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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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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感病毒结构自内而外可分
为核心及包膜两部分。核心层由
核蛋白、多聚酶和核糖核酸组成，
包膜层由基质蛋白、脂质双层膜和
糖蛋白突起组成，糖蛋白突起又由
血凝素（hemagglutinin，HA）和神经
氨酸酶（neuraminidase，NA）构成。
根据核心层的核蛋白和包膜层的
基质蛋白二者抗原性的不同将流
感病毒分为甲(A)、乙(B)、丙(C)三
型；在核蛋白抗原性的基础上，根
据血凝素 HA 和神经氨酸酶 NA 的
抗原性又分为多种亚型，HA 分为
H1～H18 亚型，NA 分为 N1～N11
亚型，其中人类流感病毒主要与
H1、H2、H3 和 N1、N2 亚型有关。
目前感染人的主要是甲型流感病
毒中的 H3N2、H1N1 亚型及乙型
流 感 病 毒 中 的 Victoria（Bv）和
Yamagata（By）系。

甲型H3流感最早于1988年在
美国发现。该病毒非常活跃，以每
年的冬春季高发，夏秋转换期也有
流行。H3N2 是甲型 H3 流感病毒
的亚型之一。甲型H3流感往往和
乙型流感病毒及甲型H1N1病毒同

时流行。
甲型 H1N1 流感病毒包含有

猪、禽和人三种流感病毒的基因片
段，是人流感病毒、猪流感病毒、禽
流感病毒通过感染猪后发生基因重
组形成的“混合体”，原称人感染猪
流感，2009年4月，世界卫生组织建
议用“甲型 H1N1 流感”，沿用至
今。目前，中国北方和南方部分省
份已出现甲型H1N1型流行水平的
升高和流行范围的扩大。

乙型流感病毒根据病毒衣壳糖
蛋 白 不 同 ，分 为 Victoria（Bv）和
Yamagata（By）系，其流行特征多为
局限性小流行，四季均可流行。根
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监测显
示，每年乙型流感都会与 H1N1 及
H3N2 病毒共存并流行，每隔 2～4
年会成为优势流行株。BV系和BY
系可交替或共同流行。

感染流感病毒后，临床表现以
高热、肌肉酸痛等全身中毒症状为
主，个别会出现腹泻或呕吐等症
状，而呼吸道症状相对较轻。人流
感病毒的主要传染方式是通过飞
沫经呼吸道传播，有效地预防措施

依然是接种流感疫苗，由于流感病
毒的频繁变异性，需每年接种；其
次是避免去人多且拥挤的场所，保
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以及环境
清洁。

第二类人感染禽流感病毒源于
动物禽流感病毒，但它当中的某些
亚 型 如 H5N1、H5N6、H9N2、
H7N9、H10N8 型可通过抗原变异
后直接感染人类，就称之为人感染
禽流感病毒。其中H5N1、H7N9两
种病毒时间跨度最大，H5N1 集中
在 2005 年至 2015 年，H7N9 集中在
2013年至2017年；流行地域最为广
泛，南北方皆有，南方的福建、广东
地区较多。人感染禽流感病毒主要
通过直接接触禽类或其排泄物污染
的物品、环境而感染，目前尚未发现
人感染人的直接证据。那么为什么
会造成人感染禽流感病毒地域间流
行呢？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高福
团队通过研究发现，可能与候鸟由
北向南的迁徙有关。

人感染禽流感病毒后主要是流
感样症状，包括发热、咳嗽等全身不
适，也可以出现流涕、咽痛等；部分

患者肺部病变较重或病情发展迅速
时，出现胸闷和呼吸困难等症状。
H5N1为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病
毒，相比其它型人感染禽流感病毒，
患者病情重且病死率高。

目 前 尚 没 有 人 感 染 禽 流 感
H5N1 的疫苗。对于普通民众，主
要的预防措施是勤洗手、保持环
境清洁、合理加工烹饪食物，从而
减少与活禽或病死禽直接接触的
机会。

（作者简介：王炎钦，女，汉族，
1982 年 6 月生，第十二届山西省青
联委员、山西省政府采购评审专
家。浙江大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
学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现任太
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管技师，
专注于传染病病原微生物分子生物
学研究10余年。）

盘点流感的病毒生物学渊源及框架组成
■ 王炎钦

2022 年第三十二届中国新闻奖评
比结束后，本届中国新闻奖审核委员会
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
所研究员唐绪军代表审核委员会发表
了题为《迎接新挑战 当好把关人》的
工作报告。

报告对 2022 年度中国新闻奖参评
作品的审核情况作了详尽说明，并列举
了参评作品中出现的种种差错。作为
一名新闻工作者，认真阅读审核报告、
分析这些错误产生的原因、吸取这些错
误带来的教训，对于今后提高新闻作品
质量、做好新闻宣传工作、提升新闻宣
传效果有着重要的意义。

