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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兵 入 伍 后 ，部 队 会 组 织 新 兵 进

行疫苗接种。疫苗接种是将疫苗制剂

接 种 到 人 体 内 ，借 由 免 疫 系 统 对 外 来

物 的 辨 认 ，产 生 对 抗 某 一 病 原 或 相 似

病 原 的 抗 体 ，进 而 使 受 种 者 对 该 疾 病

具有较强的抵抗能力。新战友对各种

传 染 病 的 抵 抗 能 力 各 不 相 同 ，加 上 新

训 期 间 人 员 高 度 集 中 ，容 易 受 到 传 染

病 威 胁 。 新 兵 入 伍 后 接 种 疫 苗 ，是 提

高 人 群 免 疫 力 、防 止 传 染 病 在 部 队 发

生的重要手段。

目前，新兵要接种的疫苗有 5 种：新

冠病毒疫苗、流脑疫苗、乙肝疫苗、流感

疫苗和麻腮风疫苗。

接种新冠病毒疫苗是预防新冠肺

炎最好的办法。通过接种新冠病毒疫

苗，能够对个体进行有效保护，也能对

人群形成有效保护，从而降低感染率、

重症率和病亡率。军队人员作为需要

随时执行各类任务的群体，除确有禁忌

症外，应做到全员接种疫苗。若新战友

入伍前未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入伍后应

按照要求进行接种。

流脑疫苗用于预防流行性脑脊髓

膜炎（简称流脑）。流脑由脑膜炎奈瑟

菌引起，多在冬、春季节发病和流行，

可 通 过 飞 沫 、接 触 呼 吸 道 分 泌 物 等 途

径传播，人群普遍易感，且以隐性感染

为主。感染后对同一亚型会获得一定

程 度 的 免 疫 力 ，不 同 亚 型 间 有 交 叉 免

疫 ，但 不 持 久 。 流 脑 疫 苗 分 为 A 群 流

脑 多 糖 疫 苗 和 A 群 C 群 流 脑 多 糖 疫

苗。A 群 C 群流脑多糖疫苗是国家免

疫规划一类疫苗，儿童在 3 岁和 6 岁时

应各接种 1 剂次。通过预防接种，可以

获得对流脑的免疫保护力。但这种免

疫 保 护 力 不 能 携 带 终 生 ，随 着 接 种 时

间 延 长 ，免 疫 保 护 力 会 逐 渐 减 弱 甚 至

消 失 ，需 要 进 行 加 强 免 疫 。 新 兵 入 伍

后接种的流脑疫苗为 1 针剂肌肉注射，

属于加强免疫。

乙 肝 疫 苗 是 乙 型 病 毒 性 肝 炎 疫

苗 的 简 称 。 乙 肝 是 由 乙 肝 病 毒 引 起

的 ，以 肝 脏 炎 性 病 变 为 主 的 一 种 传 染

性 疾 病 。 接 种 乙 肝 疫 苗 是 预 防 乙 肝

病 毒 感 染 最 安 全 、有 效 的 方 法 。 乙 肝

疫 苗 是 国 家 免 疫 规 划 一 类 疫 苗 ，婴 儿

出生后的 24 小时内及第 1 个月和第 6

个月各接种 1 剂次。由于大多数新兵

入 伍 前 接 种 过 乙 肝 疫 苗 ，因 此 建 议 新

兵入伍后接种 1 针剂乙肝疫苗进行加

强免疫。

流感疫苗用于预防流行性感冒病

毒引起的流行性感冒（简称流感）。流

感病毒的抗原性易变、传播迅速，每年

都可出现季节性流行。为了确保流感

疫苗的针对性、有效性，建议战友们在

每年流行季到来前接种 1 次。此外，在

常态化疫情防控条件下，可能出现新冠

肺炎疫情与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叠加

流行的风险。接种流感疫苗有助于减

轻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压力。一般接

种流感疫苗 15 天后才能产生有效的保

护性抗体，在此期间仍有可能感染流感

或患上一般性感冒。如果官兵出现感

冒症状，要及时治疗。

麻腮风疫苗是麻腮风联合减毒活

疫苗的简称，用于预防麻疹、流行性腮

腺炎和风疹。麻疹、流行性腮腺炎和风

