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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家卫健委发布了一组
新冠病毒疫苗接种问答，对社会各
界关心的问题答疑释惑，进一步推
动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对象为 18 周
岁及以上人群，受种
者注意三方面事项

新冠病毒疫苗有接种的必要。
因为中国绝大多数人都没有针对新
冠病毒的免疫力，对新冠病毒是易
感的，感染发病后，有的人还会发
展为危重症，甚至造成死亡。而接
种疫苗后，一方面绝大部分人可以
获得免疫力，从而有效降低发病、
重症和死亡的风险；另一方面，通
过有序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可在人
群中逐步建立起免疫屏障，阻断新
冠肺炎的流行，尽快恢复中国社会
经济、居民生活正常秩序。

接种疫苗后，人体会产生保护
性抗体，有的疫苗还会让人体产生
细胞免疫，形成相应的免疫记忆。
这样，人体就有了对抗疾病的免疫
力。一旦有新冠病毒侵入人体，疫
苗产生的抗体、细胞免疫释放的细
胞因子就能识别、中和或杀灭病
毒，而免疫记忆也能很快调动免疫
系统发挥作用，让病毒无法在体内
持续增殖，从而达到预防的目的。

目前，中国已有5个生产企业的
新冠病毒疫苗批准附条件上市或紧
急使用。其中，附条件批准上市的
有3个灭活疫苗和1个腺病毒载体疫
苗；此外，还有1个重组新冠病毒疫
苗（CHO细胞）获批紧急使用。

新冠病毒灭活疫苗需要接种两
剂；首剂与第二剂之间的接种间隔
要在 3 周及以上，第二剂在首剂接
种后8周内尽早完成。

腺病毒载体疫苗需要接种1剂。
重 组 亚 单 位 疫 苗 需 要 接 种 3

剂；首剂和第二剂的间隔、第二剂
和第三剂的间隔建议要在 4 周及以
上。第二剂尽量在接种首剂后 8 周
内完成，第三剂尽量在接种首剂后
6个月内完成。

现阶段，中国新冠病毒疫苗的
接种对象为18周岁及以上人群。目
前已获批的 5 个新冠病毒疫苗接种
部位均为上臂三角肌，接种途径为
肌内注射。

在疫苗接种过程中，受种者应

注意并配合做好以下事项：接种
前，应提前了解新冠疾病、新冠病
毒疫苗相关知识及接种流程；接种
时，需携带相关证件 （身份证、护
照等），并根据当地防控要求，做好
个人防护，配合现场预防接种工作
人员询问，如实提供本人健康状况
和接种禁忌等信息；接种后，需留
观30分钟；保持接种局部皮肤的清
洁，避免用手搔抓接种部位；如发
生疑似不良反应，报告接种单位，
需要时及时就医。

老人、慢性病人
群、免疫功能受损人
群，都建议接种

如果在接种后怀孕或在未知怀
孕的情况下接种了疫苗，基于对疫
苗安全性的理解，不推荐仅因接种
新冠病毒疫苗而采取特别医学措施

（如终止妊娠），建议做好孕期检查
和随访。对于有备孕计划的女性，
不必仅因接种新冠病毒疫苗而延迟
怀孕计划。

目前尚无哺乳期女性接种新冠
病毒疫苗对哺乳婴幼儿有影响的临
床研究数据，但基于对疫苗安全性
的理解，建议对新冠病毒感染高风
险的哺乳期女性 （如医务人员等）
接种疫苗。考虑到母乳喂养对婴幼
儿营养和健康的重要性，参考国际
上通行做法，哺乳期女性接种新冠

病毒疫苗后，建议继续母乳喂养。
60岁及以上人群为感染新冠病

毒后的重症、死亡高风险人群。目
前，4 个附条件批准上市的新冠病
毒疫苗Ⅲ期临床试验研究纳入该人
群的数量有限，重组亚单位疫苗Ⅲ
期试验尚在进行中，暂无疫苗对该
人群的保护效力数据。但上述疫苗
Ⅰ/Ⅱ期临床研究数据显示，该人群
疫苗接种安全性良好，与18—59岁
人群相比，接种后中和抗体滴度略
低，但中和抗体阳转率相似，提示
疫苗对60岁以上人群也会产生一定
的保护作用，建议接种。

