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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毒王”
拉姆达

新的研究指出，目前正在
南美地区快速传播的拉姆达变
异毒株，已成为当地多国主要
流行的新冠毒株之一。在秘
鲁，已有超过 90%的感染病例
与拉姆达变异株相关。与德尔
塔的斗争尚未结束，又来了一
个新敌人拉姆达，它是谁？有
什么特点？疫苗对它是否有
效？

-------------------------------
拉姆达病毒是什么？
有多厉害？
拉姆达是一个新冠变异毒株。与原

始版本相比，其具有高度传染性，并有抗
原变异，而且可能逃避中和抗体，降低疫
苗的免疫效果。有分析认为，按照目前
的传播趋势，拉姆达有可能取代德尔塔，
成为下一阶段全球流行的优势毒株。

事实上，拉姆达变异株并非近期才
出现。2020年 12月，科学家首次在秘鲁
首都利马发现了一种新冠病毒变异毒株
C.37，世卫组织将其命名为拉姆达。目
前，世卫组织将拉姆达变异株列为“值得
关注的变种（VOI）”，等级上低于德尔塔
所属的“值得关切的变种（VOC）”。7月
28日，外国研究指出，拉姆达变异株的刺
突蛋白具有高度传染性，而导致这种高
传染性的原因是拉姆达变异株出现的
T76I和L452Q两个突变。这项研究同时
指出，拉姆达变异株的另一个突变（7个
氨基酸的缺失）使之能逃避抗体的中和
作用。研究人员将这种突变描述为“独
特”的突变，只存在于拉姆达变种病毒
中。

-------------------------------
病毒名字是如何命名的？
这波疫情病原体为新冠变异病毒

“德尔塔”。它是根据 2020年 10月世卫
组织最早在印度发现的新冠病毒变异毒
株而命名的。疫情早期常常把最早在某
国或地区开始流行的变异株以当地地名
进行命名，今年世界卫生组织WHO为了
解决以地名命名的问题，同时为全世界
抗疫信息共享，对一些重要的变异株采
用希腊字母命名。

2020年 9月发现于英国的新冠变种
病毒（编号B.1.1.7）命名为Alpha；2020年
10月发现于印度的两种新冠变种病毒其
中的一种（编号B.1.617.2）命名为Delta。
-------------------------------

如何判断所感染的病毒是
什么毒株？

靠全基因组测序。生命体的遗传物
质分两种：核糖核酸（RNA）和脱氧核糖
核酸（DNA）。新冠病毒的遗传物质是
RNA，它是由4种大分子（也就是碱基）串
联成的一条链，这四种分子按一定的顺
序交替排列，被称为序列，不同位置开始
的、具有特殊功能的特定长度的序列就
是基因。

打个比方，新冠病毒就像一条手链，
可以由不同的珠子串起来，手链上的每
颗珠子都是具有特殊功能的基因。当把
珠子放大，就会发现每颗珠子都是由四
种碱基紧密排列组成的。所以，基因测
序就是先发现珠子，再放大看其中的碱
基是怎么排列的；当把碱基排列情况看
清楚时，就可以完全测定出来新冠病毒
的核酸序列。

新冠病毒这条“手链”的长度为
29903（约3万）个碱基。测定出新冠病毒

的序列后，通过生信分析就可以分型
了。还是拿手链打比方，通过对比不同

“手链”的差异，我们可以将相似的“链
子”归到同一个“系列”，这个过程叫分
型。

新冠肺炎流行一年半了，病毒的分
型方案也与时俱进发生了调整。目前比
较常用的是Pangolin进化分支分型方案，
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字母+数字的形式，
比如去年底今年初首先在英国发现的
B.1.1.7进化分支迅速向其他国家和地区
传播，再到如今从印度开始向其他地区
蔓延的B.1.617.2分支。用这种方法科学
家已经把新冠病毒分成了几千个型，并
且随着病毒变异，型别会越来越多。

-------------------------------
病毒为什么会变异？
在生物界，变异是普遍存在的，病毒

同样如此，且病毒的变异随机性更大。
病毒的结构十分简单——蛋白质外壳包
裹着遗传物质，遗传物质仅有 DNA 或
RNA。一旦进入细胞，病毒的 DNA 或
RNA便开始“疯狂”复制，随机出现复制
错误，即发生突变。

另一方面，病毒要一边躲避免疫系
统的攻击，一边与其他病毒争夺空间，突
变率高、变异速度快就意味着它更有机
会形成适应环境的性状。同一时期，病
毒的变异株可能有很多种，但“适者生
存”，某些病毒变异株获得了更有效躲避
免疫系统侦测的能力，保留甚至增强了
感染能力和传播能力，就能更好地生存
下来，并在人群中更迅速广泛地传播。

从结构上来看，DNA是双链结构，即
使复制过程中某一条链出现错误，还有
可能通过另一条链发现异常并进行修
正，突变率相对低。但流感病毒、丙肝病
毒、冠状病毒等的遗传物质为单链RNA，
复制更易出错，且没有纠错机会，因此变

异率相对较高。

-------------------------------
病毒会更“凶狠”吗？
从德尔塔来看，变异株传播速度

快。其传染性强，广东广州曾出现无接
触情况下14秒病毒传播案例。德尔塔病
毒在身体中的潜伏期比较短，发病后，有
人症状不典型：德尔塔毒株感染患者早
期可能仅表现乏力、嗅觉障碍、轻度肌肉
酸痛等症状。目前，国内尚未有拉姆达
感染的报道，所以对于该病毒的致病性
和其他特征仍需进一步观察。

-------------------------------
打疫苗还有用吗？
在拉姆达变异株大规模扩散之前，

智利大约 60%的民众接种了至少一剂新
冠疫苗。拉姆达变异株能成为南美等地
区的优势株，说明它比其他的新冠病毒
变异株更具有传播优势。

该变异毒株是否会在世界多个地方
传播目前很难判断。虽然全球疫情仍严
峻，但目前公众对德尔塔变异株的认知
也不像最初那样，觉得不可防、不可控。
对于德尔塔变异株的防控，其实并未超
出原来基本的防疫措施，比如坚持戴口
罩、保持社交距离等。

尽管突破疫苗防护的病例在增加，
但变异毒株最容易袭击和制造死亡威胁
的还是未接种疫苗的群体。变异毒株可
能降低某些新冠治疗药物的效力，或者
降低新冠疫苗的保护力度，但是，只要接
种了疫苗，无论是哪一类疫苗，都对人有
保护力。至少在接种疫苗后也被感染的
人中，重症和死亡都普遍降低。

至于国内对于是否要打加强针的讨
论还在继续，学界也在不断研究变异的
病毒，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论证。

近期，全球多个地区因德尔

塔变异病毒的传播，疫情局势再

次陷入紧张状态。然而，这种局

势还未控制住，又迎来另一种变

异病毒，名为拉姆达。

在秘鲁，已有超过90%的感

染病例与拉姆达变异株相关，而

该国人均新冠死亡率已飙升至

世界第一。在过去两个月中，这

种变异株已成为秘鲁、智利、阿

根廷、哥伦比亚、乌拉圭、巴拉圭

等南美多国主要流行的新冠毒

株之一。目前该变异株已经扩

散至四十多个国家。

据全球最大的流感及新型

冠状病毒数据平台“流感数据共

享全球倡议”的数据显示，目前

美国已有1060例由“拉姆达”毒

株引起的新冠肺炎病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