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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概览：截至 2021 年 7 月 14 日（CET 时间），全球 COVID-19

累计确诊人数接近 18752万例，累计死亡逾 404万例。美洲地区

确诊病例已超过 7409万；欧洲地区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 5732万。

2021年 6月 28日至 7月 4日，全球 COVID-19日均死亡人数为

7695 例，较上月进一步下降。截至 2021年 7 月 13日，全球共

接种了 35.1亿剂 COVD-19疫苗。

最新资讯：德尔塔变体的传染性更强，对疫苗的抵抗性更强，感染者

需住院治疗的可能性更高，接种两剂疫苗可减缓其蔓延。已有临

床试验表明克尔来福的疫苗对 3-17岁儿童和青少年安全有效，

但由于儿童青少年的这一群体的特殊性，应谨慎评估疫苗对其产

生的长期影响。世卫组织将白细胞介素-6受体拮抗剂纳入新冠治

疗方案，并呼吁制造商降低价格，向中低收入国家，特别是新冠

病例激增的国家供应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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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疫情概览

（一）确诊病例变化情况 截至 2021年 7月 14日（CET时间1）[1]，

全球累计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187,519,798例，累计

确诊病例前 3位的国家依次为：美国（33,572,715例）、印度（30,946,074

例）和巴西（19,106,971例）。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前 3位的国家依次

为：印度（38,792例）、英国（36,216例）和俄罗斯（23,827例）。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每日更新的数

据（见图 1），美洲地区确诊病例已经超过 7409 万；欧洲累计确诊

病例已超过 5732万。

图 1世界疫情分布趋势图

（数据更新时间：2021年 7月 14日，CET时间）

（二）死亡病例变化情况 截至 2021年 7月 14日（CET时间）[1]，

全球累计确诊死亡病例 4,049,372例。累计死亡病例前 3位依次为：、

美国（602,409例）、巴西（534,233例）、印度（411,408例）。单

日新增死亡病例数前 3位的国家依次为：俄罗斯（786例）、巴西（745

例）、南非（633例）。

根据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 FT）滚动更新的数据[2]（见图 2），

1 CET时间为中欧夏令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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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6月 28日至 7月 4日，全球 COVID-19日均死亡人数为 7695

例，较上月进一步下降；其中，拉丁美洲日均死亡人数与上月相近，

为 3530例，占全球的 45.9%；印度日均死亡人数为 857例，较上月

大幅下降，占全球的 11.1%；欧洲日均死亡人数为 995例，占全球的

12.9%。

图 2全球七天滚动日均死亡人数

（2020年 3月 15日至 2021年 7月 4日）

（三）疫情干预措施追踪 牛津大学研发的全球 COVID-19疫情干预

措施追踪器显示[3]，截至 2021年 7月 13日，智利、委内瑞拉、马来

西亚、印度、斯里兰卡等国仍采取较为严格的干预措施（严格指数在

80-90 间）；中国、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加拿大、澳大利亚、德

国、土耳其、苏丹、肯尼亚、巴西等国家正在采取一般严格的干预措



3 / 10

施（严格指数在 60-80间）；美国、墨西哥，俄罗斯、挪威、瑞典、

法国等大部分欧洲国家，以及刚果、赞比亚、泰国等诸多国家已经采

取较为宽松的干预措施（严格指数≤60）。

图 3 全球各国政府干预措施严格指数（2021年 7月 13日）

（四）疫苗接种进度追踪 Our World in Data网站数据显示[4]，截至

2021年 7月 13日，全球共接种了 35.1亿剂 COVD-19疫苗（按疫苗

剂量计数），全球 25.6%的人口已经接种至少一剂疫苗，现每天接种

约 2967万剂。COVD-19疫苗接种剂数前三位的国家/地区是中国（14

亿剂）、印度（3.88亿剂）和美国（3.35亿剂）。每百居民接种疫苗

剂数最多的前三位国家/地区为：直布陀罗（232.21剂）、阿拉伯联

合酋长国（162.2剂），马耳他（160.6剂），详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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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截至 2021年 7月 13日全球各国累计每百居民 COVID-19疫苗

