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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预防接种在儿童预防接种护理中的效果

樊艳飞 

高青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山东淄博　256300

摘　要：目的：分析采取安全预防接种措施对儿童预防接种护理工作的影响。方法：选取2021年2月到2022年2月

期间接受预防接种的门诊儿童68例作为研究对象，利用随机分配法划分为对照组（接受常规基础护理工作）、观察组

（接受常规基础护理联合安全预防接种护理干预工作），对两组护理后的效果数据信息进行对比，包括儿童依从性方

面、接种成功率方面、相关不良反应方面、家属护理满意水平方面、家属预防接种知识程度方面等。结果：将两组

护理结果数据信息进行分析对比后，发现观察组整体护理效果数据信息更具优势，包括儿童依从性方面、接种成功

率方面、相关不良反应方面、家属护理满意水平方面、家属预防接种知识程度方面等数据信息，经过统计学处理后

P值不足0.05，存在统计学含义。结论：将安全预防接种护理方式运用到儿童预防接种工作中，可以让儿童家属了解

更多健康知识，并主动参与到护理工作中，让儿童可以顺利完成接种，同时还能将接种后相关不良反应发生风险控

制在合理范围，让儿童家属更加满意护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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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预防接种，是我国为了增强儿童免疫力，让儿

童可以具备抵抗传染病的能力，进而避免传染病的发生

与传播。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科技的全

面发展，国家也越来越重视我国儿童的预防接种工作，

并为此制定了相关规章制度，要求我国公民在婴儿阶段

至一岁前需要完成相关疫苗的接种工作，多达十几种，

比如乙肝疫苗、百日咳等。部分区域由于地理位置与自

然条件比较特殊影响，会让家属自行选择是否为儿童接

种相关流行病的疫苗，比如风疹疫苗与流感疫苗等。但

是国家并未出台相关法律法规进，强制要求儿童接种，

这在一定程度上会让部分不清楚疫苗接种对儿童发育成

长重要作用的家长不能按时带领儿童进行疫苗接种，不

仅降低了接种成功率，同时还增加了儿童患相关传染病

的风险。

儿童阶段是人体各个器官、组织发育的重要阶段，

也是机体抵抗力最弱的时期，使得儿童缺乏足够的免疫

力来抵抗疾病，容易感染各种传染病，影响儿童身心健

康。而目前为了预防传染病的流行与暴发，主要会通过

预防接种来抵抗病毒与细菌的感染与侵袭，从而为儿童

的健康发育提供一定保障[1-2]。但是从儿童预防接种实际

发展来看，儿童会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降低依从性与

接种率，需要对开展相应的护理工作，才能为儿童预防

接种的顺利开展提供一定保障。有相关研究报告证明，

在儿童接受疫苗接种的时候，给予相应的接种护理干预

措施，可以让儿童顺利完成疫苗接种工作，提升整体护

理质量[3-4]。为此，文中对2020年12月到2021年12月期

间接种门诊的68例儿童预防接种中开展安全预防接种护

理干预工作的价值进行了相关分析，希望可以为儿童预

防接种护理研究提供一点建议。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将2020年12月到2021年12月期间接种门诊的68例

预防接种儿童纳入研究范围，利用随机分配法划分为对

照组（35例）、观察组（33例），其中对照组有23例男

性，12例女性，均处于2岁至9岁的年龄段，年龄平均值

为（4.71±1.01）岁；而观察组有22例男性，11例女性，

均处于2岁至9岁的年龄段，年龄平均值为（4.88±0.99）

岁。纳入标准：所有儿童都没有认知障碍与意识障碍；

各个家属均对本次研究内容清楚，且在相关知情同意书

上签署了姓名。本次研究活动经单位同意并审批。各个

儿童基础资料经统计学处理后，P值大于0.05，不具有统

计学含义。

1.2方法

对照组接受常规基础护理工作：在儿童进行预防接

种前需要核对儿童基础资料（包括姓名、性别等），同时

还需要掌握儿童以往疫苗接种情况、接种禁忌情况等；

在接种前护理人员需要对疫苗生产日期与有效日期进行

核对，确保疫苗包装完好才能使用；护理人员需要严格

按照相关操作标准开展疫苗接种工作，完成接种后儿童

需要留观半小时，半小时后儿童未出现异常就可以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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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组儿童接受常规基础护理联合安全预防接种护理干

