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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袁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印发
方案袁部署开展第二剂次加强免疫接种遥哪些
人应该打野第四针冶疫苗钥 野第四针冶打什么疫
苗钥围绕社会热点关切袁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有关专家作出解答遥

1. 问院 哪些人应该进行第二剂次加强接
种钥

答院 现阶段老年人等高风险人群持续面
临被感染的风险袁 疫苗接种是疫情防控的重
要措施和手段遥

为了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
命安全袁 根据疫苗研发以及紧急使用的批准
情况袁 感染高风险人群尧60岁以上老年人群尧
具有较严重基础性疾病人群和免疫力低下人
群袁 在完成第一剂次加强免疫接种满 6个月
后袁可进行第二剂次加强免疫接种遥

2.问院现在进行加强免疫接种有什么用钥
答院 新冠病毒疫苗接种之后产生保护作

用主要包括院产生抗体尧产生细胞免疫尧产生
免疫记忆等遥

接种疫苗之后袁随着时间的推移袁抗体水
平会下降遥 此外袁随着病毒变异袁免疫逃逸也
在增强袁使得抗体的作用在削弱遥 不过袁细胞
免疫在预防重症和死亡方面起到的作用比较

持久遥
研究表明袁 接种加强针可以唤起机体的

免疫记忆细胞袁也会提升抗体水平袁进一步巩
固对重症和死亡的预防作用遥 只要符合接种
条件袁 没有完成加强免疫的人应尽快按照免
疫程序的规定完成加强免疫袁 以起到更好的
保护效果遥

3.问院第二剂次加强接种可以接种哪些疫

苗钥
答院 目前所有批准附条件上市的或紧急

使用的 13种疫苗都可用于第二剂次加强免
疫遥优先推荐序贯加强免疫袁或采用含奥密克
戎毒株或对奥密克戎毒株具有良好交叉免疫
的疫苗遥

序贯加强免疫袁 是指采用不同技术路线
的疫苗进行异源加强免疫遥 前期如果接种了

三剂次灭活疫苗袁在第二剂次加强免疫时袁可
以选择重组蛋白疫苗尧 腺病毒载体疫苗或流
感病毒载体疫苗中的任一种袁 这也是国家列
举推荐的接种组合遥

4.问院疫苗接种的安全性如何钥
答院 中国疾控中心对我国已经开展接种

的超过 34亿剂次尧 超过 13亿人的不良反应
监测发现袁 我国新冠病毒疫苗的不良反应发
生率与常年接种的其他一些疫苗相当袁 而且
老年人的不良反应发生率还略低于年轻人遥
对于老年人来说袁叶加强老年人新冠病毒疫苗
接种工作方案曳 明确了 4种接种禁忌遥 糖尿
病尧高血压等慢性疾病如果处于稳定期袁可以
接种新冠病毒疫苗遥

5.问院野阳冶过还能进行第二剂次加强接种
吗钥
答院 按照目前的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技术

指南规定袁如果确诊感染了新冠病毒袁感染时
间和接种新冠病毒疫苗时间应间隔 6个月以
上遥
目前来看袁单纯感染产生的免疫保护力袁

不如感染加上接种疫苗产生的混合免疫力保
护作用强遥如果符合接种疫苗的时间间隔袁建
议进行第二剂次加强免疫接种遥 渊据新华社冤

感染后如何科学用药？康复后要注意啥？
权威专家解答防疫热点问题

感染后如何科学用药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感染科主任高燕

表示袁感染新冠病毒后袁出现高热等临床
症状袁在体温超过 38.5 摄氏度的时候袁人
体感觉会非常难受袁这个时候需要用一些
退热药遥

高燕介绍袁如果患者本身有一些慢性
病袁比如胃溃疡尧十二指肠溃疡袁或者平时
有胃肠道的一些基础病袁在用解热镇痛药
时袁不要空腹服用遥 此外 袁密集用药可能
诱发消化道出血等症状袁可以合并用一些
胃黏膜的保护剂袁再来吃解热镇痛药会更
安全一些遥

