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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异病毒来袭 关注新冠防

疫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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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世卫组织 11 月 26 日将来自非洲的新冠病毒 Omicron（奥密克戎病

毒）正式列为“需要密切关注”的新冠病毒变异株。原因是奥密克戎病毒

存在远超德尔塔毒株的传染性以及更强的免疫逃逸能力。根据 BBC 新闻报

道，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变异最严重的毒株，共有 50 余个突变。截至目前

Omicron 病毒已经传播至非洲、欧洲以及亚洲三大洲，新冠疫情周期和“流

感化” 

的趋势再加强。 

投资要点 

Omicron 病毒传播力快，存在高传染性。由于 Omicron 病毒具有更

多和免疫相关的变异突变（多达 30 多种，作为对比 Delta 仅有 2 种，且

部分突变和 Delta 及 Alpha 变种类似），因此其高传染性几乎难以避免，

表现在 Omicron 病毒仅用 2 周多左右时间就成为南非国内主导病毒，而

Beta 和 Delta 变异达到这一水平用了近 100 天。因高传染性短期或利好新

冠检测和手套防护类需求。 

小分子口服新冠药或对 Omicron 病毒仍有效。Omicron 这一变种病

毒在新冠病毒刺突蛋白上携带 32 种不同变异。而刺突蛋白是新冠病毒与人

类细胞表面的受体结合，介导病毒进入细胞的关键性蛋白，也是多种新冠

疫苗和中和抗体疗法靶向的区域。在刺突蛋白上出现的突变可能改变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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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侵细胞的特征，并且可能让它们逃避已有新冠疫苗和中和抗体疗法提供

的免疫保护，如：有少数病例中已观察到近期接种完 3 针辉瑞疫苗的突破

感染。从治疗药物的有效性来看，有些针对 S 蛋白的靶向药物和疗法，可

能会因为 Omicron 的 S 蛋白变异较多而失效。 

但部分小分子抗病毒药物，因为作用机理上并不直接依赖 S 蛋白本身，

而是针对于病毒还没有变异的部分，所以可能仍然有效,因此也可适当关注

国内在研的新冠小分子药物。 

关注拥有较好研发效率的 mRNA 技术。当前新冠核酸和抗原检测有望

继续生效。尽管对于疫苗的有效性仍待观察，但是南非国家传染病研究所

指出，现有疫苗很可能继续有效地预防重症和死亡，因此仍需快速接种疫

苗加强针。11 月 26 日，辉瑞/BioNTech 表示，已开始对针对 Omicron

毒株进行调查，预计最迟两周内将从实验室测试中获得数据，如果该病毒

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可能需要对疫苗进行调整。在发现新变异病毒对疫苗

有免疫作用时，辉瑞/BioNTech 能于 6 周内调整 mRNA 疫苗，并在 100

天内装运首批新疫苗。因此从疫苗企业反应速度和新冠疫情的变异情况看，

mRNA 技术优势再一次被强化。 

投资建议：对于医药板块，从短期来看，全球又将进入防疫阶段，新

冠防疫题材短期受催化。且按照新冠病毒的变异速度，后续全球加强针的

接种节奏有望加快，这也进一步提升新冠疫苗的“流感化”趋势。因此对

于应对新冠病毒能快速反应的 mRNA 疫苗有望长期获益，可关注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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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NA 技术平台的企业，如：康希诺、沃森生物和复星医药。另外小分子

药物方面，目前在研的三类小分子药物对 S 蛋白的突变均不敏感，也可适

当关注。 

风险因素：研发进度缓慢、临床数据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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