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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沈阳市疾控中心副主任董桂华就市
民关注的“加强针”的相关问题进行权威解答。

1.什么是加强针？
答：加强针也叫加强免疫，是指在完成疫苗

接种后，根据抗体消退的情况进行补充接种，保
持人体对病毒免疫力的疫苗剂次。比如现阶段
新冠灭活疫苗全程接种2针，根据人体抗体水平
下降的程度，再进行一针接种。

2.为什么要打加强针？
答：新冠疫苗接种一段时间后，有保护效果

削弱的情况存在，加强针的接种则会使这种下
降出现“强势反弹”。根据国药中生和北京科兴

两家企业研究结果，接种加强针以后，受种者的
抗体水平将大幅提升。加强免疫14天后，抗体
水平相当于原来10～30倍，6个月后，能维持在
较高水平，并且对德尔塔等变异株出现良好交
叉中和作用。

3.打加强针是否安全？
答：有关研究结果表明，加强免疫没有严重的

不良反应发生，而且中和抗体将得到快速增长。
4.哪些人群优先接种？
答：已完成灭活疫苗（国药中生和北京科兴

公司生产的灭活疫苗）全程接种满 6 个月且 18
岁及以上人群，在知情、同意、自愿的前提下，符
合接种条件的应做到应接尽接。以下为此次加

强免疫接种的优先接种人群：
职业暴露风险较高的人群，包括涉进口冷

链物品的口岸一线海关检验检疫人员，口岸装
卸、搬运、运输等相关人员，国际和国内交通运
输从业人员、面临较高境外疫情风险的边境口
岸工作人员、医疗卫生人员以及因公、因私出国
工作学习的人员等；

保障社会基本运行的关键岗位人员，包括
公安、消防、社区工作者、机关事业单位中直接
对公众提供服务的相关人员等；

维持社会正常生产生活运行的人员，包括
水、电、暖、煤、气、交通、物流、养老、环卫、殡葬、
通讯相关人员等。

同时，对符合条件且有接种需要的其他人
群提供加强免疫接种服务。

5.加强免疫如何选择疫苗？
答：建议使用已接种过的原疫苗进行加强

免疫。
使用同一种灭活疫苗完成两剂次接种的人

群，原则上使用原灭活疫苗进行 1 剂次加强免
疫。

使用不同灭活疫苗完成两剂次接种的人
群，原则上优先使用与第二剂次灭活疫苗相同
的疫苗进行1剂次加强免疫。如遇第二剂次相
同疫苗无法继续供应等情况，可使用与第一剂
次灭活疫苗相同的疫苗进行1剂次加强免疫。

如加强针与前两剂均不相同，也可以使用
其他厂家灭活疫苗。

6.加强免疫如何组织实施？
答：职业暴露风险较高的人群、保障社会基

本运行的关键岗位人员、维持社会正常生产生
活运行的人员等重点人群，以单位或行业为主
组织集体接种，由各单位与接种点联系统一接
种或上门接种。

符合条件且有接种需要的其他人群，可按
照社区、村屯、单位组织，到辖区指定的接种门
诊进行加强免疫接种。各（市）区指定门诊由各

（市）区对外公布或拨打各（市）区咨询电话进行
咨询。

7.接种加强针的注意事项？
答：接种时需携带身份证、护照等相关证

件；既往所患疾病以及近期是否用药都应告知
医师。严格避免禁忌症，如果出现过敏反应，不
管是第一针还是第二针，均作为禁忌对象不再
接种加强针。

接种后，需按规定留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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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需要要及时
就医。

辽沈晚报记者 胡婷婷

昨起沈阳开打新冠疫苗“加强针”
疾控专家就相关问题进行权威解答

为持续巩固新冠
病毒疫苗接种效果，尽
快建立人群免疫屏障，
沈阳市从昨日起正
式启动新冠病毒疫
苗加强免疫接种工
作。

沈阳市将在全程接种2剂次新冠灭活疫苗
满 6 个月的 18 岁以上人群中实施加强免疫接
种，目前优先在新冠病毒感染高风险人群和保
障社会基本运行的关键岗位人员中开展加强免
疫。

据 了 解 ，沈 阳 目 前 累 计 接 种 新 冠 疫 苗
737.42 万人，累计接种 1540.08 万剂（其中完成
二剂次 714.50 万人、三剂次 88.17 万人）。沈阳
还有20万人第二针没接种，希望这部分人群尽
快完成第二针接种，尽早达到保护效果。 沈阳市疾控中心副主任董桂华。 辽沈晚报记者 胡婷婷 摄

10 月 17 日 0 时-10 月 18 日 7 时，陕西省新
增报告6例本土确诊病例、1例本土无症状感染
者（其中 2例为陕西省 10月 17日已发布的外省
游客核酸检测阳性病例，剩余5人为与前两例病
例的同行人员）；18日上午宁夏银川通报新增1
例确诊病例，系陕西省 17 日报告的 2 例病例的
同行人员。轨迹涉及甘肃张掖和嘉峪关、内蒙
古阿拉善盟、陕西西安、宁夏银川等当季热门旅
游城市。这几例新冠病毒阳性者目前感染原因
和感染地点均不清楚，确诊前其活动轨迹涉及
多省多地，是否存在疫情扩散尚不清楚，再次提
示我们疫情反弹甚至扩散风险依然存在。秋冬
季气温降低，有利于新冠、流感等病毒存活和传
播，新冠疫情与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叠加风险
增大，沈阳市疾控中心紧急提醒如下：

