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卫生组织 4 日说，已经
与多个组织和机构联手在海地
搭建医疗帐篷帮助治疗当地霍
乱病例，同时警告海地霍乱病例
数很可能进一步上升。

世卫组织发言人克里斯蒂
安·林德迈尔当天在瑞士日内瓦
召开的记者会上说，海地国内情

况复杂，使得人道主义行动面临
困难。

按照他的说法，病例出现在
当地帮派控制的地区，难以确诊
及治疗，相关人员甚至无法进入
这些地区。加之霍乱传播情况

“快速发展”，许多早期病例可能
没有检测到，“病例数可能会变

得更高”。
霍乱是一种急性传染病，主

要经由不洁净水源和食物传染，
患者常出现呕吐、腹泻、脱水、高
烧等症状，重症和延误治疗可致
死亡。海地卫生部门 2 日通报，
国内出现霍乱病例，已有至少 7
人死亡。

这是海地卫生部门时隔 3年
再次报告霍乱病例，上一次报告
确诊病例是2019年 1月。

2010 年 10 月，海地北部的
阿蒂博尼特省沿海地区发生霍
乱，随后疫情迅速向周边省份和
邻国蔓延。此后数年里，海地霍
乱疫情时断时续。截至 2016 年

底，累计大约 80 万人感染霍乱，
9000多人死亡。

目前尚不清楚海地为何再次
出现霍乱病例。根据通报，病例
位置集中于首都太子港郊区及周
边的太阳城区。多家媒体报道，
上述地区均由当地帮派控制。

另外，太子港接收燃料的主
要港口近几个月也受到帮派控
制，导致燃料短缺，许多医院已
经关闭或缩短运营时间。海地
瓶装水主要供应商之一加勒比
装瓶公司 2 日说，由于柴油已经
用完，这一企业将暂停生产和销
售瓶装水。海地卫生部长亚历
克斯·拉森警告，霍乱病例数可
能上升，因为一些地区的人们已
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喝过干净水。

世卫组织发言人林德迈尔 4
日说，目前在海地搭建的医疗帐
篷提供药物和医疗设备，世卫组
织同时正准备向国际组织寻求
口服霍乱疫苗方面的帮助。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
特雷斯 3 日通过发言人发表声
明说，自 9 月中旬以来，太子港
燃料运送一直受到阻碍，不仅扰
乱了海地民众的日常生活，也破
坏了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应对日
益复杂危机的能力。他呼吁相
关各方让援助人员“立即和不受
限制地”进入太子港。

（新华社专特稿）

10 月 4 日，一辆医用车辆驶入海地太子港的一家医院。 新华社/路透

马拉维卫生部长昆比泽·奇蓬
达4日说，自今年3月报告首例病
例以来，霍乱疫情已蔓延至这一非
洲国家的22个地区，累计3891人

感染，110人死亡。
奇蓬达在一份声明中说，大多

数患者的死亡原因是没能及时接受
治疗，“社区霍乱疫情暴发的主要原

因是食品卫生条件差、缺乏安全饮
用水以及厕所覆盖率和使用率低”。

霍乱是一种急性传染病，主要
经由不洁净水源和食物传染，患者

常出现呕吐、腹泻、脱水、高烧等
症状，重症和延误治疗可致死亡。

马拉维全国共有28个地区。
南部马钦加地区3月报告首例霍

乱病例，随后迅速蔓延至其他地
区。据路透社报道，11月和12月
的雨季可能助推疫情蔓延。

（新华社微特稿）

马拉维多地报告霍乱病例 已有110人死亡

世卫组织警告海地可能出现更多霍乱病例
□ 郑昊宁

10 月 4 日，在孟加拉国达卡，人们走在停电后
的街头。 新华社/美联

电网故障致孟加拉国大停电

孟加拉国电力部门官员4日说，由于电网故障，
孟加拉国当天大面积停电。目前，电力供应正逐步
恢复。

电力部门官员沙米姆·哈桑说，当天14时左右，
电网故障导致孟加拉国 75%至 80%的地区停电。
停电原因正在调查中，45%的断电区域已恢复电力
供应。截至当天傍晚，尚不清楚何时能够恢复全面
供电。

