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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美第三针新冠疫苗，有必要吗？

2021年8月12日，美国批准给免疫功能低下的群体
打第三针疫苗。几天后，8月18日，美国卫生与公众服
务部（HHS）、CDC、FDA以及一众政府卫生部门高
官发布一项联合声明，计划九月底启动全民接种第三针 
COVID-19 疫苗，从接种八个月以上的人群开始。

这份联合声明表示：“根据最新的一些发现，我们
认为需要一针强化疫苗来尽可能地提高疫苗的保护作用
并让其持久。”

美国有足够的疫苗给大家再来一针。第三针依然免
费，可以打疫苗的地方如今遍地都是，很方便。这第三
针跟之前打的mRNA疫苗是一样的，并不是新设计出来
专门针对某一个变种的疫苗。

但是，有必要大家都再来一针吗？
我们先看看这份联合声明所依据的最新发现是什

么？
这些最新的发现包括纽约州卫生部、Mayo Clinic、 

CDC养老院报告系统的数据，还有以色列卫生部的报
告。

纽约卫生部发现疫苗预防重症和住院的效力依然坚
挺（91.9%-95.3% ），疫苗预防感染的效力从91.7%降低
到79.8%。

Mayo Clinic：两种mRNA疫苗对重症和住院的预防
效力在85%以上，但预防感染的效力降低到76%和42%。

CDC养老院的数据显示，两针mRNA疫苗在早期预
防感染的效力是74.7%，八月份降低到53.1%。

以色列卫生部的数据显示，随着2021年初夏delta
变种在该国的传播，接种疫苗的时间与感染突破性病

例之间存在相关性。例
如，2021年1月接种疫苗
的人患突破性感染的可
能性是2021年4月接种的
人的 2.26 倍。

总 结 一 下 目 前 疫
苗的保护效力：疫苗预
防重症、住院和死亡的
效力并没有明显下降，
预防感染的效力有所下
降。

突破感染确实有增
加，但是绝大多数都是
轻症。目前美国的重症
和死亡，90%以上是没
打疫苗的人。

以 色 列 的 数 据 提
示，在那些早期接种疫
苗的人群里重症的风险
有可能增加。

如果两针疫苗的保护作用还很强，为什么我们现在
要打强化针？

联 邦 负 责 人 说 ， 尽 管 已 经 证 实 目 前 的 疫 苗 对 
COVID-19很有效，但它们提供的保护作用可能会在一
段时间后减弱或消失。打第三针的主要目的是避免将来
疫苗的保护作用下降而导致的重症和死亡。我们需要跑
在病毒的前面，早点行动来预防疫情恶化，不能等到接
种过疫苗的人里面住院或死亡的人数显著增加，才采取
行动。另外我们也不可能在一晚上就给所有人都打上疫
苗，是需要时间来做的。

突破感染是因为抗体水平降低导致的吗？还是抗体
对主导流行的Delta变种不够特异？以色列数据中的所
谓“相关性”有多强？如果是特异性不够，同样疫苗再
来一针又能如何？

具体到个人，怎样知道我的疫苗保护效力是否下
降？

很遗憾，目前没有简单可行的方法可以衡量您对 
COVID-19的免疫力，特别是健康成年人。免疫力是一
个多因素的东西，不仅仅是血液中针对特定病毒的抗体
数量，还有细胞免疫，后者更难衡量。免疫力跟一个人
的整体健康状况也有很大关系。

辉瑞和 Moderna 疫苗对 delta 变种非常有效。辉瑞认
为第三针会进一步增强对病毒的免疫力，并就这一点与 
FDA共享了数据：“现有数据表明，第三针疫苗引发的
抗体水平明显着超过了接种两针疫苗后的水平。”

然而，FDA并不鼓励大家去测抗体。FDA的最新有
关指南停留在五月份:

FDA（2021年5月19日）：目前不建议抗体测试来评
估接种COVID-19疫苗后对COVID-19的免疫力。我们
需要更多的研究。虽然阳性抗体检测结果可用于识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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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对 SARS-CoV-2 免疫反应的一部分抗体，但目前不
应用于评估一个人的免疫水平或对 COVID-19 的保护
力。

那么，打第三针之前需要测抗体吗？还是盲打？
抗体水平跟免疫力一定正相关吗？抗体越多越好吗？
某种抗体持续高水平会不会增加其它的副作用？

疫苗是实现群体免疫的重要手段。自由旗帜下，
众生百态。有人死得其所求仁得仁，有人临到插管追
悔莫及，有人撸起袖子准备再打，有人早已悄悄打了
第三针。

从群体免疫的角度来看，让更多的人打疫苗是不
是比给那些已经打过疫苗的人再来一针更有效？

自然，不乏胸怀天下的声音：全球那么多人连疫
苗都没见过，你们就打第N针？

所有这些，都有待进一步研究和讨论。 
COVID-19是一种新病毒，不断进化、变异并

迫使我们即时学习和调整的病毒。这是一个移动的目
标，每天都有新数据，接下来的几周和几个月内的情
况需要密切关注。

我们该怎么做？
我大胆地假设此公众号的美国读者里能打的都已

经完成两针疫苗了，那么，公共室内场所戴口罩，避
免大型室内聚会，勤洗手，吃好饭，多锻炼，保持健
康生活方式，开心过好每一天。

健康的身体是最好的免疫力。

（Gloria Zhang, 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医院医生。本文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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