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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 NEWS
4 新闻

冬日的夜，来得很早。
不到晚上 7 时，已是漆黑

一片。李冬艳穿好白大褂，戴好
N95口罩，再次确认了冷藏包的
温度——6摄氏度，随后提起冷
藏包出发了。

李冬艳是天津市河东区大王
庄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保健
科的一名护士。当晚，她要到辖
区内72岁的陈阿姨家中为其接
种新冠疫苗。

考虑到老人有基础疾病，李
冬艳特意带上了血压计、血糖仪，
在接种前为老人查体，“需要保证
慢病不在急性发作期”。此外，她
准备了肾上腺素等常规抢救药
品，以备不时之需。

陈阿姨的独生女对母亲接种
疫苗有些不放心，要求老人接种
时她必须在场，而她工作又比较
忙，下班后才能赶过来，所以李冬
艳和同事只能晚上上门为陈阿姨
接种。

“老年人接种是当下的重点
工作，我们随时候命。”李冬艳说。

当李冬艳还在路上时，纪璇

和郭莉已走进了陈阿姨所住的小
区。纪璇是老人的家庭医生，郭莉是
社区居委会干部，二人平日就跟老人
很熟。

进门后，她们并没有提疫苗接种
的事情，而是先和老人聊起了家常。

“晚上吃的啥？”“家里物资够吗？”“有
什么需要社区帮忙解决的”……

“这是为了让老人放松。”纪璇说，
对于有高血压等基础疾病的老人，接
种前一旦过度紧张，易诱发血压升高，
这种情况下只能暂缓接种。因此，缓
解紧张情绪是老年人接种过程中的重
要一环。

就在三人聊得热络时，李冬艳和
老人的女儿赶到了。“大夫，没问题
吧？”一进门，老人的女儿便不安地问。

查血糖、测血压……一切检查完
毕，李冬艳说：“放心吧，接种完，我们
会继续陪阿姨度过半小时的留观期。”
听说李冬艳不会马上走，老人脸上露
出了舒缓的表情。

李冬艳从冷藏包中取出疫苗，随
后，给老人左上臂涂抹酒精。随着针
管中的液体不断减少，一剂新冠疫苗
很快被注入老人体内。

入 户

■ 国家疾控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11月28日，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中，86.42%
完成了新冠疫苗全程接种，80岁以上老年人
全程接种率为65.8%。近日，国务院联防联控
机制综合组印发《加强老年人新冠病毒疫苗
接种工作方案》，提出要加快提升80岁以上
人群新冠疫苗接种率，继续提高60～79岁人
群接种率。

■ 从冷藏箱中取出疫苗，完成“三查七
对”，注射进受种者体内，完成这一过程仅需
数分钟。老年人接种新冠疫苗的背后，实则
凝聚着老人及其家属、接种医生、家庭医生和
社区干部的共同努力。

■“我们希望走出疫情，我们更希望老
年人等脆弱人群和年轻人一起走出疫情。”国
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专家团队在近日发表的文
章中说。

国家疾控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
至11月28日，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
中86.42%完成了新冠疫苗全程接种，
80 岁 以 上 老 年 人 全 程 接 种 率 为
65.8%。《加强老年人新冠病毒疫苗接
种工作方案》提出，要加快提升80岁
以上人群新冠疫苗接种率，继续提高
60～79岁人群接种率。

多位受访对象表示，80岁以上老
年人基础病的种类更多，提升这一群
体的接种率面临的难题也更多，需要
社会各界进一步形成合力。

“应该进一步发挥老人子女的桥
梁作用。”郭莉说，很多老年人是由子
女照护，比如，陈阿姨原本接种意愿不
高，社区工作人员虽多次到家里做动
员，但老人对接种疫苗还是心存疑
虑。随后，社区人员转换思路，与陈阿
姨的女儿沟通。在女儿的劝导下，陈
阿姨最终同意接种疫苗。

相关专家表示，除了由子女照护
外，部分老人住在养老机构或医疗机
构，应发挥相关机构作用，提升老年

人接种意愿。比如，对护工做好培
训和科普，再由他们对老年人进行
宣教。

值得注意的是，《加强老年人新冠
病毒疫苗接种工作方案》将加强免疫
接种间隔时间从 6个月调整为 3个
月。对此，余文周表示，将间隔时间缩
短，有助于提高老年人群加强免疫接
种率，降低老年人感染后得重症和死
亡的风险。

