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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鞠圣娇

“家里人年年都打流感疫苗。我前
段时间生病了，好了之后就赶快来了。
除了接种流感疫苗，我还打了肺炎疫
苗。”10月25日，在聊城市疾控中心成人
预防接种门诊，打完疫苗的市民张兰菊
（化名）说。

随着气温降低，今年10月份以来，市
民对于流感疫苗的接种需求大幅增加，
我市各预防接种门诊提前备足疫苗，以
满足市民需求。

流感疫苗是一种安全有效的预防性
疫苗，每年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和控制
流行性感冒最有效、最经济的措施。根
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的《中国
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3—
2024）》（以下简称《指南》），2023—2024
流行季我国使用的流感疫苗包括三价灭
活流感疫苗（IV3）、四价灭活流感疫苗
（IV4）和三价减毒活疫苗（LAIV3）。其
中，三价减毒活疫苗（LAIV3）为鼻内喷雾
接种方式。《指南》中还提到，对可接种不
同类型、不同厂家疫苗产品的人群，可自

愿接种任何一种流感疫苗，无优先推荐。
在梁伟的抖音直播间“聊聊打疫苗”

里，有不少市民咨询疫苗接种的注意事
项，梁伟一一解答。“市民关心较多的是
流感疫苗的接种频率、接种次数和时
间。”梁伟说，由于流感病毒易发生变异，
每年的流感流行株可能发生变化，接种
流感疫苗产生的免疫力在体内是逐渐衰
减的，一般接种疫苗后获得的抗体可以
维持6—8个月，所以需要每年接种流感
疫苗。

目前，我国流感主要流行于10月下
旬至次年4月中上旬，也就是说，市民从9
月份开始接种疫苗，可获得完整保护。

《指南》中建议，对于流感病毒灭活疫苗，
6月龄至8岁儿童，如既往未接种过流感
疫苗，首次接种时，应接种2剂次，间隔≥
4周；2022—2023年度或以前接种过1剂
次或以上流感疫苗，则接种1剂次；9岁及
以上儿童和成人无论既往是否接种过流
感疫苗，仅需接种1剂次。对于流感病毒
减毒活疫苗，无论是否接种过流感疫苗，
仅接种1剂次。

60 岁以上老年人身体机能下降、伴

发基础疾病多，梁伟提醒老年市民，在接
种流感疫苗的同时可接种23价肺炎球菌
多糖疫苗，该疫苗对23种常见的肺炎球

菌血清型均有免疫作用，“两种疫苗接
种，可以获得‘1+1＞2’的保护效果，减少
冬季呼吸道传染病的发生”。

接种流感疫苗，撑起健康“保护伞”
专家提醒：同时接种23价肺炎球菌多糖疫苗可获得更多保护

□ 谢锐

根据检查部位不同，超声检查可以
分为肝胆胰脾超声、乳腺超声、外周血管
超声、心脏超声、肌骨超声等，肌骨超声
是一种应用高频探头来诊断肌肉骨骼系
统疾病的检查方法。

肌骨超声能够清晰显示人体肌肉、
肌腱、韧带、周围神经等软组织结构，小
到毫米级的病变也无处遁形。肌骨超声
对部分软组织病变显示的清晰程度，可
与核磁共振（MRI）相媲美。除此之外，

与传统的 X 线、CT、MRI 等影像学检查
相比较，肌骨超声还有很多优势。

一、肌骨超声的优势
1.动态、多角度检查。部分肌骨疾病

需要在运动状态或特殊体位下才能充分
暴露。肌骨超声可对病变进行实时、多
角度扫查，观察关节周围软组织在运动
状态以及不同体位下的表现，为临床医
生提供丰富的信息。这些信息是其他影
像学检查无法了解到的。

2.可显示病变的血供情况，可重复检
查。彩色多普勒超声、能量多普勒超声、

超声造影可实时观察病灶在不同时期的
血供情况，以判断病情、评估疗效。

3.无辐射、无磁干扰效应。肌骨超声
安全性高，适合孕妇、儿童检查；无磁干
扰，适合体内金属植入患者，如安装起搏
器的患者。

二、哪些情况可以进行肌骨超声检查
1.关节、肢体疼痛
检查是否存在肌肉、肌腱、韧带等软

组织的急慢性损伤。常见的急性损伤类
型包括肩袖损伤、跟腱断裂、韧带撕裂、
肌肉血肿等；常见的慢性损伤类型包括

腱鞘炎、筋膜炎等。
2.肢体麻木、疼痛、乏力等
检查是否存在神经病变，如神经卡

压、神经肿瘤等。常见的神经卡压病变
包括腕管综合征、肘管综合征、梨状肌综
合征、腓神经卡压综合征等；常见的神经
肿瘤包括神经鞘瘤、创伤性神经瘤等。

3.关节周围包块
检查是否存在代谢类或占位性病变

等。常见的代谢类疾病包括风湿痛、类
风湿关节炎等；常见的占位性病变包括
腱鞘囊肿、软组织肿瘤等。

什么是肌骨超声

●医务人员，包括临床救治人员、公共卫生人员、卫生检疫人员等

●60岁及以上老年人

●罹患一种或多种慢性病人群

●养老机构、长期护理机构、福利院等人群聚集场所

脆弱人群及员工

●孕妇

●6—59月龄儿童

●6月龄以下婴儿的家庭成员和看护人员

●托幼机构、中小学校、监管场所等重点场所人群

结合流感疫情形势和多病共防的防控策略，尽可能降低
流感的危害，优先推荐以下重点和高风险人群及时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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