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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京市多个区启动新冠病毒疫苗第二剂次加强免疫接

种工作，随着“阳过”“阳康”人数的不断增加，哪些人群需要接种第

二剂次“加强针”？“阳过”后是否能接种？记者采访了北京市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免疫预防所所长索罗丹。

打了“第三针”，为何还需要打“第四针”？

接种新冠疫苗后，随着时间推移，疫苗产生的中和抗体水平有

所下降，针对感染的保护效果下降较为明显，但在细胞免疫的作用

下，仍然可以维持较高的针对重症或死亡保护效果。接种第四针

后，可以在短时间内激活免疫系统，重获针对新冠病毒变异毒株的

高水平中和抗体，进一步提升接种人群的预防感染、重症和死亡的

保护效果，更好地提升保护能力。

现阶段哪些人可以接种第二剂次的“加强针”？

按照国家统一部署，在第一剂次加强免疫接种基础上，现阶段

在感染高风险人群、60岁及以上老年人群、具有较严重基础性疾病

人群和免疫低下人群中开展第二剂次加强免疫接种，接种时需要

满足与第一剂次加强针间隔6个月及以上。

第二剂次“加强针”可以接种哪些疫苗？国家优先
推荐哪些组合？

根据国家方案，所有批准附条件上市或紧急使用的疫苗均可

用于第二剂次加强免疫，优先考虑序贯加强免疫接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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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第二

剂次加强免疫接种。

序贯加强免疫，是指采用不同技术路线的疫苗进行异源加强

免疫。既往研究发现，采用不同技术路线的疫苗进行异源加强免

疫，能够获得比同源加强免疫更高水平的中和抗体。

目前，我国已经获批纳入紧急使用或附条件上市的新冠病毒

疫苗有灭活疫苗、重组蛋白疫苗、腺病毒载体疫苗和流感病毒载体

疫苗四种类型。从大的原则上来说，只要与前面接种剂次接种的疫

苗类型不同，就符合序贯免疫的范畴。考虑到我们国家前期大人群

接种过程中绝大部分受种者都使用三剂次灭活疫苗完成了接种的

实际情况，在第二剂次加强免疫时，可以选择重组蛋白疫苗、腺病

毒载体疫苗或流感病毒载体疫苗中的任一种，这也是国家列举推

荐的接种组合。

第二剂与第一剂“加强针”需要间隔多久才能接
种？

按照国家方案，目前执行的第二剂次加强免疫与第一剂次加

强免疫时间间隔为 6个月以上。接种间隔时间通常综合考虑疫苗

抗体的持久性、疫苗保护效果的下降程度和再次感染发病的风险、

疫情流行形势等诸多因素后确定。

阳性期间可以接种疫苗吗？阳过多久后才能接种？

阳性期间无需接种疫苗，因为疫苗的作用是预防疾病，并无治

疗的效用。按照国家现行的新冠疫苗使用技术指南，新冠病毒阳性

感染后 6个月内罕见再次感染发病的情况。既往新冠肺炎病毒感

染者，包括患者或无症状感染者，在充分告知基础上，可在 6个月

后接种1剂。

为何推荐老年人接种第二剂次“加强针”？

老年人是感染新冠病毒出现重症死亡的高风险人群，也是感

染病毒后发生重症死亡的主要人群。无论是国外的数据，还是我们

国家香港地区的数据，都显示老年人接种完加强针后，可以显著降

低病死率，接种第二剂次加强针后，病死率可以进一步降低。通过

接种第二剂次加强针，可以让老年人在较快时间内提升抗体水平，

更好提升保护能力。

专家解答：

为何需要“二次加强”？
“阳过”后能接种第二剂“加强针”吗？

日前，《国民健康生活方式洞察及干预研

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在京发布。报告的

调研、编撰和发布，由国家权威机构中国发展

研究基金会完成，中国健康教育中心专业指

导。报告还得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

与健康所、中国营养学会的学术支持，大健康

产业的领军企业代表安利（中国）日用品有限

公司积极参与其中。

今年5月，安利携手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

员会办公室、中国健康教育中心、《环球时报》

等机构，发起了“健康中国我们行动”国民健

康素养提升计划。同时上线的“我们行动啦”

微信小程序，推出百套免费健康课程、支持百

万国民组队以每日打卡的形式行动。

依托于活动小程序及打卡人群，中国发

展研究基金会开展了问卷调研。调研收集有

效样本18332人，从合理膳食、运动健身、心理

健康、疾病防治、健康服务利用、健康知识六

个维度，对城市居民生活方式进行全覆盖、细

摸底，并通过综合干预手段的实施，找到了行

之有效的改善方法——大力开展健康社群、

推动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养成。

报告显示，虽然全民健康意识和健康自

评情况良好，但健康生活方式情况却远未令

人满意。合理膳食种类不够（每天摄入12种食

物的人群只有21.4%）、缺乏运动（每周150分
钟中等强度运动）成为两大短板，而甫入社会

打拼的年轻群体，健康生活方式得分最低。

报告项目负责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

究员刘胜兰博士介绍，阻碍健康生活方式原

因多样，调查发现“难坚持”及“拖延症”占比

最高，分别为 33.6%和 31.7%。同时，国民健

康知识也明显不足，其中科学适量运动和营

养素理解两项，正确率分别仅为 29.4%和

44.9%。

而“我们行动啦”微信小程序的组队打卡

功能和社群健康实践活动，使此次项目成为

一次塑造健康生活方式的有益实践。报告显

示，受访者非常认同“健康社群”在知识分享、

监督陪伴、经验交流方面的作用，通过组建微

信群、坚持开展线下活动的小组表现尤佳，社

群成员共同运动、打卡督促、拍照交流（健康

食谱搭配和制作），有力克服“不能坚持”和

“拖延症”等痛点。

安利（中国）总裁余放表示，安利的愿景

是帮助人们过上更健康、更美好的生活。基于

企业发展阶段和中国社会现状，安利提出了

全新企业定位，致力成为“全面健康推动者”，

通过运营、产品和服务，帮助公众享有包括身

体健康、良好心理状态和人际关系、人生价值

感、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全面健康。

安利公司正从全面均衡营养的理念入

手，致力于健康管理的生活化、场景化、社

群化，努力为消费者提供整体健康解决方

案。眼下，加强免疫、体重管理、提升精力、

改善情绪等健康诉求日益受到青睐，安利

将紧扣多元化健康需求，展开深入研究和

探索，让健康生活方式的理念更好地融入

民众生活。

（卢海滨）

《国民健康生活方式洞察及干预研究报告》发布

深度把脉都市人群健康生活

制作红灯笼 照亮致富路
12月22日，邢台市南和区东三召乡西任城村村民在制作灯笼。

近年来，河北省邢台市南和区依托当地传统灯笼制作技艺，结合市场需求，生产拉丝灯笼、

植绒灯笼、传统宫灯等灯笼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带动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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