余文周介绍，国内研发单位研究
数据显示，在完成基础免疫3个月后
或6个月后进行加强免疫诱导产生的
中和抗体水平大体相当。目前，多数
国家和地区已将第一剂加强免疫时间
间隔调整为3～6月。境内外临床试

验和真实世界研究显示，完成基
础免疫3个月后或6个月后进行
第一剂加强免疫均具有较好的安
全性。

国家卫生健康委官方微信公
众号健康中国发布的信息称，目
前，全球范围内，老年人接种中国
新冠疫苗已达数亿剂次，年纪最
长的 106 岁。有关统计数据显
示，接种新冠疫苗的老年人发生
不良反应率略低于年轻人。

“我们希望走出疫情，我们更
希望老年人等脆弱人群和年轻人
一起走出疫情。”国家传染病医学
中心专家团队在近日发表的文章
中道出了这一美好的愿望。

合 力

除了入户接种，为老年群体
提供周到细致的疫苗接种服务，
是提升这一群体接种意愿的重要
因素之一。

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一
辆经过改装的公交车停靠在街
边，几名穿着白大褂、戴着浅蓝
色医用防护口罩的医护人员和
穿着红色马甲的志愿者正在有
条不紊地布置现场，电脑、医用
冰箱、网络与电源设备、消毒与
接种工具……这是一辆流动疫苗
接种车。车旁，摆放着很多板凳，
用作留观区的临时座椅。

当天，天府新区华阳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移动接种队走进社
区。“今天有没有吃药？”“有没有
不舒服？”“测一下血压和血
糖。”……接种现场，医务人员详
细地询问每位老年人的身体状况
和既往病史。

“不管是在临时接种点还是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首先要为有
意愿接种新冠疫苗的老年人进
行登记，判断他们的身体状况是
否适合接种。”华阳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儿童健康促进科副科长
兰希说。

“大夫，我今天还能接种吗？”
71岁的宋爷爷患有糖尿病、高血
压，尽管处在平稳期，但现场测量
时血压偏高，便在医护人员的指

导下在一旁稍作休息。
“这两年，我们接受了多次有关如

何判断接种禁忌的培训，当遇到复杂
情况时，临床经验丰富的医生会聚在
一起讨论、评估。”兰希说，像宋爷爷这
种情况，只要慢性病在平稳期，血压、
血糖正常且没有其他身体不适，就能
接种。

公园外、养老院内、菜市场旁，常
能看到流动疫苗接种车。“只要符合
条件，爷爷奶奶们出门买个菜的工
夫，就把疫苗接种了。”兰希说，四川
省还建立了电子化疫苗接种档案，老
人只需现场提供身份证号或社保卡
即可接种。

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司长夏刚
表示，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近
日印发《加强老年人新冠病毒疫苗接
种工作方案》，对优化预防接种服务、
细化各项服务措施作出安排，包括继
续设立老年人绿色通道、临时接种点、
使用流动接种车，最大限度地为老年
人提供便利。

该工作方案还提出，选派诊疗和
接种经验丰富的医务人员组建接种小
分队，为失能和半失能的老年人提供
上门接种服务，认真细致地向老年人
做好解释，耐心回答老年人的询问，关
注老年人的身体状况等。

“希望为老年人新冠病毒疫苗接
种提供更好的服务，提升预防接种服
务的温度。”夏刚说。

温 度

口含雾化杯，深吸一口气，然后憋
气5秒钟，再正常呼吸，“嘀”的一声
后，雾化杯被工作人员取出。66岁的
北京市民王大爷，在北京市海淀区花
园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完成了新冠疫
苗加强针接种，全程不到1分钟。

随着我国新冠疫苗研发不断取得
新进展，疫苗接种方式也在发生变
化。近期，北京等地启动吸入式重组
新冠病毒疫苗、重组新冠病毒融合蛋
白疫苗的接种工作。目前，这两类疫
苗用于加强免疫接种，在一定程度上
提升了老年人的接种意愿。