据路透社报道，孟加拉国依靠进口天然气发电
提供全国75%的电力，近年来居民用电量增加推升
了电力需求。由于无法满足增大的用电需求，孟加
拉国今年以来多次停电，政府采取了配额供电等措
施应对。

依据政府部门提供的数据，孟加拉国 4日用电
量峰值比电力部门预计值高出 3%。另外，多个天
然气发电站燃料短缺。

孟加拉国服装制造商和出口商协会副会长夏希
杜拉·阿齐姆说，为应对电力短缺，服装制造商已在
使用发电机，但4日大停电在意料之外，部分办公场
所不得不关闭。孟加拉国移动电话运营商协会说，
一些地区的移动通信和网络服务或将受停电影响。

（新华社微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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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财政部最新公布的数据
显示，联邦政府的债务规模已突破
31 万亿美元，这距离债务规模突
破 30万亿美元仅仅过去了八个多
月，进一步逼近31.4万亿美元的法
定债务上限。在美国政府持续扩
大财政支出、美联储不断加息的背
景下，美国政府债务“野蛮生长”引
发担忧。

数据显示，截至 10 月 3 日，美
国未偿联邦政府债务余额约为
31.1 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
务约24.3万亿美元，政府间债务约
6.8 万亿美元，已大大超过美国去
年全年约 23万亿美元的国内生产
总值。

美国彼得·彼得森基金会指
出，美国财政支出在新冠疫情暴发
前就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可持续的
道路，结构性驱动因素早就存在，

疫情则迅速加剧了美国的财政挑
战。为应对新冠疫情，政府出台了
多轮财政纾困措施并依靠发债筹
集资金。

该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
彼得森说，联邦政府债务不断累积
是国会民主、共和两党在财政问题
上多次“不负责任”的结果。过去
几十年，华盛顿政客多次选择减税
或推动政府支出计划，而非考虑美
国未来。

据该基金会4日统计，31万亿
美元债务比中国、日本、德国、英国
的经济体量总和还多。将这巨额
债务分摊到美国民众身上，则相当
于每个家庭负债23.6万美元，每人
负债9.3万美元。如果每个美国家
庭每月贡献还款 1000 美元，则需
要19年才能还清所有债务。

随着美联储大幅加息，联邦债

务的利息成本显著上升。彼得森
表示，太多人对美国的债务路径感
到自满，部分原因是之前利率太低
了。而随着债务和利率增长，关于
债务增长路径的许多隐忧开始显
现。

该基金会预计，由于利率上
涨，未来 10 年美国联邦政府在利
息上的开支将增加1万亿美元。

美国独立研究机构联邦预算
问责委员会主席马娅·麦吉尼亚斯
指出，仅在五年前，联邦政府总债
务达到 20万亿美元。现在是时候
负责任地进行预算了。然而，美国
政府仍在借款。单在今年，国会和
白宫就已批准 1.9 万亿美元新借
款。拜登上任以来批准了4.9万亿
美元的新赤字。“我们对债务上
瘾。”麦吉尼亚斯说。

美国两党政策研究中心发布

的研究报告显示，联邦政府已于
2021年 10月底触及当时28.9万亿
美元的债务上限。此后，美国财政
部采取非常规措施，避免出现债务
违约，直至当年 12 月美国国会通
过立法，提高债务上限至31.4万亿
美元。

美国高额且不断上升的债务
不仅对美国财政构成挑战，也威胁
到美国经济的未来。

麦吉尼亚斯指出，美国今后面
临重大的财政挑战。联邦医疗保
险距离破产只有 6年时间，社会保
障距离破产只有 12 年时间。然
而，政策制定者们还没有拿出任何
计划来为这两个项目建立坚实的
财政基础。

联邦债务对美国经济的长期
影响也不容忽视。美国国会预算
办公室（CBO）今年早些时候发布

报告警示，不断上升的高额债务将
会增加私营部门的借贷成本，导致
企业投资减少，随着时间推移会拖
累经济增长。另外，投资者对美国
政府偿债能力失去信心的风险将
上升，这可能导致利率突然上升、
通胀螺旋式上升或出现其他混乱，
美国发生财政危机的可能性将会
增加。

