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国家卫健委研判，本轮新冠

疫情仍处于发展期，波及范围或将
进一步扩大。然而，活跃的不仅是

新冠。去年，流感流行曾因新冠防
控而降低，但今年出现“回弹”。随

着气温走低，南方部分地区流感活
跃度上升，专家分析，两种呼吸道

传染病存在叠加风险。如何应对

“双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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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王华庆表示，新冠疫苗和流感
疫苗，是分别预防两种感染的有效

手段，同时也不能相互替代。

据了解，新冠疫苗与流感疫苗
的接种工作在同步推进。截至 10

月 23日，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
病毒疫苗 22亿 4472.7万剂次，完

成全程接种的人数为 10亿 6762.1

万人。加强针已在各省广泛落地。

另一方面，流感疫苗接种也在开

展。以北京为例，今年 9月 22日，

北京面向 60岁及以上京籍老年人
和自费接种人群，启动了第一批次

的流感疫苗接种工作。10月，启动
中小学校、中等专业学校、技工院

校学生、重大活动应急保障人员的
疫苗接种。且免费接种一直持续至

12月底，较往年延长一个月，自费

接种持续至 2022年 2月底。

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副局长吴
良有表示，随着秋冬季来临，流感

疫苗的接种需求也有所增加。近
期，国家卫健委作了部署，要求各

地落实接种工作各项要求，保证新
冠病毒疫苗接种和其他疫苗接种

工作不间断。

在两种疫苗的衔接方面，根据
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技术指南，目前

建议流感疫苗与新冠疫苗的接种
间隔在 14天以上。 据新京报

    昨天下午，国务院联防

联控机制在北京召开新闻
发布会，会上专家介绍了近

期新冠疫苗加强针接种工
作，大家关心的五个问题在

这场发布会上都有了回应。

■ 问题一： 为什么要打新冠
疫苗加强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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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王华庆：

根据国内外的研究结果分析，

现在疫苗接种后预防感染，尤其是
预防重症和死亡的效果是比较好，

也是非常显著。完成全程免疫接种

疫苗后的感染风险和未接种疫苗
感染风险相比大大降低。通过研究

看到，这是国内外的结果，随着接
种疫苗时间的推移，受种者的中和

抗体水平在下降，保护效果在减
弱。这种情况下通过接种疫苗针次

的增加，是提高免疫水平，增加保
护性的一项措施。疫苗研发专班就

新冠病毒疫苗加强免疫策略组织
专家进行专门论证，根据前期加强

免疫研究的结果，考虑到疫苗安全

性、免疫原性等相关因素，在这个
基础上提出了加强免疫策略。

■ 问题二： 什么人可以打新
冠疫苗加强针？

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副局

长吴良有：

根据专家研究论证结果和疫
情防控需要，近日国务院联防联控

机制启动了新冠病毒疫苗加强免
疫接种工作，完成国药中生北京公

司、北京科兴公司、国药中生武汉
公司的灭活疫苗和天津康希诺公

司的腺病毒载体疫苗全程接种满 6

个月的 18岁及以上人群可进行一

剂次的加强免疫。
根据疫情防控需要，目前加强

免疫接种优先在感染高风险人群
和保障社会基本运行的关键岗位

人员中开展。同时，我们要求各地
统筹考虑口岸、边境、重大活动等

疫情防控需要和 60岁及以上等感
染后导致重症风险高的高危人群

等因素，扩大加强免疫接种人群范

围。对其他符合条件且有接种需要

的人群也提供加强免疫接种服务。
大家如果有加强免疫的接种需要

也可以咨询当地的具体安排。

■ 问题三： 新冠疫苗加强针
可以“混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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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王华庆：