疹都是急性呼吸道传染疾病，主要传播

途 径 是 飞 沫 传 播 和 接 触 传 播 ，传 染 性

强。麻疹在人口密集且未普遍接种疫

苗的地区易发生流行。流行性腮腺炎

和风疹一年四季均可发生，冬、春季节

发病较多。麻腮风疫苗是国家免疫规

划一类疫苗，婴儿出生后的第 8 个月和

第 18 个月各接种 1 剂次。新兵入伍后

接种的麻腮风疫苗为 1 针剂肌肉注射，

属于加强免疫。

每 种 疫 苗 的 接 种 禁 忌 不 完 全 相

同，总体来说主要分为以下 3 类：一是

曾 经 有 过 疫 苗 接 种 过 敏 反 应 ，如 急 性

过敏反应、荨麻疹、皮肤湿疹、呼吸困

难、腹痛、晕厥等，禁止接种；二是如果

对疫苗的某种成分过敏，禁止接种；三

是 处 于 某 种 疾 病 的 急 性 发 作 期 ，应 暂

缓 接 种 ，待 病 情 稳 定 后 根 据 医 生 建 议

确定是否接种。

官兵接种疫苗时要注意以下事项：

接种前尽量不要熬夜，以保持身体

的最佳状态；不饮酒，不吃辛辣刺激的

食物和海鲜等容易过敏的食物，避免空

腹接种；接种前一天不要过度运动，防

止免疫力下降，影响疫苗接种效果。

接种当天携带好身份证，穿宽松的

衣服，方便接种；接种时如实告知接种

医生自己最近的健康状况。

接种后在现场留观 30 分钟左右，观

察是否有急性过敏反应。接种疫苗后

24 小时内不要洗澡，保持接种部位干燥

卫生，同时清淡饮食、多饮水、注意休

息。需要注意的是，有的战友接种疫苗

后，接种部位可能出现疼痛、红肿、硬结

等症状，或是有发热、肌肉疼痛、关节痛

和头疼等表现。这是接种疫苗后较为

常见的不良反应，大多可在 24-48 小时

内消失，不必过度担心。如果接种后出

现局部化脓伴发热、晕厥、过敏性皮疹、

过敏性休克、血管性水肿等局部或全身

反应，应立即就医。

（作者系解放军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免疫规划科专家）

新兵入营，疫苗接种不可忽视
■刘 威

健康话题

姜姜 晨晨绘绘

入秋后，某部下士小李经常感觉嗓

子干痒、有异物，近段时间还出现反复

咳嗽，刷牙时恶心、反酸等表现。小李

前往卫生连就诊后，军医诊断他患了咽

喉炎。

秋季天气干燥、昼夜温差较大，咽部

黏膜受干冷空气刺激容易诱发炎症。咽

喉炎分为急性咽喉炎和慢性咽喉炎两

种。急性咽喉炎是咽喉黏膜、黏膜下组

织和淋巴组织的急性炎症，一般与上呼

吸道感染有关。发病初期，咽部干燥、灼

热，继而出现疼痛症状，吞咽时痛感明

显。严重者可能有发热、头痛、食欲不

振、四肢酸痛等表现，病程一般在 l 周左

右。慢性咽喉炎多因急性咽喉炎治疗不

彻底、反复发作，或鼻部、扁桃体、肺气管

等处发生病变对咽喉产生刺激引起，常

在成年人中发生，病程较长，不易治愈。

慢性咽喉炎患者早晨起床时常有刺激性

咳嗽症状，但无分泌物咳出，严重的可能

出现干呕症状。用嗓过度、受凉或过度

疲劳时，咽喉不适感会加重。

有的战友出现咽喉炎症状时，觉得

不用治疗，多饮水就能恢复；还有的战

友 用 药 一 段 时 间 后 ，发 现 情 况 有 所 好

转，便停止用药。这些做法都是不可取

的，容易导致咽喉炎反复发作，由急性

转为慢性。如果战友们出现明显的咽

喉不适，要及时就医，在军医指导下进

行血常规检查、咽拭子检测等，以明确

病因。细菌性咽喉炎可口服抗生素药

物进行治疗；病毒性咽喉炎除服用抗病

毒药物外，还可采用雾化吸入药物和静

脉注射等治疗方式。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是预防咽喉炎

的关键。战友们在日常生活中要注意以

下几点：合理发声，避免长期大声说话；

多喝温水，保持喉咙湿润；注意防寒保

暖，根据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防止受

凉感冒；早晚刷牙、饭后漱口，保持口腔

清洁；合理饮食，适当多吃蛋白质含量较

