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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健康教育在儿童保健与预防接种中的效果。方法：抽取本院 2018 年 3 月~2018 年 12 月进行保健和预防接种的 80 例儿童

为研究对象，随机的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两组。每组 40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干预，实验组给予健康教育。对两组儿童保健和预防接种覆盖

率进行比较，同时对比两组儿童家长满意度。结果：实验组儿童保健和预防接种覆盖率明显优于对照组，数据之间具有较大差异（p＜0.05）；

实验组家长满意度高于对照组，数据之间具有较大差异（p＜0.05）。结论：将健康教育应用于儿童保健和预防接种，效果显著，可有效提

高保健知晓率，扩大预防接种知识覆盖率，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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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家长对于儿童保健和预防
知识引起重视，望为儿童健康成长提供有效保障。以往临床上对于
儿童保健和预防接种时仅给予常规干预，导致儿童、家长对于疫苗
接种了解较差，导致儿童保健和预防接种覆盖率较差[1]。因此，本
次研究将对儿童保健和预防接种时采取健康教育的效果进行分析，
现将实际情况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抽取本院 2018 年 3 月~2018 年 12 月进行保健和预防接种的 80
例儿童为研究对象，随机的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两组。每组 40 例。
对照组男性 21 例，女性 19 例，年龄小至 2 岁，大至 8 岁，平均年
龄为（4.52±3.12）岁；实验组男性 20 例，女性 20 例，年龄小至 3
岁，大至 9 岁，平均年龄则为（4.48±3.08）岁。对两组资料进行
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对照组给予常规干预，实验组则给予健康教育：（1）预防接
种，要告知儿童家属对儿童给予预防接种的重要性、必要性，并针
对儿童、家长进行预防接种知识讲解，提高预防意识，让家长、儿
童了解预防接种有助于提高机体免疫力，防止免疫系统发育缺陷
等，确保儿童能够健康成长。同时，通过知识讲座等形式开展个体
健康教育，重点讲解疫苗作用、类型和不良反应等，提高家长对疫
苗了解程度，消除疑惑。（2）儿童保健，针对家长进行系统的儿
童保健知识讲解，告知儿童目前正处于生长发育阶段，需根据其实
际情况采取针对性健康指导干预。对于婴幼儿时期儿童，可告知疾
病筛查相关知识以及母乳喂养相关知识；对于 1~4 岁儿童，要求家
长合理调整儿童饮食计划，帮助儿童养成良好的生活、饮食习惯，
并发放儿童保健健康手册，主要包括儿童贫血、饮食、疾病筛查以
及钙营养等知识，让家长提高儿童保健知识，提高管理意识。 
1.3 观察指标 

对两组儿童保健和预防接种覆盖率进行比较。同时对比两组家
长满意度，采取数字问卷调查的形式，可分为非常满意、一般满意
和不满意三个指标。总分 100 分，分值在 90 分及以上表示非常满
意；分值在 60~89 分表示一般满意；分值在 59 分及以下表示不满
意。满意度等于非常满意和一般满意之和。 
1.4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 SPSS21.0 分析，计量行 t 检验，计数资料行卡方检验，
检验标准 p＜0.05。 
2 结果 
2.1 两组儿童保健和预防接种覆盖率对比 

实验组儿童保健和预防接种覆盖率明显高于对照组，数据之间
具有较大差异异（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儿童保健和预防接种覆盖率对比 

组别 例数（n） 儿童保健覆盖率 预防接种覆盖率 

实验组 40 38（95%） 37（92.5%） 
对照组 40 30（75%） 31（77.5%） 

x2  15.686 8.824 
p  0.000 0.003 

2.2 两组家长满意度对比 
实验组家长满意度明显比对照组高，数据之间具有较大差异（p

＜0.05），见表 2。 
表 2 两组家长满意度对比 

组别 例数
（n） 

非常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实验组 40 21（52.5%） 17（42.5%）2（5%） 38（95%）
对照组 40 16（40%） 15（37.5%）9（22.5%）31（77.5%）

x2  3.143 0.521 12.912 12.912 
p  0.076 0.470 0.000 0.000 

3 讨论 
儿童因免疫力、抵抗力相对较弱，需利用人工培育病毒和病菌

等疫苗接种于机体体内，提高免疫水平，以有效预防、控制疾病[2]。
但由于多数儿童或者儿童家长对于预防接种和保健知识缺乏了解，
导致覆盖率较差，影响儿童保健工作顺利开展，从而对儿童健康造
成一定影响。因此，针对儿童保健和预防接种时采取有效的护理干
预，尤其重要，可有效提高预防接种率，促进儿童健康成长。 

健康教育主要是指一种具有计划性、针对性和目的性的系统化
社会教育活动，可有效提高预防接种知晓率，提高保健意识，有助
于为儿童健康成长起到促进作用[3]。因儿童年龄较小，且自身身体
抵抗力和免疫力较低，若不给予有效的疫苗接种，会一定程度上引
起感染疾病，对儿童健康造成影响[4]。因此，对于儿童、家长疫苗
接种时给予健康教育尤其重要。积极与家长、儿童进行沟通，开展
健康教育知识讲座，提高家长对于预防接种的重要性，并告知家长
疫苗相关知识，加深了解，可有效消除对疫苗的疑惑。同时，在疫
苗接种前告知家长疫苗后易引起的不良反应，能够一定程度上避免
医疗纠纷，减少医疗矛盾。疫苗接种后再给予健康知识讲解，并帮
助家长一起为儿童建立良好的饮食和生活习惯，可有效提高家长对
于知识掌握程度，提高儿童预防接种积极性[5]。本次研究显示，实
验组儿童保健和预防接种覆盖率明显高于对照组，且实验组家长满
意度也比对照组高，数据之间具有较大差异（p＜0.05）。 

综上所述，在儿童保健和预防接种时给予健康教育，可有效提
高接种覆盖率，减少医疗矛盾，提高满意度，具有较高临床应用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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