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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教育在儿童预防接种护理中的应用 

宋 雯 

湖北省荆州市博爱医院（荆州市妇幼保健院）  湖北荆州 

【摘要】目的 分析健康教育在儿童预防接种护理中的应用。方法 选择我院门诊于 2023 年 1 月-2023 年 12
月内接受预防接种的 100 例儿童为研究对象，将其按接种先后时间顺序分为对照组（50 例，采取常规护理方法）

和观察组（50 例，采取健康教育方法），比较两组儿童预防接种情况、家属护理满意度及家属预防接种认知评分。

结果 观察组延迟预防接种、遗漏预防接种低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儿童家属护理满意度与家属预防接种

认知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 在对儿童预防接种护理中实施健康教育取得明显的效果，可显著提高

儿童家属的护理满意度及家属对预防接种知识的掌握度，改善预防接种情况。有较高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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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health education in children's vaccination nur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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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of health education in children's vaccination care. Methods A total 
of 100 children who received vaccination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3 to December 2023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objects and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50 cases, routine nursing method) and observation group (50 cases, health education 
method) according to the sequence of vaccination. The children's vaccination status, nursing satisfaction and cognitive scores 
of vaccination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Delayed vaccination and missed vaccination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P < 0.05).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and vaccination cognitive scores of family 
members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health 
education in child vaccination nursing has achieved obvious results, which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children's families and the degree of family members' mastery of vaccination knowledge, and improve the situation of 
vaccination. It has high applica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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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作为易感人群，其机体免疫系统尚未成熟，易

受细菌、病毒等病原体的感染。预防接种是预防和控制

儿童传染病的有效手段，对保障儿童健康具有重要意

义。然而，在实际接种过程中，家长对预防接种的认知

不足、接种前后的注意事项不清楚等问题，常常导致接

种效果不理想，甚至引发不良反应。因此，加强健康教

育在儿童预防接种护理中的应用显得尤为重要。具体

报道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选择 2023 年 1 月-2023 年 12 月内接受预防接种的

100 例儿童为研究对象。将其按随机分组，分为对照组

（50 例，男 24 例，女 26 例，年龄 1-12 岁，平均年龄

6.85±1.45 岁）和观察组（50 例，男 28 例，女 22 例，

年龄 1-12 岁，平均年龄 6.98±1.36 岁）。 
对两组儿童一般资料分析后显示，其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所有参与本研究的儿童家属均在

明确知情的情况下签署了知情同意书。本研究也获得

了本院伦理委员会的全面知悉和正式批准，确保了研

究的合规性和伦理性。 
1.2 方法 
对门诊预防接种的儿童进行护理期间，对照组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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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常规护理方法，观察组采取健康教育方法，具体方法

