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689期

2 0 2 1 年 3 月 2 5 日

每 月 2 5 日 发 行
微 信 公 众 号 本 刊 电 子 版

171-0021東京都豊島区西池袋5-17-12創業新幹線ビル4F 4004

本报手机网

因应疫情为侨服务创新领事工作

当《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

月刊与《日本新华侨报》与中国

驻日本大使馆参赞兼总领事詹孔

朝协调这次采访时间的时候，詹

孔朝总领事表示，“能不能就定

在2月28日？”这一天是星期天。

我多少有些犹豫。詹孔朝总领事

在话筒那边传过来一句充满温度

的话语：“问题不大。新冠疫情以

来，使馆领事部一直比较繁忙，采

访或线上活动都只能利用晚上或周

末。就是要辛苦蒋先生牺牲周末

休息时间，不好意思。”

新冠疫情改变了采访形式。

当我在2月28日上午如约上线的时

候，看到视频里出现的不仅仅有

詹孔朝总领事，还有使馆领事部

的冯宇、张桂兵两位领事。如此

“豪华阵容”，体现出领事部希

望与旅日华侨华人做更为诚恳、

热忱、贴心、专业的沟通。下面

是访谈摘要。

疫情给领事工作
增加新任务

《日本新华侨报》：去年以
来，新冠肺炎疫情跨越国境，出
现了世界性蔓延。中国驻外使领
馆 都 面 临 着 疫 情 下 新 的 领 保 工
作。在这样的背景下，驻日使馆
领事部总体上是如何判断、把握
疫情的，开展了哪些领事工作？

詹孔朝：新冠疫情发生以

来，世界上许多国家经历了不同

的疫情蔓延的历程。可以这样

讲，疫情目前也还在世界范围持

续，日本也无法独善其身。现

在，伴随着疫情的长期化，出现

了疫情的常态化，在这样的背景

下，如何判断谋划、统筹抓好疫

情的防控和领事服务工作，是我

们必须思考和践行的。

在疫情之下，我们的领事工

作除了传统的证件服务、领事保

护与协助之外，与疫情直接相关

的新任务也大幅增长。我从几个

方面介绍一下。

首先是证件服务方面。这方

面主要有护照、旅行证、签证、公

证、认证、婚姻登记等等业务，当然

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领事证明、

健在证明等等。面对疫情，我们一方

面尽最大努力多办证件，全力保证同

胞在日本的工作、生活、学习不受大

的影响。我们全年共办理各类证

件7.6万余件。其中护照旅行证大

概1.5万份，公证约2500份，认证

是3万份左右，签证大约是2.8万

份，婚姻登记近900对。据日本《产经新闻》报道，日美
外长、防长“2+2”会谈3月16日在东京举
行，除深化日美同盟、共同推进“自由开
放的印度太平洋”外，钓鱼岛、中国《海警
法》等也成为此次会谈的重点。近期，日
美两国互动频繁，在一些议题上持有共
识，但这并不意味着日美同盟就此可以
进入一个新阶段。

在短短半个月左右时间里，日美
两国政府多次就安保防卫议题沟通。
3月4日，日美两国防卫和外交部门举行有
关安保方面的审议官级磋商。3月12日，日
美两国领导人与印度总理莫迪、澳大利亚
总理莫里森共同举行美日印澳“四边安全
对话”视频会议。然后就是3月16日举行
的日美2+2会谈。此外，日美两国还拟于4
月9日在华盛顿举行日美首脑会谈。日美
两国政府如此密集地就安保防卫问题进
行沟通，特别是还基本敲定日美首脑会
谈时间，可以说较为罕见。看起来这是日
美两国新政府有意要“秀”出“牢不可

破的日美同盟”。
美国在亚太地区不乏盟友，但时

下拜登政府对日本的重视程度要远超对
其他盟国。此次日美2+2会谈，系美国国
务卿布林肯和防长奥斯汀就任以来的首
次外访，而日本则成了两人的首次海外受
访地。同时，若日美首脑会谈4月9日顺利
举行，那么日本首相菅义伟将成美国总统
拜登就任以来，首位在白宫接待的外国
领导人。尽管时下菅义伟执政根基并不
牢固，能否实现长期执政还有待观察，
但拜登政府似乎并不在乎。

