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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国 新 冠 疫 苗 安 全 有 效
□□ 科普时报记者 项 铮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
标的建议》指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
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
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充分说
明科技创新的极其重要性。“人民科学文
化素质明显提高”“弘扬科学精神和工匠
精神，加强科普工作，营造崇尚创新的
社会氛围”被写入“十四五”规划建
议，这既为今后科普事业发展提供了根
本遵循，又为广大科技工作者、科普工
作者、科普从业人员增添了极大动力。
我们要结合学习领会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精神，认真学习把握习近平总书记的

“两翼理论”的实践要求，为科学普及、

科技创新比翼齐飞贡献智慧和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科技创新

和科学普及工作。早在2009年，时任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
记、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参加全国
科普日时指出，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
是实现科技腾飞的两翼。2010年，他
进一步指出，科学研究和科学普及好
比鸟之双翼、车之双轮，不可或缺，
不可偏废。2012年，他在国际天文学
联合会第28届大会上指出，科学技术
是一项既造福社会又依赖社会的事
业，科学技术发展需要广泛的公众理
解和积极的社会参与。2016年，全国

“科技三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
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
新同等重要的位置。至此，习近平总
书记有关科技创新、科学普及的思想
理念——两翼理论，达到了新高度。
总书记的“两翼理论”既深刻阐述了
科技创新、科学普及二者的相互关
系，又揭示了二者在实施创新发展中

的重要作用。认真学习好领会好贯彻
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科学普
及重要论述的“两翼理论”，对于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有着十
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均是推动经
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重要力
量。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
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
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创新包
括科技创新、知识创新和管理创新
等，但起核心作用的还是科技创新。
科学普及，包含普及科学知识、弘扬
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
方法，是提高人的科学素质，营造讲
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良好
社会氛围的重要路径，既是人的全面
发展的重要内容，又是科技进步事业
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

科学普及与科技创新二者的异同
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目
的不同。科技创新的目的是解放科技
生产力，促进科技进步，突破制约产

业发展的若干关键核心技术；科学普
及的目的是提高人的科学素质，营造
有利于形成创新创造的良好社会氛
围；二是领域不同。科技创新是物质
建设范畴，科学普及是精神建设范
畴。三是实现路径不同。科技创新的
实现路径主要是实施科技管理体制改
革，促进科技生产力建设水平提高。
科学普及的实现路径重在精神建设方
面，包括各种活动开展和支撑条件建
设等；四是考核体系不同。国家创新
能力建设的主要考核维度是：创新资
源、知识创造、企业创新、创新绩效
和创新环境；国家科普能力建设的主
要考核维度是：科普经费、科普人
员、科普基础设施、科普作品传播、
科学教育环境和科普活动。五是二者
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物质和精神从
来就是相互促进、互为补充的，国家

“十三五”科技创新规划一级目标指标
中将公民科学素质指标写入，也充分
说明了科学普及与科技创新的密切关
联。 （下转第2版）

落实“两翼理论” 做好“普”字文章
□□ 庄文辉

科普时报讯（记者胡利娟 通讯员程
一本 李新乐） 12 月 21 日，科普时报记者
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
获悉，中国北方半干旱地区植被恢复过程
中深层土壤水补给过程的实验研究成果近
日对外发布。研究成果显示，毛乌素沙地
油蒿群落稳定发育40年后，不但成功固定
了流动沙地，还促进了土壤改良。

油蒿，别名黑沙蒿、沙蒿，是我国分
布较广的优良固沙半灌木植物，适应干旱
的沙地环境，具有耐沙埋、抗风蚀、耐贫
瘠以及分支和结实性良好等特性，在荒漠
生态系统重建和恢复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
用。其主要分布在内蒙古、河北、陕西(榆
林地区)、山西(西部)、宁夏、甘肃(河西地
区)，核心分布区就在毛乌素沙地。

