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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预防接种时进行心理护理干预的效果观察

陈明春 胡家健

贵州省贵定县云雾镇中心卫生院 贵州 551300

【摘 要】：目的：探究儿童预防接种时进行心理护理的干预效果。方法：选取本院近一年（2021.07-2022.06）来院进行预

防接种的儿童，随机分组进行实验观察与研究。其中 A组进行常规护理，B组加入心理护理干预，对实验结果观察记录并报

告。结果：经过护理后，B组儿童在接种时共有 30例主动配合，占比为 73.17%，高于 A组的 13例、31.71%，而在接种时哭

闹、挣扎者 B组有 10例，占比为 24.39%，无法完成接种者有 1例、占比为 2.44%，这两项数据均低于 A组的 23例、56.10%
和 5例、12.20%；而家长对于接种护理的满意度方面，B组家长满意度（97.56%）高于 A组（85.37%）。从数据结果上来看，

B组各项的实验观察指标结果均优于 A组。结论：儿童预防接种时进行心理护理干预更有利于接种成功，有效提高接种儿童

依从性，且家长满意度更高，方法有效，值得广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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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Children Vacc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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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during childhood vaccination. Methods: children who
came to our hospital for vaccination in recent one year (July 2021 to June 2022)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groups for experimental
observation and research. Group a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and group B received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were observed, recorded and reported. Results: after nursing, 30 children in group B actively cooperated during the vaccination,
accounting for 73.17%, higher than 13 cases and 31.71% in group A, while 10 cases in group B cried and struggled during the
vaccination, accounting for 24.39%, and 1 case in group B could not complete the vaccination, accounting for 2.44%. These two data
were lower than 23 cases, 56.10% and 5 cases, 12.20% in group A; In terms of parents' satisfaction with vaccination care, parents'
satisfaction in group B (97.56%)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group A (85.37%). From the data results, the experimental observation index
results of group B are better than those of group A. Conclusion: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children's vaccination is more
conducive to the success of vaccinatio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compliance of vaccinated children, and parents' satisfaction is higher.
The method is effective and worth popularizing.
Keywords: Children vaccination; Psychological nursing; Effect analysis

儿童出生后的免疫力是从 母体获得的，但随着时间的推

移，免疫逐渐减弱甚至消失。 而外界的致病微生物对幼儿来

说是危险的，极易感染一 些 易传染的疾病[1]。 这些 疾病对儿

童的身体来说伤害非常大，轻者可能为 孩子带来疾病的痛苦，

重者甚至会给孩子的肢体和神经系统留下 后遗症，为 了 儿童

的健康发展，家长应尽可能地让孩子完成多项接种。 多一 份

疫苗，多一 份 健康的保证。 儿童健康，从 预防接种做起[2]。

而预防接种的儿童通常由于 年龄较小，认知不 够完善，对于

预防接种带有一 种恐惧的心理，导致接种时时常发生哭闹、

挣扎的行为 ，影响了 预防接种流程的正常进行，更有甚者挣

扎过度，无法完成预防接种，不 能有效的预防疾病，严 重影

响了 自身的健康。 由此，对于 预防接种的儿童进行心理护理

干预是十分必要的，以 下 则是我科室免规组所展开的关于 儿

童预防接种时进行心理护理干预的效果分析：

1 资料和方法

1.1资料

根据我科室免规组工作 实际，本次研究选取近一 年

（2021.07-2022.06）来本科室进行预防接种的儿童 82例。 纳

入标准：儿童身体各项机能表现正常，无精神类疾病。 排除

标准：儿童有感冒、咳嗽、拉肚子等疾病，存在功能障碍，

肝脏受损。 在本次研究中 ，以 分组对比的方法来展开本次工

作 ，将全体儿童按照系统抽样的方式作 分组。 对 82例预防

接种儿童按照来院顺序进行编号并利用电脑展开抽样工作 ，

均分为 两 组，各有 41例。 具体情况如下 表 1所示：

表 1 两 组儿童情况对比（n，x±s）

组别
病例数 年龄分布（岁）

男 女 最小 最大 平均值

A组 24 17 1 8 4.54±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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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组 23 18 1 7 4.46±1.38

