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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研究 

关于流动儿童预防接种管理对传染病控制的研究 

晋会 

(仁怀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摘要：目的：对流动儿童预防接种管理在控制仁怀市传染病中的作用进行分析讨论。方法：在 2019 年 10 月至 2020 年 10 月对该区内流动

儿童预防接种情况进行调查，了解所有儿童的疫苗接种情况以及发病情况。结果：第一组儿童预防接种人数为 102 例，接种率为 90．3％；

第二组儿童预防接种人数为 76 例，接种比例为 80．O％；第三组儿童预防接种人数为 79 例，接种率为 85．9％，三个组比较存在明显差异，

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结论：流动儿童预防接种管理对控制本地区传染病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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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由于我国城市发展不均衡，人口发展也不均衡，流动

人口数量明显增高。我国流动人口年龄均在 20～40 岁，处于生育

高峰期，此类型的家庭也多为流动性家庭，儿童也为流动性儿童，

所在地变动频繁，因此接种疫苗的几率也非常低。儿童接种疫苗率

低，发生流行病的概率就明显升高。本研究旨在探讨流动儿童预防

接种管理在控制本地区传染病中的作用。 

二、资料与方法 

2.1 一般资料 

2019 年 10 月至 2020 年 10 月在我区内连续住满 3 个月的儿童

均可视为流动儿童，将其作为研究对象。收集区域内 300 例流动儿

童的相关资料，按照儿童年龄将儿童分为三组，0—2 岁为第一组，

有 113 例，3～6 岁为第二组，有 95 例，6 岁以上为第三组，有 92

例。 

2.2 一般方法 

成立调查小组，对小组成员进行相关培训，包括调查内容、调

查技巧、社会流行病学方法等内容。采用横断面现况的方式进行调

查，提前制作好调查问卷，所有问卷均采取统一的标准，对所有住

户进行逐个询问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儿童是否建立疫苗接种卡、疫

苗接种情况、接种种类、家长文化程度、对预防接种的了解程度、

家庭经济条件等内容，同时调查儿童疫苗针对传染病的患病史。 

2.3 接种合格判断标准 

接种合格：儿童接种疫苗月龄／年龄正确，12 个月内完成基础

预防接种；接种不合格：儿童接种疫苗的时间不正确，基础预防接

种时间超过 12 个月，预防接种间隔时间不正确。 

流动儿童父母对于免疫规划的有关知识较为缺乏，对预防接种

的重要性认知不足。流动儿童家庭经济条件和家长文化程度相对

低，生活压力较大，主动获取预防接种相关知识积极性不高，容易

错过这项国家免疫规划政策。一些来城市的外来务工人员家庭流动

性较大，不了解所在地预防接种门诊开诊时间及地点，不能接受及

时预防接种服务。流动家庭由于不会在一个地方住很久，使得工作

人员无法全面获取流动儿童的信息，给免疫工作带来很大的难度，

加上家长在这方面缺乏主动性，导致很多流动儿童错失接种疫苗的

最佳时期[2]。 

2.4 数据统计 

文中数据采用 SPSS19．0 软件进行处理，计数资料采用百分比

表示，资料采用 X2 检验，P<0．05 认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三、结果 

3.1 儿童的疫苗接种率 

第一组儿童预防接种人数为 102 例(90．3％)；第二组儿童预防

接种人数为 76 例(80．O％)；第三组儿童预防接种人数为 79 例(85．9

％)，三个组比较存在明显差异，具有统计学差异(X2，=6．87，

P<0．05。 

3.2 预防接种合格人数 

第一组儿童接种合格人数为 90 例(88．2％)；第二组儿童接种

合格人数为 53 例(69．7％)；第三组儿童接种合格人数为 50 例(63．3

％)，三组比较存在明显差异(X2∥=5．58，P<0．05)。 

3.3 儿童流行病患病状况 

未接种疫苗的儿童疫苗针对性传染病发病率为 11．6％(5 例)，

疫苗接种合格的儿童发病率为 0％(0 例)，疫苗接种不合格的儿童流

行病发病率为 1．6％，三组比较存在明显差异(P<0．05)。 

这里介绍下流动儿童管理策略。流动儿童预防接种工作的难点

主要在于以上两点，尽可能全面掌握辖区流动儿童，及时督促家长

带儿童接种疫苗，针对重点人群开展预防接种重要性的知识宣传，

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找到更高效实用的办法，让流动儿童及时接种

疫苗，从而减少疫苗相关疾病的发生。一是家长学堂的开设。“儿

