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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高风险地区清零，把儿
童和青少年疫苗的接种列入了议
事日程，不提倡假期期间聚集和
聚会……9月7日，国务院联防联
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进
一步做好疫情防控和疫苗接种有
关情况。

全国高风险地区清零
超七成人口接种疫苗

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
人、宣传司副司长米锋在会上表
示，目前，全国高风险地区清零，
中风险地区下降到3个。“外防输
入、内防扩散”仍是当前疫情防控
的重中之重，要对高风险工作人
员严格落实个人防护要求和封闭
管理，对高风险环境和物品进行
严格消毒，坚决做到闭环管理。
要推进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

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副
局长吴良有介绍，到9月6日，全
国 累 计 报 告 接 种 新 冠 疫 苗
211308万剂次，疫苗接种总人数
达到109500万，覆盖全国总人口
的77 .6%，完成全程接种的有
96972万人。12至17岁人员总体
接种进展也是比较顺利的，目前
已经接种16228万剂次。

按照新冠疫苗接种的工作安
排，各地根据12岁以上人群特
点，制定了针对性工作方案，积极
做好沟通告知，摸底统计，宣传教
育等工作，创新多样化的服务形
式，合理安排接种时间和接种场
地，方便群众就近接种。严格按
照预防接种工作规范要求操作，
做好医疗救治保障，确保安全。
同时，加强科普宣传，引导群众积
极接种、主动接种、及早接种。

出台限制性措施
违背疫苗接种原则

吴良有表示，接种疫苗是预
防控制新冠肺炎疫情的有效手
段，近期，全国疫情防控形势严
峻复杂，为了有效控制疫情的传
播，各地加快了新冠病毒疫苗的
接种节奏。但是也有一些地方
为了加快疫苗接种，出台了一些
限制性的措施，个别地区对未接
种新冠疫苗的人群不允许进入
超市、医院、车站等重点公共场
所，学生被拒绝入校等情况。还
有个别地区存在有单位组织人
员到外地接种，这些做法违背了
接种的原则，也给群众造成了
不便。

针对这一类情况，国务院联
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已经专门召开
视频会议，要求各地对这种现象
予以及时纠正。按照知情、同意、
自愿和实事求是的原则来开展新
冠病毒疫苗接种，并表示出台接
种政策措施时一定要严谨审慎，
认真评估，确保依法依规，严守安
全底线。此外，我们也了解到，近
期部分地区实行健康码、接种码
二码联查的措施，其主要目的也
是尽可能有效发现未接种的人
群，倡导没有禁忌症的人员及时
接种疫苗，保护大家的健康。

下一步，国家卫生健康委将
指导各地用好二码联查的措施，
坚决杜绝将二码联查和强制性
接种捆绑。同时，积极宣传疫苗

接种的重要作用，再次表示，新
冠肺炎是乙类甲管的法定传染
病，疫苗接种是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的有效手段，适龄无禁忌人群
要应接尽接，这是公民履行新冠
疫情防控的义务，希望各地深入
细致、尽心尽力、积极稳妥地推
进疫苗接种工作，保护好群众的
健康权益。

儿童新冠肺炎感染率上升

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
专家王华庆介绍，在新冠流行早
期，儿童的感染率比较低，目前随
着新冠的全球大流行，尤其是在
一些国家的持续传播，儿童的感
染率在不断上升，不断上升的原
因主要有三个：

第一，德尔塔病毒株在许多
国家已经成为了优势流行株。德
尔塔病毒株传染性非常强，也就
意味着现在有传染源的话，会传
播更多的易感者。

第二，因为疫苗接种是从老
年人和重点人群开始，儿童接种
还没有正式列入日程，或者说接
种的较晚，所以现在有免疫力的
儿童占的比例比较少。

第三，目前的防控措施有所
调整，包括非疫苗的防控措施有
所放松，所以导致了目前儿童感
染率增加。

针对儿童现在感染增加的情
况，许多国家采取了疫苗接种的
措施，包括我们国家也把儿童和
青少年疫苗的接种列入了议事日
程，目前正在分梯次、有重点、科
学地开展接种。

“加强针”疫苗接种
必须符合法律法规要求

对于第三针疫苗的接种，国
家卫生健康委科技发展中心主任
郑忠伟在会上表示，加强免疫是
严肃的科学问题，实施加强免疫
必须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8月2日召开的专家论证会上，专
家已明确建议支持开展序贯免疫
研究和试点工作。目前，我国一
些研发机构也在国内外开展相关
的序贯免疫研究工作，只有在获
得足够安全性和免疫原性或者说
是有效性的科学数据后，才可以
对大规模人群序贯免疫工作提出
专家建议。

此外，郑忠伟还介绍，真实世
界研究表明，我国疫苗对不同区
域流行的各种主要变异株造成的
感染和感染后的再传播都有明确
的效果，对于预防重症和死亡有
显著的效果。总体来看，新冠病
毒的变异到目前为止相对而言还
是比较稳定的，没有出现根本性
的变异，目前的新冠疫苗对各种
变异株仍然是有效的。

