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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探究融媒体视域下公众疫苗接种意愿及其影响因素，选取杭州、宁波、台州、衢州四个城市为调查地

区，采用分层抽样的方式筛选街道随机发放问卷，采用因子分析、Logistic回归分析等方法探求各因素

在影响接种意愿上所占比重。此外，运用访谈调查与网络爬虫来辅助拓宽数据来源。研究结果表明：绝

大部分人群对疫苗接种持支持态度，主要是由于其对疫苗了解程度高、对疫情敏锐度高、担忧感染风险，

并具备较强的社会责任感。而不愿接种的人群大多社会责任感低，对疫苗了解不足。基于此，提出了“加

强社会责任感引导建设”“加强社会疫苗科普教育”“优化接种流程”等建议，以期为融媒体视域下如

何进行民众思想建设改善疫苗认同度提供数据支撑和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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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public’s willingness to vaccinate against COVID-19 and its influencing fac-
to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inancial media, Hangzhou, Ningbo, Taizhou and Quzhou were se-
lected as the survey areas. Stratified sampling and proportional sampling were used to select 
streets and randomly distribute questionnaires. Factor analysis and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ere used to explore the proportion of each factor affecting the inoculation intention. In 
addition, interview survey and web crawler are used to help broaden data source channel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ajority of the population supported vaccination, mainly because of their 
high sensitivity to the epidemic, concern about the risk of infection, and a strong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At the same time, the higher the understanding of vaccine, the higher the willing-
ness to vaccinate. However, most people who do not want to get vaccinated have a low sense of so-
cial responsibility and lack of knowledge about vaccines. Based on this, some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such as “strengthening the guidanc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strengthening 
the popular science education of social vaccine”, “optimizing the vaccination process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social vaccination rate, and provide data support and in-
tellectual support for how to improve the public’s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and vaccine recogni-
tion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financial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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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0 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全球爆发，防控疫情、战胜疫情成了一场全球动员、全民参战、全力求

胜的大战。我国已步入后疫情时期，在疫情反扑和病毒变异的当下，提升疫苗加强针接种率，进一步完

善免疫壁垒的需求愈加迫切[1]。然而随着国内疫情长期反复，新冠疫苗是否有效的争议多次被推上风口

浪尖，“疫苗无用论”甚嚣尘上。事实上，早在 2019 年初，世界卫生组织就将“疫苗犹豫”列为“全球

卫生面临的 10 项威胁”之一。这一舆情的存在势必会愈发降低民众对疫苗的信任度，对后续加强免疫工

作的开展造成阻碍，更会在长远上对国家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产生负面影响[2]。 
2020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主流媒体传播力绩效评估研究”相关文

献中明确指出：“泛众化时代公众在媒介接触方面的不同取向，对风险认知和行为意愿的塑造有着直接

的影响。”在新冠疫情爆发期间，大众媒体被认为是公众的主要信源，通过塑造风险认知潜移默化地影

响着公众的预防态度和预防行为。主流融媒体正发展为信息传播、舆论引导和思想建设的重要阵地[3]。
据以往的疫苗接种工作记录可知，当公众对疫苗的信息了解得越全面，对社会环境的风险感知更高，往

往更有把握做出相对正确的决策[4]。 
然而融媒体视域下，网络媒体显现出交互性、自由性及匿名性等特征，这些特点使得不少存在偏见

的虚假内容有意或无意地散布，给受众传播了错误的、没有科学依据的信息内容，造成了传播内容的异

化[5]。随着国内疫情时有起伏，部分媒体为博取流量，在缺乏监管下大肆对新冠疫苗进行负面报道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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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煽动，严重影响了公众对疫苗的接受度和信任感[6]。如何创造新媒体传播生态格局是我们必需思考的

问题。杜智涛和罗湘莹(2021)指出，提升主流媒体等正式信息源的公信力、影响力和社会动员能力，强化

主流媒体在公众心中的品牌形象，是面对疫情风险、构建信任共同体和风险共同体的社会心理基础[7]。
政府应利用传播媒介的及时性，修正疫苗相关的虚假信息，确保信息传播的透明[8]。 