王大爷和老伴儿已经完成了新冠
疫苗的全程接种。之前接种完疫苗，
他和老伴儿的胳膊会有点儿疼。说起
和这次的不同，王大爷说 ：“吸入式的
疫苗一点都不疼，还有一丝甜味儿。”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
中心免疫服务室主任余文周表示，从
目前的数据看，新冠疫苗接种不良反
应发生率不高于其他疫苗，而不良反
应80%以上为一般反应，主要为局部

疼痛、红肿、硬结，以及一过性发热、乏
力等。

“我们分析监测系统的数据，并没
有发现接种新冠疫苗对老年人慢性病
病情有影响。”余文周说。

家住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附近的
于阿姨，专程到花园路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接种吸入式新冠疫苗。“我今年
60岁了，在网上看到接种吸入式疫苗
的新闻，就让家人给我预约了。接种
过程方便快捷，不用露出胳膊，减少了
冬季感冒的风险，回家后还能正常洗
澡。”于阿姨说，她已经把接种体验分
享给身边的朋友们。

花园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保
健科科长周鑫介绍，该中心自 11月

25日起，每日下午提供吸入式新
冠疫苗接种服务，预约人数已超
过350人。吸入式新冠疫苗在不
改变疫苗成分的基础上，将疫苗
雾化成气溶胶，通过吸入的方式
经口腔呼吸到达肺组织，激发人
体产生黏膜、体液和细胞三重免
疫，保护效率更佳。

“疫苗吸入以后可能有一
点口干的症状，多喝水就能够
缓解。”

在天津市河东区大王庄街社
区，李冬艳负责的辖区近期也有
很多老年人选择接种吸入式新冠
疫苗，“10个老年人中，大概有八
九个选择接种”。

改 变

“我们在基层调研中发现，尚未接
种疫苗的老年人群往往有三个方面的
情况。”夏刚表示，一是对新冠病毒感
染的风险意识不足，觉得自己日常活
动范围有限，接触病毒的机会比较少；
二是本身有基础性疾病，担心接种疫
苗会发生异常反应，对接种有顾虑；三
是存在失能或半失能情况，感到接种
不方便。

“要打消老年人的顾虑，我们首先
要掌握相关科学知识，再给老年人做
科普。”李冬艳边说边拿出一个纸张已
有些褶皱的笔记本，里面密密麻麻地
记着新冠疫苗接种相关知识，这是两
年来她参加各种培训做的笔记。“尤其
涉及老年人接种的内容，我都专门标
记出来”。李冬艳说。

《加强老年人新冠病毒疫苗接种
工作方案》明确了四类国内新冠疫苗
禁忌证：既往接种疫苗时发生过严重
过敏反应，如过敏性休克、喉头水肿；
急性感染性疾病处于发热阶段，暂缓
接种；严重的慢性疾病处于急性发作
期，暂缓接种，如正在进行化疗的肿瘤
患者、出现高血压危象的患者、冠心病

患者心梗发作、自身免疫性神经系统疾
病处于进展期、癫痫患者处于发作期；
因严重慢性疾病生命已进入终末阶段。

“国家层面对这些禁忌证做了明
确说明，我们基层医务人员就有了操
作指南，心里也有了底。”李冬艳说，通
过参加培训学习，她已对接种禁忌证
烂熟于心，“老人若有疑问，就会把这
些信息传递给他们”。

信任也是影响老年人接种意愿的
重要因素。纪璇的体会是，老年人对
新知识、新事物的接受程度往往不如
年轻人，老人更相信从身边信任的人
那里获取的信息，“从这个角度看，家
庭医生和社区工作人员能够在提高老
年人接种意愿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纪璇负责的辖区内，60岁以上老
人有500多人，绝大部分都和她很熟，

很多老人表示：“纪大夫让我咋治
我就咋治。”“这也是我们辖区老
年人疫苗接种率较高的原因之
一。”纪璇说。

“掌握老年群体的心理特点
也同样重要。”郭莉说，老年人接
种疫苗存在一定的从众心理，身
边同龄人是否接种往往是重要考
量因素。抓住老年人的这一心理
特点，社区人员从一些老年团体
入手开展宣传和动员。