P ＞0.05 ＞0.05

(注：上 接表 1）
两 组儿童的背景资料差异不 大，不 具备统计学意义 （P

＞0.05）。

1.2方法

1.2.1 A组

对预防接种儿童进行常规护理操作 。 （1）接种前对接

种儿童进行“ 三 查七 问” ，及时了 解接种儿童既往情况以 及

目前状态[3]。（2）向儿童家属普及预防接种的相关健康知识，

让其了 解疫苗的安全性。 （3）按照儿童预防接种操作 规范

流程完成接种。 （4）做好记录，对所有预防接种儿童护理

效果观测，总结数据并进行分析。

1.2.2 B组

对接种儿童进行心理护理干预。 具体实施方法：（1）
成立儿童预防接种心理护理工作 小组。 此小组全部成员均为

工作 经验丰 富、从 业 五 年以 上 的护师及以 上 职称的护理人 员，

并兼预防接种工作 。 （2）对所有组员进行专 业 知识培训，

培训内容为 ：心理护理的理念，心理护理的内涵，心理护理

的意义 ，儿童预防接种前后心理护理开展的合理方式方法，

儿童预防接种相关知识，儿童预防接种护理技巧，儿童预防

接种工作 重点难点，儿童预防接种的工作 态度，儿童预防接

种中 的沟通技巧（儿童、家属）[4]。 （3）制定考核标准，对

小组成员培训完成后进行实操考核，考核通过后准予 上 岗。

（4）从 以 下 五 点对儿童预防接种进行心理护理干预：第一 ，

创造舒适的接种室环境，保证接种室湿度、温度、光线适宜，

每日对接种室内物表、地表、物品消毒。 使用明亮 、鲜艳的

环境颜色，减缓接种儿童的紧张。 并可以 带领他 们 玩玩具、

肢体接触，以 消除紧张不 适感，从 而缓解对接种疫苗的不 安

和恐惧。 与 此同时，护理人 员应在接种疫苗后以 积极的语言

鼓励儿童，并通过提供玩具或贴纸等礼物来安抚儿童，以 避

免哭泣可能对其他 未接种儿童产 生不 利影响和刺激，并创造

有利于 接种疫苗的轻松氛围。 将儿童引导到个 人 接种区域后，

护理人 员可以 将他 们 安置在平静舒适的环境中 ，以 避免被其

他 儿童在接种疫苗时感受到的恐惧和哭泣等不 良情绪影响；

与 此同时，通过安排父母的陪伴，还可以 帮助儿童消除他 们

对外界环境的恐惧感，从 而更好地缓解紧张感。 儿童对预防

接种的恐惧可通过各种分散注意力的方法得到更好的缓解，

例如，舒缓的音乐 、儿童喜爱的玩具游戏、心理激励，护理

人 员表扬、鼓励和安抚儿童为 下 次接种建立信心[5]。 此外，

所有年龄的儿童有心理护理方法上 的差异，分析具体问题，

不 同年龄组的儿童采取不 同干预措施，照顾儿童的情感和身

体，满足需求，以 消除儿童负面情绪，顺利完成预防接种。

第二 ，完善接种工作 制度，制定全新工作 流程，每日把控严

格按照接种流程完成接种。 第三 ，医护人 员主 动向儿童家属

介 绍接种流程以 及相关健康知识，指导家长关注“ 小豆苗”

