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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王淑君 

（山东英才学院  山东济南  250104） 

摘要：由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已经席卷全球各个国家，专家积极参与推动新冠疫情的防控,让家长学生充分了解新冠病毒及新冠
疫苗的相关理论知识,也为老人、儿童接种率低的问题，能够及时得到解决，尽早接种新冠疫苗，提高新冠疫苗接种覆盖率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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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冠疫苗发展 

新型冠状病毒于 2019 年 12 初在湖北武汉发现，表现出一种传染

性高、速度快的特点，导致一些患者出现重症新冠肺炎。世界卫生组

织已经认识到新冠肺炎给人们带来的危险性，在 2020 年 1 月 31 日宣

布新冠肺炎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同年 3 月 12 日

定义为“大流行”。疫情的严峻，对于新冠疫苗的迫切需求，世界卫

生组织及其合作伙伴致力于在遵循最高安全标准的情况下，加快开发

COVID-19 疫苗。我们这个时代最紧迫的挑战就是新冠疫苗的研发，

全球流行病使世界各国的生命受到威胁，并扰乱了数十亿人的生活。

除了减少悲惨的生命损失和帮助遏制这种大流病，疫苗的使用将会每

月防止高达 3750 亿美元的全球经济损失。控制病毒的传播，减轻疫

情影响的唯一途径就是在世界范围内公平获得疫苗，尤其是处在一线

的工作者和弱势群体。为了响应国家的号召，提高国家新冠疫苗的覆

盖率，增加民众对新冠病毒防御已经迫在眉睫。 

二、新冠疫苗获批及应用 

随着疫情的严峻，在国内有五家研发设计单位可以达到监管机构

发展要求的标准，监管管理机构给予其附条件上市。其中有两种国产

的疫苗，已经被纳入世界卫生组织的紧急使用列表，一种来自科兴生

物，另一种来自北京生物。然而，新冠疫苗的获批上市或紧急使用的

疫苗总量已经达到 16 种，疫苗最大产能超过 150 亿剂，全球疫苗行

业风起云涌，推动着经济的发展。如美国辉瑞与德国 BioNTech 开发

的 mRNA 疫苗、印度企业 Bharat Biotech 生产的 Covaxin 疫苗及国药

集团研发的两款新冠病毒灭活疫苗，康希诺生物开发的非复制型载体

疫苗，智飞生物研发的重组亚单位疫苗等都已经投入使用。世界正上

演一场疫苗“争夺战”，美国疫情的严重对于疫苗的需求更加迫切，

仅仅一个国家的订单量就超过 20 亿剂，英国也紧随其后。中国是一

个在全球各国中对新冠肺炎疫情进行控制最好的国家，完全可以自给

自足，中国也疫情防控方面所取得的丰富经验，同时为其他一些国家

防控疫情提供了急需的口罩、呼吸机等医疗物资，为全球防控新冠肺

炎疫情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过去的十年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许多显著的成就，在移动

