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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新疆
军区某部官兵正

在等候区等待疫

苗接种；

图②：解放
军总医院京中医

疗区医护人员，

扫描条形码登记

接种人员信息；

图③：第909
医院派出医务人

员赶赴各体系部

队，为官兵注射

疫苗。①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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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疫苗了吗？

最近一段时间，这是人们茶余饭后

时常挂在嘴边的话。

当下，我国正在安全、有序加快推进

新冠疫苗接种。与健康息息相关的疫苗

接种，牵动人心。打开手机，各类疫苗接

种统计数据每天都在刷新。

一位生活在北京的作家，在他的微

博上为疫苗接种工作“点赞”。他春节后

上班第一天就参加了社区组织的新冠疫

苗接种，三周后接种了第二剂。他说，目

前感觉良好。

清明假期第一天，96岁的中国工程

院院士斐荣富，乘车来到北京展览馆疫

苗接种点，进行第一剂新冠疫苗接种。

《人民日报》记者全程跟踪报道：“针对

60岁以上及出行不便的居民，西城区多

个街道推出了集中接送服务，同时配置

助老设备设施、提供绿色通道。”

“接种疫苗，我们心里踏实着呢”“作

为一线部队，我们已率先接种”……电话

那头，来自部队基层一线的战友们这样

对记者说。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4月13日，全国

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超过1.75亿

剂次。

加快疫苗接种，是当前有力的防控

手段。接种新冠疫苗，共筑健康长城，全

国疫苗接种工作平稳推进，让人心安。

全军疫苗接种工作也在同步推进。

科学严谨，规范实施。军队应对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联防联控工作机制相关

专家介绍，全军承担接种任务的医疗卫

生机构遴选专业技术过硬的业务骨干参

加疫苗接种工作，疫苗接种原则上采取

部队卫生机构和军队医院联合实施的方

式组织。

提高效率，服务贴心。来自基层部

队的战友说，部队各级认真做好制定接

种计划、布置接种场地、规范接种秩序、

现场技术保障和应急救治等工作，灵活

多样贴心细致的举措，让“应接尽接”高

效顺利。

创新攻关，后劲更足。面对大战大

考，军队生物医学科研工作者把维护国

家公共卫生安全、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放在首位，全力以赴加速科研攻

关。陈薇院士率领的科研团队目前依旧

在高速运转。军队相关医学专家表示，

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创新科研，确

保疫苗研制安全有效。

疫情终将被人类战胜。全民接种

新冠疫苗个人不负担费用；继续做好重

点地区、重点人群的接种工作；针对特

殊人群，采用流动车、机动队等形式，将

疫苗接种服务送至群众身边……我国

疫情的有效防控和科研攻关成果，彰显

了我国制度优势和生物医学科技创新

的硬实力。

“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

春天不会到来，没有一年的武大，不会绽

放樱花……”

今日之武汉，樱花绽放得更加娇艳；

今日之中国，正努力奔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我们相信这个春天，更多的暖新闻、

好消息还在路上。

新冠疫苗，你接种了吗？
■本报记者 陈小菁

一线保障新亮点·接种新冠疫苗，共筑健康长城

权威解读

编辑手记

为做好全军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
作，进一步普及疫苗接种知识，确保全
军疫苗接种工作科学严谨、安全规范，
有力有序有效推进，近日，就广大官兵
关心的疫苗接种有关问题，记者采访
了军队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联防联
控工作机制相关专家。

记者：什么是新冠病毒疫苗，目前

有哪些种类？

专家：新冠病毒疫苗全称为新型
冠状病毒预防用疫苗，是预防和控制
新冠病毒感染所致疾病的创新型疫
苗。国内新冠病毒疫苗研发技术主要
分为 5种，分别是：灭活疫苗、腺病毒载
体疫苗、减毒流感病毒载体疫苗、重组
蛋白疫苗以及核酸疫苗。截至目前，
我国已有国药集团有限公司“中生武
汉”和“中生北京”灭活疫苗、北京科兴
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灭活疫苗、军
事科学院联合康希诺公司研发的腺病
毒载体疫苗等 4种疫苗获批附条件上
市；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和安徽
智飞龙科马公司联合研发的重组蛋白
疫苗经评估论证同意紧急使用。