“各疫苗研发单位，实际上从
疫情发生以来，特别是有变异毒
株出现以来，就已经在开展针对
各种变异毒株疫苗研发的一系列
工作。”郑忠伟表示。

有跨地区接种需求的
可索取纸质版接种证明

针对有网民反映跨区域流动
后查不到接种记录的问题，吴良

有介绍，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高
度重视新冠疫苗接种工作，为提
高流动人员跨区域接种疫苗的便
利性，前期国家卫健委已要求各
地协调配合，做好疫苗跨地区接
种信息管理工作，同时要求接种
单位在完成接种后及时为接种者
提供预防接种凭证，群众可根据
接种凭证完成续种。同时，国家
卫健委也在积极推进全国免疫规
划信息系统互联互通，着力解决
数据标准不统一的问题，为各地
将接种信息统一纳入健康码管理
提供方便。

对于目前尚未实现接种信息
跨省互联互通的地区，吴良有表
示，公众要在接种后续剂次疫苗
时提供接种单位出具的纸质版凭
证，按照纸质凭证的记录接种后
续剂次的疫苗。如果大家有跨地
区的接种需求，建议在接种第一
剂次疫苗后及时向接种单位索取
并且妥善保存纸质版的接种
证明。

5条技术路线推进疫苗研发
临床试验全覆盖

郑忠伟在会上表示，自新冠
疫情暴发，我国即部署了灭活疫
苗、重组蛋白疫苗、腺病毒载体疫
苗、核酸疫苗、减毒流感病毒载体
疫苗5条技术路线，同步推进新冠
病毒疫苗研发。目前，我国已实
现5条技术路线临床试验全覆盖。

郑忠伟介绍，灭活疫苗已有3
款获国家药监局附条件上市批
准，并正在国
内开展大规模
接种。2款获
国家药监局同
意紧急使用，
同时也正在国
外开展Ⅲ期临
床试验，进展
总体顺利。

腺病毒载
体疫苗已有1
款获国家药监
局附条件上市
批准，并正在
国内开展大规
模接种。3款
已获得国家药
监局Ⅰ、Ⅱ期
临 床 试 验 批
准，进展总体
顺利。

重组蛋白
疫苗已有1款
获国家药监局
同 意 紧 急 使
用，其在国外
开展的Ⅲ期临
床试验已收集
到 足 够 病 例
数，正在进行
期中分析，预
计近期可申请
附条件上市。
此外，我国还
有3款疫苗正
在国外开展Ⅲ
期临床试验，5
款重组蛋白疫
苗 正 在 开 展
Ⅰ、Ⅱ期临床
试验，进展总

体顺利。
减毒流感病毒载体疫苗有1

款正在开展Ⅱ期临床试验，同时
正在协调赴境外开展Ⅲ期临床
试验。

核酸疫苗中已有1款mRNA
疫苗和1款DNA疫苗获国外Ⅲ期
临床试验批准，预计相关研究可
于近期启动。

假期不提倡聚集和聚会
尤其不允许大规模聚集

王华庆提出，中秋、国庆假期
即将到来，许多公众也有出行的
打算和安排，但是在目前全球新
冠疫情流行的严峻形势下，外防
输入的压力依然很大。所以，在
这种情况下，提醒公众在出行过
程中依然要绷紧疫情防控这根
弦，保持一定的警惕性。

另外，在假期期间，对于聚
集和聚会，不提倡尤其是不允许
大规模的聚集。公众在出行之
前，要了解目的地的疫情防控等
级，如果是中高风险地区就不能
前往，如果你所在地是中高风险
地区，也不能出行。大家在出行
过程中做好个人防护是非常重
要的，包括日常提到的戴口罩、
勤洗手、保持手卫生、保持社交
距离、不扎堆、不聚集，及时采取
这些措施，是对个人的防护，也
是对家人的防护，同时也是对公
众健康负责任的表现。

据新华社、央视网

神舟十三号飞船
今年发射
将搭乘三名航天员
进入太空飞行约半年

本报综合消息 据《北京
晚报》9月7日报道，今年9月和
10月，我国将分别发射天舟三
号货运飞船和神舟十三号载
人飞船。届时，三名航天员将
搭乘神舟十三号飞船进入太
空飞行约半年。这是记者6日
从中国空间站科创体验基地
揭牌暨首场活动上获得的
消息。

在活动现场，中国载人航
天工程办公室主任郝淳透露，
当前中国空间站工程已全面
进入空间站建造阶段，今年上
半年我国成功发射了天和核
心舱、天舟二号货运飞船和神
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三名航天
员已经在太空飞行了两个多
月，还有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
将返回地球家园，“9月和10
月，我国还要分别发射天舟三
号货运飞船和神舟十三号载
人飞船；明年将发射问天、梦
天空间站舱段以及两艘货运
飞船、两艘载人飞船，完成中
国空间站的建造。”

郝淳说，未来空间站将成
为国家级太空实验室，为航天
科普提供一个更好的平台，希
望青少年积极参与科普活动。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介绍疫苗接种等情况

中秋国庆假期不提倡聚集聚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