高的食物及黄瓜、柠檬、梨、柚子等富含

膳食纤维和维生素 C 的食物，少吃生冷、

辛辣等刺激性强的食物。

天气转凉谨防咽喉炎
■郭子涵 冯开明

体检中的健康知识⑩
心电图检查是了解心脏健康状况的

一项基本而重要的检查。有的战友做心

电图检查后，看到心电图报告上有“窦性

心动过缓”或“窦性心律不齐”等诊断，不

知 道 代 表 什 么 情 况 ，是 否 需 要 就 医 治

疗。本期，西部战区总医院心血管内科

主任医师杨永健为战友们解读心电图检

查中的几种常见诊断。

心 脏 内 部 有 一 个 重 要 的“ 司 令

部”——窦房结，掌管着心脏活动，可以

自动、有节律地产生电冲动，通常频率为

60-100 次/分。电冲动可以传导至心脏

特定部位，引起心脏的收缩和舒张。窦

房结每产生 1 次电冲动，心脏就跳动 1

次，这在医学上称为窦性心律，是心脏的

正常节律。

窦性心动过缓和窦性心律不齐是常

见的窦性心律。窦性心动过缓主要由控

制窦房结的神经引起。窦房结分布着丰

富的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大脑通过

这两种神经系统影响着窦房结的活动。

当产生紧张、害怕、激动等情绪时，交感

神经会被激活，导致心肌收缩力增强，心

率加快；休息或睡觉等身体较为放松时，

副交感神经被激活，导致心肌收缩力减

弱，心率减慢。此外，长期进行高强度的

军事训练会使副交感神经张力增强，交

感神经张力降低，从而导致心率减慢。

在临床中，有的战友心率低于 50 次/分，

尤其是夜间，间断心率甚至低于 40 次/

分，但心脏电生理检查（发现、鉴别心律

失常的方式）没有异常。这主要是长时

间高强度的军事训练及夜间副交感神经

张力增强所致，不需要进行特殊处理。

其实，对经常训练的官兵来说，心率下降

是心脏功能变得强大的一种体现。当

然，心率的降低是有限度的。如果在心

率下降的同时，出现头晕、黑矇、胸闷、乏

力等症状，要及时就诊。

窦性心律不齐包括呼吸性窦性心律

不齐、非呼吸性窦性心律不齐、室相性窦

性心律不齐、窦房结内游走心律等。呼

吸性窦性心律不齐最为常见，多发生于

儿童和青年人，吸气时心率加快，呼气时

心率减慢，心率变化符合呼吸周期。其

他几种窦性心律不齐多见于器质性心脏

病（包括先天性心脏病、冠心病、高血压

性心脏病、风湿性心脏病、肺源性心脏

病、心肌病等）患者。对大多数战友来

说，窦性心动过缓和窦性心律不齐是正

常心脏节律，不需要治疗，进行动态观察

即可。

与窦性心律相对应的是异位心律。

异常情况下，心脏的心房、心室等存在发

放电冲动频率更高的兴奋点，可以指挥

心脏收缩和舒张。房性早搏和室性早搏

是较为常见的异位心律。偶发的早搏一

般不会引起不适，通常不需要治疗，定期

观察即可。如果早搏频发，可能影响心

脏结构及泵血功能，应及时就医，在医生

指导下进行治疗。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是影响心脏健康

的重要因素之一。吸烟、肥胖、缺乏运

动、饮食不合理、精神压力大等，都可能

对心脏造成不良影响。建议战友们在日

常生活中戒烟限酒、加强运动、平衡饮

食、控制体重、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的心

理状态。如果出现呼吸困难（喘气、憋

气、气紧、气急、提不上气）、胸痛（闷痛、

绞痛、压榨样痛）、心悸（心跳快、心跳慢、

心跳不整齐）、头昏、黑矇甚至晕厥症状，

很可能是心脏在向身体发出警报，应及

时就医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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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小贴士