彼得森表示，高负债事关美国
未来经济健康、代际公平。不断攀
升的巨额债务将使美国不能更好
应对气候变化、下一次大流行疫
情，以及构建包容性的经济。

此外，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如
果美债真正违约，其后果将更为严
重，甚至可能引发国际金融危机。

（新华社华盛顿10月4日电）

国际观察·财经

突破31万亿美元
美国国债“野蛮生长”引担忧

新华社记者 熊茂伶

三名科学家
分享2022年诺贝尔化学奖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10月 5日电（记者 和苗 付
一鸣）瑞典皇家科学院 5日宣布，将 2022 年诺贝尔
化学奖授予美国科学家卡罗琳·贝尔托齐、卡尔·巴
里·沙普利斯和丹麦科学家莫滕·梅尔达尔，以表彰
他们在发展点击化学和生物正交化学方面的贡献。

球迷行纳粹礼
被澳足协终身禁止观赛

澳大利亚足球协会 5日宣布，一名球迷因为在
观看一场比赛期间行纳粹礼，被终身禁止观看比
赛。

那场比赛为1日举行的澳大利亚杯决赛。其中
一支球队的一些球迷前伸右臂，被摄像机捕捉到。
另外，一些球迷还高唱极右翼歌曲。8名球迷在那
场比赛中被逐出球场。

经调查，其中一名行纳粹礼球迷的身份被确
认，澳足协继而决定终身禁止这名球迷观看澳大利
亚国家队、澳大利亚超级联赛和澳大利亚杯的比
赛，同时正在确认其他作出同样行为球迷的身份。

澳足协发表声明，强调对这类“冒犯行为零容
忍”，也将不会容忍“可能构成冒犯、侮辱、诋毁观
众、运动员和官员的行为”。

澳大利亚犹太人团体严厉谴责这些球迷的行
为，敦促澳足协对他们施以终身禁止观赛的惩处。
澳足协首席执行官詹姆斯·约翰逊发表公开信，对
上述球迷的行为表达“震惊和忧虑”，强调这类行为
是对澳大利亚足球界的冒犯和伤害。

（新华社微特稿）

新研究揭示
新冠病毒如何影响心脏

新华社悉尼10月5日电（记者 郝亚琳）澳大利
亚昆士兰大学日前发布消息说，一项新研究揭示了
新冠病毒如何对心脏产生影响，以及其与流感病毒
对心脏影响的差异，这为治疗新冠病毒感染所引起
的心脏损伤提供了思路。

这项由昆士兰大学领衔的研究已发表在《免疫
学》月刊上。研究报告作者之一、昆士兰大学的库
拉辛哈博士说:“与 2009 年流感大流行相比，新冠
导致了更严重和长期的心血管疾病，但在分子层面
上，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样的现象尚不清楚。”

据介绍，新研究使用了从7名新冠患者、2名流
感患者和6名对照组患者遗体上采集的心脏组织样
本进行分析。

结果显示，研究人员在流感患者的心脏样本上
发现了较强的炎症，而在新冠患者的心脏样本中则
发现了与脱氧核糖核酸（DNA）损伤和修复相关的
组织变化。研究人员表示，新冠病毒很可能是直接
对心脏的 DNA 产生影响，而不仅仅是通过引发炎
症带来连锁反应。

库拉辛哈说，DNA损伤和修复机制会造成基因
组的不稳定，并且与糖尿病、癌症、动脉粥样硬化和
神经退行性疾病等慢性疾病有关。

昆士兰大学教授约翰·弗雷泽说，这项研究表
明新冠病毒和流感病毒对心脏组织会带来不同的
影响，这提供了更多证据证明新冠病毒并非“与流
感病毒相似”。未来团队希望通过更大规模的队列
研究来开展深入调查。

一艘前往欧洲、载有非法移民
的船只日前在叙利亚附近海域沉
没，导致上百人死亡。今年以来，
横渡地中海的中东地区非法移民
人数大幅增长，不时传出偷渡船倾
覆造成重大人员死亡的消息。分
析人士认为，美国霸权主义是造成
中东一些国家贫困动荡、迫使当地
民众不断向欧洲偷渡的罪魁祸首，
美国的所作所为不仅损害了中东
民众的利益，也损害了欧洲国家的
利益。