拜登政府最近一段时间之所以给
予日本方面如此高的礼遇，一方面，拜
登政府有意通过此举来向国内外传递重
视盟国、注重于盟国合作的信号。特朗普
政府时期的“美国优先”导致美国与各
盟国关系跌至冰点，而拜登上台后，
修复与盟国的关系也就成了其重要的
施政方针之一。在这样背景下，从高
调牵头举行美日印澳四国领导人视频会

议，再到邀请菅义伟访问白宫，不仅能传
递出拜登政府重视与盟国合作的信号，
而且也能展现出拜登政府有别于特朗普
政府，更加注重多边主义。

另一方面，也在于通过拉拢日本
遏制中国。拜登政府成立后不久，就
明确将中国定位为“21世纪最大的地
缘政治考验”。与此同时，近期日本
对中国海警船巡航钓鱼岛、中国《海
警法》实施等方面表现出诸多不满，
也让美国看到机会，可以在中日之间
打下楔子。因此，拜登政府给予日本
高规格对待，并不是日本在日美同盟
关系里地位提升，而是美国有意把日
本打造成“反华急先锋”。

当然，对于菅义伟政府来说，面
对来自美国的“热情”对待，自然积
极迎合，但未必会完全配合。对
菅政府而言，今年，内政课题要
重于外交课题，从遏制疫情、重
启经济到举办东京奥运会、举行

众议院选举和自民党总裁选举。这些
不仅需要菅政府花费大量精力，而且
也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周边外交环境。
特别是在重启经济方面，日本需要强
化与中国的合作，据日本财务省1月21
日发布2020年贸易统计速报显示，日
本2020年出口总额减少11.1％，但对中国
出口增长2.7％。日本对中国出口占日本总
出口额的比率提高至22％，中国时隔2年
再次取代美国成为日本最大出口国。正是
基于这些因素，也就决定了日本政府尽管
在一些课题上与中国存在分歧，但至少
不会，也不愿过度破坏中日关系。

日美两国政府近期互动频繁，从
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到日美
“2+2”会谈，都给人一种来势汹汹的
错觉。然而，不论是日本还是美国，
都有各自的小算计，日本不可能为了
美国而与中国为敌，美国也不可能为
了“保护”日本而出兵钓鱼岛，特别

是美国近期在亚太地区鼓噪完一
系列对华噪音后，还是不忘邀请中
方于3月18日至19日在安克雷奇举
行中美高层战略对话。■

日美“2+2”会谈无助两国同盟关系深化

（下转第2版）

◆本报总主笔   蒋 丰

——访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参赞兼总领事詹孔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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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我在日本已经采访了6名诺贝尔奖获得者，还曾经采访过一位被提名为诺奖候选人

的科学家。近日，我采访了未来有望获得诺奖的东京医科大学教授落谷孝广先生。他的强项在于癌

症的早期发现，他对新冠疫情治疗与防控更有自己独特的技术。下面是访谈摘要。

一、未来可能获得诺奖的研究成果

《日本新华侨报》：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
采访。我知道您先后在日本的国立癌症中心研究所、
国立癌症研究中心研究所等处工作，在癌症的早期发
现以及肝脏再生医疗等方面取得了众多的研究成果，
也因此成为世界著名的研究者。首先，我想请您介绍
一下自身研究中站在世界前沿的成果。