记者：普通人群有必要接种新型

冠状病毒疫苗吗？

专家：新型冠状病毒是新出现的
病毒，几乎每个人对新型冠状病毒都
易感，所以接种疫苗是非常有必要
的。军队人员作为需随时执行各类任
务的群体，除确有禁忌症外应当做到
全员接种疫苗。

记者：重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腺

病毒载体）与我国批准的其他新冠疫

苗相比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专家：目前，新冠灭活疫苗全程需
接种 2 剂次，推荐 2 剂间隔不少于 28
天，因出国或前往高风险地区工作等
需要尽快完成新冠灭活疫苗全程接种
的受种者，可在不少于疫苗说明书规
定的最短间隔时间，接种 2剂次新冠灭
活疫苗；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和
安徽智飞龙科马公司联合研发的重组
蛋白疫苗需接种 3剂次。接种剂次是
为了让抗体达到一定水平以抵御疾
病。一般来说，灭活疫苗需要多次接
种，并需定期加强保持免疫力，才能让
体内达到足够的抗体滴度，首次接种
通常不提供保护，保护性免疫反应一
般在第2剂接种后才会产生。

重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腺病毒载
体）只需要接种1剂，1剂接种14天后即
可产生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反应，为人
体提供双重保护，是我国目前批准使用
的唯一单剂接种的新冠疫苗。

记者：腺病毒载体技术的原理是

什么？

专家：人 5型腺病毒（Ad5）是一种
常见呼吸道病毒，作为载体的 Ad5 被
改造之后在人体内不会复制，将编码
新冠病毒刺突蛋白（S蛋白）基因插入
到Ad5载体中，Ad5载体相当于火箭，S
蛋白基因相当于卫星，载体携带 S蛋白
基因进入人体细胞后合成新冠病毒 S
蛋白，S蛋白作为抗原激发机体的免疫
应答。进入人体的仅有新冠病毒的 S
蛋白，无其他新冠病毒成分。

记者：重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腺

病毒载体）的保护效力及其对新冠病

毒变异株的保护效果如何？

专家：目前全球Ⅲ期临床试验数
据表明，18岁以上人群单针接种重组
新型冠状病毒疫苗（腺病毒载体）14天
后，对重症新冠肺炎的保护效力为
95.5%，对所有症状的新冠肺炎总体保
护效力为 68.8%。中和抗体交叉实验
结果表明疫苗对新冠病毒变异株有保
护作用。

记者：新冠病毒疫苗安全性如何？

专家：新冠病毒疫苗和其他疫苗
一样，质量安全管理有一系列的保障
措施，在疫苗的研发、生产过程中均有
明确要求，疫苗在获得注册前必须经
过严格的动物实验和临床研究，并在
疫苗使用前实施严格的批签发制度。
所以，获得国家批准上市的疫苗都是
安全性、有效性达到合格标准的。

重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腺病毒
载体）基于国外五个国家 40000余人开
展的Ⅲ期临床试验结果，获国家药品
监督管理局批准附条件上市，疫苗安
全性良好。截至目前，已累计接种数
十万人，未发现与疫苗接种相关的严
重不良反应。

