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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冠疫苗的误区 你一定要知道
� � � � 接种疫苗是预防疾病的有效方式，
不仅能保护个人， 也有助于构建群体免
疫屏障。接种新冠疫苗的这些误区，你一
定要知道。

观察期半年≠保护期半年

本市目前在用的新冠疫苗包括灭活
疫苗以及腺病毒载体疫苗这两种疫苗。

关于灭活疫苗的保护时间，追溯到最
早提出 6 个月保护时间的时候， 是在去
年，当时距离疫苗研发成功和试验也就半
年多， 只观察到了 6个月的抗体水平，所
以当时的说法是“有效期至少 6个月”。

以 6 个月为限的提法， 是为了满足
WHO 和中国药品审评中心对疫苗保护
持久性的基本要求： 至少提供 6 个月的
保护。事实上，截至目前已经获得 9 个多
月的抗体检测数据， 显示抗体仍有一定
水平， 后面还会继续监测以进一步观察
抗体的维持时间。

腺病毒载体疫苗目前的观察期已经
超过 6 个月， 根据此前陈薇院士对采用
同种腺病毒载体技术的埃博拉疫苗所做
的免疫持久性观察结果， 接种两年之后
仍具有足够的保护力。

病毒特性也与疫苗效果有关， 比如
麻疹病毒非常老实安分， 接种疫苗十几
年后仍有效，无须再接种；而流感病毒毒
株变异频繁， 去年打的疫苗今年可能就
没用了，每年都需要重新接种。随着对病
毒和疫苗的认识不断深入， 更多疫苗使
用数据的更新以及不同时期的防控需
求，可能会有相应的免疫策略的调整。

一针二针三针
新冠疫苗区别你知道么

一针二针三针疫苗有何不同？疫苗针
剂的不同，取决于它的原理和技术路线。

接种 1 针：腺病毒载体疫苗。 接种 2

针：灭活疫苗。首剂与第 2 剂的接种间隔
要在 3 周及以上， 第 2 剂在首剂接种后
8 周内尽早完成。 接种 3 针：重组亚单位
疫苗。首剂和第 2 剂、第 2 剂和第 3 剂的
接种间隔建议在 4 周及以上； 第 2 剂尽
量在首剂接种后 8 周内完成， 第 3 剂尽
量在首剂接种后 6 个月内完成。

虽然三类疫苗在生产工艺、 免疫程
序等方面有所不同， 但我国所有正在使
用的新冠病毒疫苗都经过严谨的临床
试验评价和严格的审查程序。 临床试验
结果和当前接种监测数据都显示，这些
疫苗均具有良好的安全性，全程接种后
都能产生较好的免疫效果，都可以放心
接种。

急需接种的人， 特别是要到高感染
风险地区工作的人， 也包括需要尽快到
疾病正在流行的国家去的人， 他们需要
尽快获得免疫保护，因此，他们最好选择
接种针次少的， 比如说一针就可以完成
接种的疫苗，接种之后，大概 15 天可以
产生免疫保护。除此之外，选择何种疫苗
差别并不大， 任何一种接种点提供的疫
苗都可以接种。

疫苗混打一般发生在同类同条技术
路线的疫苗间， 原则上建议用同个企业
同一种技术路线的产品来完成接种，如

果没有同一个企业、 同一种技术路线的
产品来供应， 建议用同种技术路线的产
品来替代。

建立群体免疫屏障
≠个体不感染

所谓免疫屏障， 是指当大多数人都
获得免疫疾病的能力时， 他们就像组成
了一座密不透风的围墙，使得疾病很难在
人群中扩散， 无法对人群造成太大影响。
按照新冠病毒传播系数计算， 一般需要
70%-80%的人接种疫苗，才可以有效控
制疫情传播， 如果大家都想做被保护的
20%-30%，那么谁来做 70%-80%？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疫情不会广泛
传播， 并不代表个体不会感染。 如图所
示，①代表没有建立免疫屏障的情况，一
旦有 1 个人感染就可能传给很多人；②
代表已经建立了免疫屏障， 如果接种过
疫苗的人碰到病毒， 他一般不会感染得
病，也就不会传染给其他人；③代表已经
建立了免疫屏障，但这次很不幸，是没有
接种过疫苗的人碰到病毒， 那他很有可
能就会生病， 但他不会传染给周围已经
接种过疫苗的人。病毒不长眼，不会专门
挑已经打过疫苗的人， 如果正好碰上没
打疫苗的你，就算你周围 99.99%的人为
你建立了免疫屏障，你还是会中招。

打疫苗后各种不舒服
都是疫苗惹的祸么？

疫苗接种过程中， 如果受种者正好
处在一个疾病的潜伏期或者发病的前
期，疫苗接种后巧合发病，我们称之为偶
合症（偶合反应）。比如接种后出现伤风
感冒、血压升高等。

大家接种疫苗后如出现不适症状，
不要总是把锅扣在疫苗身上， 及时就医，
医生会帮大家作出准确判断并妥善治疗。

（上海疾控）

警惕户外运动的“杀手”———失温症
� � � �近日， 在甘肃黄河石林百公里越野
赛期间，因遭遇突发恶劣天气，造成部分
参赛选手伤亡。 这些选手发生意外的主
要原因是失温症。 那么，什么是失温症？
失温症又称低体温症， 描述当人体核心
温度低于 35.0℃时的现象（人体的正常
体温是 36℃～37℃）。 失温症主要有两
个原因造成， 第一个最常见的原因是暴
露在极低温的环境中； 另外一个原因是
处于任何一种抑制体内产热机制或增加
失温速度的情况下。

