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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景元德建材有限公司利用铝灰、铝渣新
建年产 15 万吨速凝剂母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书 （征求意见稿） 现已形成，根据 《环境影响
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现
公开下列信息，征求与本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
见。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
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https：//pan.baidu.
com/s/1J1LSy5od5f2Gk147W5z-dQ

提取码:c6jf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现场索取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途径：运城市万荣县新型

建材产业聚集区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

其他组织。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 众 意 见 表 网 络 链 接 ：https：//pan.baidu.

com/s/1J1LSy5od5f2Gk147W5z-dQ
提取码:c6jf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或者其他
方式，在规定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等提交
建设单位，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和建议。

联系人：王经理
联系方式：18634690777
邮寄地址：运城市万荣县新型建材产业聚集

区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为本公告公布之日

起 10个工作日内。

山西景元德建材有限公司利用铝灰、铝渣新建年产15万吨
速凝剂母料建设项目二次公示

尽管新冠疫苗已在多国大规模接
种，但全球疫情依然持续，变异病毒给
疫苗带来的挑战也让科学家意识到开
发治疗药物的急迫性。近日，世界卫生
组织启动了在新一阶段寻找新冠治疗
药物的项目“团结试验＋”，一些研究团
队也公布了研发最新进展。

当下，寻找新冠特效药主要有两条
路径：以抗体类为主的生物大分子药
物，以及可抑制病毒侵入、复制等环节
的小分子化合物药物。全球研发进展
如何？都有哪些较有潜力的“选手”？

“速度型”选手——生物
大分子药物

目前，全球研发进展较快的是生物
大分子药物，主要为抗体类，包括单药
使用的单克隆抗体和联合使用的“抗体
鸡尾酒疗法”。抗体类药物已在美国、
英国、日本等国陆续获批上市或获得紧
急使用授权，用于新冠治疗。

“通过抗体与新冠病毒结合，可阻
断病毒与人体细胞结合，进而抑制病毒
进入细胞进行复制。抗体不仅可用于
治疗，也可通过直接被动免疫用于预
防。”腾盛博药高级副总裁、生物制药部
门负责人朱青博士对新华社记者说。

据专家介绍，目前治疗轻中度新冠
患者，主要有 3 款抗体类药物获批：美

国维尔生物科技公司和英国葛兰素史
克公司联合研发的单抗、美国礼来公司
研发的单抗，以及美国再生元公司的

“ 抗 体 鸡 尾 酒 疗 法 ”REGEN － COV。
它们用于早期治疗，可降低患者发展为
重症的几率。

中国国药集团近日宣布发现了针
对 德 尔 塔 变 异 毒 株 有 效 的 单 抗

（2B11），其对新冠肺炎的预防和治疗
效果已在小鼠模型中得到验证，临床申
报工作正有序推进。

不同抗体联合使用的“抗体鸡尾酒
疗法”也有较好疗效。再生元公司的
REGEN－COV 由两种单抗组成，已被
美 国 食 品 和 药 物 管 理 局 批 准 紧 急 使
用。近期，日本和英国正式批准该疗法
用于新冠治疗。

由清华大学、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
和腾盛博药合作研发的“抗体鸡尾酒疗
法 ”——BRII－ 196／BRII－ 198 联 合
疗法的研发进展也较快。该疗法Ⅲ期
临床试验本月在美国、巴西、南非、墨西
哥和阿根廷完成 846 名受试者入组工
作，在中国的Ⅱ期临床试验也已于今年
7 月启动。体外研究证据表明该联合
疗法对多种变异毒株均保持抗病毒活
性。

还有些抗体类药物具有免疫调节
作用，可控制新冠导致的炎症，如托珠
单抗。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曾率先提出

“托珠单抗＋常规治疗”免疫治疗方案。
托珠单抗已获英国国民保健制度授权，
作为新冠重症患者治疗药物应用。

以 色 列 科 学 家 开 发 的 新 冠 新 药
EXO－CD24 的临床试验数据近期吸
引诸多媒体关注，据报道参与试验的重
症患者超过 90％在 5 天内治愈出院。
这是一种使用外泌体技术通过鼻腔给
药的 CD24 分子药物，可抑制重症患者
免疫失衡状态和细胞因子风暴。但该
成果尚未在学术期刊上发表，受试者仅
有几十人，效果有待进一步验证。

“潜力型”选手——小分
子化合物药物

与生物大分子药物相比，小分子化
合物作用机理多种多样，可抑制病毒的
吸附、侵入以及病毒的复制、组装和释
放等各环节。目前主要是“老药新用”，
如羟氯喹和瑞德西韦，但尚未有特效药
产生；也有一些处于临床试验阶段的在
研新药。

当下被认为极有开发前景的小分
子抗新冠病毒药物是莫那比拉韦，这是
一种针对 RNA 病毒的广谱抗病毒口
服药，适用于轻中症患者。美国北卡罗
来纳大学今年 6 月上传的莫那比拉韦
Ⅱ期临床试验数据显示，早期新冠感染
者治疗 5 天后基本已无法分离出复制