预工作：

1.2.1预防接种前准备方面

首先需要按照对疫苗接种室进行清洁与消毒工作，

严格按照相关操作标准完成各种接种器材的准备工作，

可以张贴动画海报，在最大程度上为儿童创造安全、良

好的预防接种环境。对儿童基本情况等有一定了解，包

括饮食情况、身体情况、药物过敏史以及禁忌症等，进

行接种前预检工作，如果发现儿童处于感冒发热等异常

状态，需要及时告知儿童家属，暂缓接种，等儿童身体

状况恢复正常后再进行接种。

1.2.2健康宣传教育方面

在对儿童进行预防接种前，护理人员需要与儿童家

属保持良好交流与沟通，同时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还

可以借助相关健康知识手册、短视频、宣传单等方式开

展健康宣传教育工作，确保儿童家属对预防接种疫苗相

关知识、接种对儿童发展重要作用、儿童接种疫苗可能

发生的不良情况与对应处理技巧；耐心、详细解答儿童

家属存在的顾虑与疑问。

1.2.2心理安抚方面

在对儿童进行预防接种前，应当要求儿童家属进行

辅助，可以运用播放动画方式、讲故事方式、语言鼓励

方式、肢体抚摸安慰方式等与儿童构建良好关系，并转

移儿童注意力，从容有效减轻儿童对预防接种的恐惧感

与紧张感，提升儿童接种依从性。此外，在接种过程中

还需要注意动作轻柔，辅助儿童保持舒适体位进行接种。

1.2.4预防接种信息管理方面

完成预防接种后，应当让家属对免疫接种程序有一

定了解，提醒家属按时带领儿童预约并接种对应的疫苗类

型，并做好登记，提醒儿童家属按时带领儿童进行接种；

或者可以利用相关案例进行讲解，确保儿童家属正确认识

到按时接种疫苗的重要性；也可以与儿童家属取得联系，

在预防接种日期快来临时，打电话或者发短信提醒儿童家

属带领儿童完成预防接种工作。此外，接种完成以后还需

要告知儿童家属在半小时留观过程中，一旦发现儿童出现

异常情况需要及时通知护理人员并进行相应处理；还要提

醒儿童家属在接种后24h内避免儿童洗澡，注意休息，饮

食方面需要适量增加新鲜蔬果与蔬菜。

1.3判断标准

1.3.1观察对比对照组与观察组儿童依从性以及接种

成功率。

1.3.2观察对比对照组与观察组儿童疫苗接种完成后

不良症状：包括皮疹、腹泻、发热以及恶心呕吐等。

1.3.3观察对比对照组与观察组家属满意水平：相

应满意水平调查量表，共计100分，1-59分为不满意，

60-84分为满意，85-100分为十分满意。

1.3.4观察对比对照组与观察组家属对预防接种相关

知识掌握程度：门诊自制情况调查量表，共计100分，

1-59分掌握程度为差，60-84分掌握程度为良，85-100

分掌握程度为优。

1.4统计学方法

利用SPSS22.0系统处理相关数据信息，（n,%）代表

计数资料，（ ）代表计量资料，分别运用X2/t进行检

验，如果P值不足0.05，则表示有统计学含义。

2.结果

2.1对比两组儿童护理依从性、接种率

观察组儿童护理依从性为96.96%（32/33）、接种率

为100%（33/33）；

对照组儿童护理依从性为85.71%（30/35）、接种率

为88.57%（31/35）。

经过统计学处理得出结果：（X2=7.995,P=0.004；

X2=12.122，P=0.001），观察组整体儿童护理依从性、接

种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有统计学差异。

2.2儿童疫苗接种完成后不良症状

观察组出现1例皮疹、无腹泻、发热有0例、恶心呕

吐有0例，共计不良症状5例，占3.03%；

对照组出现2例皮疹、腹泻有1例、出现1例发热、

出现1例恶心呕吐，共计不良症状5例，占14.28%。

经过统计学处理得出结果：（X2=8.004,P=0.004），观

察组整体儿童接种后皮疹、腹泻、发热、恶心呕吐等总不

良反应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有统计学差异。

