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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群什么时候可以接种

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科研攻关组疫苗研发专班负责人曾益新介绍，我国
新冠肺炎接种疫苗工作按照“三步走”策略推进。第
一步，2020年12月15日启动了对重点人群的接种工
作。“比如冷链物流人员、海关边检人员、医疗疾控人
员，以及农贸市场、海鲜市场的工作人员、公共交通
的工作人员等，他们由于工作的关系，被新冠病毒感
染的风险相比其他人群更高，所以，要把这部分高风
险人群优先保护好。”曾益新说。第二步，将启动对高
危人群的接种工作，比如老人、有慢性基础疾病的人
群，他们感染之后，发生重症和死亡的风险比较高。
第三步，将对其他普通人群进行接种。

那么，去哪儿接种疫苗呢？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
局负责人崔钢介绍，通常情况下，接种单位都设在辖
区的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或者综合医院，一般
居民所在的辖区都是涵盖的。

全民免费接种意味着老百姓不用花钱吗

曾益新介绍，2020年 12月 15日启动的重点人
群新冠疫苗接种过程中，各地参照核酸检测“应检
尽检”的模式，由各级政府组织和安排费用保障，个
人不承担疫苗的成本和接种费用。也就是说，免费
是包括了疫苗的费用和接种费用。目前看来，各地
执行免费接种政策都做得很到位。国家医保局副局
长李滔介绍，疫苗免费接种是在居民知情自愿的前
提下，企业按议定价格提供疫苗，疫苗费用、接种服
务等全部费用，将由医保基金和财政共同负担，居民
个人不负担。

疫苗定价与免费接种之间是否矛盾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科研攻关组疫苗研发工
作组组长郑忠伟介绍，我国将向全民免费提供新冠
疫苗。所谓免费，就是老百姓不需要掏一分钱。企业
在开展疫苗研发、生产、储存、运输的过程中会有成
本，因此企业按照新冠疫苗公共产品的属性，依据
成本会作出相应的定价。政府相关部门也会按照相
应程序，按照相应价格，向企业进行购买，为全民免
费接种。因此，新冠疫苗的定价和向全民免费接种并
不矛盾。

病毒变异是否对疫苗的保护效果造成影响

曾益新表示，至少目前看来，病毒的突变不会影
响疫苗的保护力。“我们要高度关注这个问题，一方
面继续密切地监测病毒变异情况，另外也要做好应
对，万一突变累积到一定程度，影响到我们疫苗的保
护力，要做提前准备，开展广谱性的新冠疫苗或者变
异后的新冠疫苗研究，以有效应对可能产生的问
题”。科学技术部副部长徐南平也表示，这种变异现
在对疫苗的使用没有产生影响，但是未来有可能产
生影响，科研攻关组将当成它一定会产生影响来进
行科技工作部署。

如何区分疫苗接种不良反应和偶合反应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监察专员焦雅辉介
绍，不良反应指合格的疫苗经过规范的接种以后，产
生跟接种目的没有关系或者意外发生的一些损害的
反应，包括一般反应和异常反应。所有药品，包括疫
苗，都会产生不良反应，这是在允许范围之内的。偶
合反应指接种者在接种的时候，恰巧处于其他一些
疾病的潜伏期或者发病前期状态，在接种的时候，很
巧合的，这个疾病也同时发病了。这种情况跟疫苗的
接种没有关系，并且跟疫苗的质量也没有关系，不属
于不良反应。焦雅辉介绍，我国新冠疫苗“常见的不
良反应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头痛、发热，接种部位
局部的红晕或者出现硬块。还有一些人有咳嗽、食欲
不振、呕吐、腹泻这样一些常见的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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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接种是控制
传染病大流行的最有
力武器，2020 年 12 月
15日以来，我国已累计
开展新冠病毒疫苗接
种900多万剂/次。通过
有序开展接种，符合条
件的群众都能实现“应
接尽接”，从而构建起
免疫屏障，阻断新冠病
毒的传播。近期，有关
疫苗接种的话题在群
众中持续热议。我国疫
苗的安全性如何？普通
群众何时能接种？接种
时需要注意什么？出现
不良反应怎么办？我国
疫苗产能有多少……
记者盘点了国务院联
防联控机制发布会专
家的权威解答。