型病毒，病毒清除时间显著快于安慰剂
组，药物安全、口服耐受良好。

美国辉瑞公司正在研发一款刚进
入Ⅰ期 临 床 试 验 的 小 分 子 口 服 药 物

“PF－07321332”。它通过抑制新冠病
毒主蛋白酶，防止病毒将长蛋白链切割
成其自我复制所需的部分。

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主任、清华
大学药学院院长丁胜在接受新华社记
者采访时说，在大规模推广方面，小分
子口服药物更具优势。因为抗体类药
物多为注射用药，不方便轻症非住院患
者使用，且存在成本高、应对病毒变异
难、需冷链运输等问题，较难广泛用于
早期防控。

丁胜说，相比之下，小分子药物可
口服，方便早期用药；合成成本低，可常
温保存，便于发展中国家采购使用。小
分子药物所针对的病毒靶点出现突变
的可能性低，应对突变比抗体药有效。
他认为，开发小分子口服药物可快速用
于密接者等高风险人群，或可帮助轻症
患者快速控制病情。

相关专家认为，通过“有苗有药”做
到预防与治疗结合对控制疫情意义重
大。结合目前全球疫情形势看，未来还
应重点开发有效的早期预防用药、可降
低死亡率的重症用药、可应对变异毒株
的广谱抗病毒药物等。

（新华社北京8月23日电）

寻找新冠特效药走到哪一步？
新华社记者 彭 茜 李 伟

从 2018 年 12 月 时 的 100 多 家 到
2021 年 6 月时的 1600 多家，这是我国
互联网医院两年多来成长的速度。来
自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有关信息显
示，在政策持续支持和先进技术支撑
下，互联网医疗服务加速起步，已发展
成为我国医疗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

国 务 院 办 公 厅《关 于 促 进“ 互 联
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2018 年出
台以来，在各项配套政策支持下，我国
互联网医疗服务“跑出加速度”，业务量
明显增长。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院管理研究所
所长叶全富介绍，根据调研统计，2020
年，国家卫生健康委 44 家委属（管）医
院互联网诊疗人次数比 2019 年同期增
长了 17 倍，第三方平台互联网诊疗咨
询量增长了 20多倍。

北京协和医院互联网医院是北京
市首家获批的互联网医院。据了解，截
至目前，北京协和医院已有 49 个科室、

1000 余 名 医 务 人 员 开 展 线 上 咨 询 工
作，累计服务患者 20 万人次；38 个科
室、1200 余名医生开通了互联网诊疗
权限，累计服务患者 7万人次。

在国家卫生健康委推动下，医疗机
构还积极利用互联网技术优化医疗服
务流程，让数据多跑路、百姓少跑腿。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医疗
资源处副处长高勇介绍，截至 2020 年
底 ，我 国 三 级 医 院 预 约 诊 疗 率 超 过
52％，分时段预约率达 82％；提供在线
支付服务的三级医院有 2337 家，提供
在线支付、智慧导医分诊等服务的二级
医院达 5000 多家。

在近两年互联网医疗快速发展过
程中，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客观上催
生、加快了行业创新。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浙江
台州恩泽医疗中心（集团）注意到，患者
顾先生在线上问诊中表示从武汉回到
台州家中后出现发热症状，不敢自行前
往医院就诊。医生马上对他重点标注

并用救护车接其到医院做核酸检测，确
诊为新冠肺炎后马上安排他住院治疗。

“因为发现早、救治及时，他恢复得
很快，而且确诊前没有造成大范围传
播。”台州恩泽医疗中心（集团）副主任
梁军波介绍。

疫情发生以来，国家卫生健康委办
公厅先后印发关于在疫情防控中做好
互联网诊疗咨询服务工作的通知、关于
进一步完善预约诊疗制度加强智慧医
院建设的通知等文件，推动互联网医疗
服务发展。互联网诊疗在保证患者医
疗服务需求、缓解医院医疗服务压力、
减少人员聚集、降低交叉感染等方面发
挥了积极作用。

“云端”病友会、线上家庭医生、小
程序推送手术信息……如今，在疫情防
控中发展壮大的互联网医疗服务边界
不断延伸，在全病程服务等方面“脑洞
大开”。

“术前评估、术后随访、病理结果解
读等业务可以被纳入线上诊疗范围。”

北京协和医院医务处副处长常青说，未
来可在线上采取团队服务模式，更好地
为多病、共病患者提供服务，还可通过
互联网医院形成多点触发的疾病监测
模式，这对于疑难重症的监测和预警具
有价值。

专家表示，我国互联网医疗服务尽
管发展迅速，但仍处于起步阶段。互联
网医疗如何“跑得既快又稳”？

“医疗机构要找准定位，实现线上、
线下服务标准化、同质化。”国家卫生健
康委规划发展与信息化司副司长刘文
先认为，随着医疗服务从线下拓展至线
上，医疗服务模式发生了变化，“互联
网＋医疗健康”也面临着创新，这包括
服务体系、行业标准、网络安全、人才队
伍建设等方面内容。

