變異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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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並非生物，其本質在於感染宿主細胞後不斷自我複製，
其間會一直出現變異，可能變得更具傳染性、更致命或避

過疫苗作用。一般而言，病毒的變種方向趨向具有更強傳染力，
而非變得更致命，原因在於一旦殺死宿主，便難以蔓延開去。

有可能如伊波拉突變更致命版本
如果病毒經變種後更具傳染力，便可能取代原始毒株成為主

流，廣泛肆虐全球的Delta便是明顯例子。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
中心（CDC）指出，Delta的傳染力較過往其他新冠變種高出
50%，但目前未有明確證據顯示Delta更致命。
雖然病毒大多不會變種為更致命版本，但並非沒有特殊例子，

伊波拉病毒是其中一例，故外界必須防範新冠病毒變異出現同樣
情況或影響疫苗效用。牛津大學免疫學家斯克雷頓形容，「倘若
你以為新冠病毒已施展所有招數，那麼你便是警覺性不足」。
瑞士巴塞爾大學進化遺傳學家霍克羅夫特指出，在疫苗接種計

劃推出前，新冠病毒並未面臨強大的免疫屏障，可輕易感染大部
分人，隨着愈來愈多人打針，病毒存在空間收窄，可能會透過變
種具有更強傳染力或嘗試避過免疫反應，甚至設法同時達到這兩
個目的，形容「病毒永遠都在尋找出路」。

或10年內逐步變異 避過免疫系統
倫敦大學學院基因研究所所長巴盧指出，在新冠病毒出現前，

冠狀病毒的基本傳染數（R0值，即每名感染者平均可傳染的人
數）上限為7，Delta的R0值介乎6至7，相較原始毒株高出逾一
倍。巴盧認為，新冠病毒短期內難以持續地大幅增加傳染力，反
而傾向在10年時間內逐步變異，嘗試避過免疫系統，稱同樣的
現象在流感和季節性冠狀病毒亦有出現。
佛羅里達大學傳染病學家艾歐文表示，新冠病毒會持續變種，

阻止或減慢病毒變異的方法在於提高接種率，令病毒難以傳播，
無法在人體內變異。追蹤病例亦是防範變種病毒擴散的重要手
段，但基因測序技術大多由西方國家掌握，令很多發展中國家無
法有效監測變異情況，在防疫上形成嚴重漏洞，例如在上傳至
「全球共享流感數據倡議組織」資料庫的540萬份新冠基因測序
樣本中，便有多達逾八成來自北美和歐洲。 ●綜合報道

新
變
種
毒
株
恐
成
主
流

新冠病毒除透過突變形成更具傳染力的變種
毒株，亦可能透過多種毒株基因組交叉互換，
以「自然重組」形式產生新毒株。醫學家指
出，自然重組可以聚集同一病毒出現的不同突
變，也可讓兩種不同的冠狀病毒交換基因，有
機會產生新毒株，存在致病性增加的風險。

與病毒複製基因序列時出現「拼寫錯誤」造
成突變不同，自然重組更接近於「剪貼錯
誤」，即兩個病毒基因組交叉互換後，病毒核
糖核酸（RNA）片段一部分被新片段覆蓋，產
生出新病毒。常見的流感病毒便經常出現重
組，例如人類流感病毒與禽流感病毒基因組接

觸交換後，有可能產生全新抗原，從而催生出新
型流感，或導致大規模蔓延。
冠狀病毒自然重組情況並不罕見。科學期刊

《細胞》今年8月刊登研究，分析去年底至今年
初在英國收集約27.9萬個新冠病毒基因序列，便
發現其中 16 個有重組跡象，多數發生在
「B.1.1.7」（即Alpha變種）與「B.1.177」變種
之間。科學家亦曾在美國得州發現Kappa及Del-
ta變種重組形成的毒株，不過只是在小部分人群
中傳播，未有大量擴散。
加州大學聖克魯茲分校基因流行病學家德蒂格

