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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科

条头

注关

据新华社电 2月23日晚间，由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中

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抓总研制的

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在西昌卫星发

射中心点火升空，将中星26号卫星

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

圆满成功，这意味着安全可靠、覆盖

更广的信息传输手段将向边远地区

延伸。

本次发射的中星 26 号卫星是

我国首颗超百 Gbps 容量高通量卫

星，卫星将定点于东经 125 度轨

位。该星交付后，将由航天科技集

团中国卫通公司负责运营管理。

中星 26 号卫星采用我国自主

研发的东方红四号增强型卫星平

台。该卫星是国家重要的空间基础

设施，是满足卫星互联网及通信传

输要求的新一代高通量通信卫星。

什么是免疫力？
我们又该如何提高免疫力？

免疫力是人体自身的防御机制，可

以识别和消灭外来侵入的病毒、细菌等

“非己”成分，简单讲就是免疫系统的战

斗力。免疫系统是由免疫器官（如骨髓、

脾脏、淋巴结、扁桃体、小肠集合淋巴结、

阑尾、胸腺等）、免疫细胞（如淋巴细胞、

吞噬细胞、辅助细胞等）以及免疫活性物

质（抗体、溶菌酶、免疫球蛋白、干扰素、

白细胞介素等细胞因子）共同组成的系

统，它是覆盖全身的防卫网络，是人体健

康的基本保障。

免疫力对人体非常重要，主要有防

御、自稳和监视三大功能，形象来说，就

像一个国家需要坚固的城墙和强有力的

军队一样，皮肤、黏膜是城墙，抵御外界

细菌、病毒的入侵；体液含有各种各样的

免疫活性物质、遍布身体每个角落的免

疫细胞就像军队，时刻巡查和消灭入侵

的病原菌和内部恶变的细胞，维持身体

平衡和有序的状态。

提高免疫力的几大方法
1.营养均衡。参考中国居民膳食

指南，注意主食、肉蛋奶豆类及蔬菜水果

油脂均衡搭配，可以增加酸奶、菌类及丰

富的胡萝卜素、维生素C摄入。

2.适当运动。运动可使血液中白

细胞增多，进而增强自然杀伤细胞的活

性，消灭病毒与癌细胞；但是最好选择一

系列身体能够承受的运动，运动完微喘

为最佳。

3.充足的睡眠。好睡眠是天然的

人体免疫屏障，经常加班、熬夜的人们可

是要悠着点。

4.乐观的人生态度。研究表明，易

发怒、不爱笑、长期压力会造成免疫力下

降。要想提高身体免疫力，就得多管齐

下。

5.适当补充免疫调节剂。中国医

师协会发布的《儿童反复上呼吸道感染

临床诊治管理专家共识》中曾提出“除疫

苗外，免疫调节剂也是临床上比较有效

的免疫调节手段”。

常见的免疫调节剂中，“细菌源性免

疫调节剂”是目前证据等级高的免疫调节

剂。这一类药物主要通过提供抗原，使机

体接触更多的病原，对免疫系统进行训

练，从而提高免疫力，促进免疫力的成熟

和稳定。国内的代表药品有白葡奈氏菌

片，又叫气管炎菌苗，是70年代国家老慢

支科研攻关的重大研发成果。研发之初

为注射液，后续经过一代代科研精英改良

而成片剂，方便老百姓服用。采用了呼吸

道常见的人体共生菌白色葡萄球菌、奈瑟

卡他球菌和枯草芽孢杆菌，经过精制灭

活。能有效激活固有免疫，提高呼吸道黏

膜抵抗力，预防呼吸道感染的发生。

对自己的健康负责，就是对自己的

人生负责。后疫情时代，就是拼“免疫

力”的时代。综合多种办法，我们才能建

立起自身的免疫长城，以强健的体魄，应

对未知的病毒。 （梁瑜）

后疫情时代，继续当好健康第一责任人
国家卫健委最新发言表示“目前全国整体疫情已进入低流行水平，各地疫情保持稳步下降态势”。新冠疫情这场持久“战”终于迎来了曙光，

人们的警惕性也随之下降。然而，病毒并未消失，在多变复杂的环境下，对病毒的防控仍不可懈怠，大家要继续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决定是否发病的三个因素包括：是否感染病原体、吸入的病原体的毒力如何，和个体免疫力。我们无法确保不接触病原体，亦控制不了病原