刘文先同时表示，对这种新业态，
政府部门也会创新监管方式，让互联网
医疗服务在满足群众就医需求和为医
务人员减负过程中规范发展、行稳致
远。 （新华社北京8月23日电）

发展迅速！我国互联网医院已达1600多家
新华社记者 田晓航

8 月 23 日，家长带着小朋友在南
京火车站候车。

当日起，对通过铁路、公路、水路

等方式离开南京人员不再查验核酸检
测证明。

新华社记者 季春鹏 摄

离南京人员不再查验核酸检测证明

8 月 23 日，市民在郑州市金水区
丰庆路街道办事处安泰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登记疫苗接种信息。

根据气象部门消息，郑州市本轮
强降雨过程已结束。当日，郑州市防
汛抗旱指挥部决定，自 8 月 23 日 15 时
起，有序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按
照指挥部通知，郑州市公共交通恢复
正常运营；具备安全施工条件的建筑
工地有序恢复正常作业；旅游景区全
面开展隐患排查和风险评估，在确保
安全的前提下对外开放；商铺和经营
网点恢复正常营业；地下商场、地下停
车场、住宅小区地下室等恢复正常使
用。同时，疫情风险防控区域内的生
产生活秩序按照疫情防控有关规定执
行。

新华社记者 张浩然 摄

郑州有序恢复

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新华社北京 8 月 24 日电（记 者
王琳琳）感控人员，是医疗机构内从事
感染预防与控制工作的专业人员，是
监督指导各项感控措施落实到位的关
键。感控工作不力，极易引发交叉感
染，甚至导致院内感染暴发、向社区传
播导致疫情播散蔓延。对此，国务院
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近日专门制定印
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医疗机构感控
人员配备管理相关工作的通知》，对感
控人员配备提出新要求。

通知明确，各地要高度重视感控
工作，全力支持医疗机构感控部门配
备人员，不得以任何理由削减感控人
员数量。合理配备感控人员方面，通
知要求，医疗机构应当根据机构的级
别类别以及是否为新冠肺炎医疗救治
定点医院，合理确定感控人员的配备
形式和数量。配备形式上，通知要求，

专职感控人员主要配备在医疗机构感
控管理部门，全职从事全院的感控日
常管理和业务工作，不承担其他与感
控无关的工作。不得临时从其他科室
抽调人员作为专职感控人员开展工
作。兼职感控人员一般配备在不设病
床的个体诊所、医务室等规模较小的
医疗机构，或规模较大医疗机构的科
室，开展本机构或科室的感控日常管
理和业务工作。配备数量上，通知要
求，对于非定点医院，原则上按照每
150 张至 200 张实际使用病床（含口腔
综 合 治 疗 台）配 备 1 名 专 职 感 控 人
员。对于定点医院，感控人员配备数
量应当保持在非定点医院的 1.5 至 2
倍。

此外，通知还对优化感控人员专
业结构、提高感控人员能力水平、落实
感控人员职责提出具体要求。

聚焦院感防控！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提出感控人员配备新要求

新华社北京 8 月 24 日电（记 者
吴文诩 王艳刚）24 日，在北京市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 241
场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疾控中心副
主任庞星火介绍，目前，北京均为低
风险地区。本起京外关联疫情发生
后，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
小组高度重视，靠前指挥，采取从严
从紧的防控政策，果断处置，精准防
控，阻断了疫情蔓延，疫情已得到全
面控制。

庞星火表示，目前，境外疫情持续
高发，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输入风
险、防控压力仍然较大。常态化疫情
防控工作丝毫不能松懈，请市民朋友
继续做好个人防护。

一是切实做到非必须不出境、非
必要不出京，不去中高风险地区旅行
或出差；二是进（返）京人员路途中注
意做好个人防护，自觉配合道路卡口、

高铁、机场等公共交通等场所检查，及
时主动向所在社区、单位和酒店报告
行程，认真做好自我健康监测，配合相
关防控工作；三是公共场所严格落实
测温、查证、验码、登记、限流、佩戴口
罩、保持社交距离、日常通风消毒等综
合防控措施；四是天气热也要坚持科
学佩戴口罩，减少聚餐聚会，减少在人
员聚集的密闭空间久留，保持勤洗
手、常通风等个人良好习惯，特别是
外出旅行返京时，要关注自身健康状
况，如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及时
佩戴口罩前往就近的发热门诊就医；
五是新学年即将开学，家长要做好学
生开学前的个人防护和健康监测，为
迎接新学期做好各项准备；六是符合
接种条件但尚未接种疫苗的市民朋友
要尽快接种，12 岁至 17 岁的青少年
要根据教育等相关部门通知，主动配
合接种。

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北京发布新一轮健康提示

8 月 23 日，北京客运段洗涤车间
的工作人员在进行洗涤前卧具防疫消
杀工作。

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北
京客运段为保障旅客出行安全，加强

列车卧具、窗帘、台布洗涤过程中的防
疫消毒工作，所有洗涤物品都要经过
洗涤前消毒、高温洗涤、灭菌洗涤和高
温熨烫四道消杀灭菌工序。

新华社记者 李 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