落谷孝广：我非常高兴地接受贵刊的采访。的

确，我一直在日本的国立癌症研究中心从事癌症诊治

的研究工作，并取得了一些全球首次的研究成果。

其一，是在乳腺癌中发现了一种对抗癌剂

能产生抵抗的癌症基因——核糖体结合蛋白2

（RPN2）。为了抑制这种癌症基因，我们对乳癌

进行了全球首次的核酸医药临床试验。这个发现

是在2006年左右，我们也申请了专利，并从2014

年开始进入对人的治疗研究。

其二，是对13种癌症（大肠癌、胃癌、肺癌、乳

腺癌、前列腺癌、食道癌、肝癌、胆道癌、胰腺癌、

卵巢癌、膀胱癌、肉瘤、神经胶质瘤）的早期发现方

法。其实操作较为简单，一滴血便可以准确地测试出

血液中的癌细胞释放出来的一种被称为“微RNA(核

酸) ”的物质，确定是什么样的癌症，这是癌症早期

发现的一个划时代的发明。现在已经进入实用化阶

段。我想，这也是全球首次的成果。

其三，是肝脏方面的研究，这也可以说是我

毕生的研究事业，主要研究的课题是治疗肝癌和

肝炎等肝脏疾病。

肝脏是人体内唯一可以再生的器官。我们在

2017年首次发现了再生肝脏的新系统。现在，成

功制作出了可以治疗众多肝脏疾病患者的高安全

性的细胞，实现了全球首次的挑战。现在，正在

为开展日本国内最初的临床研究而进行准备。

2017年，我得到诺贝尔基金会的邀请，并且作

为特别受邀者发表了演讲。其内容是通过癌细胞释

放出的Exosome（由活细胞分泌的膜性小囊泡）让癌

细胞转移的新机制。诺贝尔基金会给予的评价是：

Exosome研究是癌症领域里一项非常有前途的研究。

我认为，这是将Exosome的研究者推向诺贝尔

领奖台的一个关键的台阶。为什么癌细胞会转移

到大脑、会转移到肺部，为什么卵巢癌会在腹膜

进行扩散，我们的团队通过研究，明确了这种转

移机制，这也是一项巨大的成果。

二、划时代的新冠疫苗

《日本新华侨报》：目前，世界性的新冠疫
情还没有完全得到控制，这也给很多国家的国民
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各
国对疫苗的期待都很高。在您看来，这种疫苗的
确有效吗？此外，一种变异的病毒也正在出现，
您对此是怎么看待的呢？

落谷孝广：这是当前全世界都面临的重大问题。

现在，很多制药企业都通过使用mRNA——由DNA的一

条链作为模板转录而来的、携带遗传信息能指导蛋白

质合成的一类单链核糖核酸，在世界上推出了针对新

冠疫情的新疫苗，其中一部分已经投入使用了。

可以这样讲，这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第一

次针对病毒感染症，使用mRNA制作疫苗。现在能

够做到这一点，是建立在漫长的基础研究历史之

上的，而不是一蹶而就的。

一般人都知道DNA，却不知道什么是RNA。根据基

础研究，现在尝试使用这种RNA来治疗各种各样疾病的

时机正在到来。为此，为了把核酸注入体内，在注入核

酸后又不破坏核酸，就需要一个叫做“递送”的系统。

现在，把一种（生化）核糖体与mRNA作为疫

苗进行注射，应该说不仅是有效的，更是划时代

性的新型疫苗。

这种新型疫苗是在长期进行核酸医药研究的基

础上出现的，在人类历史上是第一次出现的。今后，

这个疫苗的效果会得到不断地验证。不管怎样讲，与

迄今为止的疫苗相比，mRNA可以针对病毒变异的变

化，不断地进行调整并且快速地生产出来。

mRNA疫苗是一种特殊的可以随机应变的疫

苗，无论出现什么样的变异病毒，它都能够对

应，所以它是一种比传统的疫苗能力具有更高效

益的疫苗，我对它很是期待。

坦率地说，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研制出了新

型疫苗，实在是令人吃惊的。但是，只要了解新

冠病毒，并且知道它的序列，就可以设计RNA。这

次的新冠毒就是RNA病毒。通过制造与此相同的一

部分RNA，注射到人的身体中，人的身体就会产生

抗体，引起免疫反应，这就是疫苗。因此可以说

是集最新科学的智慧而设计的疫苗。

三、中日研究并居世界前列

《日本新华侨报》：据说因新型冠疫情而死
亡的患者大多是由肺炎引起了重症化。在您的研
究领域中，有新冠疫情的对应部分吗?