表示，目前相較變種毒株，自然重組病毒對人類
的影響相對輕微，不過隨着更多變種毒株出現，
病毒重組不排除會產生更具傳染力的新組合。不
論追蹤變種毒株還是重組病毒，監測重點仍是迅
速進行病毒基因測序，從而保證在出現超級變種
時能及時預警。 ●綜合報道

病毒基因組交叉互換
可自然重組產新毒株

新冠病毒傳播力驚人，加上多地疫
苗接種率偏低，導致全球在短時間內
錄得大量確診個案，令病毒在人體內
變種的機會大增。雖然科學家尚未發
現可逃避疫苗或自然抗體的新冠「逃
逸變種」（escape variant），但它日
後仍可能出現，故疫苗製造商希望監
管機構盡快制訂措施，讓藥廠能加快
推出針對「逃逸變種」的疫苗。
病毒會不斷進行自我複製，若要廣泛
蔓延，便需符合兩項條件，首先要在複
製過程中產生錯誤並出現變異，而冠狀
病毒自我複製時出錯的機會平均只有
3%，即使出現變異，也不代表可變種
至傳染力更強的版本，未必影響抗疫進
度。病毒在人體內變種後，仍要傳染至

其他人身上才可蔓延，但發生的機率同
樣較低，形成「人口樽頸」。
不過，如果病毒不受控地傳播，即使

是「人口樽頸」也會被突破，此時疫苗
便可發揮另一作用，減低變種病毒出現
的機會。疫苗固然會減少感染個案數
目，即使是已接種者感染，他們的症狀
也會較未打針者輕微和短暫，大大減少
傳染他人、出現變種病毒的風險。
然而縱使全球許多人完成接種，「逃

逸變種」仍有機會出現，但目前各地衞
生部門尚未就如何準確定義「逃逸變
種」制訂機制。由於在流感病毒方面已
有類似機制，故不少藥廠希望可參照當
中做法，從而在必要時及早推出應對
「逃逸變種」的疫苗。 ●綜合報道

藥廠冀加快推出
應對「逃逸變種」疫苗

抗病毒藥物瑞德西韋是美國其中一款用作治療新
冠肺炎的藥物，但耶魯大學醫學院的最新研究顯
示，在一名服用瑞德西韋的70多歲女患者身上，
發現其體內新冠病毒出現變異，並對瑞德西韋呈現
抗藥性，令她在染疫多月後仍無法完全康復，成為
「長新冠」患者，最終需接受單株抗體療法才痊
癒。
該名女病人本身患有非霍奇金氏淋巴瘤，令免疫

系統存在缺陷。她於去年5月染疫，醫生初時向她
處方瑞德西韋，希望緩和症狀，雖然病毒載量一度
下跌，但在多月後仍無法完全康復，其間病毒載量
更回升，令嗅覺持續受到影響。研究人員其後在她
體內發現，她帶有的病毒出現「E802D」突變，削
弱瑞德西韋效用。
過往已有實驗室研究顯示，變種病毒可對瑞德西
韋產生抗藥性，但耶魯大學的研究是首次發現在人
體內出現同樣情況，不排除新冠病毒日後可能產生
更多對抗新冠藥物的變異。研究人員指出，雖然該
名70多歲女病人僅屬單一個案，但仍需在更多病
人之中找出類似例子，才可就變種病毒對瑞德西韋
的抗藥性作出歸納。 ●綜合報道

病毒變異現抗藥性
美患者成「長新冠」

傳染力或更強削疫苗效力 可能取代De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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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指各地需提專家指各地需提
高接種率高接種率，，以進一以進一
步減慢新冠病毒變步減慢新冠病毒變
異速度異速度。。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外界外界擔心擔心「「B.B.11..11..529529」」可能可能
具有更強傳染力和更致命具有更強傳染力和更致命，，並並
會削弱疫苗效力會削弱疫苗效力。。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新冠病毒變種毒株新冠病毒變種毒株
「「B.B.11..11..529529」」在南非在南非
蔓延蔓延。。 美聯社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