通信技术方面已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现在医疗技术水平方面与世界并

驾齐驱，如果我们共同努力中国将有机会站立在世界技术的顶端。 

三、新冠疫苗在发达国家取得的成就 

新冠疫情已经成为全球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我国新冠疫苗没有

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政府向人民群众免费提供的，是群体预防接种所

使用的疫苗，属于免疫规划疫苗。但是，巴西政府已对中国疫苗表现

出信任，同意购置 4600 万剂中国科兴研发的克尔来福新冠疫苗，且

开始计划把中国制造的新冠疫苗纳入巴西国家免疫计划。以色列从

2020 年 12 月 20 日起率先为医务人员和 60 岁以上公民接种疫苗，并

从 2021 年 1 月 23 日开始为 16～18 岁青少年接种疫苗，截至 2021

年 2 月 20 日，以色列成为全球新冠疫苗单剂次接种率最高的国家。

与此同时，针对潜在的新型冠状病毒变异株中国依生生物制药集团研

发的皮卡重组蛋白新冠疫苗率先在发达国家开启了临床试验，新西兰

药监局给予临床批准，展现出国家良好关系，以及快速研发新型疫苗

的决心。 

四、新冠疫苗应用现状及面临挑战 

（一）纠结年龄问题 

我国获批的新冠疫苗接种人群大多适用于 18 周岁及 60 岁，多数

疫苗问题没有一个针对 60 岁以上这些老人的研究。据国内外的新冠

肺炎临床研究显示，新冠肺炎感染好发于老年人，老年人重症的患病

率高，所以，在西方国家优先接种的人群是老年人。研究表明，老年

人在接种疫苗后产生的中和抗体滴度较低于年轻人，但不良反应发生

率也低，可能与老年人免疫功能下降有关。虽然在 2021 年 7 月 16

日，中国科兴的新冠灭活疫苗已经正式获批在 3-17 年龄段开展紧急

使用。此举无疑扩大了接种范围，总体分析数据的显示，安全性较高。

儿童和青少年都是免疫屏障构筑的重点群体，疫苗的安全性是这一群

临床试验中最重要的考虑因素。 

（二）新冠疫苗的接种问题 

新冠疫苗落实接种是影响免疫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在 2021 年

4 月份，研究人员选择深圳市民对新冠疫苗接种疫苗及需求进行在线

问卷调查，共纳入 1450 名调查对象，其中已经接种者、未接种者分

别占 62.78%、37.22%。 

在此次调查中，新冠肺炎紧急情况下接种疫苗的意愿高于未接种

疫苗的意愿使用，这可能是由于政府组织和上市后使用的自愿选择。 

不仅如此，研究人员同时调查了疫苗企业上市后不同接种意愿的

原因。 

结果显示，调查对象愿意接种新冠疫苗的理由包含，“国家免费

安排接种的比例最高”（81.21%）、 “亲戚朋友推荐去接种”（82.42%）、

“接种疫苗对预防新冠肺炎安全、有效的”（69.23 %）、对于那些不

愿意接种的调查对象所占比例 50.94%，其中担心新冠疫苗的副作用

和不良反应是首要原因，其次分别为“工作时间紧张没有时间去”、

“当地已无新冠病例，不需接种疫苗”、“身体疾病和年龄限制”、“没

有预约到号”。 

研究人员说，调查对象的年纪越大，接种新冠疫苗的比例就会高

一些。这可能是由于老年人患有严重长期疾病，使新冠肺炎的发病率

和死亡率相对较高，这也是社会最关注的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提

高接种效率、延长疫苗保护周期、降低疫苗不良反应发生率均可以提

高新冠疫苗接种意愿。在将来新冠疫苗供应充足的情况下，若要通过

提高接种率达到群体免疫效果，还需要提高公众的接种意愿。在新冠

肺炎疫苗供应充足的情况下，有必要提高公众的接种意愿，通过提高

接种率来达到群体免疫效果，不同接种疫苗效果之间的差异。 

（三）疫苗供给区域失衡问题 

新冠疫苗企业上市工作以来，被寄予者解决这个疫情的厚望。然

而，全球疫苗供给存在严重的失衡问题，这给全球疫情预防工作带来

了新的挑战。根据全球疫情监测，美国是目前全球疫情最为严重的国

家，其次是西班牙、意大利、德国等西方国家，美国各地区多次表示

接收到的新冠肺炎疫苗根本无法得到满足当地居民的接种需求，很多

地区不得不关闭接种站点，人感染新冠肺炎的数量与疫苗安全生产的

数量关系已经供不应求，不仅是美国经济出现这种环境问题，其他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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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严重的国家也出现这种社会问题。 

