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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安全预防接种护理对预防接种效果分析
梁秀兰 

（甘肃省甘南州卓尼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甘肃  甘南 747600） 

【摘  要】目的：探究使用儿童安全预防接种护理对预防接种效果分析。方法：现选取 2018 年 2 月-2019 年 2 月来我院进行接种的 86 例儿
童患者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使用传统护理的对照组和使用儿童安全预防接种护理的实验组，每组各 43 例，对两组儿童
疫苗接种率，配合度及家长知晓率和家长满意度进行比较。结果：实验组儿童疫苗接种率和配合度均显著高于对照组，且实验组儿童家属
对于接种的知晓率和满意度也显著优于对照组，所有数据经过比较，均具有组间差异（P＜0.05）。结论：对儿童接种患者使用儿童安全预
防接种护理可取得显著效果，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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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接种是保证儿童避免患上传染病的有效措施之一[1]。临床
接种的效果不理想主要是因为家长对于预防接种认知度和满意度
较低，且儿童在预防接种过程中的不配合等也会导致预防接种效率
下降。为保证儿童健康成长，预防接种是必须进行的，为探究儿童
安全预防接种护理对儿童预防接种的效果，本文通过与传统护理对
比来判断该方法的优越性，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现随机选取 2018 年 2 月-2019 年 2 月在我院进行接种的 86 例
儿童画作为本次调研对象，将他们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对照
组与实验组各 43 例。排除存在严重精神障碍或不能配合护理人员
完成接种的患者，排除对接种存在异议的患者，排除在接种期存在
其他疾病而导致不适合此时进行接种的患者。实验组患者年龄 2-37
个月，平均（18±3.6）个月，男 23 例，女 20 例；对照组患者年龄
3-38 个月，平均（19±3.8）个月，男 21 例，女 22 例。两组患者
的一般资料大体上一致，无显著差异（P＞0.05）。 
1.2 方法

对对照组儿童采用常规护理措施[2]，即接种人员根据儿童具体
表现，身体状况，计划免疫程序等确定接种疫苗种类，时间和剂量
等，并告知儿童家属关于接种的作用及注意事项等，在接种过程中
要保证接种环境干净等，并根据儿童接种后出现的反应采取必要的
护理措施进行干预。实验组儿童再此基础上采用儿童安全预防护理
[3]，具体措施包括以下：（1）接种前对儿童及其家属讲解需要接种
的疫苗的种类，接种方法，在接种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接种后
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及接种的注意事项，如不易在空腹或儿童出
现感冒等情况下接种等；（2）对儿童及家属进行心理护理，通过构
建良好的氛围，对儿童进行安抚与鼓励或转移其注意力等，减轻儿
童在接种时出现的紧张焦虑等情绪，使儿童能够配合接种工作的正
常进行；（3）安全接种护理包括对放置儿童接种疫苗的环境进行严
格杀菌等，接种前对儿童信息进行核查，避免接种错误的疫苗，接
种时，要根据操作规范进行接种，避免出现感染等；（4）接种后要
在接种室停留 30min 以上，确保儿童无不良反应后再让其离开，若
有呕吐或发烧等，及时采取必要措施进行护理。 
1.3 疗效观察和评价 

对两组儿童在接种过程中的疫苗接种情况和配合程度进行记
录，对两组儿童家长对于接种知晓情况和对于接种的满意情况进行
记录。 
1.4 统计学方法 

用 SPSS19.0 对实验数据处理，计数资料用 n（%）描述，计量
资料用( x 士 s)描述，组间经 t 和 x²检验， P<0.05 时，具有可比意
义。 
2 结果 
2.1 两组儿童接种效果对比 

通过统计分析发现，实验组儿童疫苗接种率和配合度远超过对
照组，差异显著（P＜0.05），详情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对比（n，%）

组别 例数 疫苗接种率 配合度 

实验组 43 39（90.70） 37（86.05） 
对照组 43 30（69.77） 26（60.47） 

X2 5.9386 7.1815 
P 0.0148 0.0074 

2.2 两组儿童家属相关情况比较 
对两组儿童家属关于接种知晓情况和对于疫苗接种满意情况

进行调查分析发现，实验组儿童家长对于接种知晓情况更高，且该
组家长对于接种的满意程度也较高，差异显著（P＜0.05），详情见
表 2。 

表 2 两组儿童家属知晓率和满意率 (n，%) 

组别 例数 知晓率 满意率 

实验组 43 40（93.02） 36（83.72） 
对照组 43 32（74.42） 27（62.79） 

X2 5.4603 4.8075 
P 0.0195 0.0283 

3 讨论 
居民生活水平提升及医疗科学进步使预防接种成为保证儿童

抵抗传染疾病的有效措施[4]。预防接种可达到通过最小开销就实现
疾病预防的结果，属于我国公共卫生事业的基本国策。提高预防接
种效果对于儿童健康成长至关重要。儿童年龄小，在疫苗接种过程
中往往不配合，会对接种成功率造成严重影响。护理人员应在护理
过程中采用必要的干预手段，提高接种成功率和接种效率。与常规
护理相比，儿童安全预防接种护理具有更为全面的护理措施，具有
较高的针对性和安全性，护理效果较好[5]。实验结果表明，与接受
传统接种护理的对照组相比，接受儿童安全预防接种护理的实验组
儿童疫苗接种率更高，可达到 90.70%（39/43），远高于对照组的
69.77%（30/43），组间差异明显（P＜0.05）；实验组儿童的配合度
也远高于对照组儿童的配合度（P＜0.05）；经过分析发现，实验组
儿童家属对于接种的知晓情况和对本次接种的满意度均显著高于
接受传统接种的对照组儿童家属，组间数据比较具有显著差异性（P
＜0.05）。再一次验证儿童安全预防接种护理的优越性。 

综上所述，对接种儿童使用安全预防接种护理可取得显著效
果，儿童配合程度高，家长满意度高，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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