体的毒力，提高自身免疫力就是我们作为健康第一责任人的首要任务。

内蒙古煤矿坍塌事故
目前尚有49人失联

据新华社电 记者 23 日从内蒙古

自治区应急处置指挥部在事故现场召

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 2 月 23
日 14 时，新井煤矿边坡坍塌事故中 4
人死亡，6人受伤，49人失联。

内蒙古自治区应急处置指挥部抢

险救援组组长、内蒙古自治区应急管

理厅厅长常志刚介绍，事故发生后，内

蒙古自治区迅速启动应急预案，成立

应急处置指挥部，实行提级指挥，统一

调度，调集救援力量。从 22日下午开

始，国家应急管理部委派的救援专家，

以及多地派出的支援力量、专家团队、

专业队伍、医疗资源陆续抵达救援现

场。截至 23日 11时，已出动救援器械

车辆 156台（辆），到位救援队伍 19支、

救援人员 919 名、安全生产专家 19
名。全力克服坍塌面积大、存在次生

灾害隐患等困难，组织专家现场踏勘

评估、优化救援方案，开展生命体征探

测、坍塌土方清运、作业面拓展等工

作，密切监测边坡位移变化，确保科学

救援、安全救援。目前，救援处置工作

正在有序推进。

22 日下午，国家卫健委派出的国

家紧急医学救援队神经外科、胸外科、

骨科和急诊等领域专家抵达新井煤

矿，会同收治医院医务人员组成医疗

救治专家组，一人一策制定诊疗方案，

全力开展救治工作。截至 23日 11时，

1名重伤人员生命体征平稳，5名轻伤

人员情况良好。

在善后方面，当地已经详细梳理

失联人员及其亲属信息，抽调专门的

工作人员组成工作专班，按照一家一

专班原则，积极稳妥做好抚慰安置等

工作。

关于边坡坍塌的具体原因，正在

进一步调查中，公安机关已介入调查，

相关人员已控制，后续将适时公布调

查结果。

据新华社电 近期，我国防控形势

总体向好，平稳进入“乙类乙管”常态化

防控阶段，各地疫情呈局部零星散发状

态。本轮疫情是否已经结束？新变异

株是否可能引发新一轮感染高峰？围

绕公众关注的热点，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23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作出回应。

我国本轮疫情基本结束
我国本轮疫情是否已经结束？

国家卫生健康委疫情应对处置工

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介绍，从

公共卫生的角度看，疫情可按流行强度

分为散发、暴发、流行、大流行四类。判

定是否走出疫情大流行，主要有疾病感

染率、人群免疫水平、病毒质变情况、门

急诊的诊疗量和住院及死亡情况、整体

防控能力等五个重要指标。

梁万年表示，我国经受住了这一轮

疫情的考验，建立了较好的人群免疫屏

障，可以说本轮疫情基本结束，现在的

感染是处在零星的局部散发状态。

老年人新冠疫苗接种覆盖率达96.1％
国家疾控局监测预警司司长杨峰在

发布会上介绍，截至目前，我国60岁以上

老年人的新冠疫苗接种覆盖人数为

24168.8万人，以2022年底全国老年人专

项摸底调查人口数为基数统计，我国老

年人新冠疫苗接种覆盖率达到96.1％。

杨峰表示，疫苗接种是新冠疫情防

控的重要措施和手段。国务院联防联

控机制根据国内外疫情形势和疫苗研

发进展，及时科学合理制定并不断调整

新冠疫苗接种政策，分步做好各类人群

接种。

没有发现XBB.1.5致病力增加
中国疾控中心传防处研究员常昭

瑞在发布会上表示，目前，我国在新冠

病毒变异株检测中如发现首次报告、重

点关注的国际流行毒株，都会进行感染

个案调查、核心密接调查，并开展风险

研判，一旦发现传播力、致病力或毒力

增强的新型变异株，及时按照相关方案

采取措施。

据介绍，自 2023 年 1 月 8 日我国实

施新冠病毒感染“乙类乙管”以来，通过

监测已发现数例由输入病例引起的本

土关联 XBB.1.5 病例，没有再发现续发

病例。

据国外监测数据，虽然 XBB.1.5 传

播力较强，但个体感染 XBB.1.5 后出现

的症状与其他奥密克戎毒株症状相似，

没有发现其致病力增加。

常昭瑞表示，我国刚刚经历了疫情

大流行，人群体内留存的中和抗体会在

短期内提供免疫保护，专家研判分析认

为，近期引发新一轮规模流行的可能性

较小。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我国本轮疫情基本结束

我国首颗超百Gbps容量高通量卫星成功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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