目前，全球疫苗的主要供应商例如，美国就限制了用于疫苗生产

的主要原材料的出口，保证了许多当地制造商的供应需求。然而，缺

乏社会必要财政实力的中等水平偏低收入和低收入国家的现状并不

乐观，疫苗的生产企业需要发展高端技术设备和特殊原料，在拥有最

多低收入国家的非洲，只有不到 10 家制造商有疫苗安全生产管理能

力。为解决疫苗分配不均的问题，世界贸易组织需要为疫苗和疫苗生

产原料的全球流通提供必要的途径。只有不断促进多边对话，凝聚多

方共识，才能解决疫苗的供给失衡问题，缓解新冠疫情。 

五、疫苗接种类型 

（一）腺病毒载体新冠疫苗 

腺病毒载体新冠疫苗是把新冠病毒 S 蛋白的基因构建到腺病毒

基因组。外壳仍然是通过腺病毒的正常使用外壳蛋白，但里面的基因

却含有一组编码新冠病毒 S 蛋白的基因。所以当腺病毒侵染宿主细胞

时，它会将编码新冠病毒的基因都释放到宿主细胞，在细胞质中制造

S 蛋白质，从而引发一系列的免疫反应。腺病毒载体疫苗给药方式为

肌肉注射，接种程序为 1 剂（0.5ml），减少多次注射给人体带来的痛

苦和疫苗管理上的困难。也存在一些变异病毒株可能引起疫苗的失

效、存在诱发血栓的现象、疫苗使用没有覆盖全部群体等问题。临床

试验中，有人认为一剂腺病毒载体疫苗的不良反应高于其他疫苗。但

我国腺病毒载体疫苗的研发耗费了一年多的时间，也经过多次的临床

试验，安全性和可靠性都是值得人们信服的。 

（二）新冠病毒灭活疫苗 

新冠病毒灭活疫苗是最为重要经典的方式，选用具有较强的病原

体，将其灭活，破坏新冠病毒的复制力，从而失去病毒的感染性，只

保留能引起我们人体自身免疫应答的活性研究部分，通常认为这是一

组传染病的首选疫苗管理方案。其优点是不会导致相应的疾病，抗体

水平较高，免疫原性较强;缺点是疫苗免疫效力较低，需多次接种，

且短期内难以实现产能迅速放大。我国的北京生物、武汉生物和科兴

生物疫苗都被广泛使用，在巴西和土耳其进行临床试验，巴西疫苗保

护率为 50.65%，土耳其为 91.25%。新冠病毒灭活疫苗接种程序为 2

剂次（0.5ml），接种间隔在 3-8 周，第 2 针剂在 8 周之内尽早完成注

射。也就是接种完第 1 针剂后 21 到 56 天内完成第 2 剂的接种，同时

专家提出建议以及接种完 2 剂灭活疫苗者，暂不建议使用其他疫苗进

行加强。 

（三）基因工程重组亚单位疫苗 

亚单位疫苗是一种无核酸的疫苗，可以诱发机体产生抗体。它具

有明确抗原和良好安全性，但需佐剂来提高疫苗的效果。亚单位疫苗

的成功制备需要高效的体外表达系统产生抗原。常用的表达系统是原

核表达系统和酵母表达系统其中原核表达系统作为首选表达系统，重

组亚单位疫苗不是完全的病原体，因此从本质上没有感染人体和致病

的能力。这种类型的疫苗和其他疫苗都不一样，例如灭活疫苗就有完

整的病原体。基因重组亚单位新冠疫苗给药方式为肌肉注射，接种程

序为 3 剂次（0.5ml），抗体水平较高，能够超过康复患者的血清抗体

量 2 倍。第一剂接种和第二剂接种间隔要在 4 周以上，第三剂接种时

间尽量在第一剂后 6 个月内完成。而且专家建议打完疫苗第一针后，

最好不要更换其他类型的疫苗进行接种。由此我们可见，基因进行重

组亚单位新冠疫苗在临床应用研究中显示出了一个不错的潜力。 

（四）核酸疫苗 

即 mRNA 疫苗就是基于病原体抗原蛋白对应的核酸结构，通过

不同的传递方式给人体细胞，经过转换后，刺激细胞产生抗原蛋白、

触发人体的抗原反应的一种疫苗产品。它是一种体内技术，基于获得

