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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时评

新突破！

我国新冠病毒灭活疫苗
获批进入临床试验

记者 14日从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科研攻关组获悉，
我国两款新冠病毒灭活疫苗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许可
启动一二期合并的临床试验，成为最先获得临床研究批件
的采用“灭活”技术路线的新冠病毒疫苗。

此前，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腺病毒载体疫苗已
获批开展临床试验。

这意味着我国疫苗研发处于何种进度？不同疫苗又各
有什么特点？

效果需继续评估 灭活疫苗工艺更成熟

此次获批进入临床试验的两款新冠病毒灭活疫苗，分
别由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北京科兴中
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各自联合有关科研机构开发。

据了解，两家单位均在 1月紧急开展研制工作，于 2
月底、3月初完成首批疫苗制备并全面进入动物安全性和
有效性评价程序。

通常而言，启动一期临床试验之前需完成动物实验，
证实可将病毒蛋白送入免疫系统的关键部位，使免疫系统
能识别病毒。该过程可通过使用灭活或减活的病毒、重组
或提取病毒蛋白等方式实现。

国药集团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获批进入临床试验的
灭活疫苗，是通过物理或者化学等方法杀死病毒，但仍保
留了病毒引起人体免疫应答活性的一种疫苗。这种技术路
线的疫苗有着长期研究基础，具有生产工艺成熟、质量标
准可控、保护范围广等特点，在预防甲肝、流感、手足口
病、脊髓灰质炎等传染病中均已有广泛应用。

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相关企业已为紧急使用做好
准备。以国药集团中国生物为例，其申报新冠病毒疫苗临
床试验批次产量超过 5万剂，量产后每批次产量超过 300
万剂，年产能 1亿剂以上，具备大规模灭活疫苗生产能
力。

不过，临床试验分为一期、二期、三期，样本量不断
扩大，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需经过持续验证、依次“过
关”。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之前发布的消息，这个时间通常
需要一年以上。

10亿元资金、“战时节奏”
疫苗研发高速开跑

在应急情况下，疫苗研
发进入“战时节奏”。

据了解，国药集团中国
生物 1月 19日即成立了由科
技部“863”计划疫苗项目首席科学家
杨晓明挂帅的科研攻关领导小组，迅
速安排了 10亿元研发资金，布局 3个
研究院所，在两条技
术路线上开发新冠病
毒疫苗。

其中，灭
活疫苗由国药
集团中国生物
武汉生物制品
研究所与中国
科学院武汉病
毒所在武汉研发、国药集团中国生物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
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在北京研发。
基因工程疫苗则由中国生物技术研究院牵头推进。

国药集团有关负责人介绍，科研人员先后完成疫苗株
筛选、毒种库建立、抗体制备及鉴定、检测方法建立、生
产工艺研究、配伍及配方筛选等一系列新冠病毒疫苗的生
产和质控关键技术，迅速开展并完成动物体内有效性及安
全性评价等工作。

与此同时，科兴中维的科研团队凭借 SARS疫苗研制
的相关经验，在浙江省疾控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实验动
物研究所、中国疾控中心、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军事
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等单位的合作
与大力支持下，新冠病毒疫苗的研发也不断提速。

科兴中维有关负责人表示，公司已将疫苗研制目标调
整为应对全球疫情。现有研究数据显示，疫苗对国内外不
同新冠病毒毒株均有较好的交叉中和反应，为疫苗在全球

范围内的使用提供了数据支持。
疫情紧急，国家药监局也做好应急审评审批的准备，

组织专家团队早期介入、同步跟进研发进程，在标准不降
低、程序不减少、保证疫苗安全有效的前提下，加快审批
流程。

5条技术路线并举 陆续进入临床试验

疫苗对疫情防控至关重要，对安全性的要求也是第一
位的。疫情发生以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科研攻关组专
门设立疫苗研发专班，按照灭活疫苗、重组蛋白疫苗、腺
病毒载体疫苗、减毒流感病毒载体活疫苗、核酸疫苗5条
技术路线共布局 12项研发任务，以确保新冠病毒疫苗研
发的总体成功率。

此前，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腺病毒载体疫苗已
获批开展临床试验。

在3月中旬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中
国工程院院士王军志曾介绍，我国新冠病毒疫苗研发进展
总体上处于国际先进行列，大部分研发团队4月份有望完
成临床前研究，并逐步启动临床试验。

