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冬季呼吸道疾病高发，许

多老人出现咳嗽、气短等症状，

往往会当作气管炎治疗。专家

提醒患者，咳嗽迁延不愈时应

提高警惕，及早排查支气管结

核。一旦确诊，要尽早治疗、规

律用药、完成疗程，避免给身体

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害。

结核病防治专家刘红艳表

示，支气管结核起病缓慢，症状

缺乏特异性，患者多以咳嗽、咳

痰常见，早期胸片可能无异常，

容易漏诊或误诊为气管炎、支

气管炎。“虽然支气管炎和支气

管结核病变部位都在支气管，

但病因有很大区别。”刘红艳

说，支气管炎多由普通病毒或

细菌感染引起，患者治疗后症

状很快可以缓解。支气管结核

则是发生在气管、支气管黏膜

和黏膜下层的结核病，以中青

年多发，近年来老年患者有增

加趋势，对人体的危害非常大。

刘红艳介绍，目前临床上

把支气管结核分为充血水肿、

溃疡坏死等6个类型，在服用

抗结核药物的同时，往往还要

联合使用针对支气管结核的介

入治疗方法，治疗难度比较

大。早期轻症患者也需要一个

月左右的规范治疗，病情才能

控制。她提醒患者，咳嗽迁延

不愈时应提高警惕，及时做气

管镜排查支气管结核。 蔺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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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接种？到哪儿打疫苗？有不良反应咋办？
——权威部门回应新冠病毒疫苗七大问题

哪些人可以接种新冠病毒疫苗了？到哪儿去接种？安全性怎样？定价如何？

针对公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日前举行新闻发布会，来自国家卫生健康

委等部门的相关负责人给出权威回应。

哪些人能打新冠病毒疫苗？

“冬春季节到来之际，

对部分重点人群开展新冠

病毒疫苗接种工作。”国务

院联防联控机制科研攻关

组疫苗研发专班负责人、

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曾

益新说，后续争取做到高

风险人群“应接尽接”，凡

是符合条件者都能够按时

接种。

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

局负责人崔钢说，目前接种

策略是“两步走”方案：第一

步，主要针对部分重点人

群，包括从事进口冷链、口

岸检疫、船舶引航、生鲜市

场等感染风险较高的工作

人员，以及前往中高风险国

家或地区工作学习的人

员。第二步，随着疫苗附条

件获批上市或正式批准上

市，疫苗产量逐步提高，将

通过有序开展接种，来阻断

新冠病毒在国内的传播。

疫苗怎么打、到哪儿打？

崔钢说，通常情况下，

接种单位都是设在辖区的

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

或者综合医院，已经要求各

地把辖区内的接种点、能够

接种疫苗的单位及时公布，

包括地点、服务时间。

据介绍，如果涉及一些

接种人员集中的单位，也会

考虑设立一些临时接种点，

上门去服务。同时，会通知

相关单位或个人，到哪儿去

打、什么时间去打，提前预

约好。崔钢表示，公众可以

咨询所在辖区地方卫生行

政部门或疾病预防控制机

构，也请大家关注相关信息

发布平台。

打疫苗安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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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生健康委医药

