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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解惑

疾病命名有原则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瑞士日内瓦宣布，将
新冠肺炎命名为“COVID-19”。谭德塞说：“在世卫组
织、世界动物卫生组织以及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共同
指导原则下，我们必须找到一个不涉及地理位置、
动物、个人或人群，同时方便发音且与疾病有关的
名称。”

2015年，世卫组织等机构提出了对新发现传染性
疾病命名的指导原则，提倡使用中性、一般的术语代替
人物、地点、动物、食物和职业的名称来命名。

这是因为过去一些传染性疾病的名称曾导致污名
化和其他不良后果。比如2009年，“猪流感”这个名称
曾让一些国家“谈猪色变”，甚至限制猪肉贸易、下令屠
宰生猪，后来世卫组织宣布这种疾病的正式名称为甲型
H1N1流感。再如2012年在中东一些地方出现的“中东
呼吸综合征（MERS）”，由于疾病名称中含有“中东”这个
地理名称，曾引发争议。

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出现后，国际科研人员在分享
相关信息时曾使用多个不同的英
文名称。世卫组织宣布的新
名称“COVID-19”包含冠状病
毒、2019年等要素的英文简
写，较易拼读。世卫组织说，
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其他冠状
病毒相关疾病，新名称可提
供一个标准格式。

冠状病毒新成员

一种疾病的名称
与引发这种疾病的病
毒名称不一定相似。
有时二者类似，比如
麻疹与麻疹病毒；有

时病毒名称源于其他方面，比如鼻病毒、腺病毒等根据
感染宿主部位而得名。

国际病毒分类学委员会在其官方网站上宣布，新
型冠状病毒的英文名为“SARS-CoV-2”。美国《科学》
杂志网站报道说，国际病毒分类学委员会冠状病毒研
究小组主席约翰·齐布尔表示，他们是根据基因测序
等方面的分类学研究提出这个名称，这一名称与
SARS疾病之间没有关联。钟南山院士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也曾表示，新型冠状病毒与SARS冠状病毒是同
一类，但不是同一种。

基因测序等研究结果显示，新出现的这种冠状病毒
与SARS冠状病毒同属冠状病毒科的β属冠状病毒。

冠状病毒研究小组在预印本网站bioRxiv上贴出一
篇论文，介绍了他们对这种病毒的分类依据。

研究人员说，它是冠状病毒群体中的一个新成员。
目前已知可感染人类的冠状病毒共有7种，可引发较严
重疾病的冠状病毒有曾在2003年肆虐的SARS冠状病
毒，以及前几年影响沙特阿拉伯、韩国等地的MERS冠
状病毒等。

万州区科协
送防疫知识手册到社区 疾病和病毒

命名有讲究
新华社记者 李 雯

世界卫生组织日前宣布新型冠状病毒所引发疾病的英文名为
“COVID-19”，国际病毒分类学委员会宣布这种病毒的英文名为
“SARS-CoV-2”，但相关负责人强调“这一名称与SARS疾病
之间没有关联”。

那么，传染性疾病和病毒的命名有什么讲究呢？

璧山区科协
开展反邪教宣传工作

近日，璧山区科协组织志愿者，开展了
疫情期间反邪教宣传工作。区科协充分发
挥反邪教信息员、志愿者等队伍力量，在值
守小区卡点进行反邪教宣传，通过发放资
料、扫码关注“科普璧山”微信公众号等方
式，劝导群众提高警惕，拒绝邪教。通过广
播、宣传栏等方式宣传反邪教知识，引导基
层群众理性看待疫情，做到不信谣、不传谣。

此次宣传，璧山区科协做到疫情防控、
反邪宣传两不误，不仅提升了居民对疫情
防控及反邪教工作的思想认识，而且动员
群众参与了疫情防控、防范邪教组织的宣
传工作，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筑牢
了基础。

（重庆市反邪教协会办公室 璧山区
科协供稿）

大足区科协
积极服务企业复工复产

本报讯（通讯员 杨洲燕）近日，大足
区科协一行前往大足工业园区、双桥经开
区，针对企业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开展专
项服务工作。

区科协一行先后走访了6家企业，通
过与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实地查看，详
细了解各企业在员工个人防护、车间卫
生、防护设施、科技需求等方面的情况，鼓
励各生产企业坚定信心，用活用好近期
市、区出台的各项支持发展的优惠政策措
施，努力把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降到最
低。同时，做到疫情防控和生产经营两手
抓、两不误。区科协此行还为企业送去了
防护口罩、科普挂图、大足区应对新冠肺
炎疫情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等
防护、宣传资料。