失温症分为轻、中、重三期

第一期 （轻度失温）： 体温降至
32℃～35℃。 在这一阶段，人体会颤抖、
双手麻木、无法完成复杂动作；远端肢体
血管收缩， 以减少热量散失； 呼吸快而
浅；皮肤上出现“鸡皮疙瘩”，它是尝试
使毛发竖立起来形成隔热层。 失温者可
能感觉疲劳和腹部疼痛、视力困难，有反
常的尿多。 有时候失温者反而有温暖的
感觉， 但事实上这是失温症将要发展到
第二期的信号。 一种测试病情向第二期
发展程度的方法是病人能否使拇指和小
指接触，这是肌肉停止工作的第一阶段。

第二期 （中度失温）： 体温降至

28℃～32℃。肌肉不协调更明显，人的行
动更迟缓、困难，伴有步伐不稳、方向感
混乱。浅层皮肤血管继续收缩，以保持重
要器官的温度。失温者面色苍白，唇、耳、
手指和脚趾的颜色可能变蓝。 出现反常
脱衣现象，这是身体自身调节机制失衡，
原来始终收缩的周围血管扩张， 导致短
暂“热起来”的错觉。

第三期（重度失温）：体温降至大约
28℃以下。肌肉颤抖通常已停止。说话困
难，思维迟钝。暴露的皮肤变蓝、肌肉协调
能力几乎完全丧失，不能行走，甚至昏迷。
脉搏和呼吸显著减慢，可能发生心率过快
或心房纤维性颤动，最终导致心肺衰竭。

应对失温症的措施

遭遇失温时最关键的是， 首先去除
导致失温的原因； 其次根据失温的不同
阶段作不同处理。 因为失温跟温度、湿
度、风力都有关。 所以应该尽快进入避
风避雨场所，换上干燥衣物。 有条件时
保温转运至专业医疗救治场所。 复温的
处理要遵循分级、温和、循序渐进的原
则，不专业的施救反而可能加重对身体
的危害。

1.轻度失温：将失温者转移到避风、

避雨的安全地带， 将人体与地面隔绝开
来， 更换干燥衣物。 要避免对周围的肌肉
（如手足）按摩，因为外周低温的血液回到
内脏会带来更多伤害。 可以烤火取暖，或者
使用加热毯和室温加热，室温推荐在 28℃。

2.中度及重度失温：需要对躯体核
心区加热复苏，可在颈部、腋窝和腹股沟
区给予保温袋加热， 如在医疗场所可用
温热等渗液体腹腔冲洗。 在缺少这些条
件时，应尝试可能的其它复温方法，同时
尽快实施转运。 现场救援主要是做好身
体的包裹，用轻柔的手法转运担架。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不要给中重度
的失温者进行四肢加热或者喝热水，因
为大量低温血液回到循环， 会带来低血
压和温度进一步降低， 增加失温者死亡
的风险。

参加户外越野运动的人们， 应当提
前熟悉当地天气情况， 根据天气状况做
好合适的衣物准备； 按照要求携带各种
强制安全装备； 了解赛道中途的补给点
设置和呼叫救援方式； 携带足够的高热
量食物； 遭遇突发恶劣天气， 要及时躲
避， 及时撤离求救； 不要凭侥幸一味坚
持。一旦遭遇失温，需要及时到急诊科或
烧伤科紧急处理治疗。

（健康中国）

� � � �《上海市公共卫生应
急管理条例》鼓励每个家
庭需根据本市发布的疾病
预防和健康提示， 适量储
备防护用品、消毒用品、药
品等应急物资。其实，实际
生活中，光有物资还不够，
还需要掌握相关技能。

高温、 梅雨季节来临
时， 针对季节可能的突发
状况， 这些应急小技能你
必须要掌握。

▲

急性胃肠炎

措施———保证充分休
息，及时补充水分，补充身
体所需的电解质， 防止脱
水，适度禁食。 及时就诊，
在医生指导下服用药物，
不盲目止泻， 如果明确是细菌感染
所致，合理使用抗生素。

应急物资———口服补液盐、蒙
脱石散。

▲

晒伤

措施———轻中度晒伤以冷敷、
湿敷为主，可以用凉水清洗皮肤后
以冰水喷雾降低皮肤温度， 抑制
局部炎症，如果疼痛红肿，用天然
芦荟胶涂在皮肤上止痛消炎，或
以保湿霜涂抹皮肤表面。 如果有
皮肤水疱或皮肤破裂伤口， 应及
时就医。

应急物资———芦荟胶、保湿霜。

▲

中暑

措施———出现头晕、头疼、面色
潮红、口渴、大量出汗时，要立即撤
离高温环境， 移至阴凉通风处脱去
外衣静卧休息并补水， 可用湿毛巾
冷敷其头部、擦拭其颈部、腋下、腹
股沟处加速散热；出现神志模糊、昏
迷时应立即拨打 120， 同时迅速给
患者冷敷、降温。

应急物资———淡盐水、绿豆汤。

▲

溺水

措施———溺水者应保持冷静，
听取救援者的指挥， 不要猛拽救援
者， 在水中尽量使口鼻露出水面。
施救者应尽快使溺水者回到陆地平
卧， 迅速清除其口鼻杂草、 呕吐物
等，立即判断溺水者生命体征，若没
有呼吸心跳， 要立即进行人工呼吸
及心肺复苏，同时迅速呼叫 120 转
运至医院。

应急方法———开放气道、 人工
呼吸、心肺复苏。

（健康上海 12320）

高
温
梅
雨
季
节
应
急
小
技
能

图图片片来来源源：：上上海海疾疾控控

图图片片来来源源：：视视觉觉中中国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