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有效性怎样？ 调查数据显示可大大降低重症风险

在重庆，84岁的康复患者张某向记
者介绍，自己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多项
基础疾病，今年7月完成了第3剂疫苗接
种，11月感染新冠病毒，经过治疗病情很
快得到有效控制，目前已经出院。

“国内外的研究确认，疫苗接种在预
防重症、死亡等方面具有良好效果。”夏
刚说，老年人感染新冠病毒后更容易发
展为重症甚至出现死亡，接种新冠病毒
疫苗的获益最大。

北京地坛医院最多时收治了超过
100例80岁以上新冠肺炎患者。医院副
院长陈效友介绍，这些高龄患者的疫苗
接种率普遍较低，患病后重症发生率相
对较高，尤其是新冠合并基础病后引发
病情加重的较多。

合肥市新冠肺炎定点救治医院——

合肥市滨湖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
任丁震告诉记者：“对于一些有高血压、
糖尿病等基础病的老年群体来说，新冠
病毒感染可能会加剧体内炎症反应，加
重基础病病情，严重的甚至引发多器官
功能衰竭。”

丁震介绍，从他们临床治疗的观察
看，已接种疫苗的老年人病情加重可能
性相对更小、核酸转阴所需时间更短。

2022年10月，《柳叶刀·传染病》刊
登了由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公共卫生
学院相关科研团队发布的一项基于真实
世界接种人群的研究结果。该研究显
示，60岁以上老年人接种两针剂国产灭
活疫苗的防重症有效率约为70%，在进
行第三针剂加强免疫后防重症有效率达
到95%以上。

90.37%，是当
前全国完成新冠病
毒疫苗全程接种的
人数比例；86.6%
和 66.4%，分别是
60岁以上和80岁
以上老年人完成全
程接种的人数比例。

随着奥密克戎
致病性的减弱、疫苗
接种的普及、防控经
验的积累，我国疫情
防控面临新形势新
任务。

国务院联防联
控机制综合组优化
落实疫情防控“新十
条”提出，加快推进
老年人新冠病毒疫
苗接种。刚刚召开
的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也提出，要因时因
势优化疫情防控措
施，认真落实新阶段
疫情防控各项举措，
重点抓好老年人和
患基础性疾病群体
的防控，着力保健
康、防重症。

为何要强调老
年人接种的必要
性？接种是否管
用？接种是否安
全？记者在疫情防
控一线展开调查。

78 岁的李翠文，家住中部省份一
个偏远的乡村。子女都在城里，平日
里由他们送来米面油，菜是自家地里
种的，一个月就去镇上赶一次集。

“见不到啥外人。”李翠文和老伴
至今没有接种新冠病毒疫苗，“是不是
大伙儿都打了，我们就算不打，也传染
不了我们了？”

有类似疑问的不只有李翠文。对
此，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司长夏刚
表示，我国老年人中有相当一部分失
能、半失能人员，长期居住在家，很少
外出，但在亲属陪伴或者亲属走访过
程中，仍有可能感染。

相比新冠病毒此前各类毒株，奥
密克戎的致病力在减弱，但传染性变
得更强。极快的传播速度乘以我国庞
大的人口基数，即便重症率、死亡率已

经很低，风险人数仍不容小觑。
上海今年3月到6月疫情期间，与

未接种疫苗者相比，60岁以上完成加
强免疫人群死亡风险降低98.08%，80
岁以上完成加强免疫人群死亡风险降
低95.83%。

在日前举行的国务院联防联控
机制新闻发布会上，夏刚介绍，根据
研究，80 岁以上的老年人，如果 1 剂
疫苗都不接种，感染新冠病毒后的
死亡风险大概是 14.7%；如果接种了
1 剂疫苗，死亡风险就降到 7.16%；
如果接种了 3剂疫苗，死亡风险就降
到 1.5%。

“我强烈呼吁加速疫苗的加强接
种，尤其要重点加强老年人等脆弱人
群的接种。”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
说。

连日来，在广州市越秀区黄花岗街
道，主动咨询及预约接种的老人日均超
过300人，比往常明显增加。

家住农本社区的余叔和叶姨，此前
因有基础疾病，对接种疫苗有顾虑。经过
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多次上门宣传，叶
姨在医生的健康监测下进行了疫苗接种，
没有什么不良反应。第二天，余叔也完成
了疫苗接种。“现在知道了，之前的顾虑都
是多余的。”

记者在多地调查发现，近期老年人
疫苗接种积极性明显提高，但仍有部分
老年人担心疫苗安全性。不少老年人向
记者坦言，主要是担心“年龄大，有基础
疾病，接种疫苗后带来不良反应”。