中国新闻奖是全国性年度优秀新闻
作品最高奖，其获奖作品从题材选取、新
闻背景到谋篇布局、写作技巧，都是经过
千锤百炼、百里挑一的新闻精品。而每
一篇获奖作品，都要经过审核委员会近
乎苛刻的审查和“挑刺”，才能从上千件
优秀作品中脱颖而出、大放异彩。

对于身处基层新闻单位的一线新
闻工作者来说，能从中国新闻奖审核
报告中读出什么样的味道、接收到什
么样的信息、对自己今后的新闻创作
产生什么样的激励和助推作用，需要
我们深思。

思考一：中国新闻奖发现的
差错也是我们在工作中常常犯的
错误，只要写作认真是完全可以
避免的。

中国新闻奖的审核工作已进行了9
年，对作品差错的审核范围主要包括导
向性错误、事实性错误、专业性错误、语
言文字错误和音视频错误。审核报告
认定在2022年度申报的1244件作品中，
有501件作品存在990处各类差错，差错
率高达40%。

中国新闻奖的审核细致程度令人
惊叹，除了一般常见的文字性差错，比
如“的地得”的用法错误，事实性差错比
如年月日错误、引用错误等等以外，对
报纸版权信息标示错误、音视频同期声
音量大小等技术性差错也纳入了审核
范围。

这些错误的产生，往往是因为作者
疏忽大意、工作不严谨、缺少事后把关
造成的，只要采编校各环节更加认真、
高度负责，完全可以避免。由于发生这
样的错误而痛失中国新闻最高奖项，不
能不说是一种莫大的遗憾。

这足以警示广大新闻工作者，“合
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
土”，写作一篇新闻稿，不下细微的功夫
不行，不做好扎实的基础工作不行，不
重视完稿后的校对核验工作不行。

思考二：对照中国新闻奖审
核报告，如何才能有效减少失误，
杜绝差错。

新闻工作者要努力推出“有品质”
的新闻作品，要提高新闻作品的格局和
质量。新时代，新闻作品担当着新的使
命，新使命对新闻作品的质量提出了新
的要求。任何时候，新闻工作者都要把
提高新闻作品质量作为永恒的追求。

随着媒体架构的重塑和技术的进
步，现在的采、编、校工作面临全新的挑
战，标准也更高。只有个人素质的提
高，才有新闻作品质量的提高。新闻从
业人员一定要脚踏实地，勤学苦练，努力向全媒型、专家型人
才转变。

编校人员要适应全媒体时代传送方式、编校技术发展的
趋势，在内容把关、文字校对、图像审核等方面主动学习运用
现代智能技术，有效提高编校效率，降低作品差错率。

同时，还要坚持传统的审校方式，“土工作业”不能少，逐
字逐句抠、一段一节过，绝不放过任何一个细枝末节。特别
是在重大活动报道时，更要发扬“怀疑一切”“找茬儿”的精
神，确保关键时刻不出问题、没有差错。

思考三：对标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奋发进取，
厚积薄发，不断创作出更加优秀的新闻作品。

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为广大新闻从业人员树立了作品
质量的标杆。“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基层新闻媒体
工作者要努力向获奖者学习、看齐，提高自己的业务素质和
能力，提高新闻作品的格局和质量，创作出更加优秀的新闻
作品，以追梦者的姿态，变“不可能”为“我能行”，向中国新闻
奖发起冲刺，为自己的职业生涯增光添彩。

从去年开始，中国新闻奖对奖项设置和申报方式作了
大力度的改革，改革面向媒体融合发展的方向，打破作品
形态和传播介质，贯通各类媒体，并在申报方式上向一线
新闻工作者倾斜，鼓励基层媒体创新创优，扩大了基层新
闻工作者获奖概率，有利于更多来自基层的鲜活新闻作品

“金榜题名”。
中国新闻奖评选机制的改革，无疑为基层新闻工作者注

入了一针“强心剂”。长期奋战在基层一线的新闻工作者，是
中国新闻事业的重要力量。他们脚沾泥土，贴近群众，在最
真实的生活海洋里捕捉“活鱼”。

改革后的中国新闻奖，为基层新闻工作者的作品登上
“大雅之堂”提供了更加便捷的条件。可以想见，今后的中国
新闻奖获奖者中，来自基层的新闻工作者的面孔将越来越
多；获奖作品中，来自基层的鲜活作品也将越来越多。