十问新冠疫苗 为你释疑解惑

接种时要注意什么，出现不良反应怎么办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庆提醒
大家，去接种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的健康状况如实告知接
种医生，比如有没有什么疾病，是不是正处于疾病的发生期，
有没有过敏史等。接种后，一定要在现场留观30分钟。这是
因为大多数严重过敏反应都发生在接种后30分钟内，一旦
出现严重的过敏反应，在现场能够得到及时救治。另外，可能
会有人由于紧张及其他的心理性因素出现心因性反应，不要
过早离开接种地点。“如果发热超过38.5℃，或者局部红肿特
别厉害，感觉到身体特别不适，没有及时恢复，疾病状态在持
续，建议去医院及时就医。”王华庆说。

哪些情况不能接种新冠疫苗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庆表示，
通用的原则是，如果受种者对疫苗或疫苗的成分过敏，或者
打完一针有症状，怀疑跟疫苗有关系，又或确认是疫苗引起
的，这种疫苗第二针就不能接种了。如果受种者处于患病的
急性期、慢性疾病的急性发作期，以及有发热或者怀孕等情
况，都暂时不能接种。发热、急性疾病痊愈，或者慢性疾病进
入稳定期后可以接种。“一般情况下，在国家规定的指南和方
案公布之前，建议新冠疫苗和HPV疫苗分开接种。”王华庆解
释，能不能同时接种，主要考虑免疫效果和安全性两个因素，

“基于这两点目前没有研究数据，我们不建议同时接种新冠
疫苗和HPV疫苗”。

接种了疫苗还需要戴口罩防护吗

“尽管我们相信疫苗安全有效，但是接种新冠疫苗以后，
还是要求大家继续维持个人防护措施，包括戴口罩、保持社
交距离、勤洗手等这些好习惯，毕竟疫苗的保护作用不是百
分之百的。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疫苗说保护率达到百
分之百，特别是在当前我国群体免疫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情况
下。”曾益新表示，新冠肺炎病毒发现的时间还不到一年，现
在说疫苗能够保护多长时间还为时过早，还需要后续持续跟
踪研究。疫苗保护期，按世卫组织规定要求的半年以上，基本
上没有太多疑问。当然，至于说保护期能不能像很多病毒性
疫苗一样，达到终身免疫，或者至少保护5年、10年，现在还
不能下这个结论。

如何保证疫苗的安全

陈时飞介绍，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从设计、生产监管、全
链条监管等方面着手，确保每一支疫苗都符合质量要求。国务
院联防联控机制科研攻关组疫苗研发工作组组长郑忠伟介
绍，我国的新冠疫苗开展的I期、II期、III期临床试验，以及我国
依法依规在自愿知情同意的前提下已经开展的疫苗紧急接
种，都充分显示了我国新冠疫苗的安全性。“在整个研发过程
中，我们充分尊重科学规律、科学原则。我国疫苗是最早开展
临床试验的，也是最早开展Ⅲ期临床试验的。在推进的过程
中，严格遵循相关的科学原则，绝不会为了争第一而去抢跑。”
郑忠伟说。

我国疫苗的产量能否满足需要

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负责人毛俊锋2020年12
月31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国内有18家
企业，根据各自的新冠病毒疫苗的研发进展，已陆
续开展了产能建设。“企业开展规模化生产
的同时，我们也在组织他们同步并行进
行产能扩建工作。产能是一个动态持
续提升的过程。其他疫苗研发技术
路线，产能建设也是按照计划在有
序推进。所以，随着新冠灭活疫苗
产能的进一步提升，以及其他技术
路线企业产能路线的逐步完成，相
信中国新冠病毒疫苗的生产能力
能够满足国内大规模接种的需求。”
毛俊锋说。据《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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