为阐明降雨在植被-土壤中的运动、迁
移、平衡过程，从2015年开始，中国林科
院荒漠化研究所、沙漠林业实验中心和北
京林业大学水土保持学院共同开展了中国
北方半干旱地区植被恢复过程中深层土壤
水补给过程的实验研究，选取了40年龄的
雨养型油蒿固沙样地，使用新设计的渗漏
仪精确测量220厘米深度土壤水分渗漏量，
通过对比油蒿样地和裸沙地的土壤水分年
际变化和深层渗漏量，精准衡量了降雨引
起的水分再分配过程，并对比分析油蒿固
沙样地和裸沙地土壤粒径和土壤储水量的
差异。

研究发现，40年的油蒿群落显著改变
了土壤的颗粒组成，土壤中中砂含量下
降，细砂含量增加。油蒿固沙样地和裸沙
地年深层渗漏量分别为 1.2 毫米和 8.8 毫
米，表明油蒿植被的建植使深层渗漏量减
少。油蒿固沙样地和裸沙地2015年蒸散发
量分别为 402.13 毫米和 321.01 毫米，而土
壤储水量分别降低7.33毫米和增加66.19毫
米。这说明油蒿的存在增加了蒸散发量，
消耗了部分降雨、减少了地下水补给。

此外，研究还发现，毛乌素沙地油蒿
群落土壤每年有三次明显的水分补给过
程，分别为春季融雪、夏季降雨和秋冬季
节，但补给强度和范围各不相同。

我国实施的三北防护林体系工程 （简
称三北工程），不仅对改善东北、华北和西
北地区的生态环境起着决定性作用，而且
对维护国家生态安全起着积极作用。

经过40年的建设，三北工程一方面阻
止了土地荒漠化的侵袭，另一方面也增加
了半干旱地区生态系统水资源压力。这在
降雨作为最重要的地下水补给来源的毛乌
素沙地尤为明显。

毛乌素沙地年降雨量为250-400毫米，丰水年时降雨对
地下水的补给量达到58.4%。该地区种植的大量乔木、灌木
以及草本固沙植物，对降雨的截留和消耗，使地下水补给量
急剧下降，导致区域生态系统水分失衡。

本研究结果揭示了半干旱地区毛乌素沙地土壤水分的动
态分布和深层渗漏特征，回答了雨养型人工植被在生态恢复
过程中稳定性问题，对植被修复区降雨资源在土壤中的再分
配过程进行了精准测量，为毛乌素沙地植被恢复中水分循环
与水量平衡过程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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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9日，我国新冠疫苗接种“两
步走”策略公布，疫苗接种工作正式提上
日程。那么，公众该怎么接种新冠疫苗？
新冠疫苗安全性如何？为保证公平公开，
国际上如何分配采购疫苗？我国疫苗能否
进入国际市场？

新冠疫苗接种“分步走”

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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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主任曾益新介绍，我国新冠疫苗接种
将分“两步走”。第一步是重点人群接
种，包括冷链物流人员、海关边检人
员、医疗疾控人员，农贸市场、海鲜市
场的工作人员，公共交通的工作人员
等；第二步是高危人群接种，包括老年
人和有基础疾病危险性较大的人群。

“随着疫苗附条件上市或批准上市，生
产供应保障能力、产量提升，我国的疫
苗接种工作将全面铺开。”

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负责人崔钢表
示，尽管优先接种重点人群，但是没有接
种的群众无需担心，只要做好个人防护，
就能有效预防新冠。“如果想注射新冠疫
苗，可咨询所在辖区卫生行政部门、疾病
预防控制机构，提前预约，做好疫苗登记
记录，提供相关信息等。”

对于疫苗接种可能发生的不良反应，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监察专员焦雅
辉表示，前期新冠病苗接种中只遇到一些
常见的不良反应，包括头痛发热，接种部

位局部的红晕，出现硬块，一些人有咳
嗽、食欲不振、呕吐、腹泻等。

为了预防不良事件发生，目前国家
卫健委要求此次新冠疫情接种点既要符
合接种条件，同时要具备医疗救治条
件。同时，接种者一定要向医务人员如
实反馈个人的身体健康状况，比如是否
有基础疾病，是否过敏等。

