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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疫苗供应量是足够的，产
能释放是在逐渐加速的，接种潜能是
在不断释放的。”中国疾控中心研究
员、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科研攻关组
疫苗研发专班专家组成员邵一鸣介
绍，日接种量可以达到 2000 万剂次以
上。

“我们将优化疫苗供需衔接，精
准对接，加强疫苗采购、调配和出入
库管理，实施集中、地毯式的接种，为

群 众 提 供 人 性 化 服 务 ，提 升 服 务 能
力，提高接种效率。”国家卫生健康委
疾控局一级巡视员贺青华说。

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米锋表
示，当前，国家调配供应疫苗时，已充
分考虑如期接种第 2剂次的需求量，各
地要做好精准调配，确保第 2剂次接种
在 8周内完成，避免出现打了上针没下
针的情况，国家卫健委各驻点工作组
将对此加强督导。 据新华社

间隔需多久？何时要补种？异地咋衔接？
——权威专家解答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相关问题

自安徽、辽宁出现新增本土确诊病例后，全国新冠疫苗接种迎来“高峰”。据国家卫健委通报，13日至17日，全国单日接种量均
超1200万剂次，5天内4次刷新单日接种最高纪录。

在接种多剂次疫苗时，接种间隔时间要多久？什么情况需要补种？异地接种如何衔接？记者采访了相关主管部门与权威专家。

多剂次接种要间隔多久？
《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技术指南

（第一版）》明确，不同种类疫苗的间
隔时间不同：

——腺病毒载体疫苗需要接
种 1剂；无需考虑接种间隔时间。

——新冠病毒灭活疫苗需要
接种 2剂；首剂与第 2剂之间的接
种间隔要在 3周及以上，第 2剂在
首剂接种后 8周内尽早完成。

——重组亚单位疫苗需要接
种 3剂；相邻 2剂之间的接种间隔
建议要在 4 周及以上。第 2 剂尽
量在接种首剂后 8周内完成，第 3
剂尽量在接种首剂后 6 个月内完

成。
为什么新冠病毒灭活疫苗的

剂 次 之 间 需 要 间 隔 ？ 记 者 了 解
到，通常灭活疫苗需多次接种才
能达到较好的免疫效果。根据临
床试验数据，新冠病毒灭活疫苗
第 1 剂次接种后可刺激机体产生
部分免疫应答，第 2剂次接种后能
够产生较好的免疫效果。

“根据临床研究观察，若采用更
长的接种间隔，保护效果可能会更
好。”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
布会上，科兴控股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新闻发言人刘沛诚介绍。

什么情况需要补种？
国家卫健委提示，接种新冠病

毒灭活疫苗第 2 剂次，应当在第 1
剂次接种后 3至 8周内完成。未能
在程序间隔要求的时间完成两剂
接种的公众，应当尽早补种。

专家建议，若 2周内完成 2剂
灭活疫苗接种，在第 2剂接种 3周

后，要尽早再补种 1 剂灭活疫苗；
但 2至 3周内完成 2剂灭活疫苗接
种，就无需再补种。

“建议公众在规定时间内接
种第 2剂，让疫苗作用得到更好发
挥。”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
专家王华庆说，如果接种了第 1

针，第 2 针没有按照规定时间完
成，在后续第 2 针补种时，不需要
重新开始接种。

对于 3剂次程序的疫苗接种，
国家卫健委提示，未全程接种者，
要尽早补种未完成剂次，无需按
照免疫程序重新开始接种。

异地接种如何衔接？
针对部分群众存在异地接种的需

求，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印发《关于做
好新冠病毒疫苗跨地区接种工作的通
知》，进行专项部署。

通知要求，负责首剂接种的接种单位
要及时记录群众的接种相关信息，并在
接种完成后为群众提供预防接种凭证。

群众需要异地接种的，可根据纸
质凭证或健康码等电子凭证，选择相
同种类的疫苗开展续种，并在接种凭
证上登记相应剂次的接种信息。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正在研究将
接种信息纳入健康码管理，力争实现
新冠病毒疫苗跨省份和省内跨地市接
种的全程信息互联互通。

王华庆提示，现阶段建议用同一
个疫苗产品完成接种，无法用同一个
疫苗产品完成接种时，可采用其他企
业生产的相同种类疫苗产品完成接
种。如果无法提供相同种类疫苗导致
不能完成续种，要在具备条件的时候
尽早完成相应剂次的补种。