接种剂数

（五）疫情变化趋势预测 麻省理工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发了一个流行

病学模型 DELPHI，可以用来动态预测感染、住院和死亡病例数[5]。

这个模型在标准的 SEIR模型之上考虑了 COVID-19大流行的其他影

响因素，如检测不足和政府的差异化干预措施等。

图 5 2021年 10月 15日全球现存感染病例数预测
（颜色从浅黄色到黑色表示从少到多，灰色表示缺乏足够数据进行预测或者疫情

已经基本结束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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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模型，预测到 2021年 10月 15日，全球感染病例总数将超过

2.34亿例，死亡病例数逾 485万例，现存病例数逾 384万例，现存住

院病例数逾 20万例。由表 1可以看出，预测到 2021年 10月 15日，

亚洲感染病例总数最多，逾 8808万例，其次为欧洲和北美洲，其中

美国感染病例总数逾 3397万例；死亡人数最多的为亚洲，其次为南

美洲和欧洲。

表 1 五大洲 COVID-19病例预测（预测截止时间：2021年 10月 15日）

地区
感染病例总数

（例）

死亡病例数

（例）

现存病例数

（例）

现存住院病例

数（例）

全球 234,023,593 4,850,180 3,844,560 202,471

北美洲 43,025,441 944,602 384,683 18,838

美国 33,977,997 612,226 31,405 1,700

亚洲 88,084,789 1,457,060 2,659,210 132,109

欧洲 52,787,144 1,006,983 207,750 17,311

南美洲 38,060,972 1,159,817 204,956 12,242

非洲 12,012,645 280,586 387,937 21,969

二、最新资讯

（一）德尔塔变体的传染性更强，对疫苗的抵抗性更强，感染者需住

院治疗的可能性更高，接种两剂疫苗可减缓其蔓延。

7月 7日世界卫生组织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新冠病毒变异株在

全球多国出现，其中德尔塔变异株已传播至 104个国家和地区。

6月 22日，《自然杂志》（Nature）刊发文章探讨德尔塔变异株

问题[6]。德尔塔变异株，也被称作 B.1.617.2，在印度 4、5月份暴发

的一波凶猛疫情中被首次发现。德尔塔变体与尼泊尔、东南亚及其他

地方 COVID-19卷土重来有关，但它在英国的传播让科学家更清楚地

了解到它所带来的威胁。英国的数据为德尔塔变体的传染性、疫苗的

抵抗性以及造成的入院率提供了一定的证据。德尔塔的传染性似乎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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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0年年末英国发现的已经具有高度传染性的阿尔法变异（也被

称为 B.1.1.7）高出 60%左右。此外，德尔塔对疫苗具有一定的抵抗

性，尤其是对于单一疫苗接种。英国公共卫生署 5月 22日发表的一

项研究称，单剂阿斯利康或辉瑞疫苗可使人出现由德尔塔变异引起的

COVID-19症状的风险降低 33%，而阿尔法变异引起的 COVID-19症

状的风险可降低 50%；接种第二剂阿斯利康疫苗可将对德尔塔变体的

保护率提高到 60%（阿尔法变体的保护率为 66%），而接种两剂辉

瑞疫苗对德尔塔变体的保护率为 88%（阿尔法变体的保护率为

93%）。另外，来自苏格兰和英格兰的初步证据表明，感染德尔塔病

毒的人需要住院治疗的可能性是感染阿尔法病毒的 2 倍。尽管在英

国，德尔塔变体的病例数大约每 11天翻一番，但是，拥有充足疫苗

储备的国家应对住院率减缓抱有信心。英国公共卫生署的一项研究发

现，与未接种疫苗的人相比，接种一剂疫苗的人住院的可能性降低了

75%，接种两剂疫苗的人住院的可能性降低了 94%。

值得注意的是，德尔塔病毒给那些疫苗供应有限的国家带来了最

大的风险，尤其是非洲国家，因为这里大多数国家的疫苗接种率不足

5%。尽管监测数据有限，但已有迹象表明，德尔塔变体已经导致非

洲的病例数激增。

（二）已有临床试验表明克尔来福的疫苗对 3-17岁儿童和青少年安

全有效，但由于儿童青少年的这一群体的特殊性，应谨慎评估疫苗对

其产生的长期影响。

《柳叶刀-感染病学》（The Lancet Infectious Diseases）6月份连

刊 3文讨论为儿童和青少年接种新冠疫苗的问题。中日友好医院曹彬

教授指出[7]，与成年人相比，儿童与青少年感染新冠者临床表现通常

为轻度或无症状，但仍有小部分人群面临着发展为重症的风险；且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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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新冠的大流行，群体免疫是必由之路，而要达到 65%~70%的阈