最近世界卫生组织有一个免

疫战略咨询专家组，召开了关于疫
苗使用的专门会议。从加强免疫上

他们建议使用同源疫苗，就是相同
技术路线的疫苗，尤其是灭活疫苗

建议开展后续增加针次加强免疫
接种。

我国目前采取的加强免疫接
种策略是同源疫苗接种。使用灭活

疫苗完成全程免疫的还是用灭活
疫苗加强，使用腺病毒载体疫苗完

成全程免疫的还是用腺病毒载体
疫苗加强。

■ 问题四： 新冠疫苗加强针
安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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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王华庆：

根据前期临床试验加强免疫

接种的研究结果看，它发生的不良
反应没有超出既往针次出现不良

反应的水平。
接种疫苗会出现一些不良反

应，第三剂次接种可能会出现发

热、头痛、疲劳，这些都是属于一般
反应，不需要专门治疗，但是假如

遇到症状一直在持续，又感觉到症
状比较严重，要及时就医。如果你

怀疑是疫苗的问题，要及时报告。

■ 问题五： 未来不断地接种
新冠疫苗是否会成为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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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王华庆：

新冠肺炎是新发传染病，病毒
是新病毒，现在用的疫苗也是新疫

苗，这里包括了多条技术路线。要确
定它的最佳程序需要不断研究和探

讨，一个理想的疫苗我们希望通过
全程免疫后起到很好的效果。即使

后面需要加强，它的加强剂次也是
有限的，所以我们希望将来有更好

的疫苗，有更好的接种程序来达到
牢固的人群保护效果。但不断地加

强免疫、不断地开展加强接种不是
我们最终的选择。 据澎湃新闻

年纪和时间 连建明新民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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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由三家基金公司联合发