综上所述，实现融媒体发展，以监管全程为准则，规避社会责任风险，并以此来创建良好传播生态

格局已经刻不容缓，浙江省作为信息化发展前沿的大省更身兼引领之责。这亟需我们把目光聚焦于疫苗

接种意愿影响因素，以融媒体视角探究疫苗接种工作现存问题并制定针对性建议，为浙江省后续疫苗接

种工作开展和新传播生态格局构建提供有效参考。 

2. 研究设计和实施 

2.1. 研究目的 

本项目将目前对新冠疫苗接种意愿的探讨和融媒体视野下社会舆情引导问题相结合，通过问卷调查、

访谈调查两种形式，在浙江省范围内针对浙江省各卫生机构、省内居民开展实践调查，采取网络爬虫的

手段辅助数据获取。研究目的如下： 
1) 获悉居民疫苗犹豫心理的主要成因。本项目组通过问卷与访谈结合的形式，收集被调查个人对疫

苗的真实接种意愿，通过科学的数据处理方法获取各因素所占比重进行分析，得出首要因素，并在此基

础上探寻解决其顾虑的针对性切入点。 
2) 找出融媒体舆论引导的不足之处。对疫苗接种有关微博进行网络爬虫，掌握大众对新冠疫苗的总

体印象及关注点，并整理得出亟需改善的问题，充分发挥融媒体引导网络热点舆论的优势，辅助其快速

抢占网络热点高地，在整体上提升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浙江省政府对于舆情走向的把控能力。 

2.2.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问卷调查和访谈调查为主、网络爬虫为辅，以普通市民、接种门诊中心工作人员、卫生机

构负责人三层群体作为调查对象。 
本研究采用发放问卷的形式对浙江省居民的基本信息、新冠疫苗认知情况与接种意愿、影响接种意

愿的因素进行调查分析，以简单随机抽样的计算公式来估计本次调查的样本量，并通过预调查获取的问

卷数据来确定最终的样本量。取显著性水平为 5% (1.96)、最大允许绝对误差∆ = 5%，根据 P = 0.5 达到

极大值时对初始样本量进行计算。参考预调查结果，预估问卷回收的有效率为 85%。最终得出抽样样本

量至少为 450 份。 

3. 分析方法和过程 

本研究依次通过主题确定、调查设计、调查实施、数据分析、概况总结、对策建议等研究步骤，逐

步开展基于融媒体视域下浙江省疫苗接种健康信念模型的研究。首先通过二阶段抽样，在浙江省范围内

筛选出具有样本代表性的调查区域并随机发放问卷。调查实施后，采用多种统计分析方法对数据进行分

析。其次，本研究还运用访谈调查与网络爬虫来辅助拓宽数据来源渠道。最后，本研究基于融媒体视域，

对疫苗接种工作提出针对性建议。 

3.1. 样本数据结构分析 

由图 1 可知，非常了解疫苗的被调查者全部愿意主动接种疫苗，而随着对疫苗了解程度的降低，愿

意接种疫苗的人数比例也在减小，依次为 100.0%、90.1%、73.8%、50%，这说明对于疫苗的了解程度会

直接影响到真实的接种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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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Broken line chart of understanding of COVID-19 vaccine and vaccination willingness 
图 1. 新冠疫苗了解程度与真实接种意愿百分比堆积折线图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frequency table of various influencing factors 
表 1. 各影响因素描述统计量及频率表 

影响因素 均值 标准差 偏度 峰度 

安全性 4.55 0.584 −0.886 −0.205 

有效性 3.60 0.749 0.144 −0.421 

便利性 4.39 0.757 −1.088 0.565 

强制性 4.51 0.677 −1.264 1.187 

焦虑心理 4.62 0.552 −1.123 0.267 

科普工作 4.60 0.525 −1.092 0.116 

亲友建议 4.30 0.722 −0.968 1.052 

主流观点 4.15 0.765 −0.395 −0.815 

 
表 1 为各类可能的影响因素所占分值的描述性分析表。均值数值越大，则代表认同度越高，愿意主

动接种新冠疫苗的可能性越大。 
从疫苗本身角度分析，浙江省居民对疫苗安全性的认可程度均值为 4.55，约有 59.4%的被调查者认

同新冠疫苗具备极高的安全性；而针对疫苗有效性的认同度均值为 3.60，仅有 11.3%的受访者十分认可

疫苗的有效性，绝大部分受访者都认为新冠疫苗的有效性处于较好或一般的水平。 
从风险感知角度分析，60%的受访者皆十分认同应该进行强制的疫苗接种，认可度均值达 4.51；约