一、主动登记报备。10 月 3 日以来有甘肃
张掖市旅居史；内蒙古阿拉善盟旅居史，甘肃嘉
峪关市旅居史；10月15日以来陕西西安市旅居
史；10月15日以来宁夏银川旅居史的来（返）沈
人员；所有辽事通健康码“红码”和“黄码”人员；
与已公布的阳性感染者活动轨迹有交集的应主
动向居住地所在社区（村屯）和工作单位报备，
并配合开展核酸检测、健康监测等相关管控措
施，若因不报备、不执行有关防控措施，影响疫
情防控工作，将依法追究相应责任。

二、集中隔离管控。10 月 15 日以来，有宁
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旅居史，与公布的
确诊病例和阳性感染者的行动轨迹有交集的来

（返）沈人员，必须第一时间主动向所在社区（村
屯）、单位报备，配合做好核酸检测、集中隔离医
学观察至抵沈满14天等防控措施。

三、10月3日以来，内蒙古、甘肃，10月15日以
来，宁夏银川，陕西西安来（返）沈人员，需提供48
小时内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同时入沈后
要第一时间再次进行核酸检测并健康监测14天。

四、请市民朋友非必要不要前往陕西、甘
肃、内蒙古、新疆及国内已公布的涉疫地区。若
必须前往需提前向居住地所在社区（村屯）和工
作单位报备，同时做好个人防护。近期有涉疫
地旅居史的市民返沈后，请主动向社区报备并
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开展核酸检测，同时做好自
我健康监测，避免参加聚集性活动及前往人员
密集场所。

五、加强个人防护，做健康第一责任人。非
必要不开展聚集性活动。在人员密集和封闭场
所，坚持科学规范佩戴口罩，养成勤洗手、常通
风、“一米线”、公勺公筷、咳嗽礼仪等良好卫生
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如出现发热、干咳、乏
力、咽痛、嗅（味）觉减退、腹泻等不适症状，应避
免乘坐地铁、公交车等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医院。

六、及时主动接种新冠疫苗，筑起免疫屏
障。鉴于当前疫情形势，进入秋冬季呼吸道传染
病流行季节，再次提醒疫苗接种的重要性和紧迫
性。请符合条件且未接种疫苗的、第1针接种时
间超过21天的市民朋友迅速行动起来，积极主动
尽早接种。对于已完成全程接种的人群，依然不
可放松警惕，仍需坚持做好个人防护，坚持科学
佩戴口罩、勤洗手、常通风等健康生活方式。

七、鼓励市民朋友积极接种流感疫苗。流
行性感冒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一种秋冬季常见
呼吸道传染病，其主要通过空气中的飞沫、人与
人之间的接触或与被污染物品的接触传播，具
有发病率高、传播快、所有人群均易感的特点。
接种流感疫苗可以显著降低接种者罹患流感和
发生严重并发症的风险。流感疫苗与新冠病毒
疫苗不会冲突，流感疫苗与新冠病毒疫苗的接
种间隔应大于14天。为了预防有可能出现的秋
冬季新冠肺炎疫情与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叠加
感染，造成健康危害，鼓励市民朋友积极主动接
种流感疫苗。 辽沈晚报记者 胡婷婷

沈阳市疾控中心
发布紧急健康提醒 2021年3月以来，我国南、北方省份

流感活动高于 2020 年同期水平，且 9 月
以来南方省份流感活动水平呈明显上升
趋势，今冬明春新冠肺炎疫情与流感等
呼吸道传染病出现叠加流行的风险依然
存在，防控工作的复杂性和难度增加。

为此，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近日印发

《关于做好2021-2022年流行季流感防控
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做好2021-2022
年流行季流感防控工作。为什么要接种
流感疫苗？流感疫苗接种的重点人群有
哪些？记者就此采访了有关专家。

专家表示，每年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
流感最有效的手段，可以显著降低接种者
罹患流感和发生严重并发症的风险。

流感病毒易发生变异，为匹配不断
变异的流感病毒，世界卫生组织在多数
季节推荐的流感疫苗组份会更新一个或
多个毒株，疫苗毒株与前一个流行季完
全相同的情况也存在。为保证接种人群
得到最大程度保护，即使流感疫苗组份
与前一个流行季完全相同，考虑到多数
接种者的免疫力会随时间推移逐渐减
弱，流感疫苗还是需要每年接种。

通知要求有序推进流感疫苗接种工
作，提出各地要依据中国疾控中心印发的

《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1-
2022）》，按照优先顺序对医务人员，大型活
动参加人员和保障人员，养老机构、长期
护理机构、福利院等人群聚集场所脆弱人
群及员工，托幼机构、中小学校等重点场
所人群以及60岁及以上的居家老年人、6
月龄-5岁儿童、慢性病患者等重点和高风
险人群开展接种。 据新华社

为啥要接种流感疫苗？
接种重点人群有哪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