2.3对比两组儿童家属对护理工作满意情况、儿童家

属对预防接种相关知识掌握程度

观察组儿童家属对护理工作满意程度评分为

（91.38±11.20）（分）、儿童家属对预防接种相关知识掌

握程度评分为（89.97±8.79）（分）；

对照组儿童家属对护理工作满意程度评分为

（65.23±9.54）（分）、儿童家属对预防接种相关知识掌握

程度评分为（63.03±5.49）（分）。

经过统计学处理得出结果：（t=10.384,P=0.001；

t=15.252,P=0.001），对照组整体家属护理满意水平显著

低于观察组，P值不足0.05，有统计学差异。

3.讨论

目前对于预防儿童传染病，主要会运用接种疫苗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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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儿童相关传染病发生风险，但是常规基础护理工作不

能在最大程度上提升护理水平，降低儿童对护理工作依

从性，对儿童预防接种工作产生不良影响[5-6]。所以，需

要重视儿童预防接种中的护理工作，有效利用安全预防

接种护理干预儿童预防接种工作，进而提升儿童预防接

种率[7-8]。

有相关研究报告证明，在对儿童进行疫苗预防接种

时，给予安全预防接种护理干预，可以有效提升整体护

理效果水平，将接种后儿童相关不良反应发生风险控制

在合理范围，同时还能让儿童有效配合护理人员完成接

种工作，从而提升接种成功率[9-10]。结合文中研究结果，

在对儿童进行疫苗预防接种时，给予安全预防接种护理

干预，通过做好预防接种前准备工作（对疫苗接种室进

行清洁与消毒工作，严格按照相关操作标准完成各种接

种器材的准备工作、进行接种前预检工作，了解儿童基

本情况，判断是否适合预防接种，提升接种安全性）、做

好健康宣传教育工作（与儿童家属保持良好交流与沟通，

合理运用健康知识手册、短视频、宣传单等方式开展健

康宣传教育工作，扩展家属对疫苗预防接种的知识面，

了解不同疫苗类型、接种重要性、完成疫苗接种后可能

发生的不良症状、相关处理技巧等，同时解答儿童家属

问题，减轻儿童家属担忧，获取儿童家属信任）、强化心

理安抚工作（让儿童家属参与到护理工作中，对儿童进

行安抚，辅助护理人员完成接种工作，同时合理利用运

用播放动画、讲故事、语言鼓励、肢体抚摸安慰等方式

拉近与儿童距离，缓解儿童存在的不良情绪，提升儿童

接种依从性）、做好预防接种信息管理工作（按照免疫程

序对儿童进行下次预约，告知下次预约疫苗种类、预防

的疾病和预约时间，并运用多种方式让儿童家属了解预

防接种对儿童健康成长的重要作用，并提醒儿童家属准

时带领儿童进行接种；注意观察儿童接种后是否出现异

常反应，并进行及时处理）等一系列措施，可以有效提

升儿童依从性，进而保证接种率，同时还能有效降低儿

童接种后皮疹、腹泻、发热、恶心呕吐等不良反应发生

风险，让儿童家属更加满意护理工作，扩展家属对疫苗

预防接种的知识面，避免矛盾纠纷，同时，将两组护理

结果数据信息进行分析对比后，发现观察组整体护理效

果数据信息更具优势，包括儿童依从性方面、接种成功

率方面、相关不良反应方面、家属护理满意水平方面、

家属预防接种知识程度方面等数据信息，经过统计学处

理后P值不足0.05，存在统计学含义。

因此，在对儿童进行疫苗预防接种时，给予安全预

防接种护理干预措施，能够让儿童可以顺利完成接种工

作，保证接种成功率，同时还能将接种后相关不良反应

发生风险控制在合理范围，为儿童提供更为优质的护理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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