有 65.8%的受访者会因疫情的持续而产生焦虑心态，均值为 4.62；约有 67%的被调查者十分重视疫苗科

普工作，程度达 4.60。这表明大部分人依旧担忧疫情风险，清楚全面免疫壁垒的建立是战疫成功的关键。 
从社会舆论角度分析，约有 42.7%的受访者表示其亲友对疫苗接种持完全支持态度，47.3%的受访者

表示其亲友持较为支持的态度，平均值约为 4.30，说明来自身边亲近之人的舆论影响呈现良好态势；而

主流观点中，约有 37.2%的受访者认为所见的主流观点对疫苗接种为完全支持，而 42.0%的受访者则表示

依旧能听到某些质疑的声音，主流观点支持率均值为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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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接种条件角度分析，被调查者对方便性的满意度均值为 4.39，约有 54.0%的受访者认为在疫苗的

接种过程中并未给自己带来明显不便。 

3.2. 影响因素因子分析 

Table 2. Summary of factor analysis results 
表 2. 因子分析结果汇总表 

因子编号 因子名称 影响因素 
主因子 

1 2 3 4 

F1 风险感知因子 

焦虑心理 0.924    

科普重视 0.912    

认同强制 0.842    

F2 社会舆论因子 
亲友建议  0.834   

主流观点  0.884   

F3 疫苗评价因子 
疫苗安全性   0.793  

疫苗有效性   0.909  

F4 接种条件因子 接种方便性    0.959 

因子编号 32.571 22.777 21.271 12.358 

因子编号 32.571 55.348 76.620 88.978 

 
表 2 是因子分析结果汇总表。由表 2 可知，前四个公因子共同解释了浙江省居民对新冠疫苗接种意

愿的影响因素中 88.978%的原因，其中 F1 (风险感知因子)解释了 32.571%的原因，表明是否担忧国内疫

情环境、是否对疫情尽快解决存有迫切心理，是影响被调查者接种意愿的最大因素；F2 (社会舆论因子)
解释了 22.777%的原因，表明亲友的建议和社会主流观点同样会在较大程度上影响被调查者的接种意愿；

F3 (疫苗评价因子)解释了 21.271%的原因，表明受调查者对疫苗本身质量的认知情况也会对接种意愿产

生影响；F4 (接种条件因子)解释了 12.358%的原因，对上述因素起到补充作用。 

3.3. 影响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Table 3. Variable coefficient table of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表 3. Logistic 回归模型变量系数表 

 B S.E. Wals Sig. Exp (B) 
渐近 95%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F1 12.804 6.235 4.217 0.040 363674.457 1.792 7.38 × 106 

F2 5.893 1.924 9.381 0.002 362.672 8.349 1.58 × 104 

F3 5.381 1.973 7.436 0.006 217.144 4.542 1.04 × 104 

F4 3.092 1.249 6.133 0.013 22.030 1.906 2.55 × 102 

常量 11.993 4.823 6.182 0.013 161578.807 — — 

 
表 3 是上述影响因素作二值 Logistic 回归所得模型变量系数表。所有因子的显著性水平均小于 0.05，

因而可将全部变量纳入方程中。其中，风险感知因子的优势比最大，在所有变量中所起到的作用最大，

最容易促进支持接种疫苗这一结果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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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得到以下回归方程： 

1 2 3 4ln 11.993 12.804 5.893 5.381 3.09
ˆ

ˆ
2

1
F F F Fp

p
= + + + +

−
                  (1) 

其中， p̂为事件发生的概率，11.993 为模型的截距， iF 为各解释变量。根据该方程可以预测浙江省居民

愿意接种新冠疫苗的概率。 

3.4. 网络爬虫分析 

微博作为网友最常用的言论交流平台之一，成为网络舆情分析的重要研究平台。本项目组首先通过

网络爬虫技术爬取有关疫情的微博话题与评论，随后利用 RegExp 语法对关键词疫苗、接种、疫情等进

行提取，并过滤掉一些无关的常见词汇，之后使用 K-means 算法对 RegExp 输出的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