全国日接种能力超2000万剂次

郑国光介绍，第一次全国
自 然 灾 害 综 合 风 险 普 查 于
2020 年至 2022 年开展。普查
工作按照“全国统一领导、部门
分工协作、地方分级负责、各方
共同参与”的原则组织实施，分
为普查前期准备、试点“大会
战”、全国试点、全面展开等阶
段。

记 者 从 新 闻 发 布 会 上 获
悉，目前普查的全国试点主体
工作已经完成，普查工作即将
在全国范围内全面铺开。

数 据 质 量 是 普 查 工 作 的
“生命线”。对此，应急管理部
风险监测和综合减灾司司长陈
胜表示，国务院普查办为保障
普查数据质量，加强了组织领
导、技术指导、分级负责、执纪
问责等四方面的工作。他说：

“各级普查机构将对普查工作
中违法违纪行为进行查处和通
报曝光，坚决杜绝人为干预普
查工作的现象。” 据新华社

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
即将在全国范围内全面铺开

记者从 5月 18日国新
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
综合风险普查的全国试点
主体工作已经完成，普查
工作即将在全国范围内全
面铺开。

在发布会上，国家减
灾委员会秘书长、国务院
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
风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任郑国光表示，5 月下
旬，国务院第一次全国自
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领导
小组将召开全国电视电话
会议，对全面开展全国普
查工作进行动员部署，到
2022 年 底 要 完 成 普 查 任
务。

郑国光进一步表示，
今年年底要完成全国范围
内的调查任务和 122个试
点县的风险评估与区划工
作。明年上半年，地方的
普查任务要基本完成。明
年下半年，在国家层面开
展分区域、分类型综合性
的灾害风险评估和区划，
形成全国尺度和跨省尺度
的 自 然 灾 害 综 合 防 治 区
划，对普查工作进行总结，
形成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
险基础数据库，形成一整
套成果，使灾害综合风险
调查、评估、区划等各项工
作常态化、制度化，做到及
时动态更新，持续发挥普
查成果的应用价值。

据新华社

相关相关 为何普查？起啥作用？如何普查？
近期，我国多地暴发强对流天气，导致部分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引发广泛关注。实际上，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

国家之一，灾害种类多，分布地域广，发生频率高，造成损失重。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为啥开
展这次普查？普查有何作用？如何开展普查？在5月18日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有关方面负责人对此进行了解读。

为啥普查：
一项重大的国情国力调查

国家减灾委员会秘书
长、国务院第一次全国自
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领导
小组办公室主任郑国光介
绍，普查的主要目标包括：

一要摸清自然灾害风
险底数。全面获取全国地
震灾害、地质灾害、气象灾
害、水旱灾害、海洋灾害、
森林和草原火灾等六大类
22 种灾害致灾信息，以及
人口、经济、房屋、基础设
施、公共服务系统、三次产
业等重要承灾体信息，掌
握历史灾害信息，查明区
域综合减灾能力。

二要把握自然灾害风
险规律，提出全国自然灾
害综合防治区划和防治建
议。

三要构建自然灾害风
险防治的技术支撑体系，
建立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
险调查评估指标体系，形
成分区域、分类型的国家
自然灾害综合风险基础数
据库。

“这次普查是一项重
大的国情国力调查。”郑国
光说，此次普查中，国家层
面有 17 个部门参与，全国
所有省、市、县都参与。

有何作用：
提高灾害防治能力

开展自然灾害综合风险
普查有何具体作用，是很多
人关心的问题。

以气象灾害风险普查为
例。中国气象局减灾与公共
服务司司长王志华说：“在未
来，我们不仅可以告诉大家
明天的天气怎么样，还可以
告诉大家这样的天气可能会
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哪些
地方致灾的风险大，推动灾
害性天气预报向气象灾害风
险预警转变。”

王志华还表示，另一方
面，通过普查形成的气象灾
害风险区划，可以指导全社

会 科 学 设 定 各 个 区 域 基 础
设施的气象灾害防御标准，
更有利于推进韧性城市、韧
性乡村的建设，从根本上提
高 抵 御 各 类 气 象 灾 害 的 能
力。

自然资源部地质勘查管
理司司长于海峰说，与以往
地质灾害调查工作相比，本
次地质灾害风险普查进一步
突出“从注重灾后救助向注
重灾前预防转变、从减少灾
害 损 失 向 减 轻 灾 害 风 险 转
变”的工作理念，重在关注地
质灾害对人民生命财产所造
成的风险调查和评估。

如何普查：
即将在全国范围内
全面铺开

普查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