近日，第 75集团军某旅组织开展战场救护综合演练，锤炼官兵在复杂地域

的综合救治能力。图为卫生员为“伤员”建立静脉通道。

夏可菲摄

某部战士小王在游泳训练后感觉

眼 睛 发 痒 ，过 了 一 段 时 间 还 出 现 畏

光 、流 泪 、红 肿 等 症 状 。 他 只 好 暂 停

训练，前往医院就诊。联勤保障部队

第 910 医院眼科主任李维娜仔细检查

后，诊断小王为急性结膜炎。询问得

知，小王出现眼部不适时经常用手揉

眼睛。由于急性结膜炎具有传染性，

加上小王病情较重，李主任建议他入

院治疗。

急性结膜炎也称红眼病，是由于眼

睛结膜防御能力减弱或外界致病因素

增加引起的结膜组织炎症。海水中细

菌微生物较多，官兵进行游泳训练时如

果不注意防护，眼睛可能受到刺激，出

现发红、发涩、发痒等症状，严重的还会

引发急性结膜炎。此外，海水具有较高

的渗透性。如果身体长时间浸泡在海

水中，可能对眼球产生压迫，导致眼部

血液循环障碍，使眼睛的自我保护能力

下降。

急性结膜炎大多由细菌、病毒感染

引起，科学防护能有效降低急性结膜炎

的感染概率。建议战友们在游泳训练

前后滴抗生素类的眼药水；训练过程中

佩戴大小合适、密封性能好的护目镜，

既能避免眼睛直接接触海水，还可以防

止阳光直射眼睛；训练后及时用净水冲

洗全身。如果出现眼睛干涩、发痒、疼

痛等不适，不要用手直接触摸、揉搓眼

睛，可用净水冲洗，或用冰块冷敷，还可

滴氧氟沙星滴眼液、妥布霉素滴眼液等

抗生素滴眼液。如果出现眼部刺痛、红

肿、结膜充血、有脓性或黏液性分泌物

等症状，很可能是患了急性结膜炎，应

立即前往医院就诊。

急性结膜炎具有传染性。如果官

兵不慎患上急性结膜炎，应避免与他人

近距离接触。如必须接触，应尽可能选

择室外场所，并保持 1 米以上距离。急

性结膜炎患者的个人物品要进行消毒

处理。脸盆、毛巾、浴巾、泳镜等可通过

高温烫煮、消毒液浸

泡 等 方 式 消 毒 ；衣

物、被褥等可通过日

光暴晒的方式消毒。

眼睛红肿应及时就诊
■巴 涛 苏婷慧

有的战友进行游泳训练时可能出

现耳朵进水的情况。如果处理不当，

外耳道和鼓膜易受感染，严重的还可

能引发外耳道炎和中耳炎。海训期间

如何科学护耳？第 73 集团军某旅军医

黄宏伟提出 3 点建议：

耳朵进水正确处理。耳 朵 进 水

后，有的战友误以为是异物堵住了耳

道，习惯用手或棉签去掏耳朵。如果

掏耳朵时用力过猛，可能损伤外耳道

和 鼓 膜 。 官 兵 出 现 耳 朵 进 水 的 情 况

时，可在上岸后将头歪向进水一侧，耳

朵向着地面方向，一只手堵住另一侧

耳朵，一只手紧压在进水耳朵的耳廓

上，然后迅速松开手掌，利用压力差将

耳朵里的水排出。也可以用干净的棉

签慢慢探入耳道，将水吸出。注意不

要探入太深，防止损伤内耳。

鼻腔呛水勿用力擤。有 的 战 友

呛 水 后 会 猛 烈 地 呼

吸 和 咳 嗽 ，此 时 呛

入 的 海 水 和 一 些 鼻

腔 分 泌 物 可 能 倒 流

进中耳内，导致中耳感染。如果出现

鼻腔呛水的情况，可按住一个鼻孔轻

轻 将 水 擤 出 。 注 意 不 要 同 时 捏 住 两

个鼻孔用力擤，避免海水或鼻腔分泌

物 进 入 中 耳 。 有 条 件 的 也 可 在 上 岸

后 用 生 理 盐 水 或 专 业 的 鼻 腔 冲 洗 器

清洗鼻腔。

训练结束防止着凉。鼻、耳两器

官通过咽鼓管相互连通。如果官兵出

现上呼吸道感染，咽部和鼻部的炎症

可能经由咽鼓管蔓延到中耳腔黏膜，

导致中耳积液、阻塞，进而引发急性中

耳炎。海训期间，战友们要做好保暖

工作，上岸后及时擦干身体，换上干衣

服，防止受凉感冒。

需要注意的是，慢性中耳炎、慢性

扁桃体炎、慢性鼻窦炎等慢性疾病患

者可能存在咽鼓管功能不良、鼓膜穿

孔等慢性疾病关联症状。如果直接下

水，病菌可能经由咽鼓管或鼓膜侵入

中耳，诱发急性感染。建议患有这些

慢 性 疾 病 的 战 友 下 水 训 练 时 佩 戴 耳

塞，防止海水进入。

耳朵进水要妥善处理
■喻润东 周天宇

健康讲座

9 月 中 旬 ，驻 澳

门部队迎来 2021 年

度 秋 季 新 兵 。 为 确

保 新 训 工 作 安 全 有

序展开，该部严格落

实体温检测、核酸检

测、行李消毒等防疫

措 施 。 图 为 卫 生 员

对 新 兵 进 行 鼻 拭 子

核酸检测。

肖 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