记者：重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腺

病毒载体）接种后可能会发生的主要

不良反应有哪些？

专家：与其他任何疫苗一样，接种
重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腺病毒载体）
可能会出现一些常见的不良反应。经
汇总疫苗Ⅰ、Ⅱ、Ⅲ期临床试验，以及
紧急使用中收集的所有不良反应，接
种部位不良反应常见的有疼痛、肿胀、
瘙痒、红斑、硬结等；全身不良反应常
见的有发热、头痛、疲乏、肌痛、嗜睡、
恶心、腹泻等。本品系列临床试验中
观察到的不良反应严重程度以 1级（轻
度）为主，3级及以上不良反应的发生
率为 7.40%。对于发热者可服用退热
药物，其他常见不良反应一般无需特
殊处理，通常在 48小时之内可自行缓
解。如果症状较重或无法自行评判严
重程度，应及时就医。

记者：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禁忌和

暂缓接种人群包括哪些？

专家：新冠病毒疫苗的接种禁忌，
必须严格遵守新冠病毒疫苗说明书的
规定，通常对疫苗或疫苗中任何一种
成分严重过敏者，均为接种禁忌对
象。对于发热、急性疾病患者及慢性
疾病急性发作者，一般属于暂缓接种
对象。

记者：处在过敏期的人群是否可

以接种重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腺病

毒载体）？
专家：过敏是医生在接种时考虑

的一个重要因素，对疫苗或疫苗成分
过敏、既往发生过疫苗接种过敏反应
的人群不适合接种；有其他较严重过
敏史的人群（例如哮喘、严重湿疹等）
不建议接种；对于花粉过敏、鼻塞、流
鼻涕或者出现轻微皮疹的过敏人群，
建议要错开过敏期，轻症可遵医嘱进
行接种。

记者：癌症患者、慢性病的人群是

否可以接种重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

（腺病毒载体）？

专家：患有神经系统疾病和免疫
系统疾病的人群不适合接种。可通过
药物控制的糖尿病、高血压等基础病
人群，稳定期内可以接种疫苗。对于
癌症患者，需咨询肿瘤专科医生并结
合用药情况判定是否可以接种。

记者：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前后有

哪些注意事项？

专家：接种前，接种医生会询问
健康状况，请如实告知相关信息；接
种完成后，需现场留观 30 分钟，接种
当日注射部位保持干燥并注意个人
卫生，适当安排休息；接种后一周内
避免接触个人既往已知过敏物及常
见致敏原，尽量不饮酒、不进食辛辣
刺激或海鲜类食物，建议清淡饮食、
多喝水。

记者：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后如出现

严重不良反应，应怎么报告及处置？

专家：根据既往经验，一般接种疫
苗后的急性不良反应会在接种后 30分
钟内出现，请按要求留观，并及时告知
接种点医生。如离开接种场所以后出
现严重的不良反应，应该及时就医处
理，并向接种点的医生报告。

记者：新冠病毒疫苗的免疫持久

性是多久？是否需要加强免疫？

专家：重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
（腺病毒载体）目前的免疫程序是 1
剂，对疫苗单剂接种后的免疫持久性
观察还在进行中，目前数据证明至少
6 个月以内是有效的。此前，疫苗研
发团队对采用同种腺病毒载体技术
的埃博拉疫苗做了免疫持久性观察，
发现接种两年之后仍具有较高的抗
体水平。

记者：重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腺

病毒载体）与灭活新冠疫苗可以联合

使用吗？

专家：目前还没有替代接种、联合
应用等方面的相关信息，请以国家政
策指导以及新冠疫苗说明书为准。

记者：接种重组新型冠状病毒疫

苗（腺病毒载体）后会导致鼻咽拭子检

测核酸阳性吗？

专家：不会。核酸检测的是新冠
病毒基因，目前的疫苗不会导致患新
冠肺炎，也不会因接种疫苗使新冠病
毒核酸检测呈阳性。

记者：新冠病毒疫苗能不能和

HPV疫苗、流感疫苗、狂犬疫苗等其他

疫苗一起接种？

专家：不建议与其他疫苗同时接
种，建议与其他疫苗的接种间隔至少 2
周，尽量减少非预期的相互影响，同时
也需要密切观察接种后的反应。

记者：得过新冠肺炎的或无症状

感染者还是否有必要接种？

专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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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打了新冠病毒疫苗还需要