获得中国新闻奖，最重要的是要靠新闻从业者的采编功
力和敬业精神。成就一篇高质量的新闻作品，与采编者的脚
力、眼力、脑力、笔力密不可分。中国新闻奖审核报告，从一
定意义上来讲，为我们创作好的新闻作品立了规矩、定了标
尺。广大基层新闻工作者要仔细研读审核报告，思考获奖作
品背后的功夫，踏踏实实践行“四力”，扎扎实实提高本领，创
作出更多优秀的新闻精品，展现新闻工作者的时代担当。

（作者单位：晋中日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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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安全是事关国家经济社会
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基础性问
题，我们要坚定不移做能源安全新
战略的践行者、推动者、保障者。

一、清醒认识欧洲能源安
全之困

去年以来，俄乌冲突之后迅速
引发了全球能源市场动荡，欧洲能
源局势陷入困局。

一是能源贸易格局之变。长期
以来，全球能源贸易因历史供需关
系和传统贸易形成相对固定的格
局。从欧洲来看，俄罗斯是世界第
三大石油生产国，仅次于美国和沙
特阿拉伯。俄罗斯是全球最大的石
油出口国，也是仅次于沙特阿拉伯
的第二大原油出口国。俄罗斯大约
60%的石油出口到欧洲地区。俄罗
斯天然气出口量世界第一，俄罗斯
天然气供应欧洲主要国家的份额，
2021年占到欧洲需求的32%。而欧
洲地区国家主要是油气消费国、进
口国。俄欧之间形成能源供应链。

俄乌冲突爆发后，能源贸易格
局被打破。俄罗斯在欧洲能源市场
的份额被极限压缩，欧洲市场由美
国、中东国家、非洲、澳大利亚快速
填补，美国获得巨额利润。欧洲在
这次能源变局中步履艰难，用能成
本加大。从全球能源贸易格局来
看，俄罗斯石油出口在欧洲地区锐
减、在亚洲实现增长，亚洲国家从中
东国家进口规模出现缩减，美国和
中东产油国加大对欧洲的石油出口
量，总体基本平衡。

二是能源价格之变。石油、天然
气、煤炭等化石燃料在2022年接连飚
升。天然气现货价格创下历史新高，
折合原油价格达到250美元/桶；原油
市场也波动不断，价格最高突破了
100美元/桶；煤炭价格同样创下历
史新高。

国际能源署发布的《世界能源
展望 2022》报告指出，过去数十年
里，全球经历了多轮能源供应中断
导致的危机。2022年全球经历的能
源危机更是规模空前，较往年影响
范围更广，影响因素更为复杂。此
轮能源危机可能导致全球范围内超
过7500万人用不起电，这也是该机
构有数据记录以来无电人口规模首
次出现上涨的一年。

三是欧洲能源政策之变。欧洲
政府面对能源危机，采取了提供用
能补贴、削减能源消费、重启燃煤发
电、推进可再生能源发展、出台能源

发展计划等调整举措，扭转能源对
外依存度过高的不利局面，加强能
源安全。提供用能补贴。国际能源
署发布的《世界能源展望2022》报告
指出，多国政府为了应对高昂的用
能成本和能源供应缺口，出台为居
民提供用能补贴等政策。

统计显示，截至 2022 年 10 月，
全球各国政府承诺缓解用能压力提
供的资金规模已经超出 5000 亿美
元。削减能源消费总量。在供不应
求的前提下，倡导居民提高节能意
识，培养节能养成，减少空调使用，
调低空调温度，更换节能家电，增加
绿色出行，养成关灯习惯。要求企
业进行生产线的调整和产能重新布
局。重启燃煤发电。欧洲许多国家
由于天然气供应量锐减，不得不重
启煤电以解燃眉之急。如 2022 年
煤炭出口国哈萨克斯坦的煤炭产量
增长了大约4.5%。

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2022
年全球煤炭消费量创历史新高。全
球煤炭消费量增长1.2%，首次单年
超过 80 亿吨。全球煤炭产量则增
长了 5.4%，达到 83 亿吨，创历史最
高水平。推进可再生能源发展。欧
盟能源计划提出，2030年，欧盟的可
再生能源占比将从此前规划的40%
提升至 45%，欧盟总的可再生能源
装机量将从此前规划的 10.67 亿千
瓦提升至12.36亿千瓦。

除欧盟层面外，欧洲多国陆续
调整能源政策，加大可再生能源部
署、承诺更高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目
标，欧洲光伏、风电装机需求持续走
高。加快出台能源发展计划。2022
年5月，欧盟提出的能源计划，拟投
资千亿欧元用于加强欧洲能源安
全，提高能源独立能力。

纵观欧洲能源安全之困，究其
原因是困在能源对单一国家或地区
依存度过高，困在新能源尚未安全
可靠就淘汰了煤电传统资源，困在
没有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二、全力保障我国能源安
全之策

通过深入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大
报告中关于深入推进能源革命的要
求，研究分析欧洲能源困局带给我
们的警示，进一步认识到确保能源
安全必须以万全之策应对挑战，抵
御风险。