童预防接种家长学堂”重点人群针对 1 周岁以下儿童家长及准妈妈

开设，通过向在儿童预防接种门诊新建卡的儿童家长、在医院做孕

期检查的孕妇，预约免费参加家长学堂，便于儿童家长及准妈妈们

了解宝宝可免费享受的国家免疫规划服务政策，掌握必要的预防接

种知识；同时知道宝宝接种前后应该要注意的事项，与接种医生现

场沟通，体验优质的接种咨询服务。面对面的沟通让知识宣传更直

观易于了解，有助于建立家长与预防接种工作人员的信任和好感

度，加强家长对预防接种工作的参与度。二是多部门合作。我市从

2012 年起开展新市仁怀市民子女预防接种证核查评分工作，与秋季

入学预防接种证查验工作结合同步开展，核查对象涵盖幼儿园到小

学阶段的所有入学流动儿童，对审核中发现的漏种疫苗及时开展补

种，切实加强学校传染病管理，建立起牢固的免疫屏障，保护儿童

健康。与妇幼保健所掌握的出生儿童比对。通过每月与流动人口管

理系统核对，对未掌握的适龄儿童采取电话或者社区医生上门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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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四、讨论 

流动儿童居所不定，流动性非常大，管理较困难，预防接种也

非常困难。多数流动儿童的预防接种工作开展并不顺利，且接种并

不规范，导致儿童感染各种机体免疫产生抗体或抗体滴度低，不能

清除病原体，导致儿童感染可预防的传染病传染病，严重影响儿童

的健康，甚至会影响儿童生长发育，威胁儿童生命，给儿童家庭带

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因此，要高度重视流动儿童预防接种工作。在

我院的调查结果说明预防接种在儿童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能够

降低儿童感染可预防流行病传染病的几率。对我院的情况进行分析

后可以看出，流动儿童预防接种工作仍有不到位之处，由于流动儿

童的管理尚不完善，计划免疫宣传也不到位，导致流动儿童预防接

种率低下，部分儿童存在未接种状况。对此，我们认为务必要加强

预防接种管理。 

首先要加大宣传力度，在各个社区开展健康教育，发放宣传材

料，按时开展健康教育活动，提升免疫预防接种宣传率，加强人群

免疫接种的意识。此外，也可以采用电视、广播等媒体进行宣传，

强化免疫预防接种意识。医护人员也可以在社区中开展讲座，方便

流动儿童家属进行学习或咨询相关事宜，提升免疫预防接种率。 

其次，要主动建立建卡证。医护人员要到流动人口密集的地方

为儿童建立免疫接种卡，并向家属讲解相关内容，争取获得家属的

理解和配合，提升流动儿童建卡率，同时提升流动儿童免疫接种率。

流动儿童由于流动性较大，采集信息较为困难，因此，要加强走访

率，加强信息采集量和准确度。若信息采集不准确很容易影响儿童

建卡率，进而影响儿童疫苗接种工作的开展，因此，要加派人手参

与到儿童信息的采集工作中。 

最后，要加强不同部门之间的协调，流动儿童预防接种是一个

非常复杂的社会活动，加强各个部门之间的协调能够保证流动儿童

预防免疫接种顺利开展。例如在外来人口办理暂住证、就业证、计

划生育证明时，三个不同的部门可以将相关的健康资料分发给办理

人员。在外来人口与单位建立固定的劳动关系后，用人单位也要加

强对外来务工人员健康知识、卫生知识焦虑普及。居委会、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也要加强合作，居委会要按时普查外来人口，并要将数

据报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按时开展健康教

育，宣传免疫计划知识，使其提升对儿童免疫预防接种的重视。就

儿童预防接种管理工作来说，需要医院、社区、学校等多个部门与

机构共同努力，加强预防接种管理工作的有效开展与落实，这可以

从以下几个方面人手：①社区需要更加全面、及时地收集社区内外

来人信息。整理流动儿童信息，及时地主动为流动儿童提供建卡建

证服务，同时在建卡的过程中还可以向儿童家长进行宣传教育，提

高儿童家长的知晓率，并认识到疫苗接种的重要性与必要性。②各

医院以及社区可以与相关部门合作，加强对预防接种知识的宣传与

教育，综合应用电视、广播、讲座、张贴宣传资料、发放宣传册等

多种方式，提高人们的认知程度。③加强人口管理，社区居委会与

相关用人单位相互之间需要加强合作，根据人口居住情况，积极开

展社区卫生服务，并定期对社区内的居住人员进行普查．以便能够

掌握更加详细、全面的信息圈。 

五、总结语 

综上所述．流动儿童实施预防接种管理可控制传染病发生。相

关部门需不断加强流动儿童预防接种管理，积极防控传染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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