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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安全预防接种护理对预防接种效果的影响

徐继红，贾晓峰

（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新疆　乌鲁木齐　８３００００）

【摘　要】目的：分析儿童安全预防接种护理对预防接种效果的影响。方法：选取２０２０年１月 ～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医院接收的需要采取安全预防接种的１００例儿童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
其均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５０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措施，观察组采取儿童安全预防接种护理
措施，对比分析在不同预防接种护理方式下儿童接种配合度以及成功率、护理满意度、医疗护理质量
评分。结果：观察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接种配合度以及
成功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医疗护理质量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在儿童安全预防接种中加强对儿童的护理干预措施能够明显提高儿童
接种的配合度，以此明显提高儿童接种成功率，相较于常规护理措施更有利于拉近护患之间的关系，

儿童更愿意配合接种工作的开展，同时，加强对儿童的安全预防接种护理措施也可在一定程度上提
高医疗服务护理质量，为儿童一个更优质的护理服务，保证接种工作能够顺利开展，护理效果更明
显，值得临床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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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划免疫是我国为了保证儿童健康，预防儿童

生长发育期间相关疾病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与成

年人相比较，儿童身体免疫力更低，身体仍处于发

育，多器官系统均未发育完全等原因，因此更容易发

生严重的感染等相关疾病，而为预防儿童身体受到

损伤就需要加强对儿童的预防接种工作。通过疫苗

接种的方式对相关疾病进行预防，能够明显降低儿

童时期多种疾病发生率，减轻儿童家庭负担。但由

于多数儿童在接种期间处于对接种针恐惧等因素导

致儿童接种积极性不高，接种效率低下，因此，在儿

童疫苗接种的过程中加强对儿童的疫苗接种护理干

预措施对减少儿童疼痛，提高疫苗接种的安全性以

及达标率十分关键
［１］。对此，本次研究针对本院需

要采取安全预防接种的儿童采取安全预防接种护理

措施，旨在分析其临床价值，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选取２０２０年１月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我

院接收的需要采取安全预防接种的１００例儿童作为

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均分为观察组和

对照组，各５０例。观察组男２７例，女２３例；年龄２

个月～３岁，平均（１．５２±０．２４）岁。对照组男２６例，

女２４例；年龄２个月 ～３岁，平均（１．５３±０．２５）岁。

所有患儿家属均在护理前知情本次研究内容并自愿

加入；排除先天性疾病、对接种疫苗过敏儿童；排除

精神障碍、认知障碍、意识障碍无法配合研究开展的

儿童。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方法：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干预措施：在儿童

接种疫苗前需要注意观察儿童的身体状态，同时将

接种的步骤以及接种后所需要注意的相关事项与儿

童的家属说明清楚，在儿童接种完成后需要注意观

察儿童接种的反应，同时根据儿童不同的反应采取

相应的护理措施。观察组采取安全预防接种护理，

护理方式如下。（１）环境护理：护理人员需实现将疫

苗接种的环境进行彻底消毒，用含氯消毒液对地面

进行湿拖避免二次污染对疫苗接种造成影响，保证

疫苗接种的安全性，预防感染等的发生；注意接种环

境下的通风和温度，尽可能安抚儿童及家长情绪，降

低接种环境下的噪音分贝；（２）心理护理：护理人员

应积极与儿童及家长进行沟通，观察儿童及家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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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状态变化，同时告知儿童家长在疫苗接种过程

中所需注意的相关事项，与儿童及家长讲解疫苗接

种相关知识时应采取通俗易懂的语言；通过音乐疗

法、言语安慰等多种干预措施帮助缓解儿童及家长

紧张、不安等情绪，对年龄较小的儿童可采取肢体接

触等方式缓解儿童哭闹等现象，通过肢体接触安抚

儿童不安等情绪，同时告知儿童家长关于儿童接种

的重要性，从而提高儿童及家长的配合度；（３）健康

宣教：健康宣教主要采取一对一的宣教方式，主要内

容包括疫苗接种的种类、目的、方法等，告知儿童家

属在疫苗接种后可能出现的异常以及正常情况，并

将如何应对的方式告知家长，在保证儿童家长有心

理准备的同时在出现突发状态时不过于紧张影响到

医务人员治疗。

１．３　观察指标：对比分析在不同预防接种护理方式

下儿童接种配合度以及成功率、护理满意度、医疗护

理质量评分（包括儿童呵护、医疗态度、护理服务评

分）。其中护理满意度：分为满意、较满意以及不满

意，分值在０～１００分之间，对护理的满意度分值在
８０～１００分之间为满意，对护理分值在６０～７９之间

为较满意，护理分值在５９分及以下为不满意，总满

意度＝（满意例数＋较满意例数）／组例数×１００％。

１．４　统计学方法：采用 ＳＰＳＳ２０．０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计量资料以 ｘ±ｓ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ｔ检

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２检验，Ｐ＜

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护理满意度比较：观察组护理满意度高于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护理满意度比较［例（％）］

组别 例数 满意 较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观察组 ５０ ３０（６０．０） １５（３０．０） ５（１０．０） ４５（９０．０）
对照组 ５０ ２５（５０．０） １０（２０．０） １５（３０．０） ３５（７０．０）
χ２ 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 ２．６６６ １２．５００ １２．５００
Ｐ １．０００ ０．１５５ ０．１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２．２　两组接种配合度以及成功率比较：观察组接种