一是“立本”，坚定不移贯彻落
实能源安全新战略这一根本。党的
二十大报告提出，“深入推进能源革

命”“确保能源安全”。对于能源行
业而言，这既是重大经济责任，更是
重大政治责任，要完整、准确、全面
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决扛起“确保能
源安全”的重大责任，以正确的思想
和理论引领指导能源工作实践。

二是“保供”，充分发挥煤炭的
压舱石作用。我国是世界第一大产
煤国，煤炭资源丰富。经过近10年
的发展，我国建立了煤、油、气、核、
可再生能源多轮驱动的能源供应体
系，能源供给率始终保持在 80%以
上，能源供需和能源价格总体稳
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 202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统计公报》指出，2022年全国原煤
产量45.6亿吨，同比增长10.5%。煤
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56.2%，
同比上升0.3%，全力稳煤增产稳价
保供成效明显，为确保全国能源安
全提供了有力支撑。要继续推进煤
炭主产区省份增煤保供，进一步发
挥煤炭煤电兜底保障作用，加强煤
炭清洁高效利用，推进煤炭消费转
型升级。山西作为煤炭大省，改革
开放 40 多年来，煤炭产量、调出量
和出口量分别占全国总量的四分之
一、四分之三和七成以上，对国家经
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保障
作用。2023年，我省煤炭产量要达
到13.65亿吨，先进产能占比稳定在
80%以上，电力总装机达到 1.33 亿
千瓦，为全国能源安全持续贡献山
西力量。

三是“增产”，着力落实油气行
业增储上产“七年行动计划”。《202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指出，2022 年全国原油产量 2.0472
亿吨，2016 年以来首次回升至 2 亿
吨以上；天然气产量 2201.1 亿立方
米，同比增长6.0%，连续6年增产超
100亿立方米，我国油气生产保持平
稳增长。要继续加大国内油气资源
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夯实国
内能源生产基础，进一步提升石油
和天然气产量，力争到 2025 年，原
油年产量回升并稳定在 2 亿吨水
平，天然气年产量达到2300亿立方
米以上，提升能源自主供给能力。

四是“开源”，加快推进可再生
能源建设。近10年来，我国可再生
能源发电装机增长了近 3 倍，装机
规模稳居世界第一，煤炭消费比重
年均下降超过 1 个百分点，全球非
化 石 能 源 增 量 中 我 国 贡 献 超 过
40%。《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统计公报》指出，2022 年，水电、核

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清洁能源发
电量比2021年增长8.5%；非化石能
源 消 费 量 占 能 源 总 量 的 比 重 为
17.5%，提高 0.8 个百分点。清洁能
源生产较快增长，非化石能源消费
占比不断提升，能源低碳转型进一
步深入。要继续大力发展非化石能
源，加快构建新能源供给消纳体系，
重点城市、核心区域、重要用户电力
应急安全保障能力明显提升。山西
要加快推进“五大基地”建设，着力
构建新型综合能源体系。2023年，
我省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要
达到42%，发电量占比要达到23%，
非常规天然气产量要突破113亿立
方米。

五是“节流”，加快推进能源消
费低碳转型。我国虽然经济总量位
居世界第二，但能源利用效率却只
有世界平均水平的 1/3 左右，在全
球处于较低位置。《2022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指出，2022年
全年能源消费总量为54.1亿吨标准
煤，比2021年增长2.9%。煤炭消费
量 增 长 4.3% ，原 油 消 费 量 下 降
3.1%，天然气消费量下降1.2%，电力
消费量增长3.6%。要树立节约能源
的消费观，坚决控制能源消费总量、
降低能耗强度、抑制不合理能源消
费，实施能源领域碳达峰行动，加快
重点领域降碳提效，教育全民转变
能源消费方式，增强节能意识、环保
意识、生态意识，不断提高能源利用
效率，以尽可能少的能源消费支撑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2023年，我
省要完成年度能耗强度降幅目标，
合理弹性控制能源消费总量，非化
石能源消费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超
过 10%，有序推动能源消费结构绿
色低碳转型。

六是“多元”，加速推进多元化
能源国际合作。在主要立足国内的
前提条件下，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
命涉及的各个方面加强国际合作，
有效利用国际资源。深入推进与主
要油气资源国的合作，加强跨国油
气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油气进
口新渠道。（作者单位：山西省能源
发展中心）

坚定不移保障我国能源安全之我见
■ 高守萍

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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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很多人“被甲流”了，我们知道甲流就是流感，反之，流感等于甲流吗？本篇就来逐一盘点流

感的病毒生物学渊源及框架组成。流感是流行性感冒的简称，由流感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

病。目前已知能感染人的流感病毒有两类：人流感病毒和人感染禽流感病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