慢性病人群为感染新冠病毒后
的重症、死亡高风险人群。因此，
健康状况稳定，药物控制良好的慢
性病人群不作为新冠病毒疫苗接种
禁忌人群，建议接种。

免疫功能受损人群是感染新冠病
毒后的重症、死亡高风险人群。目前
尚无新冠病毒疫苗对该人群（例如恶
性肿瘤、肾病综合征、艾滋病患
者）、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感染者的安
全性和有效性数据。该类人群疫苗
接种后的免疫反应及保护效果可能
会降低。对于灭活疫苗和重组亚单
位疫苗，根据既往同类型疫苗的安
全性特点，建议接种；对于腺病毒
载体疫苗，虽然所用载体病毒为复
制缺陷型，但既往无同类型疫苗使用
的安全性数据，建议经充分告知，个
人权衡获益大于风险后接种。

现有研究数据表明，新冠病毒
感染后 6 个月内罕见再次感染发病

的情况。既往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
（患者或无症状感染者），在充分告
知基础上，可在6个月后接种1剂。

在没有形成免疫
屏障的情况下，防控
措施仍然要坚持

根据前期新冠病毒灭活疫苗临
床试验研究，接种第二剂次灭活疫
苗大约两周后，接种人群可以产生
较好的免疫效果。

在疫苗接种前无须开展新冠病
毒核酸及抗体检测；接种后也不建
议常规检测抗体作为免疫成功与否
的依据。

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后，由于以
下原因，受种者极少数因保护失败
仍出现核酸检测阳性或发病。1，全
程接种疫苗后，个别因免疫失败而
未获得有效保护，这部分人群暴露
于新冠病毒后，可能因感染新冠病
毒而检出核酸阳性或发病。2，疫苗
接种后需要一段时间才能产生保护
效果。如果这段时间内感染新冠病
毒，可能检出核酸阳性或发病。3，
处于疾病潜伏期的患者或无症状感
染者，即使接种疫苗，仍可能因已
被感染而检出核酸阳性或发病。

上述人群有可能成为传染者，
在新冠疫情防控需要进行核酸筛查
时，新冠病毒疫苗接种证明不能替
代核酸检测报告，还需配合相关部
门进行核酸检测。

从全球对新冠病毒变异的监测
情况看，目前尚无证据证明病毒变
异会使现有的新冠病毒疫苗失效。
病毒是最简单的生物之一，它的增
殖要依靠活的细胞。在增殖过程
中，病毒会发生变异。世界卫生组
织、各国研究机构、疫苗生产企业
等都在密切关注新冠病毒变异情
况，也在开展相关研究，这将为后
续疫苗的研发及应用提供预警和科
学分析依据。

对于个人来说，接种疫苗的保
护效果不是 100％，并且产生保护
性抗体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对于群
体来说，在没有形成免疫屏障的情
况下，新冠病毒依然容易传播。所
以，要防止新冠肺炎疫情反弹，现
阶段一些防控措施仍然要坚持，如
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勤洗手、
通风等。

国家卫健委发布新冠病毒疫苗接种问答

接种有必要 安全又有效
本报记者 熊 建

又到一年春暖时，新叶吐绿，百花竞相绽
放，万物生机勃发，如此烂漫春光，有些人却
唯恐避之不及——一出门就打喷嚏、流眼泪、
流鼻涕、鼻子眼睛发痒……专家提醒，可能是
过敏性疾病在作祟。

常见的过敏性疾病包括过敏性鼻炎、过敏
性皮肤病、过敏性结膜炎、过敏性哮喘等，从
新生儿、儿童到成人的各个年龄阶段都可能发
生。对于疾病诱因的认知、预防和控制是应对
疾病的关键。

近日，2021年“知敏而行 畅享生活”中国
过敏关爱行动在北京启动，北京同仁医院作为
首个过敏关爱中心正式揭牌。该活动由中国红
十字基金会发起，旨在携手医务工作者开展科
普活动以提高公众对过敏性疾病的认知，未来
将持续在全国推进，在过敏性疾病高发省份，
还将面向相关科室医生及基层全科医生开展培
训，提升过敏性疾病的诊疗水平，切实帮助患
者提高生活质量，享受美好生活。

过敏诱因繁杂，精神压力
不可忽视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院长张罗
教授介绍，在中国，过敏性鼻炎患者高达 2.4
亿，造成巨大的社会经济负担。过敏性疾病影
响人数众多，与其繁杂的疾病诱因密不可分。

“过敏原可以分为常年性的和季节性的。”北
京同仁医院鼻过敏科主任医师欧阳昱晖介绍，常
年性的过敏原包括尘螨、霉菌等，还包括饲养的
宠物、部分食物等致敏原；季节性过敏原主要包
括花粉，最常引起过敏的是风媒花粉。