继续佩戴口罩吗？

专家：在人群免疫屏障没有建立
起来之前，即使部分人群接种了疫苗，
大家的防控意识和防控措施也不能放
松。一方面，疫苗免疫成功率不是
100%，在疫情流行期间还会有较少部
分已接种的人可能发病，与疫苗本身
特性和受种者个人体质均有关；另一
方面，在没有形成免疫屏障的情况下，
新冠病毒依然容易传播。

记者：是否需要检查产生抗体，如

何检查抗体，如果为阴性需要补种吗？

专家：不建议检查抗体。人体中
特定抗体的产生一般通过自然感染或
者接种疫苗而获得。建议只要没有明
确感染新冠病毒或患过新冠肺炎，凡
符合接种条件者均应接种疫苗，无需
在接种疫苗前后检测抗体。

记者：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后还需

做核酸检测吗？

专家：接种疫苗可以在一定程度
上降低感染风险，但任何疫苗的保护
效果都不能达到 100%，必要时仍应配
合相关部门进行核酸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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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探访

春风吹开了樱花，大街上人们神情
惬意，欣赏着满目春光。

去年 4月 8日，武汉宣告“解封”，城
市按下了“启动键”。

一年后的这一天，首都北京樱花树
下，曾经奔赴武汉抗疫一线的军事科学
院军事医学专家组的抗疫勇士们迎来
了又一个工作日。

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一段段难忘
记忆再次浮现于他们眼前。

从抗疫一线回来，被授予“人民英
雄”国家荣誉称号的陈薇院士及其团队
牢记领袖嘱托，继续全力投入科研攻
关，拿出一个又一个硬核成果。

研究所大楼外宣传栏旁，研究所政
治协理员张政胜向记者介绍，今年 2月
25日，陈薇团队研发的“重组新型冠状病
毒疫苗（腺病毒载体）”获得附条件批准
上市；3月 23日，该团队研发的“吸入用
重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腺病毒载体）”
获得国家药监局药物临床试验批件。

如今，新冠疫苗进行全民免费接
种。作为疫苗研制工作的参与者、见证
者，该研究所研究员张晓鹏内心有感
动，更有欣慰。

去年大年初二，张晓鹏跟随陈薇院
士逆行武汉，担任核酸检测组副组长，

承担核酸检测、抗体筛查、多重病原判
定等任务。

疫情最严峻的时候，他和战友们每
天到“红区”进行检测，经常连续工作很
长时间。因成绩突出，2020年张晓鹏被
评为“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

该所研究员侯利华介绍，陈薇院
士团队研制的“重组新型冠状病毒疫
苗（腺病毒载体）”，只需要接种 1 剂，
接种 14 天后，即可产生细胞免疫和体
液免疫反应，为人体提供双重保护，是
我国目前批准使用的唯一单剂接种的
新冠疫苗。
“疫苗的研制过程，既要快还要

稳。”该所副所长徐俊杰告诉记者。
“陈薇团队研发的新冠疫苗，目前

已获准附条件上市。临床试验数据表
明，18 岁以上人群单针接种该疫苗 14
天后，对新冠肺炎的保护效力很高。”侯
利华说。

从未知中寻找答案，在危险中守护
生命，每一个实验结果都浸透汗水。

去年疫情吃紧时，年近 60 岁的付
玲曾连续百余天坚守实验室，每天身穿
防护服进行10余个小时的科研工作。

摘下面罩，付玲的鬓发花白。虽然
到了退休年龄，但她敢啃硬骨头的战斗
作风丝毫未减。
“穿上防护服是种什么感觉？”
“又闷又热。”付玲粲然一笑。
每次结束实验脱下防护服，她都非