再使用 TF-IDF 进行逆文档词频率分析，得到如下分析结果(表 4)： 
 

Table 4. Summary of TF-IDF analysis results 
表 4. TF-IDF 分析结果汇总表 

词语 TF 值 IDF 值 TF-IDF 值 

新冠疫苗 0.0429 0.0845 0.0238 

加强针 0.0356 0.1909 0.0245 

疫情反弹 0.0204 0.0998 0.0227 

有效性降低 0.0105 0.0134 0.0140 

二代疫苗 0.0093 0.0134 0.0124 

变异毒株 0.0094 0.2934 0.0126 

禁忌症 0.0083 0.0635 0.0115 

强制接种 0.0076 0.0134 0.0102 

加强免疫 0.0057 0.3519 0.0138 

德尔塔 0.0050 0.4083 0.0122 

 
某一特定文件内的高词语频率以及该词语在整个文件集合中的低文件频率，可以产生出高权重的

TF-IDF。因此，TF-IDF 值越高，表明该词在所有样本中的重要程度越高。“新冠疫苗”“加强针”“疫

情反弹”三词的 TF-IDF 值最高，分别为 0.0238、0.0245、0.0227，反映了在新冠疫苗的相关讨论中，由

于病毒持续变异导致疫苗有效性下降，疫情出现反弹，网友针对疫苗的有效性与加强针的推广展开了激

烈探讨，总体上呈现支持态度，但质疑声也经久不歇。 

4. 分析结果 

4.1. 接种意愿层面 

调查结果显示，随着对疫苗了解程度的降低，愿意接种疫苗的人数比例也在减小，说明对于疫苗的

了解程度会对真实接种意愿有切实的影响。当调查对象对疫苗的安全性、有效性等多方面信息有了一定

掌握后，其对接种的忧虑与犹豫程度会有所下降；而对于对疫苗了解程度不高的群体，由于对未知事物

存在恐惧等心理，更大概率抗拒疫苗接种；还有部分群体受到的科普不足，并不理解疫苗起效的原因，

难以打消对疫苗安全性的怀疑，又迫于周边舆论的压力而不敢拒绝接种，因而更倾向于保持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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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影响因素层面 