卫生科技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郑忠伟说，7月份以来，在自

愿、知情、同意的前提下，我国

对高风险暴露人群进行了紧

急接种，目前累计已经完成

100多万剂次的新冠病毒疫

苗紧急接种工作。经过严格

的不良反应监测和追踪观察，

没有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

同期，用于紧急使用的

灭活疫苗在境外开展Ⅲ期

临床试验，到目前已累计有

7.5万人、15万剂次人员的

接种。研究表明，没有出现

严重的安全隐患。

曾益新说，目前为止，

没有任何疫苗的保护率能

达到百分之百，因此，打了

疫苗之后防护措施不减，

才能更好保障安全。接种

之后，还是要求大家继续

维持个人防护措施，包括

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

距离等好习惯。

崔钢说，做好个人防

护，在前期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过程中，包括疾病预防控

制的长期实践中，都被证明

是非常有效的。目前尽管

是先为一部分重点人群安

排了疫苗接种，其他暂时没

有接种的群众也不用担

心。 董瑞丰 沐铁城

接种后还需做好个人防护吗？

打完疫苗出现不良反应怎么办？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

医管局监察专员焦雅辉

说，目前我国疫苗观察到

的常见不良反应主要包括

头痛、发热，接种部位局部

出现红晕或硬块，另外还

有一些人咳嗽、食欲不振、

呕吐、腹泻等。

据介绍，为做好新冠病

毒疫苗接种的安全保障工

作，采取了几个措施：一是

要求接种点既符合接种条

件，也要具备医疗救治条

件；二是要求各地把接种单

位划分为若干个区域，让二

级以上综合医院负责责任

区内若干个接种单位的医

疗保障工作。也提醒接种

者，要实事求是地向医务人

员反馈身体健康状况，接种

以后在接种点停留30分钟。

焦雅辉还表示，要区分

接种疫苗的不良反应和偶合

反应。偶合反应是指接种者

恰巧处于其他一些疾病的潜

伏期或发病前期状态，在接

种时，这个疾病也巧合地同

时发病了。这种情况跟疫苗

接种、疫苗质量没有关系，不

属于不良反应。

打完疫苗能管多久？

曾益新说，由于新冠病

毒出现还不到一年，疫苗能

提供多长时间的保护还不能

下结论，但目前数据显示，疫

苗保护期在半年以上是没

有疑问的。

会不会要像流感疫苗一

样每年打一次？曾益新说，因

为流感病毒变异快，所以要随

时调整疫苗，并非因为流感

疫苗保护期是一年。按目前

情况估计，半年或一年就要重

新再接种的可能性不大。

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

首席专家王华庆说，根据基因

测序比较结果，目前新冠病毒

的变异处在正常范围内，没

有看到对疫苗效果的影响。

疫苗如何定价？

郑忠伟对此表示，疫苗

的价格首先是以企业为主

体，但有几个原则还必须遵

循，第一个是公共产品属性

的原则。既然是公共产品

属性，最终定价的依据就是

成本。

郑忠伟说，随着生产规

模和使用规模扩大，疫苗价

格会发生变化。一旦疫苗

附条件获批上市后，会形成

相应的价格机制。

冬日里，一碗热气腾腾的

汤总能让人从胃暖遍全身，幸

福指数也会直线上升。但热汤

虽好，若是喝汤的方式不对，也

可能会带来伤害。且听营养科

专家教你如何正确、健康喝汤。

成分：一碗汤营养有限

一碗汤下肚，甚是舒服。

其实，如果仔细分析一碗汤的

成分会发现，汤中99%的成分

是水，另外1%的成分包含脂

肪、蛋白质和少量的矿物质。

因此，仅仅靠一碗“大补”的汤

无法做到营养均衡。同时，一

碗汤下肚会产生饱腹感，相对

于平时，日常的蔬菜、碳水化合

物和蛋白质的摄入就会相应减

少。所以，平时喝汤时也要注

重一日三餐，营养均衡搭配。

温度：勿过度追求热度

很多长辈常说“汤要趁热

喝才美味”，但专家不建议过度

地追求汤的“热度”。有研究表

明，过烫的食物容易损伤口腔

及食管黏膜，如果长期让黏膜

处于受损伤的状态，容易诱发

黏膜相关的癌前病变，增加患

口腔癌、食道癌的风险。所以，

汤的温度一般控制在60摄氏

度以下为佳。另外，儿童的黏

膜更加细嫩，汤的温度应再低

一些。

时间：熬久了增加脂肪

熬骨头汤时，很多人都觉

得熬得越久越好，煮上两三个

小时，汤才更白更入味。其实，

汤熬太久对口味的提升有限，

但是熬久了，骨头汤中的嘌呤

和脂肪确实会增加。如果大量

牛饮，容易导致高脂血症、高尿

酸血症，甚至诱发心脑血管疾

病。因此，如果是蔬菜与海鲜

搭配熬汤，建议控制在半小时

以内；如果是肉汤、骨头汤，可

适当延长时间。

调料：“灵魂”多了也不好

熬汤的时候，增加点食盐

可以让汤更有“灵魂”。但如果

摄入过多的食盐，容易导致血

压上升，诱发高血压以及心脑

血管疾病。世界卫生组织建

议，健康成人每人每天食盐摄

入量不要超过5克。有调查显

示，中国居民目前每人每天食

盐的实际摄入量远远高出世界

卫生组织的推荐量。因此，平

时要注意放盐的量一定要控制

得当。

速度：喝太早影响消化

虽说饭前喝汤有利于增加

饱腹感，减少人们后期食物的

摄入，但是如果喝得太快，未必

是好事。短时间内大量水分进

入胃肠道后，会对消化液起到

稀释作用，从而对后面的食物

消化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快速

牛饮容易冲淡胃酸，对消化道

疾病产生促进作用。另外，由

于人饱腹感的信号传输给大脑

总会有所“延迟”，所以有时候

放慢吃饭的速度，也可以有效

减少食物的摄入量。喝汤时还

是建议尽量放慢速度，控制汤

量，每次一碗为佳。 王倩

健康喝汤，要避免五大误区

冬季咳嗽久治不愈
警惕支气管结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