落谷孝广：有的。其中有两个要点。第一个

是诊断。新冠患者大量增加后，普通患者，例如

癌症患者、糖尿病患者等疾病患者的治疗就会被

推迟。因为病床都被新冠患者使用了，正常的医

疗就无法进行。

值得庆幸的是，当初预测新冠患者中会有30%

转为重症，但现阶段已经下降到10%。重要的问

题是，为了防止医疗崩盘，在发现新冠阳性的时

候，就要能够看出哪些患者会出现重症，哪些人

不会出现重症，这个诊断是非常重要的。

让轻症患者不占用医院的病床，而是住在自

己的家里或者宾馆等处进行治疗，从而决定住院

的优先顺序是必要的。只有具有高风险重症的人

住院，并且进行彻底的管理，才能防止新冠疫情

患者重症的蔓延。为此，在确诊新冠患者阳性的

时候，必须明确判断谁有重症风险，谁是轻症。

我们在血液检查中能够进行确认，现在已经到了

实用化的阶段。

这种血液检查推广以后，在医院就可以被告知

“你的检查结果虽然是阳性，但不会重症化，你可以

继续在家疗养的。”这样，就可以防止医疗崩盘。可

以说，这也是我们研究成果的具体体现。

第二个是治疗。我刚才说过，癌细胞会使用

坏的外泌体，转移到骨头、肺和大脑。但是大家

的身体中也有好的外泌体。这种具有正常细胞的

外泌体，或者是我们体内的Stem细胞，都是能够

帮助我们治好很多病的。

比如说，我们因此知道了有一种外泌体可以

治疗糖尿病、肝硬化、肾脏炎症等疾病。

对于新型患者来说的一个福音，就是我们已

经进入了通过从呼吸道吸入外泌体来治疗肺部严

重疾病的临床研究阶段。

事实上，去年新冠病毒蔓延后不久，中国的

研究人员就发表了全球首次将间叶系干细胞分泌的

外泌体用于重症患者的临床研究。现在，大家都在期

待这项研究的进展，我们也和中国的研究者一样，

正在准备进行先驱性地Exosome的临床试验。

四、必须具有危机意识

《日本新华侨报》：您作为最前沿的研究
者，怎样预测新冠疫情的收势期呢？

落谷孝广：这是非常难以预测的问题。这次

的新冠病毒与迄今为止的病毒感染方式是完全不

同，感染的目标细胞位于血管内皮细胞。虽然重

症患者当中很多有肺炎，但实际上是因为血栓-血

液凝固引起的重症以及死亡率更高一些。

一定要看到，我们现在正处于人类历史上前所

未有的病毒袭击的状况。同时，因为这种病毒变异的

频率高，变异的速度快，导致感染者大量增加。

新冠病毒可以说是非常狡猾的。一开始，它导致

了大量的死亡，震惊了全球，现在它似乎盯准了年轻

人，悄悄潜伏在患者身上，让病毒持续延续，通过这

种新的变异来实现扩大感染的最终目的。

在我看来，今后的大问题不是出现在潜伏病

毒的增加，而是出现在爆发性地恶化上面。这

是新冠病毒的下一个台阶。现在，变异型病毒已

经在日本国内渐渐扩散，很有可能取代现在的病

毒，后果将不堪设想。

如果日本出现了新冠疫情“第4波”，那将与此

前的第1波、第2波、第3波是完全不同类型的变异病

毒，已经有多数研究者表明，这会导致新冠患者重症

化。对此，我认为必须有强烈的危机意识。

五、中日两国应该携手研究合作

《日本新华侨报》：世界性新冠疫情是首先在中
国集中而大面积爆发的。与此同时，中国又是在世界
上率先成功抑制了新冠疫情的国家。您认为今后中日
两国在疫情防控方面可以有什么合作吗？

落谷孝广：我认为日中两国在疫情防控必须

合作而且有很多合作的空间。中国无锡有一家医院，

这里是肺疾病的世界顶级研究所。我们与中国无锡

这家医院的医生们经常交换讯息和研究成果。

中国的科学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日本和

中国的顶尖研究人员们应该携起手来，共同针对

新冠疫情以及癌症等等疾病进行研究与合作，这

样的阶段正在到来。这也是造福于人类。■

◆本报总主笔  蒋 丰

——访东京医科大学教授落谷孝广

中日两国在疫情防控研究上应进行积极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