布的《公募权益类基金投资者盈利
洞察报告》， 是历史上首次对上千

万投资者真实盈利数据的研究，厘
清了投资收益与投资时间的关系。

景顺长城基金、 富国基金、交
银施罗德基金三家基金公司，统计

了成立一年以上的 129只主动权益

类基金， 涉及 4682万客户和 5.65

亿笔交易记录。 如此庞大的数据和

样本，分析结果非常有代表性。

统计显示， 基金的确是很好

的投资品种，截至去年底，历史上

整体基金投资者盈利人数占比达
70.42%， 人均盈利 5269.93元，平

均收益率 15.44%。 收益率还是不
错的。

尽管买基金大多数是赚钱的，

但是大多数人没有获得基金经理

创造的巨额收益。 截至今年 3月

底，只有 2.32%的基民获得了翻倍

以上的收益。 如此巨大的反差，就

是因为频繁买卖损耗掉了。统计显
示， 收益高低与投资时间长短相

关， 持有基金时间低于 3个月，平
均收益率为负； 持有时间超过 10

年，平均收益率达 117.38%。

有意思的是，投资金额、投资

收益与年龄相关。 22-30岁的投资

者，平均投入金额 5737元，平均收

益率只有 2.72%；50-60 岁的投资

者，平均投入金额 50526 元，接近
年轻人的 10倍， 平均收益率增加

到 14.17%；投资额最大、收益率最
高的是 60岁以上的老年人， 平均

投入金额 63595元，平均收益率高
达 19.05%。

这个结果出人意料，很多基金

在营销的时候重点放在年轻人身

上，实际上中老年人才是购买基金

的中坚力量。 其实，这个结果很合
理， 年纪大的人积累的资金更多，

而买房、 买车这种大额开销减少，

是最有能力进行金融投资的队伍。

历经岁月波折的中老年人心态更
好，持有基金时间更长，因而收益

率最高，这一点，年轻人应该向老

年人学习。 这一现象也说明，日益
扩大的中老年群体，其实有很大的

投资、消费能力，关键是要有合适
的产品。

    ■ 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昨

日介绍，截至目前，甘肃的兰州、嘉
峪关、张掖市，内蒙古的二连浩特

市、额济纳旗等地，已全面暂停道路
客运服务。

■ 内蒙古额济纳旗新冠肺炎
防控工作指挥部发布公告，自今日零

时起，对广大居民和游客实行足不出

户（店）的居家抗疫措施。不听劝阻
擅自外出并造成严重后果者，将依照

法律法规严格追究民事、刑事责任。
■ 针对长途跨省旅游，文化和

旅游部相关负责人昨日介绍，已暂
停北京、内蒙古、贵州、甘肃及宁夏

等五省（区、市）跨省旅游经营活动。

其中，甘肃省文旅厅要求，甘肃
各地立即停止旅游团队行程，迅速摸

清辖区内滞留游客底数，由所在地对
滞留游客和相关旅游从业者采样，进

行不少于 2次核酸检测，2次核酸检
测时间间隔不少于 24小时。滞留游

客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的，可有序
返程。所有文化旅游活动暂停，省内

所有旅游景区、文化娱乐场所、旅游
演艺场所、影剧院、互联网上网服务

场所、公共文化服务场所暂停营业。
同时，各类文艺演出、展览和聚集性

群众性文化活动暂停举办。
■ 北京对进京人员实施管控，

有 1例及以上本土新冠病毒感染者
的县（市、区、旗）及 14天内有该县

旅居史的人员，严格限制进（返）京。
据央视新闻、新华社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昨召开新

闻发布会，通报本轮疫情最新情况。

涉及13个旅行团或自驾游

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副局长
吴良有介绍，自 10月 17日多地关联

聚集性疫情发生以来，截至 10月 23

日 24时，累计报告 133例感染者。

本次疫情源头尚在流调溯源
中，传播链条总体比较清晰，目前报

告的 133 例感染者中，106 例与旅

行团传播链有关，涉及 13个旅行团
或自驾游。

由新的境外输入源头引起

吴良有表示，根据现有流调和

病毒测序结果，病例的病毒全基因

组序列与国内此前疫情的同源性
低，提示本次疫情是由一起新的境

外输入源头引起。
吴良有还介绍，本起疫情的

病毒为德尔塔变异株，部分病例

的呼吸道样本病毒核酸载量高，
提示病例排毒量大、传播力强，在

暴露人群中引起续发传播的风险
较高。

进一步扩散风险仍在加大

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米锋表
示，当前，国外疫情持续蔓延，季节

因素叠加，容易引发疫情传播扩散。

10月 17日以来，国内出现多点散

发本土疫情，呈快速发展态势，一周
之内已波及 11个省份。感染者大多

有跨地区旅游活动，疫情进一步扩
散风险仍在加大。

吴良有也表示，目前发现的跨
地区感染者绝大多数与旅游团或

自驾的游客有关，潜在风险人员的

跨地区流动性大，涉及到的省份较
多，疫情进一步扩散的风险大。总

体上看，目前疫情处于快速发展阶
段，非旅行团的病例数量开始增

加，预计随着风险人群排查和筛查
工作持续开展，未来几天发现病例

数将继续增加，疫情波及范围可能
进一步扩大。 据央视新闻

    据新华社北京 10月 25日电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 25日通报，10月 24日 0-24时，31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

病例 39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 4例（天津 1例，上海
1例，山东 1例，广西 1例）；本土病例 35例（内蒙古

19例，其中阿拉善盟 18例、锡林郭勒盟 1例；贵州 4

例，均在遵义市；甘肃 4例，其中兰州市 3例、嘉峪关

市 1例；北京 2例，其中丰台区 1例、海淀区 1例；河
北 2例，均在邢台市；湖南 2例，均在长沙市；陕西 2

例，均在西安市），含 5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
例（河北 2例，湖南 2例，贵州 1例）。无新增死亡病

例。新增疑似病例 1例，为境外输入病例（在内蒙古）。

昨新增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35例

多点散发 一周波及11个省份
国家卫健委：本轮疫情扩散风险仍在加大

新冠疫苗加强针怎么打？
专家对 5个大众关心问题作出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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