野对于大部分新冠患者来说袁还是以轻
症为主袁对症处理就行遥 止咳尧镇咳尧化痰类
药相对来说较安全遥 冶高燕提醒袁在临床上
很多药物之间可能会有一些相互作用袁尤
其是有一些比较严重的慢性基础病的人
群袁应该在医疗机构和医生的指导下用药遥

康复后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院

长刘清泉介绍 袁 感染新冠病毒以后 7 至
10 天袁绝大部分人都会进入康复状态袁可

能核酸或抗原都转阴了袁但仍会遗留一些
症状袁比如咳嗽尧嗓子不舒服等遥进入康复
期袁患者精神上要保持高昂斗志遥

刘清泉提醒袁 康复后不要大吃大喝袁
要保持清淡饮食袁加强营养袁摄入足够的
蛋白质袁多吃蔬菜水果袁保证体力的恢复遥
同时袁生活尧工作节奏要适当放缓一点袁不
要熬夜遥

对于一些康复后陆续返岗工作的人袁
高燕表示袁如果退烧以后 袁体力有明显改
善袁就可以返岗工作遥 但是一些呼吸道症
状可能会恢复得慢一些袁发热期还是应该
多卧床休息遥

康复后多久能运动
刘清泉提醒袁适量运动有利于恢复健

康袁但是不能剧烈运动袁过度的运动不但
不能够恢复健康袁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其他
的问题遥
刘清泉说袁可以根据自身运动习惯选

择适量运动袁不超过平时运动量的三分之
一袁逐渐增量即可遥
高燕表示袁 对于中青年群体来说袁进

入恢复期的过程会短一些袁并不影响复工

复产遥 但是高强度的健身运动袁还是要稍
微缓一缓袁注意休息袁加强营养袁让自己尽
快回归正常的状态遥

野对于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说袁尤其
是患有糖尿病尧高血压 尧冠心病等慢性病
的人群袁 要重点关注呼吸道症状问题袁比
如咳嗽尧胸闷尧气促等症状是否加重遥 冶高
燕介绍袁 一周左右核酸或者抗原转阴后袁
这些呼吸道症状可能还会持续袁等病情明
显缓解以后袁再恢复到正常的锻炼袁更有
利于健康遥

未感染新冠的人群袁献血是否会增加
感染的风险

野一个健康成年人献血不超过自身总
血量的 13%袁对身体没有不良影响遥 冶北京
市红十字血液中心副主任技师郭瑾介绍袁
一个健康成年人的总血量约占体重的

8%袁 如果 50 公斤的人献血 200 或 400 毫
升袁即占自身总血量的 5%或 10%袁体重重
的人占比会更低遥

郭瑾表示 袁 献血是采集人体的外周
血袁献血后肝尧脾尧肺等储血脏器中的血液
会迅速补充至外周血中 袁 恢复循环血容

量遥 献血并不会影响健康袁也不会增加感
染新冠病毒的风险遥

感染新冠后符合什么条件可以献血
郭瑾介绍袁对于曾感染新冠病毒的无

症状尧轻型和普通型感染者袁发烧尧咳嗽尧
咽痛等上呼吸道感染症状完全消失后一
周 袁 且最后一次核酸或抗原检测阳性 7
天后就可以献血了 遥 如果是重型或危重
型的感染者 袁 则需要康复 6 个月后才能
献血遥

野这个标准与国际上有关新冠病毒感染
后延迟献血的要求袁 以及现行的呼吸道感
染尧肺部感染者延迟献血的要求是一致的袁
不会对献血者健康造成危害遥 冶郭瑾说遥

针对曾感染过新冠病毒的献血者所
献血液是否安全的问题袁郭瑾表示袁新冠
病毒是呼吸道病毒袁不会经输血传播遥 目
前为止袁全球尚没有新冠病毒通过输血途
径传播的报道遥感染新冠病毒康复以后的
献血者献的血液本身是安全的袁血站会严
格采供血管理袁确保感染者康复并经过一
段时间的健康观察后再献血遥

渊据新华社冤

当前袁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的工作目标是保健

康尧防重症遥 感染新冠病

毒后袁如何科学用药钥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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