如下： 
1.2.1 常规护理方法 
（1）接种前准备 
①资料核对：护理人员首先核对儿童的预防接种

证、家长身份证等个人信息，确保接种对象[1]的准确无

误。②健康评估：简要询问儿童近期健康状况，如是否

有发热、咳嗽、腹泻等急性感染症状，以及是否有过敏

史等，以评估儿童是否适合当前接种。③环境准备：确

保接种环境整洁、通风良好，接种器材和药品准备齐全，

符合无菌操作要求。 
（2）接种操作 
①规范操作：接种人员按照预防接种技术规范和

操作流程，严格执行无菌操作，避免交叉感染。②疫苗

管理：确保疫苗来源正规、冷链保存完好，在有效期内

使用，并正确核对疫苗种类和剂量。③接种部位选择：

根据疫苗种类和儿童年龄，选择合适的接种部位，如大

腿前外侧、上臂三角肌等[2]，并进行消毒处理。 
（3）接种后观察 
①留观制度：要求家长和儿童在接种后留观 30 分

钟[3]，以便及时发现和处理可能出现的过敏反应等不良

反应。②记录与反馈：记录接种时间、疫苗种类、剂量

及接种部位等信息，并告知家长下次接种时间。 
（4）应急处理 
不良反应监测：一旦发现儿童出现过敏反应、高热

等不良反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进行紧急处理，并及

时转送医疗机构救治[4]。 
1.2.2 健康教育方法 
（1）一对一健康宣教：为家长详细分析幼儿免疫

系统发育情况，讲解健康教育对于提升幼儿免疫力的

重要性，并告知家长若患儿不按要求进行预防接种可

能导致的后果。同时，为家长讲解预防接种所需使用疫

苗的情况，包括接种作用、接种后副作用、接种前准备、

注意事项、接种禁忌等，提升家长对预防接种各项工作

的掌握度。 
（2）多元化健康教育手段：将预防接种宣教手册

分发到家长手中，并指导家长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获

取预防接种相关宣教视频。在实际接种过程中，护理人

员为家长讲解接种各项流程，使家长直观感受预防接

种工作内容，进一步了解预防接种有关知识[5]。 
1.3 观察指标 
本研究对两组儿童预防接种情况、家属护理满意

度及家属预防接种认知评分进行对比与评估。其中儿

童预防接种情况包括延迟预防接种、遗漏预防接种。 
1.4 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20.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使用

t 和“ sx ± ”表示计量资料；计数资料用%表示，组间

比较采用 χ2 检验，P＜0.05 表示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2 结果 
2.1 儿童家属护理满意度比对 
通过分析表明，观察组的儿童家属护理满意度高

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如表 1： 
2.2 儿童家属预防接种认知评分比对 
通过分析表明，观察组儿童家属预防接种认知评分

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如表 2： 
2.3 两组预防接种情况比对 
通过分析表明，观察组延迟预防接种、遗漏预防接

种均低于对照组，两组评分比对有明显差异（P＜0.05），
有统计学意义。如表 3： 

表 1  两组儿童家属护理满意度比对[n，（%）] 

组别 例数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观察组 50 22（0.44） 26（0.52） 2（0.04） 48（0.96） 

对照组 50 18（0.36） 24（0.48） 8（0.16） 42（0.84） 

χ2 -    4.000 

P -    0.046 

表 2  两组儿童家属预防接种认知评分比对（ sx ± ） 

组别 例数 干预前（分） 干预后（分） 

观察组 50 74.95±3.77 94.57±4.35 

对照组 50 74.46±3.83 85.61±3.41 

t - 0.645 11.463 

P - 0.521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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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两组儿童预防接种情况比对[n，（%）] 

组别 例数 延迟预防接种 遗漏预防接种 

观察组 50 2（4.00） 0（0.00） 

对照组 50 8（16.00） 4（8.00） 

χ2 - 11.966 8.333 

P - 0.001 0.004 
 
3 讨论 
接种疫苗能增强儿童免疫力，减少疾病发生，保护

儿童健康和公共安全[6]。然而，接种存在侵入性，儿童

可能不配合且有副作用风险，部分家长对其重要性认

识不足，致接种延误或漏接。因此，护理人员在接种时

需采取积极措施。 
在此前提下，需找出对预防接种儿童有效的护理

方法。目前在对预防接种儿童实行护理时，通常采用常

规护理方法，由于一些家长缺乏接种知识，低估其重要

性，导致合作度低、接种延误或遗漏，常规护理方法简

单，主要靠口头提醒，难以增强家长重视和孩子配合度

影响接种成效。因此，常规护理方法难以取得很好的效

果[7]。 
针对这一特点而言，健康教育得到大量关注。健康

教育内容涵盖了预防接种的各个方面，包括疫苗种类、

接种作用、接种后副作用、接种前准备、注意事项、接

种禁忌等，确保儿童家长获得全面、系统的知识。通过

一对一健康宣教、多元化健康教育手段（如宣教手册、

微信公众号宣教视频等），使信息传递更加完整和深入
[8]。其次，通过健康教育，使患者和家长充分认识到预

防接种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提高接种意识，促使儿童按

时完成预防接种计划。此外，健康教育能够显著提高儿

童家属的接种意识，从而提高儿童的定期接种率，确保

疫苗的有效覆盖和疾病的预防效果。本研究结果表明，

健康教育在儿童预防接种护理中的应用效果显著。通

过健康教育，家长能够全面了解预防接种的相关知识，

提高对护理的满意度，降低延迟、遗漏预防接种。在刘

晓丽[9]研究中，通过对观察组儿童采用健康教育后，其

儿童的预防接种情况优于对照组，其结果和本研究结

论类似。 
综上所述，在对儿童预防接种护理中实施健康教

育取得明显的效果，可显著提高儿童家属的护理满意

度及家属对预防接种知识的掌握度，改善预防接种情

况。在实际应用中有较高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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