垫江县科协
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李明建）为响应垫江
县委组织部开展“战新冠疫情、做新时代雷
锋”行动号召，垫江县科协积极行动，形成

“互帮互助，共克时艰”的良好风尚。
在桂阳街道，县科协对“三无小区”开展

了“义务值守在一线”志愿服务活动，对进出
小区的人员测体温，提醒他们戴口罩，科普
辟谣，劝市民不聚集，引导市民使用“渝康
码”“垫康码”。在周嘉镇，垫江县科协积极
开展“助耕助农在一线”志愿活动，指导农民
进行春耕生产，为在疫情下的粮食保产打下
坚实基础。在县工业园区，垫江县科协与县
工业园区管委会一道，聚焦解决企业复工复
产遇到的难题，积极帮助企业发布用工信
息，解决用人需求。

虽然我们都知道，呼吸道疾病患者很可能通过咳嗽
或打喷嚏的方式传染他人，但具体的传播范围有多大呢？

2014年，有数学家利用高速视频解析了打喷嚏和
咳嗽时产生的流场，并用数学模型计算出了两者的传播
距离。结果让人大吃一惊。

打喷嚏和咳嗽产生开始于深呼吸，然后肺部的空气
被压缩，最后被吸入的空气在几分之一秒内被肺压出
来。咳嗽喷出的东西不只有气体，还伴随着液滴（气溶
胶），液滴的大小在100微米以下，相当于人类头发丝的
宽度。这些液滴产生于气体喷射的过程中，将肺部、支
气管、气管黏附的体液一并带出，喷涌出数万个小液滴。

在重力的作用下，一些较大的液滴很快落到地板
上，较小的液滴（直径小于或等于5微米的颗粒）就飞得
比较远，而且会随着气流扩散开来。而这时候，大量的
病毒和细菌就乘着这些小液滴一起传播了出来。

由于气溶胶很小，很难用肉眼看清。所以科学家利
用2个摄影机和多个光源，在高帧率下拍摄打喷嚏下的
大量细节，最后用慢动作播放观察，建立数学模型计算。

在咳嗽、打喷嚏的过程中，可以看到液滴组成的高
密度喷射物，科学家将之称为“云”。较大的液滴不受气

相流动的影响，下坠速度较快，距离比较近，射程在1米
范围内；而较小的液滴以不同程度的湍流气云悬浮，射
程较远。这团“云”在喷射过程中，会将周围的空气卷
入，“云”的体积会不断增大，但速度也会逐渐减慢。

通过大量测量，然后将数据输入数学模型后，科学
家得出结论：打喷嚏产生的较大液滴最远可达8米，而
咳嗽产生的液滴则可达6米远。并且根据不同的环境
条件，打喷嚏和咳嗽产生的液滴最多可以在空中停留长
达10分钟。

那么是不是站在离患者10米远就没问题了呢？并
不是。实验的计算结果是均值，并不是所有的数据，一
些颗粒较小（5微米以下）的液滴会飞得很远，甚至有可
能会在空中一直飘浮，而这些飘在空中的颗粒到底能飘
多久这就很难说了，所以室内通风很重要。

另外，人与人之间能呼出的距离是有一定差异的，
有的人肺活量大，传播距离会更远。

最终小液滴落了下来，有的落在桌子上，有的落在
手机上，有的落在键盘上……如果你无意中触摸了这些
液滴却没洗手，就会在不知不觉中感染了病毒，所以勤
洗手很重要。

打喷嚏产生的液滴能飞多远
刘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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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升大众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科学认
识，万州区科协制定了疫情防控知识手册
2000余册，内容包括新冠肺炎相关医学知
识、就医流程以及个人防护小常识等，力求
精简、准确地将防疫知识传递到千家万户。

近日，区科协一行将防疫知识手册送到
高笋塘街道苗圃社区，并针对后一阶段疫情
防控工作、辖区复工复产以及普及新冠肺炎
相关科普知识的工作进行了深入探讨。区
科协相关负责人介绍，万州区科协累计有10
名干部职工深入9个村、社区，分别将疫情防
控知识手册送到所在的社区防疫一线，将防
疫知识手册发放到居民手中，受到广大居民
的肯定。 （万州区科协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