的病原体抗原序列，制备出相应的 mRNA,通过递送载体注射至人体，

RNA 在细胞中释放并表达抗原蛋白，人体的免疫系统会识别这些特

定抗原，从而产生免疫反应。与其他疫苗的比较，它是第一个进入临

床的，mRNA 疫苗具有无独立回声、安全性较高、流程简单、免疫原

性较强、储存和运输方便等优势。同时，mRNA 疫苗的应用也存在较

差的稳定性和容易被降解的缺陷，许多国家不能规模的生产，价格比

较贵而在低收入的国家难以得到普及。美国已将一个尚未完成临床前

动物实验的 mRNA 疫苗提前启动临床实验，这种打破常规疫苗研发

程序的方式是为了应对当前疫情紧急态势的应急措施。但是将一种还

没有在动物上证明安全性和有效性的疫苗仓促用于人体测试是否存

在伦理问题，还需疫苗从业人员的进一步深入探讨。鉴于近些年我国

多个机构建立了相对成熟的疫苗研发平台，新冠疫苗能够研发成功的

几率大大增加。mRNA 疫苗研究应用在中国肿瘤、传染型疾病和罕见

领域，主要传染性疾病有流感、乙肝、艾滋病、结核、肺炎、破伤风

等。主要肿瘤为结肠癌、卵巢肿瘤等，且在治疗方法上有一个良好的

安全性和耐受性。核酸疫苗的优势以及在研究方面上取得显著成就已

经得到了人民广泛的关注。虽然核酸疫苗也存在一些问题，处于不断

完善的过程，缩短注射疫苗消耗的时间和反复注射的问题能够得到很

好的解决，核酸疫苗将成为众多疫苗里新的希望，人类在预防和治疗

从此上升一个新阶段。 

六、目标：提高新冠疫苗接种覆盖率 

因为冠状病毒在全球的广泛传播，病毒突变逃避人体免疫反应的

可能性大大增加。到目前为止，新冠状病毒的突变情况还没有到疫苗

不再有效程度即使是印度出现的德尔塔病毒株也能受到保护，但是保

护率已经开始下降。当前我国疫苗（特别是灭活疫苗），在接种后产

生的中和抗体中含有多种抗体成份，识别系统同时识别多个抗原，一

组重要抗原突变，针对它的抗体失效了，但是针对这些病毒的其它抗

体还能发挥积极作用。此外，疫苗接种后的细胞免疫反应对绝大多数

的人都起到了保护作用。但是，仍需继续加强对冠状病毒的突变的监

测，考虑到新冠病毒变异较为频繁，根据目前已发现病毒出现少量变

异的情况下，专家建议将研制成功的疫苗企业作为自己一个具有类似

季节性流感疫苗的平台信息技术创新产品，即使病毒发生变异，我们

也可在最短时间内对现有疫情进行管理分析调整后快速应用，用一种

对社会安全有效的疫苗打赢这场抗疫战争。 

经过相关专家进行研究，接种过两针疫苗抗体的接种水平到了六

个月以后，疫苗保护率也会有所影响，但是，打完第二针疫苗六个月

以后在打一阵（加强针），结果发现自身的抗体水平也有一个明显的

增加，比两针接种增加了十多倍，第三针打完后半年还在有较高的抗

体水平。这也是增加免疫水平的重要举措。疫苗保护期按世卫组织的

规定要半年以上，基本上没有太多的疑问。保护期能否像许多病毒疫

苗一样，至少保护三至五年，目前尚不清楚。 

“发现和救治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三大原则

就能不断的战胜这场战疫，前提是必须依靠强大的政府工作能力，得

到人民群众的密切配合，通过所以的努力将人类的死亡率降到最低，

达到人定胜天的理想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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