北方气候干燥，花粉容易在空中滞留、飘
散，因此北方春秋两季花粉浓度最高，是过敏
高发期。每年3月到5月是春季花粉期，花粉主
要来源于树木类，包括杨树、柳树、榆树、柏
树等。“不是看到开花才意味着花粉期，当杨
树、柳树出现长得像毛毛虫的花絮的时候，春
天的花粉期就开始了。”欧阳昱晖强调，虽然杨
树的花絮看起来不明显，但其实一个花絮上有
几十万朵花，能释放大量花粉。

“夏季的过敏原主要是禾本科的植物。”欧阳昱晖说，包括南方的稻类、
北方的小麦，还有狗尾草等杂草，整体而言，这些植物释放的花粉量相对较
少。秋季8至9月份是北方第二个花粉浓度高峰期，主要来源于杂草类，例如
蒿草、葎草、藜草等。

“这几年过敏性疾病的发病率逐渐上升，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受空气
污染物的影响。”北京同仁医院鼻过敏科副主任医师张媛表示，空气污染可能
会影响一些植物过敏原的生理及分布状况，让过敏原的含量更多，增加过敏
原的致敏性。这会直接导致敏感人群发生呼吸道过敏或者是呼吸道炎症的概
率增大，已经发生过敏性炎症患者的严重程度会增强。因此，公众应关注空
气污染状况，在空气污染严重的情况下减少外出。

一些神经精神因素也可能是诱因，例如压力会改变免疫功能诱发过敏反
应。“饮食方面摄入不平衡可能也是诱发原因。”欧阳昱晖介绍，不少人亚油
酸摄入比例偏高，亚麻酸摄入比例偏低，这部分人群可适当食用海鱼、胡麻
油、紫苏油、坚果、松子、榛子、核桃等富含亚麻酸的食物。

及时明确过敏原，精准实施防护和治疗

“虽然过敏性疾病大多不致命，但还是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欧阳昱晖
说，有些过敏性鼻炎患者明知自己过敏，也不去查过敏原；还有人认为过敏
性鼻炎就是打喷嚏、流鼻涕，忍一忍就过去了，很多人拖到后期引发了并发
症，等有了鼻窦炎、鼻息肉甚至哮喘的表现后，再治疗会有很多困难。“对于
过敏性疾病患者而言，规范化的诊断和治疗非常重要。”她说，患者应及时明
确过敏原，只有明确致敏原因，才能更精准地做好防护和治疗。

“过敏原检测主要分为体外试验和体内试验。”欧阳昱晖介绍，体外试验
指采集患者的血液，在患者体外通过仪器做过敏原的检测；体内试验指局部
点刺试验，在患者胳膊上隔一定距离做过敏原的点刺。体外试验比较方便，
对于严重过敏患者、皮肤状况不允许点刺的患者、不能接受点刺检测的儿童
等群体来说，是不错的选择。体内试验约15分钟左右就能出结果，价格较低。

“真正的预防应该分两个层面。”北京同仁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刘晓芳
表示，一是诊断不清者应及时正确诊断，了解自己的过敏原和疾病状态；二
是已知过敏的患者在过敏季来临前，及时关注花粉浓度，做好各种防护的准
备，比如戴口罩、注意清洁、洗鼻子 （使鼻炎黏膜过敏原的量减少）。

“以往大家常忽视对眼睛的防护，其实眼睛的防护很重要。”欧阳昱晖提
醒，普通的眼镜对花粉有一定的遮挡作用。当花粉浓度高时，患者最好减少
出行，在室内减少开窗，如果出行，要佩戴密闭性好一些的护目镜，“从外面
回到家里时，最好把外套放在门口，防止在家形成二次花粉刺激。”

“祖传秘方”不靠谱，规范化防治是正途

“治疗过敏性疾病时，不少患者容易偏听偏信虚假宣传，接受不规范的诊
疗，最终导致治疗效果不佳。”北京同仁医院鼻科主任医师王成硕表示，号称
有偏方、祖传秘方的鼻炎馆、小诊所等往往是不规范的，建议患者去正规医
院接受专业治疗。

“不是打喷嚏流鼻涕的鼻炎都是过敏性鼻炎。”王成硕介绍，过敏疾病很
特殊，其病因可能是机体对于一种物质的过敏，但表现形式可能是不同器
官，比如鼻炎、哮喘、结膜炎、皮肤的过敏、胃肠道的过敏等。相似的症状
背后可能有几种鼻炎，不能一概而论，往往需要联合诊疗。

