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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等22位國際專家擬合研　恐外洩變生化武器

各種流感病毒關係圖
■今年3月有萬頭豬
在上海黃浦江漂浮，
疑與變種禽流感病毒
有關。中國內地年初
的H7N9禽流感疫情
，造成43人死亡。

■甲型流感病毒結構
表面擁有兩個糖蛋白
，分別是血凝素(H)和
神經氨酸酶(N)，H和
N後面的數字代表糖
蛋白被發現的順序，
例如H1N1是最早被
科學家認識的甲流病
毒。

較大字體：人類死亡率高

較暗字體：甚少感染人類

資料來源：
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
世界衛生組織

■豬是流感大流行的常見傳播媒介，
會被雀鳥、人類及豬的流感感染。

■在較壞情況，豬會成為新甲型流感
病毒原，從雀鳥傳至人類的橋樑。

■媒體常用「禽流感」稱
呼H5N1，人類感染死亡率
約六成，暫未有人傳人個
案。
■亞歐地區鮮為人知的禽
流感種類，於雀鳥較常見
，人類較少感染。

■1918年「西班牙型流感
」造成5,000萬人死亡；
「豬流感」在2009年至
2010年肆虐，導致1.5萬
人死亡。

■人類常見流感，殺傷力
不及甲型流感，不會導致
大流行。

■1957年「亞洲流感」在
全球導致200萬人死亡，
之後在人類社會絕跡，但
仍在雀鳥間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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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江蘇省專家證實H7N9禽流感病毒可人傳人後，包

括香港在內的全球22位著名禽流感學者前日在頂尖學

術期刊《科學》與《自然》發公開信，建議製造更

易傳播、更易致病的超級H7N9病毒，以全面評

估其潛在風險。不過，此舉掀起類似前年H5N1

病毒實驗的爭議，反對者質疑公開信提出的科

學依據站不住腳、安全措施不足，或導致病

毒洩漏，觸發全球大爆發，甚至落入恐怖分

子手上，成為生化武器。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鍾洲、曾憲龍

公開信題為《關於H7N9功能獲得(Gof)突變實
驗》，由香港大學醫學院新發傳染疾病國家重點

實驗室主任管軼、荷蘭伊拉斯謨醫療中心病毒學家富
希耶、日本東京大學兼美國威斯康星州麥迪遜大學教授
河岡義裕、聯同英美等專家署名。

毒過H5N1 防變種更易人傳人

專家認為，H7N9可能會在冬季捲土重來，而患者對
特敏福等主要藥物出現抗藥性，長遠增加H7N9造成嚴
重後果的風險。若病毒變種後加劇人傳人，將增加大爆
發風險，故唯一研究途徑就是在實驗室製造變種，進行
動物測試，評估傳播能力。
科學家將促使H7N9變種，或把它與其他流感病毒雜

交，使新病毒擁有通過空氣人傳人等新的能力，再用
雪貂等哺乳類動物測試，鎖定容易感染病毒的基因變
種，並調查會提高毒性的變種，以及會導致藥物失效
的抗藥性病毒原理。
富希耶表示，H7N9已可經空氣在雪貂間傳播，但並

非最有效，實驗目標是觀察病毒會否再有多種變種，令
它更容易在空氣傳播。他稱，一旦H7N9能夠人傳人，
傳染風險會以倍數增加，學界已公認H7N9比H5N1更危
險，因此H7N9研究更為迫切。中國內地年初爆發H7N9
禽流感疫情，至今有133人確診，當中43人死亡。

製加強版H5N1 曾被迫停一年

2011年富希耶等人在實驗室製造出傳播能力更強的
H5N1病毒，引起全球關注，實驗被迫暫停一年，
直到今年才重啟，研究透明度成討論焦點。
公開信在科學界亦引發爭議，《自

然》社論稱，製造能在哺乳類動
物間傳播的H7N9病毒，科學
家將進一步了解相關基因突
變，但自然界很可能產生與實
驗不同的基因突變，質疑實驗
短期效果。英國帝國理工學院
教授巴克萊則表示，研究表明
H7N9具有限傳播能力，Gof突
變實驗是延伸該理論基礎，認
為不允許實驗是荒唐可笑。