4.2.1. 风险感知 
通过因子分析可知，风险感知因子解释了 32.57%的原因，部分群体拥有较强的感知风险能力，对疫

情变化的趋势与走向持续投入关注和担忧，或是对有可能威胁到自身健康与安全的因素更为警惕，对外

界的危险来源更加畏惧。以上原因都会促使该部分人群主动寻求能够帮助自身规避风险的途径。 

4.2.2. 舆论因素 
新冠疫情的控制是一场举国上下的重要战斗，其结果不仅关系到个人的健康安全，更关系着社会与

政府的前途命运，因此新冠疫苗接种是一个细至个人、泛至全体公民的话题。在因子分析中，社会舆论

因子解释了 22.78%的原因，倾向于接种的人总会受到社会责任感与大局观的驱使，抑或因周边舆论倾向

而产生随大流的从众心理；不愿接种的人群大多社会责任感较低，同时对疫情形势过度乐观，怀抱不会

波及自身的侥幸心理。 

4.2.3. 质量评价 
疫苗质量的评价解释了 21.27%的原因，从质量角度分析，浙江省居民对疫苗安全性的认可程度均值

为 4.57，而针对疫苗有效性的认同度均值仅为 3.6。这表明愿意接种的群体可能对疫苗的有效性并不抱太

大希望，但大多较为信任该疫苗的安全性，这其中更是源于对政府决策的天然信任，使得其在并不了解

疫苗的情况下依旧对疫苗质量保持较高的认可度。 

4.2.4. 其他因素 
由于个体的特殊原因，被调查者对接种方便性的满意度均值为 4.39，约 12.5%的受访者认为接种过

程存在较为不便的情况。且在调查中，许多未接种的个体经营户及自由职业者均表示，由于个人预约困

难或因接种开放时间正好处于忙碌期而无暇前去。 

4.3. 政策舆情层面 

在网络爬虫分析结果中，“强制接种”出现了 1401 次。为了推进疫苗覆盖率，许多地方采取了一系

列较为强硬的措施，例如启动“二码”联查，进入公共场所需同时出示健康码和疫苗接种记录，或是将

不接种疫苗者纳入失信名单等。种种举措引发许多不满与抵制的声讨。对于地方政府的此类行为，中央

也反复多次强调，接种新冠疫苗不是法定义务，必须遵循“知情同意自愿”的基本原则。 

5. 总结建议 

5.1. 总结 

1) 疫苗得到广泛认同，但仍存在不愿接种 
问卷调查与访谈调查结果显示，绝大部分居民都已接种疫苗，并积极动员亲友去接种疫苗，响应政

府号召。多数参调者认同接种疫苗是防控并快速结束疫情最有效的方法之一。谈及接种原因时，他们列

出了许多考虑因素，包括担忧疫情风险、疫苗的安全性具有国际认证、亲友对接种持支持态度、接种后

遗症影响甚微等。 
在对未接种的参调者进行访谈后，项目组对原因进行了归纳，其中包括对疫苗的时效性及副作用存

疑、体质差异以及侥幸心理等。对于不愿接种的居民，街道办事处和门诊中心工作人员表示，会尽力与

其沟通，对他们进行疫苗相关知识的详细科普，同时也会发动其身边的亲朋好友进行劝解。而对于始终

不愿接种的个体，街道接种门诊中心的工作人员会对其个人信息和出行记录进行备案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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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科普工作广泛开展，但信息获取仍有不便 
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一直是市民关心的问题，在疫苗知识的科普宣传方面，部分街道相关部门积

极主动地向市民宣传普及疫苗知识，尽力做到挨家挨户知晓、宣传多渠道、全覆盖。线上通过网络平台

发布全民接种通知及疫苗知识科普，线下在相关街道举行活动或讲座进行面对面宣传，争取宣传无死角。 
然而部分街道相关部门则对线下科普渠道稍有遗漏。访谈中，绝大多数受访者表示自己获取信息的

主要渠道是微信、微博、抖音等网络平台，但是对于一些无法从网络平台获取信息的居民，他们对疫苗

的疑虑仍未消除。多数参调者表示希望医疗机构和相关专家们能够对疫苗的知识信息进行更加详尽的科

普和宣传。针对这些问题，相关部门更应该用公开透明的的数据和事实来为公众排疑解惑。 
3) 接种工作流程严密，但对特殊群体过于繁琐 
项目组对街道接种门诊中心进行访谈，了解到为进行更高效的接种服务和接种后的观察安排，街道

配备了足够多经过培训的医务工作人员，防止居民接种后出现不良反应，保障居民的生命安全。在接种

过程中，各街道之间协调联动，安排特定的工作人员进行疏通管理，并配备志愿者辅助居民登记信息，

保证流程的严密性和连贯性。 
但在针对老年群体的访谈时，他们对接种流程的不便性提出了意见，由于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前需查

验健康码、行程码，并提前在手机上进行信息填报生成接种码才能进行接种，这对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

老年人来说过于复杂繁琐，极大程度地拖延了他们排队等待的时间。尽管志愿者对此会进行事无巨细的

讲解，但长期的服务接触过程容易带来感染的风险，这与接种疫苗的初衷无疑是背道而驰。 

5.2. 建议 

基于调查与研究结论，对卫生机构、社会媒体及居民提出针对性建议，具体如下： 
1) 对卫生机构的建议 
a) 聚焦特殊人群，提供接种护航服务 
在此次新冠疫苗接种中暴露出问题，部分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残障人士的意见更应引起关注。在未

来发生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卫生机构应适当为特殊人群提供上门接送、全程陪护等一体化服务，

开通“绿色通道”，安排志愿者全程陪护，强化对特殊人群接种过程的照护，帮助接种者快速完成建档、

问诊、登记等流程，让行动不便的特殊人群也能够便捷、安心地完成疫苗的接种。 
b) 简化接种流程，为老年人提供便利 
按照防疫要求，在接种新冠疫苗前需要查验健康码、行程码，并提前在手机上进行信息填报生成接

种码。这一流程虽严谨，但对于老年人来说过于繁琐复杂、费时费力且不利于疫情防控。未来应建立疫

苗接种身份识别系统，刷身份证即可“一码通”，优化身份识别环节，在无接触的形式下完成信息收集

与登记、分流人群，减少老年人排队时间，提高信息核验效率，降低服务引导过程中可能带来的交叉感

染风险，助力疫情高效防控。 
c) 线上疏导焦虑，信息筛选精准科学 
各类传染病多发的消息带来的焦虑固然能促进接种意愿的增加，但过度焦虑也容易对居民的心理健

康产生不良影响。未来的网络媒体、报刊杂志等信息流通渠道必须加强信息筛选的力度，以政府、权威

机构发布的信息来覆盖不科学、未经查证的不实信息。为了让民众正视疫情的现状，及时跟进心理疏导

和人文关怀，建议适度开通防疫心理疏导电话热线，利用“线上”疏导与及时科普等方式，切实筑起抗

击疫情的心理防线。 
2) 对社会媒体的建议 
a) 爱国教育宣扬抗疫英雄事迹，增强社会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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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调查数据显示，社会责任感的增强可以极大地提升民众的接种意愿。新冠肺炎疫情给政府带来了