偷渡人数激增

9月 20日，一艘载有来自叙利
亚、黎巴嫩等多国非法移民的船只
从黎巴嫩出发前往欧洲，22 日在
叙利亚附近海域倾覆，造成超过
100 人死亡、多人失踪，另有至少
20人获救。而该船设计载客量仅
为30人。

偷渡者挤在严重超载的小船
甚至是橡皮艇上，成了地中海偷渡

的常态。由于偷渡船往往有去无
回，“蛇头”经常使用破旧的船只，
这让本就危险的旅程更加致命。
然而，巨大的风险仍难以阻挡偷渡
者的脚步。在突尼斯的拉古莱特
港，38 岁的卡里姆正在等待第二
次偷渡机会。一年前，他在向意大
利偷渡途中被突尼斯海上警卫队
拦截。“由于国家经济状况不断恶
化，很多人渴望移民并生活在国
外。”卡里姆说。

从 2010 年起，突尼斯等多个
中东国家被卷入一系列被西方称
为“阿拉伯之春”的社会动荡，导致
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秩序被打
破，国家团结和凝聚力被摧毁，人
民基本权利失去保障。如今，美国
在中东种下的祸根仍在不断结出
恶果，中东多国至今政局不稳、民
生艰难，由此引发涌向欧洲的难民
潮。国际移民组织说，沿地中海中
部前往欧洲是世界上造成死亡人
数最多的偷渡路线。

2015 年欧洲方面加强边境管

控后，偷渡人数一度减少。然而，
自 2021 年以来，地中海偷渡现象
重新抬头。联合国数据显示，2021
年，试图经利比亚穿过地中海前往
欧洲的偷渡者人数比前一年增加
近两倍。

美国霸权是罪魁祸首

分析人士认为，新冠疫情、乌
克兰危机升级导致的经济困境正
在加剧一些中东国家的动荡与贫
困，使得更多当地民众踏上偷渡之
路。从更深层次看，美国多年来对
这一地区的粗暴干涉以及美国当
前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带来的严
重外溢效应，是相关国家深陷困境
的重要根源。

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后，美
国及其西方盟友大力支持叙反对
派武装，导致该国冲突持续至今。
美国目前不仅在叙利亚保持军事
存在，还大肆掠夺当地石油、粮食
等资源。在利比亚，美国支持当地

反政府武装推翻卡扎菲政权，该国
此后陷入长期内乱。

美国在新冠疫情期间不负责
任地推行超宽松货币政策，引发严
重通货膨胀，如今为控制通胀又猛
烈加息，对发展中国家造成严重的
外溢影响。一些中东国家深受其
害，本国货币对美元大幅贬值进一
步推升了通胀率，给国民经济和民
众生活带来严重冲击。

黎巴嫩自 1997 年起实行黎镑
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政策，官方
汇率保持在约1500比 1，但黑市汇
率近来不断下跌，9月 19日跌至约
39000 比 1，创历史新低。突尼斯
通胀率连续 11 个月上升，8 月达
8.6%，为30年来最高。

欧洲承受重压

美国制造的灾祸不仅害了中
东民众，也坑了欧洲国家，让美国
的这些盟友在经济社会等方面付
出了很大代价。

近年来，欧盟内部对于接收战
乱和贫困地区难民的分配方案争
论不休。关注地中海偷渡问题的

一些观察人士认为，从法国、荷兰、

丹麦等国的政策来看，欧洲国家在

保护难民和非法移民安全方面的

疏忽显而易见，这导致欧洲边境地

区难民和非法移民死亡人数不断

增加。

与此同时，欧洲国家自身经济

状况也不乐观。大量外来移民涌

入社会导致经济负担进一步加重、

犯罪率进一步上升，因此一些国家

排外主义抬头，多国民意出现“右

转”。

突尼斯政治分析人士朱迈·贾

斯米认为，只要动荡、贫困等问题

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地中海两岸生

活水平的差距就会长期存在，偷渡

活动也就不会停止。

（新华社突尼斯10月5日电）

·国际观察·

“阿拉伯之春”遗害未尽 地中海偷渡潮又起
新华社记者 陈梦阳 许苏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