常疲惫，“浑身像散了架一般”。当时压
力大、任务重，她说：“能让自己顶住压
力坚持下来的，是一种‘与病毒鏖战到
底’的信念。”

为人民负重前行，是陈薇院士领衔
的科研团队的承诺。面对危险，他们冲
锋在抗疫最前沿。

去年 6月 22日，陈薇院士领衔的团
队，第一时间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科
学》在线发表研究成果。

一间会议室内，张晓鹏正给 2名研
究生学员授课。这一年，他一边从事研
究，一边努力培养研究人才。“与病毒鏖
战，需要更多更年轻的科研人员。优化
目前已有的技术平台，研究更新、更快
速、更高通量平台，培养更多的科研人
才，这些都是我们新的目标和努力方
向。”张晓鹏说。

记者了解到，张晓鹏和战友们一直
在推进某项科研项目。接下来这一年，
他们将全力以赴，加紧攻关。
“科研的路上，脚步不能停歇。一

个山头走过，还有下一个山头，必须一
鼓作气、乘胜追击，不取得最后的胜利
决不收兵！”侯利华说。

据介绍，调整组建以来，该研究所
始终坚持“姓军为战、强国为民”，紧盯
国防需求，铸就防疫盾牌。去年以来，
他们全力推进 20余个国家和军队重大
课题立项，开展应急科研攻关，取得一
系列重大成果。

4月8日，武汉“解封”一周年，记者探访陈薇院士担任所长的军

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某研究所——

“与病毒鏖战到底”
■本报特约记者 王 迪 记者 邵龙飞 通讯员 李晓明

4月2日，火箭军某基地医院，新冠

疫苗接种点井然有序。

一队官兵整齐列队走向接种点。

一路上，“接种流程、注意事项”等宣传

展板十分醒目。医护人员引导官兵完

成红外测温，有序进场。

记者注意到，接种点分为“等候、预

检、接种、留观、应急处置”等6个区域，

单向循环设置接种流程。

阅读《接种知情同意书》后，基地政治

工作部宣传处干事孔羿博，工整地签下自

己的名字。“我们对疫苗接种的安全性、重

要性已有清晰认识，作为基层部队，大家

都在盼着尽早接种。”孔羿博说。

“最近有没有感冒，有没有过敏性

疾病，有没有疫苗过敏史……”登记台

前，基地医院副主任医师郭玲和护士长

乔惠霞，耐心询问官兵身体状况，再次

确认有无接种禁忌症。

在他们身后的接种区，一组官兵已

开始进行疫苗接种。

检查疫苗外观，记录批号、有效期，

核对官兵姓名、年龄，核对疫苗规格、剂

量……再次进行细致的“三查七对”，一

名医务人员手持针剂，为该基地某团勤

务连下士王晓宸完成疫苗注射。

王晓宸是一名驾驶员，经常外出执

行任务。“接种服务细致暖心，我们心里

踏实着呢。”完成接种，王晓宸兴奋地

说。随后，王晓宸和战友被引导至留观

区，医护人员为大家介绍接种后注意事

项，还贴心地递上饮用热水。

“留观30分钟很有必要，我们密切观

察官兵情况，预备应对急性异常反应的

发生。”基地医院军医单润刚说，为保障疫

苗安全顺利接种，医院专门组建一支应

急接种保障队，为官兵提供留观保障。

据介绍，为确保接种工作规范科学，

该基地所有接种人员均经过多次岗前培

训，全面掌握疫苗接种疑似异常反应的应

急救治等技能，方可持证上岗。

记者还了解到，对在外执行任务的部

队，该基地还抽组30余名医护人员成立

医疗队，采取集中服务和上门服务相结合

的方式，分批次对官兵开展疫苗接种。

（本版图片由相关医疗单位提供）

“我们心里踏实着呢”
■胡明欣 雷 柱 本报特约记者 岳小琳

延伸阅读

▲

34号军事室

第922期

▲

②② ③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