巨大的冲击，但也涌现出了无数奋不顾身投入战斗前线的抗疫英雄。必须利用好这本凝聚着万千人心血

的爱国主义教材，社会上通过网络媒体宣扬抗疫英雄事迹，在校园内针对学生开展爱国主题教育讲座。

通过大力宣扬爱国主义与集体主义精神，强调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中华儿女上下一心的凝聚力，使

民众充分感受到家国情怀，增强为社会贡献的责任感，减少现代社会日益个体化倾向对于疫情防控的冲击。 
b) 优化网络媒体信息传播结构，信息传播高效化 
访谈调查中，相当一部分学历水平较低的居民指出目前大多数疫苗知识科普更偏向于学术专业，较

为晦涩难懂。网络平台作为当代信息传播的主要媒介，应更注重疫苗信息传播的高效化，输出的科普知

识应兼具科学性与通俗性。也可针对疫苗不同方面的信息开设特定的专题；或在疫苗知识科普的形式上

追求创新，将疫苗知识穿插于动漫、微电影、短视频等年轻人常接触的网络信息模式中去，有助于提高

科普的趣味性，对接种意愿起到正向作用。 
c) 线下机构自发宣传疫苗知识，传播途径多元化 
据调查结果显示，对疫苗的了解程度的高低会直接影响是否愿意进行疫苗接种。网络媒体已在疫苗

相关知识宣传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光是这样并不足以达到“全民科普”的程度，学生、老人

等由于群体自身的特殊性而无法通过网络来获取疫苗的相关信息。此时就需要学校、居委会等机构自发

地加强疫苗知识的宣传与教育，例如举行疫苗知识宣传的活动、印发疫苗知识手册，对疫苗的安全性、

时效性、接种疫苗可能并发的后遗症、禁忌事项等方面的知识做全方位、尽可能详细的科普。 
3) 对居民个人的建议 
a) 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增强对政府信任度 
绝大多数的传染病对任何群体都是易感疾病，慢性病人群、老年人的重症率尤其之高，而通过接种

疫苗建立群体免疫是国家规避新冠风险最为经济有效的途径。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司长袁林表示，中

国在多年努力下已建立起较为完整的疫苗监管体制和疫苗质量标准体系，疫苗的安全有效性毋庸置疑。

在这举国上下一心抗疫的大环境下，居民更应主动承担起社会责任，抛却不必要的成见，积极响应政府

号召，根据自身条件选择合适的疫苗种类有序参与接种工作，保护自身的同时也是在为全社会的健康

负责。 
b) 客观对待既有事实，克服疫苗排斥心理 
居民应当自发主动地了解疫苗相关知识，更应客观对待来自各类渠道的信息，具备基本的辨伪能力。

只有经过政府机构公布的官方数据才是完全值得信赖的。相关科学研究和疫情防控成果均表明，现有疫

苗对于病毒变异株仍具备一定程度的预防和保护作用，可有效降低病毒传播风险、减少感染者的传播力

以及感染后的重症发生率与病死率。全程免疫后 6 个月抗体水平确实会下降，但并不代表疫苗就此失去

保护力。不要被危言耸听的言论误导，切忌人云亦云，更勿听信“疫苗有效期短”“疫苗安全性弱”等

毫无根据的负面揣测。 
c) 疫苗并非一劳永逸，日常防护不可松懈 
根据已有数据显示，随着时间的延长，疫苗接种者体内的抗体水平都有一定程度的下降，而免疫保

护的具体持续时间目前仍未有确切定论。各类传染病感染风险依旧存在，疫苗接种必须与严格的防控措

施并行。切勿以为已完成疫苗接种便可掉以轻心，应当继续保持疫情期间的防护措施，日常出行佩戴口

罩、保持社交距离、勤洗手、常通风，用一切手段将遭受感染的概率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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