配合度以及成功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见表２。

２．３　两组医疗护理质量评分比较：观察组医疗护

理质量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３。

表２　两组接种配合度以及成功率比较［例（％）］

组别 例数 接种配合率 成功率

观察组 ５０ ４６（９２．０） ４９（９８．０）
对照组 ５０ ３９（７８．０） ４３（８６．０）
χ２ ０．０００ １７．６５１ ９．７８３
Ｐ １．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表３　两组医疗护理质量评分比较（ｘ±ｓ，分）

组别 例数 儿童呵护 医疗态度 护理服务

观察组 ５０ １８．２６±２．５４ １９．５９±１．１１ １８．６６±１．５４
对照组 ５０ １５．６２±１．４７ １４．４７±１．２５ １４．８４±１．６２
ｔ ６．３６１ ２１．６５７ １２．０８５
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３　讨论
近年来，随着我国群众生活质量不断提高，医疗

水平迅速发展，群众对身体健康及医疗服务质量要

求逐渐提高，同时，受到多种原因的影响导致多种疾

病患病率逐年增长，疫苗接种儿童逐渐增加
［２］。预

防接种是指将疫苗接种在健康儿童体内的使儿童在

不发病的前提下产生抗体，从而获得特异性免疫的

效果。而在疫苗接种的过程中只有严格按照合理程

序进行接种才能够充分发挥疫苗的免疫效果，从而

保证儿童获得和维持高度免疫水平，逐渐建立一个

完善的免疫屏障，达到控制相关传染疾病的发生
［３］。

然而在儿童预付那个接种的过程中，常常出现儿童

哭闹不肯配合、家长重视程度不高等情况，因此导致

了儿童疫苗接种率低下，接种质量不高，对儿童的疫

苗接种造成严重影响
［４］。有关文献研究发现，在儿

童接种的过程中护理人员除了需要具备专业的疫苗

接种操作技术以外还需要加强对儿童及家长的护理

干预措施，从而帮助提高疫苗接种的有效性和安全

性
［５］。安全预防接种护理是指通过环境护理、心理

护理及健康教育三个方面对对儿童及家长实施的护

理方式，多项研究数据表明，与常规免疫接种护理方

式相比较可见，安全预防接种护理措施能够保证儿

童顺利开展预防接种，疫苗接种率相对更高，同时儿

童在接种时的配合度也明显更高
［６］。通过环境护理

措施能够为儿童接种提供一个安全的接种环境，尽

可能降低接种环境下的细菌数量，利用含氯消毒液

加强对地面等多个平面的消毒管理，能够有效预防

儿童在接种过程中受到细菌入侵后发生感染性疾

病
［７］。此外，在儿童疫苗接种期间加强对儿童及家

长的心理干预措施能够明显稳定儿童的负性心理情

绪，使儿童更愿意配合预防接种工作的开展
［８］。在

—７１—



·论　著· ２０２２年７月　第２１期
母婴世界

接种期间根据观察所得的儿童的心理状态对儿童采

取肢体安抚、语言安抚等干预措施能够明显缓解儿

童哭闹等情况，同时也改善了儿童不安等心理情绪。

对于儿童家长的心理干预措施主要是为了帮助减轻

儿童家长的心理压力，缓解儿童家长对疫苗接种担

忧等负性心理情绪，提高儿童家长对疫苗接种的信

心，从而提高儿童家长的配合度
［９］。而在儿童家长

的配合下，协助护理人员加强对儿童的护理干预措

施能够明显缓解儿童不肯配合疫苗接种的情况，使

疫苗接种工作更能顺利开展
［１０］。而加强对儿童家属

的健康宣教主要是为了使儿童家属了解到疫苗接种

相关知识。采取一对一讲解的方式主要是为了能够

时儿童家属更能了解到疾病知识，并能够了解到疫

苗接种后所需注意的相关事项，保证在而儿童在疫

苗接种后出现异常时家属能够及时察觉并告知医务

人员
［１１］。另外，加强对儿童家属的健康教育也能够

使儿童家属提前做好疫苗接种后不良反应发生的心

理准备，从而保证儿童在接种后出现异常时儿童家

属能够做到不慌乱、肯配合。而健康教育的开展也

在一定程度上预防了儿童家属在接种期间过于紧张

影响到接种工作开展
［１２］。可见，安全预防接种护理

在儿童预防接种中有重要意义，能够保证疫苗接种工

作顺利开展，儿童及家属的接种配合度相对更高
［１３］。

本次研究针对本院需要采取安全预防接种的

儿童采取安全预防接种护理措施，结果显示，观察

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由此可见，在儿童预防接种中采取安全预防
接种护理措施能够明显拉近护患之间的关系，儿童

家属更信任护理人员，可有效促进护患之间和谐关

系发展。此外，观察组接种配合度以及成功率高于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提示相较于
常规护理措施，安全预防接种护理更能提高儿童疫

苗接种的配合程度，以此提高儿童接种的成功率，保

证儿童疫苗接种工作能够顺利开展。此外，本次研

究中还发现，观察组医疗护理质量评分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由该项研究数据表
明，安全预防接种护理能够明显提高护理人员的医

疗护理质量，能够为儿童提供一个更优质的护理服

务，使儿童能够在更优质的环境下开展预防接种。

综上所述，在儿童安全预防接种中加强对儿童

的护理干预措施能够明显提高儿童接种的配合度，

以此明显提高儿童接种成功率，相较于常规护理措

施更有利于拉近护患之间的关系，儿童更愿意配合

接种工作的开展，同时，加强对儿童的安全预防接种

护理措施也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医疗服务护理质

量，为儿童一个更优质的护理服务，保证接种工作能

够顺利开展，护理效果更明显，值得临床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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