46歲的荷蘭伊拉斯謨醫療中心病
毒學家富希耶，因前年成功改造
H5N1禽流感病毒基因打響名堂，
去年更入選美國《時代》周刊年
度全球百大影響力人物。他的團隊
曾鑑定數種「新病毒」，包括血細
胞凝集素H1 6、人類偏肺病毒
(hMPV)、人類冠狀病毒(hCoV-NL)、
曾肆虐香港的沙士冠狀病毒等。
富希耶1995年在阿姆斯特丹大學取得

醫學博士，其後3年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大
學深造，研究HIV-1病毒感染因子蛋白功
能，以及HIV-1整合前複合物的核輸入過
程。病毒學家兼《病毒風暴》作者沃爾夫評
價富希耶時稱，科學家改造病毒固然有風險，
但坐以待斃更危險。

H7N9專攻肺
病毒量多H5N1千倍

「功能獲得」(Ga in -o f -
function，簡稱Gof)實驗透過加

入或增加基因產物，加強病原體傳播能力、宿主
範圍和致病能力，以進一步理解病原體的運作和
複雜性。科學家此前曾透過實驗，加強H5N1病毒
的傳染性並加以分析，希望能製造出更有效疫
苗。

香港大學上月發表研究指，H7N9專門感染能令
肺組織再生和修復損害的關鍵細胞「二型肺泡上
皮細胞」，阻礙患者肺部修復及感染後的恢復過
程，情況與2009年H1N1病毒(俗稱豬流感)相似，
複製能力亦較H5N1病毒強，相信更易引發人類流
感大流行。在長3天的實驗時間內，H7N9病毒量
更比H5N1多1,000倍，亦比H1N1多8倍，反映病毒
能短時間內感染大量個案。

■H7N9病毒

話 知你

■富希耶

荷蘭伊拉斯謨醫療中心病毒學家富希耶、
美國威斯康星州麥迪遜大學教授河岡義裕等

人前年成功改造H5N1禽流感病毒基因，一度引
起病毒外洩恐慌。科學家汲取上次教訓，今次主動
出擊，先解釋實驗計劃及安全措施。富希耶對《科
學》期刊表示，H5N1研究被批評不透明，故想在今
次實驗前先讓公眾了解。
實驗地點屬於「生物安全第三加強等級」

(BSL3+)，是學術研究中最高安全級別的實驗室。為
防病毒洩漏，專家建議所有「功能獲得」(Gof)突變
實驗均須接受由不同領域專家組成的美國國家生物
安全科學諮詢委員會(NSABB)審查。美國衛生及公眾
服務部也表示會加強監督該實驗。
富希耶認為，Gof實驗非常重要，但不會申請美國

政府額外資助，而是考慮動用美國衛生研究所(NIH)
早前批出的7年期合約經費。

H5N1基因改造細節禁刊

2011年12月，富希耶公布在實驗室製造出新的
H5N1變種病毒，研究結論指H5N1只要發生5個變
異，就可透過空氣傳播，有機會導致流感大流行。
研究引起生化武器襲擊風險爭議，當時NSABB評估
後，建議《科學》及《自然》期刊不要發表基因改
造細節，以免研究成果遭不法分子利用。

■香港大學教授

管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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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f改造病毒助研疫苗

《時代》百大影響力人物

富希耶鑑定沙士

■H5N1病毒

科學家提出的安全措施
1.改良實驗設計以減低風險，例如複製無殺傷力

病毒

2.實驗室安全規範為「生物安全第三加強等級」

(BSL3+)，避免病毒外洩，確保有效隔離

3.研究員穿上隔離衣物前，須配備個人保護裝備

「打底」

4.研究員須依從標準操作程序，包括隔離病毒及

應付不同情況的應急方案

5.研究員須經背景審查及定期訓練

6.研究員若出現發燒等呼吸道感染症狀，須立即

通報

7.實驗嚴格遵從美國政府監管政策

8.由於暫無疫苗專治H7N9，須確保測試病毒對流

感專用藥特敏福有反應，若加入任何抗藥性的

改變，科學家同意該病毒不會用作其他「功能

獲得」(Gof)突變實驗

9.研究結果須以論文公開，減低外界疑慮

最高保安級別實驗 學者主動釋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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