百万人次紧急接种表明疫苗
安全有效

曾益新介绍，我国新冠疫苗的研发
充分发挥了制度优势、创新工作模式，
疫苗研发同步开展了五条不同技术路
线。4月2日批准第一个疫苗进入I、II期
临床试验，6月批准三个疫苗紧急使用，
7月份以来，多个疫苗陆续到境外开展了
III期临床试验。

我国目前实施接种采用的新冠疫苗
采用的是灭活技术路线。全球相关灭活
疫苗产品已经在人类身体上用了上百亿
剂次，安全性比较高、有效性良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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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2
月21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已经开展
的近百万人次的疫苗紧急接种中，仅出
现一些轻微不良反应，没有出现严重的
不良反应，充分显示了我国新冠疫苗非
常安全。

针对我国新冠疫苗的效果如何的问

题，郑忠伟表示，这还有待疫苗的III期
临床试验终点或中期揭盲结果分析，我
们才能得出这个疫苗有效性的具体数
据。但是在I期、II期我们实际上也有一
些有效性的参考指标，比如说我们会比
较疫苗接种组和对照组他们的免疫原性
指标，如中和抗体，通过这个比较我们
发现在I期、II期的临床试验数据，显示
了我国新冠疫苗具有较好的安全性和有
效性。同时，我们在紧急使用的过程当
中，有6万多疫苗接种者去过境外的高
风险地区，至今我们也没有收到1例严
重感染病例的报告，这也从另一个角度
证明我们的疫苗有一定的保护效果。

“我们已经做好了大规模生产新冠
疫苗的准备”，郑忠伟透露，目前我国
的几款灭活疫苗已经在国外开展了III期
临床试验，是全球最早开展III期临床试
验的候选疫苗。目前来看，已有疫苗获
得了III期临床试验中期需要的病例数，
近期已经在向国家药监局提供相关材
料。待数据揭盲以后，如果达到相应标
准，国家药监部门将会批准上市。

新冠疫苗能否进入国际市场

传统疫苗的研发需要几年甚至十
几年的时间，而新冠疫苗研发明显提
速。与“价高者得”的分配方式相
比，公平分配新冠肺炎疫苗可以拯救
更多生命，尽快结束疫情，让经济尽
快复苏。

今年4月，国际上一些机构共同发
起了一项国际合作倡议，倡议内容之一
是“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该计划
目标是在2021年年底前，为参与的经济
体提供至少20亿剂安全有效的新冠肺炎
疫苗。目前已经有 190 个经济体加入，
中国也已经于10月加入该计划。

在 12 月 18 日盖茨基金会主办的
“如何通过多边合作机制推动新冠疫苗
成为全球公共产品”的研讨会上，北京
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查道炯指出，新
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其实是一个全球调
配机制，加入之后就进入了一个多边的
供应链和服务链，既可以作为供应方参
加集体谈判，节约人力、物力，又可以
作为潜在购买方，及时全面跟踪全球供
应态势变化，应对国内自产疫苗可能出
现的短缺。同时，采购其他国家研发生
产的疫苗，有利于推动本国研发的疫苗
进入国际市场。

查道炯认为，在国外进行III期临床
试验，对我国疫苗企业挑战不小，同时
也是很好的学习机会。他表示，因为监
管体系不同，此次我国研发的新冠疫苗
进入美国、日本、欧盟国家市场可能性
较小。但新冠疫苗可以通过申请世卫组
织的预认证，通过“新冠肺炎疫苗实施
计划”这一多边合作机制进入国际市
场。“如果中国的新冠疫苗获得世卫组
织的预认证，将推动疫苗国际化迈上一
个新台阶”。

冬日，江西南昌五星
白鹤保护小区成为白鹤等
候鸟的越冬乐园。鸟儿在
保护小区飞翔、觅食，让
保护小区热闹起来，成为
鄱阳湖区一道特别的风
景。

新华社发

图1：天鹅等候鸟在
南昌五星白鹤保护小区的
湿地中栖息。

图2：各种候鸟在南
昌五星白鹤保护小区上空
飞翔。

图3：白鹤在南昌五
星白鹤保护小区的湿地中
栖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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