“比如我们联系老年秧歌队
的队长，动员她接种疫苗，一旦她
接种了，队员们很快也纷纷接
种。”郭莉说，随着接种服务的优
化、宣传的进一步到位，越来越多
老年人放下顾虑，接种意愿也越
来越强。

释 疑

筑牢“银发族”免疫屏障□本报记者 张磊 郭蕾
实习记者 段梦兰

吴风港
特约记者 任晓峰

工作人员在指导老年人接种吸入式新冠疫苗。 实习记者吴风港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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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能见度
北京调整

核酸检测查验政策

本报讯 （记者郭蕾）12月6日，
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
控协调机制办公室发布核酸检测结
果查验新措施。自即日起，北京市
内，进入商超、商务楼宇及各类公共
场所，可不查验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扫码进入即可；进入社区（村），不查
验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常住居民可不
扫码。

北京市要求，进入网吧、酒吧、棋
牌室、KTV、剧本杀、桑拿洗浴等密
闭场所；餐饮（堂食）、室内健身、养老
机构、儿童福利机构、幼儿园和中小
学及医疗机构住院部等场所，须扫码
并查验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据悉，北京各区将继续提供社会面免
费核酸检测服务并不断优化布局，以
满足民众“愿检尽检”需求和防疫工
作需要。

另悉，北京市园林绿化局12月6
日发布《关于调整全市公园核酸查验
等措施的通告》，决定自即日起，北京
市公园执行规范戴口罩、北京健康宝
扫码等措施，不查验核酸检测阴性证
明；进入园内公共卫生间按要求扫码
入厕；进入园中餐饮（堂食）、体育健身
馆等室内场所，需查验48小时核酸检
测阴性证明。

宁夏加强
食安风险预警交流

本报讯 （记者张晓东 特约记
者孙艳芳 魏剑）近日，宁夏回族自治
区市场监督管理厅食品安全委员会办
公室组织召开2022年食品安全风险
预警交流会，强化部门协作，增强监管
合力，防控食品安全风险，共护舌尖上
的安全。

交流会上，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卫
生健康委、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林草
局、市场监管厅和银川海关通报了
2022年食品抽检监测相关情况，并对
食品安全领域存在的问题和风险隐患
进行风险研判；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
厅、教育厅、生态环境厅有关负责同志
和自治区食品检测研究院、计量质量
检验检测研究院专家交流研讨了食品
安全风险预警相关工作。

会议要求，各部门完善、落实风
险交流、风险会商工作机制，深挖潜
在性行业性问题，搭建与社会组织、
行业协会、生产经营者、科研院所、媒
体及公众的信息交流平台，联合执法、
联合督导、联合检查，真正实现从农田
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各部门要加强
食品安全风险管理，提高风险预警交
流的靶向性、及时性、准确性，充分发
挥检测的技术监督作用，让抽检数据
活起来，切实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问题
发生。同时，出铁拳处理违法案件，
以儆效尤。

河南周口开展
艾滋病精准流调

本报讯 （特约记者宋全力 通
讯员张林）近日，记者从河南省周口市
卫生健康委获悉，近年来，周口市借鉴
新冠肺炎流调模式和流调经验，对艾
滋病感染者开展精准溯源调查工作，
取得成效。

近3年来，周口市对艾滋病患者
上查感染来源，下查高危接触者和高
危场所，开展针对性干预和检测工
作。艾防工作人员共对发现的1070
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进行了流调溯
源，发现并干预检测高危行为接触者
2204人，发现阳性211人，阳性率为
9.57%，远高于医疗机构常规筛查和
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抗体检测阳
性率。

周口市通过对精准流调数据进行
深入分析，明确了全市艾滋病流行特
征，确定了流动人口和青年学生是当
前艾滋病防治重点人群。以青年学生
和流动人口为突破口，狠抓宣传干
预。定期召开学校艾滋病防治工作座
谈会，部署学校艾滋病防治工作；招募
高校艾防志愿者并开展培训，以点带
面，开展同伴教育活动；新生入学体检
时，每人发放一本《大学生艾滋病宣传
手册》，有序开展预防艾滋病宣传。同
时，探索通过就业培训机构、行业协会
开展外出务工人员艾滋病防治宣传教
育和检测，增强外出务工人员艾滋病
防治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