王军志表示，在不降低标准、保证安全有效的前提
下，我国科学家正争分夺秒加快疫苗研发。

据新华社

（配图）

河南

搭建金融服务平台
为企业放款593亿多元

新华社郑州4月14日电 记者从河南省政府新闻办
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河南省运用大数据搭建省级
金融服务共享平台助力企业解决融资难题，截至4月12
日 18时，进驻的金融机构已通过该平台为企业放款
593.23亿元。

据河南省大数据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平台
2019年 3月 5日正式上线运行，目前共归集工商、税
务、养老、电力、信用、不动产等 17个部门 108类政
务数据 5633 万条，免费向银行推送；截至 4 月 12 日
18 时，平台共进驻 24 家银行，上线 110 款信贷产
品，注册 2.5万家企业，为 13429家企业放款 20834笔
共 593.23亿元。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为更好地满足中小微企业
复工复产的贷款需求，该平台充分发挥“零接触”“不
见面”的优势，1月 28日开设“抗疫专题”，联动银行
发布最新优惠政策，开发专属信贷产品，实现银企无缝
连接。

据介绍，截至 4月 12日 18时，各上线银行通过平
台累计为2085家企业放款35.23亿元，支持中小微企业
复工复产。

当前，我国各地正积极稳妥推进复工复产。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复工复产要保质保

量。一方面，加快复工复产是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经济是一个动态循环系
统，不能长时间停摆。复工复产的速度、广度、力
度，既关系到每家企业的生存发展，也关系着实现全
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更直接关系到每个家庭的收入
和生活水平。

复工复产措施，来不得半点虚假，各部门各地区
一定要将帮扶政策落到实处，切勿打小算盘玩用电量

“数字游戏”等小把戏。比如，强化财税金融支撑，加
强对经济形势的分析研判，打好政策“组合拳”，积极
帮助企业破解难点、打通堵点，保障供应、销售渠道

畅通。近期，上海会同江苏、浙江、安徽建立长三角
复工复产复市协调联动机制，对企业急需的原材料和
关键零部件开展区域协作供应，推动全产业链联动复
工，不失为一种有益探索。

保证复工复产“成色”，既要立足当下，更要着眼
长远。各部门各地区要开动脑筋，把在疫情防控中催
生的新型消费、升级消费培育壮大起来。此外，要加
大公共卫生服务、应急物资保障领域投入，加快5G网
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

各地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建立主客观相统
一、多维度、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保证复工复产
率、用电量等指标的真实性。同时，坚持问题导向，
解决一个个实际困难，真正提升复工复产的“成色”。

确保复工复产“成色”
□杨有宗

商务部

停止两家公司
防疫用品出口

新华社北京4月14日电 记者 14日从商务部了解
到，在开展防疫用品出口过程中，有的企业存在产品
质量问题，扰乱防疫用品出口秩序。医疗物资商业出
口工作机制 13日发布通报，停止北京启迪区块链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爱宝达科技（深圳）有限公司防疫用
品出口。

新华社北京4月14日电 记者 14日从公安部交管
局获悉，新修订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
规定》明确，交通违法行为人可以跨省异地处理非现
场交通违法行为，这项规定将于2020年5月1日起正式
实施。

按照原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只能在交通违法行为
发生地或者机动车登记地处理非现场交通违法行为。
新规定明确机动车驾驶人对交通违法行为事实无异议
的，既可以选择在违法行为发生地处理，也可以选择
在发生地以外的任意地方公安交管部门接受处理，行
政处罚按照发生地的处罚标准执行。这项措施将于5月
1日起在湖南、广西、四川、贵州、云南试点，6月底
将在全国全面实施。

同时，为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管理水平，提升公
众参与，新规定明确对单位或者个人提供的违法行为

照片或者视频等资料，经查证属实的，可以作为处罚
的证据。同时，为维护社会良好风尚，公安交管部门
将通过严格规范群众举报的范围和程序、依法严厉打
击恶意举报等方式，确保群众举报交通违法行为得到
良好执行。

此外，为进一步规范对酒后驾驶等违法行为的查
处，加大对严重违法行为的治理力度，新程序规定还
对检验酒驾醉驾违法犯罪嫌疑人体内酒精含量以及重
新检验等程序进行了规范，并增加了与保险监管机构
建立交通违法行为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联
系浮动制度等内容。

据了解，《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
于 2004年 5月 1日实施，2008年进行了第一次修订。
该规定的实施，对规范公安交管部门执法行为，保护
交通参与人合法权益，发挥了重要作用。

拍下来的交通违法行为将可异地处理
6月底在全国全面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