需要注意的是，过敏性疾病具有一定的遗传倾向。以过敏性鼻炎为例，
不同研究报道的遗传率从33%至91%不等。过敏性患儿若未及时控制症状，会
显著影响生活和睡眠质量，导致注意力涣散，学习成绩下降，造成社交困
难，继而影响家庭整体生活质量。

“在临床上，当前针对过敏性疾病的诊疗技术需要规范。”王成硕表示，
现在中国已经建立了过敏性鼻炎的诊疗指南，要让全国的医生去接受、学习
和掌握，还需要由专家组成团队在全国进行推广。未来还要加强针对基层医
生的培训，促进诊疗的标准化和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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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4月5日，中国各地累计报告
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4280.2万剂次。

根据国际疫情形势以及传染病防
控的经验总结，加快疫苗接种，是当
前有力的疫情防控手段。中国正在安
全、有序地加快推进新冠病毒疫苗接
种工作。

右图：4月 3日，在清华大学新清
华学堂，来自匈牙利的在读博士郝璐
璐在接种新冠疫苗。

近日，北京市启动外籍人士新冠
疫苗接种工作。在自愿申请、知情同
意、自担风险的前提下，将适龄在京
外籍人士纳入本市新冠疫苗接种人群
范围。 新华社记者 陈钟昊摄

本报北京电 （陈得） 4 月 2 日是
世界孤独症日，由中国华文教育基金
会火种·孤独症关爱基金主办、福建
省康语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简称“康
语”） 承办的“火种行动——让千万
孤独症儿童走进校园”公益活动在北
京中华世纪坛举行，呼吁公众关爱孤
独症群体。当天，“‘听你说’孤独
症儿童画展”同期展出。

在本次活动中，中国华文教育基
金会火种·孤独症关爱基金正式成
立，康语与火种·孤独症关爱基金共
同发布“火种行动”，为孤独症儿童
提供更多公益支持，帮助千万孤独症
儿童走进校园。

“火种行动”的发起人康语总裁
江鹏表示，“火种行动”不是一时的
口号，而是通过调动起更多的社会力

量，共同推进孤独症群体提供平等发
展的空间，尤其是为孤独症儿童康复
提供更多更有利的条件。

“火种行动”的内容概括起来是
“8个1”，具体包括：1个基金：成立
1 个基金，即火种·孤独症关爱基
金；1本蓝皮书：启动特殊教育行业
蓝皮书编纂，通过汇集和共享行业康
复资讯、研究动向和专业知识等内
容，为特殊教育行业的发展指引方
向；1项全国倡议：推动实现孤独症
儿童与普通人之间相互尊重、理解与
关心；1 场公益万里行：启动 1 场公
益万里行，开展覆盖全国多个城市的
孤 独 症 系 列 公 益 巡 展 活 动 ； 以 及
1000份智能评估和1万份康复理念线
上课程；10万小时公益服务；100个
面向困难家庭的公益课程。

“火种行动”关爱千万孤独症儿童

本报北京电（记者王美华） 为深
入推进健康中国行动，引导中老年人
群树立早认识、早预防、早健康的意
识，近日，由人民网·人民健康主
办、北京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支持
的“健康中国 预防先行——2021 人
民健康社区中老年健康促进系列活
动”全国启动会在北京方庄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举行。

“要坚持把预防为主挺在前面，
努力把疾病挡在外面。”健康中国行
动推进委员会办公室宣传组组长卢春
山表示，健康中国行动是实施健康中
国战略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
略的交汇点，紧紧抓住这个交汇点就
能事半功倍。

“2019 年，国家卫健委发布的关

于预防老年失能的核心信息中，有一
条是‘进行预防接种’，建议老年人
定期注射肺炎球菌疫苗和带状疱疹疫
苗，流感流行季前在医生的指导下接
种流感疫苗。”卢春山说，“要抓住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这个‘细胞核’，大
力开展社区健康促进活动，为居民带
来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人民网战略委员会委员万世成介
绍，“人民健康社区活动”于2020年
8月启动，此次启动会作为该活动的
一部分，将在全国 10 个城市开展，
以线下科普宣教、线上科普传播的形
式，向广大中老年人群普及健康知
识，传播健康理念，引导大众及早做
好 疾 病 预 防 ， 不 断 提 升 群 众 健 康
素养。

中老年健康促进系列活动在京启动

坚持把预防为主挺在前面

4月 2日，一辆移动预防接种车来到中铁建工集团上海九星城项目工地，
为项目工作人员进行新冠疫苗免费接种服务。 新华社记者 王 翔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