“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不是新冠
病毒疫苗接种的绝对禁忌，只要这些慢
性病控制得好，处于稳定期，可以接种新
冠病毒疫苗。”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技发

展中心主任、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科研
攻关组疫苗研发专班工作组组长郑忠
伟说。

根据疫苗研发的情况和预防接种工
作实践，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在《加强老
年人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方案》中，明
确了老年人的接种禁忌，包括4类不能
或暂缓接种的情况。同时，各地卫生健
康部门要落实接种单位有二级以上综合
医院急诊急救人员驻点保障、有急救设
备药品、有120急救车现场值守、有二级
以上综合医院救治绿色通道的“四有”要
求，保障接种安全。

逐级开展接种禁忌判定培训，指导
医务人员科学判定接种禁忌；抽调各专
科知名医生组建接种疫苗咨询专家组，
耐心解答各种咨询问题……多地正在细
化答疑解惑工作，最大程度消除老年人
接种疑虑。

3 安全性几何？ 明确接种禁忌最大程度确保安全

1 必要性多大？ 老年人群体防线相对较为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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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二四六的下午，是北京市石景
山区苹果园街道“医疗轻骑队”上门接种
的日子。“医疗轻骑队”由街道、社区工作
人员和医务人员共5到6人组成，分为两
组入户接种，每组能入12户左右。

“入户先进行健康评估，询问老人是
否有基础疾病，看既往病史等，确认老人
是否适合接种疫苗。”“医疗轻骑队”医务
人员之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
院医务部罗琰说，“评估后跟家属进一步
沟通，家属同意后签署知情同意书，并进
行疫苗接种。”

类似情形最近出现在很多地方。
广州市白云区金碧雅苑社区开设了60
岁以上老年人新冠病毒疫苗接种专
场。63岁的刘女士患有类风湿关节炎，
医护人员详细询问了她的各项身体指
标，评估符合接种要求后，指引她接种了
第3针疫苗。

安徽省界首市东城街道办事处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计免室主任李子振告诉记
者，近期每天都有二三十位老人前来接
种新冠病毒疫苗，咨询的电话也从早到
晚。当地组建流动上门接种服务小分
队，配备急救设备药品，随时上门。

设立老年人绿色通道、临时接种点、
流动接种车等；选派诊疗和接种经验丰
富的医务人员组建接种小分队，携带接
种后观察期间所需要的常用设备和药
品，为失能和半失能老人提供上门接种
服务……多地正在按要求优化各项便民
措施，打通老年人接种“最后100米”。

面向全国2.67亿60岁以上老年人，
疫苗接种率每提升1个百分点，就意味着
又有200多万人筑起抵抗重症和病亡的
屏障。“春节快来了，现在打疫苗一般半
个月就开始有效了，这对我们春节春运
期间百姓回家大量人群迁移时，防止大
规模传播有很大的好处。”钟南山说。

（新华社北京12月18日电）

新华社北京12月18日
电 记者18日获悉，交通运
输部日前印发的《关于加快
推进道路客运复工复产保
障人民群众平安健康顺畅
舒心出行有关事项的通知》
要求，精准实施疫情防控和
保护措施，全面恢复道路客
运服务，更好满足人民群众
出行需要。

通知提出，各地交通运
输主管部门要坚决落实“非高
风险区不得限制人员流动，不
得停工、停产、停业”的要求，
全面恢复道路客运服务。严
格落实对旅客不再查验核酸
检测阴性证明和健康码、不再
开展“落地检”、不再进行信
息登记等相关规定。前期因
疫情原因采取暂停道路客运
服务措施的地区，要迅速组
织相关经营者恢复运营。要
支持道路客运经营者开展定
制客运、电子客票、运游融合
等服务。

通知要求，各地交通运
输主管部门要督促指导道
路客运经营者严格落实汽
车客运站和营运客车消毒
通风、从业人员个人防护和
新冠病毒疫苗“应接尽接”、
引导乘客全程佩戴口罩等
防疫措施。要高效开展涉
疫应急处置，建立重点岗位
预备队制度，确保重点客运
站不关停、主要客运线路服
务不中断。此外，切实强化
驾驶员、车辆安全管理，杜
绝抢生产、抢效益引发安全
生产事故。畅通 12328 投
诉举报渠道，维护乘客合法
权益。持续加大助企纾困
力度，积极营造道路客运行
业良好发展环境。

交通运输部要求

全面恢复
道路客运服务

问老年问老年人疫苗接种人疫苗接种
——来自疫情防控一线的调查报告

4 便利性如何？ “最后100米”正不断打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