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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是如何对抗病毒的？
随着全世界屈服于新冠疫情

的淫威，病毒无疑给人类敲响了一
记警钟：如此迷你的身躯，竟有着
如此惊人的破坏力。它们小到连
用普通显微镜都看不见，却将整个
世界颠覆得地动山摇。

地球上的病毒总量比宇宙中
的全部恒星还多。那么在此次疫
情之前，我们为何从未养成过戴口
罩、保持社交距离的习惯呢？这主
要是因为，并非所有病毒都会感染
人类；并且就算感染了，身体也能
很好地应对它们。在解释这一机
制之前，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病毒
为何物吧。

病毒是什么病毒是什么？？
简单来说，病毒是一类极小的

寄生体。从最小的细菌到最大的
哺乳动物，各类生命都可以被病毒
感染，甚至连病毒本身也不例外。

病毒之所以被视为寄生体，是
因为它们仅凭自身无法存活，必须
感染健康的宿主细胞，利用宿主细
胞的细胞器进行增殖。

病毒无处不在，无论是在我们
呼吸的空气中，我们饮用的水中，
还是我们行走的土地上，都充满了
病毒的踪迹。然而，尽管我们无时
无刻不在经历病毒的侵袭，身体却
依然能保持健康强壮。这都要归
功于我们的免疫系统，以及它们机

智的抗病毒策略。

第一套策略第一套策略———阻止病毒生—阻止病毒生
长长

如果病毒无法复制和增殖，就
根本不用担心它们会造成什么问
题了。就这么简单！

部分免疫细胞（如树突细胞和
巨噬细胞）上拥有Toll样受体，就像
生物“天线”一样，负责接收异物入
侵体内的信号。Toll样受体种类繁
多，可以识别出病毒的不同部位，
如病毒RNA或蛋白质等等。一旦
这些受体探测到病毒成分，便会刺
激免疫细胞生成防御蛋白，如干扰
素等等。

干扰素是一类可以“干扰”病
毒复制的分子，由此得名。它们还
可以发出信号，刺激自然杀伤细胞
等免疫细胞对病毒展开攻击；还能
向周围的其它细胞发出警告，提醒
它们有病毒正在前来发起袭击。

不仅如此，干扰素还能强迫已
被病毒感染的细胞自我摧毁，该现
象名叫细胞凋亡。这是为了防止
病毒利用宿主细胞的细胞器、复制
出更多病毒，就好像被丧尸咬伤的
人类为了保护同伴主动自杀一样。

第二套策略第二套策略———激活—激活TT细胞与细胞与
BB细胞细胞

T细胞与B细胞（又叫T与B淋

巴细胞）共同构成适应性免疫反
应，即针对某一目标生成的特定免
疫反应。T细胞与B细胞就如同一
支军队，会采用各式各样的战术，
如“近身肉搏”、或释放细胞“导弹”
（抗体）等等。

TT细胞细胞
这类淋巴细胞会引发一系列

由细胞介导的抗体反应。T细胞受
体可以通过蛋白质结构识别病毒
类型，并向附近的其它免疫细胞发
出警告：“有病毒进入体内啦！”

T细胞还可以识别出已被病毒
感染的细胞。它们一旦联系上这
类细胞，就会立即化身“超级赛亚
人”，变成效应T细胞。

效应T细胞也有两类：Tc细胞
和Th细胞。其中Tc细胞一度又叫
细胞毒性T细胞，它们会向受感染
的细胞释放毒性颗粒物，其中含有
各种毒性物质，比如可以破坏细胞
膜的穿孔素、以及可以使受感染细
胞自杀的颗粒酶等等。

Th 细胞又叫辅助性 T 细胞。
它们就像侦察军一样，时刻注意着
敌人的动向，并向Tc细胞和B细胞
发出病毒入侵的警报。它们还会
与病毒蛋白质结合，辨识出这些是
入侵人体的异物。

BB细胞细胞

B细胞就像《指环王》中前来支
援的洛汗大军一样，虽然需要一定
时间调兵遣将，但一旦到来便会拼
尽全力。就像 T细胞受体一样，B
细胞也有自己的受体，被Th细胞或
其它免疫细胞激活后，便会开始分
泌抗体。