等多种方式，使家长了 解儿童预防接种的及时性重要性。 对

于 接种儿童，可以 鼓励和表扬他 们 ，有助于 提高他 们 的自信

心。 鼓励他 们 信任 医务人 员，加强合作 ，通过抚摸等方式，

以 安抚其情绪，同时转移注意力。 对于 三 岁以 下 预防接种疫

苗的儿童，首先要确保有陪伴的父母，五 岁以 上 儿童接种疫

苗完成时，应给予 大力表扬，以 改善他 们 的后续接种依从 度。

第四，医护人 员采用轻松、趣味的语言与 接种儿童进行交 流，

耐心、细心地解答儿童与 家长的疑问，缓解接种儿童的紧张

之 感[5]。 在实施预防接种时，接种人 员可以 与 儿童交 谈，谈

论关于 日常生活、学习 相关的话题以 分散他 们 的注意力；第

五 ，建立儿童预防接种社群，向儿童家属及时推送接种信息，

在群里发放相关的健康知识；（5）做好记录，对所有儿童

接种效果观测，总结数据并进行分析。

1.3统计学方法

SPSS19.0软件 处理，x²值检验，P＜0.05差异具备统计

学意义 。
2 结果

2.1 两 组儿童预防接种情况比较

根据观察记录并计算，B组儿童的接种依从 度高于 A组，

具体数据如表 2所示：

表 2 两 组儿童预防接种情况比较（n，%）

组别 n 主 动配合者 哭闹、挣扎者
无法完成接种

者

A组 41 13（31.71%） 23（56.10%） 5（12.20%）

B组 41 30（73.17%） 10（24.39%） 1（2.44%）

x2 16.382 7.421 5.221

P ＜0.05 ＜0.05 ＜0.05

2.2 两 组家长对于 接种护理满意度情况比较

根据观察记录并计算，B组家长对于 预防接种护理的综

合满意度高于 A组，具体数据如表 3所示：

表 3 两 组家长对于 接种护理满意度情况比较（n，%）

组

别
N 满意 基本满意 不 满意 总满意度

A

组
41 15（36.59%） 20（48.78%） 6（14.63%） 35（85.37%）

B

组
41 30（73.17%） 10（24.39%） 1（2.44%） 40（97.56%）

x2 7.189

P ＜0.05

3 结论

由于 自我免疫系统尚未充分发展，儿童往往无法生产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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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抗体，容易感染细菌或病毒导致生病，可以 通过接种

疫苗产 生抗体增强免疫力。 而接种疫苗过程对于 他 们 来说是

一 种令 人 恐惧的场景，表现紧张，哭闹、挣扎以 摆脱不 舒服

和恐惧。 心理护理干预措施是以 鼓励、说服和转移注意力等

的方式激励人 们 的心理干预措施，使其能够克服困难，从 而

增强勇气和自信[7]。

心理干预使用鼓励和说服等交 流技术，主 要通过改变行

为 和心理建议等各种心理技术，改善护理对象的心理状况，

帮助其建立信心。 在接种疫苗的儿童中 ，科学有效的心理护

理干预措施有助于 减轻心理负担和压力，防止或减少不 合作

的情况。 在不 同时间和不 同心理特点的需要下 ，制定心理护

理方案，促进建立一 个 舒适的有效接种环境，以 减轻儿童的

身体和心理不 适，避免不 合作 的情况，减轻儿童的恐惧，从

而采取有效行动减轻儿童的接种痛苦[8]。

在本实验中 ，在无客观因素影响影响的前提下 ，B组儿

童在接种时共有 30例主 动配合，占比为 73.17%，高于 A组

的 13例、31.71%，而在接种时哭闹、挣扎者 B组有 10例，

占比为 24.39%，无法完成接种者有 1例、占比为 2.44%，这

两 项数据均低于 A组的 23例、56.10%和 5例、12.20%；而

家长对于 接种护理的满意度方面，B组家长满意度（97.56%）
高于 A组（85.37%）。 从 数据结果上 来看，B组各项的实验

观察指标结果均优于 A组。

由此，通过对两 组的实验观察以 及结果探究可见，儿童

预防接种时进行心理护理干预更有利于 接种成功，有效提高

接种儿童依从 性，提高家长满意度。 这也 与 其他 专 家对此类

研究的结果相吻合，具有应用意义 ，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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