值，儿童与青少年也应进行免疫接种。

2021年 6月 10日，《柳叶刀-感染病学》的一篇社论[8]发问：“我

们应该为儿童接种 COVID-19疫苗吗？”作者提出，虽然三期临床试

验表明辉瑞的mRNA疫苗对 12-15 岁儿童有效，兼具免疫原性和安

全性，几个国家已授权在该年龄段使用该疫苗，但是此时是否是对儿

童进行疫苗接种的合适时机仍存在疑问。

6月 28日，发表于《柳叶刀-感染病学》的一篇随机对照试验[9]

显示，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研发的新冠疫苗——克尔来福

（CoronaVac）疫苗对 3-17岁人群是安全有效的。该研究在位于中国

河北省赞皇县的河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 3-17 岁的健康儿童和

青少年进行了 CoronaVac 的双盲、随机、对照、1/2 期临床试验，

对进入研究的 550 名研究对象的数据进行分析表明，CoronaVac 在

3-17 岁的儿童和青少年能够诱导较强的抗体反应，接种 2剂疫苗后

96.8%-100%的研究对象产生了中和抗体反应，3.0 μg剂量诱导的中和

抗体滴度高于 1.5 μg剂量；此外，不良反应发生率在疫苗接种组与对

照组之间并无显著差异，且大多数不良反应为轻度或中度，注射部位

疼痛是最常报告的症状。

对此，中日友好医院曹彬教授在相关评论中强调了将儿童与青少

年纳入新冠疫苗接种范围的必要性[7]。但同时他也提出，虽然目前多

项研究表明新冠疫苗对于儿童和青少年具有良好的安全性、耐受性和

免疫原性，但由于儿童青少年的这一群体的特殊性，应谨慎评估疫苗

对其产生的长期影响，在新冠疫苗推广接种之前，确定其安全性至关

重要。

（三）世卫组织将白细胞介素-6 受体拮抗剂纳入新冠治疗方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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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吁制造商降低价格，向中低收入国家，特别是新冠病例激增的国家

供应药物。

7月 6日，世界卫生组织更新了新冠患者护理指南[10]，把白细胞

介素-6（IL-6）受体拮抗剂纳入可使用的药物名单。这类药物可以挽

救新冠危重症患者的生命，特别是与皮质类固醇同时使用时。这是世

卫组织 2020年 9月推荐使用皮质类固醇以来首次确认的对治疗新冠

有效的药物。世卫组织发起的一项前瞻性荟萃分析表明，新冠危重症

患者经常出现免疫系统过度反应，严重危害患者健康，tocilizumab和

sarilumab等 IL-6受体拮抗剂可以抑制这种过度反应。与常规治疗或

安慰剂相比，给予 IL-6 拮抗剂与较低的 28 天全因死亡率相关，相

关研究成果同步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11]。研究纳入

27项试验的 10 930例患者。结果显示，到第 28天，随机分配给 IL-6

拮抗剂的 6449例患者中有 1407例死亡，随机分配给常规护理或安慰

剂的 4481例患者中有 1158例死亡(总 OR 为 0.86)。研究显示，与标

准治疗相比，危重症患者使用 IL-6受体拮抗剂可降低死亡和机械通

气几率，每千名患者死亡人数将减少 15 人，每千名重症患者死亡人

数将减少 28 人，每千名需机械通气的患者将减少 23 人[10]。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博士说：“这些药物为 COVID-19危重症

患者和家属带来了希望。但是 IL-6 受体阻滞剂对世界大多数国家来

说仍然是无法获得和负担不起的。疫苗分配不公平意味着中低收入国

家的人们最容易感染严重的 COVID-19，因此，这些国家最需要白细

胞介素-6 受体拮抗剂” 。为提高这些救生产品的可获得性和可负担

性，世卫组织呼吁制造商降低价格并向中低收入国家提供供应，特别

是在 COVID-19病例激增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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