结语结语
随着现代医疗技术的不断进

步，在永无止境的抗病毒之战中，
我们又多了一些有力的援军，比如
疫苗、抗病毒药物等等。

此外，随着我们的身体接触的

病毒越来越多，人体的免疫记忆也
会不断加强。也就是说，我们的身
体会将接触过的所有微生物“记
录”下来，从而为未来再次感染做
好充分的准备。

而疫苗可以进一步增强我们
的免疫记忆。假如宿主在接种疫
苗后遭到了病毒感染，免疫系统便
很容易识别出入侵病毒，并迅速派
遣白细胞军团前去反击。

无论如何，要想确保自己始终
处于上风，最好的做法就是保证免
疫系统健康强壮、准备充分。所以
一定要戴好口罩，保护好自己哦！

意大利最新研究：新冠病毒2019年10月就已在欧洲传播？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意

大利研究机构的最新研究表明，
新冠病毒可能于 2019年 10月就
已出现在意大利，但目前尚无定
论。

据报道，米兰癌症研究中心
—— 国 家 肿 瘤 研 究 所（Istituto
Nazionale Tumori）的科学家们在
当地时间19日发表的一篇新论文
中写道，两个实验室对新冠疫情
暴发前采集的少量血液样本进行
了重新检测。结果表明，存在通
常会在新冠病毒感染后观察到的
抗体。

研究人员之一乔瓦尼·阿波
隆表示：“这次重新检测的结果似
乎表明，我们之前报告的无症状

患者的情况，是这种病毒很早就
在意大利传播的一个可信的信
号。”

他进一步解释道：“如果这一
点被证实，这将可以解释2020年，
在意大利观察到的有症状病例激
增的现象。新型冠状病毒或更早
的版本，已经悄无声息地在传
播”。

据报道，意大利研究人员最
初在新冠大流行前筛查了 959名
肺癌患者。2020年，他们再次测
试了这些样本，寻找与冠状病毒
相关的抗体，并表示他们发现了
感染的痕迹。

应世界卫生组织的要求，意
大利锡耶纳的VisMederi实验室和

荷兰伊拉斯姆斯大学的世卫组织
附属机构对这些样本进行了重新
检测。

伊拉斯姆斯大学病毒学负责
人马里恩·库普曼斯表示，这些新
结果“很有趣”。但同时她也警告
道，虽然有一些抗体的证据，但根
据该校的严格标准，没有一个样
本提供了先前感染新冠的确凿证
据。

“我们使用了一个相当严格
的阈值，不能排除一些观察到的
反应是真实的”，她说：“但是，为
了确认早期循环，我们建议对不
明原因疾病患者进行病毒学确认
研究。”

实验室重新检测了29份意大

利原始样本，其中一些呈阳性，一
些呈阴性，以及 2018年的 29份对
照病例。

从测试中，科学家们发现3个
样本的冠状病毒相关抗体 IgM呈
阳性，这通常是近期感染的迹
象。其中，最早一份样本是在
2019年 10月 10日收集的。2020
年 2月 5日的样本，也显示中和抗
体呈阳性。但没有一个样本含有
的抗体含量水平可以达到能够被
视为感染新冠病毒的证据。

意大利研究人员之一索齐认
为，在新冠大流行前，病毒可能没
有那么强的侵略性或传染性，这
使得“尽管有发现‘假阳性’病例
的风险，但仍有必要使用高度敏

感的测试”。
库普曼斯说，伊拉斯姆斯大

学的严格标准是必要的，以最终
说明大流行是否比目前认为的
更早开始。“这并不意味着不可
能”。

《金融时报》指出，意大利的
这篇论文尚未经过同行评审，没
有回答新冠病毒起源的问题，但
这些发现可能会引发关于在
2019年 12月武汉出现首例确诊
病例之前，新冠病毒是在意大利
还是其他地方传播的辩论。

世卫组织表示，结果凸显了
从2019年开始对样本进行抗体检
测的挑战。“感谢”试图推进有关
新冠起源问题的科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