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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痘疫苗预防小儿患水痘的效果研究

潘仲敏

江西省上饶市余干县疾控中心 江西上饶

【摘要】目的 探究分析水痘疫苗预防小儿患水痘的效果。方法 选取于 2021年 1 月至 2022年 1 月，

本区域的儿童共 100例作为本次研究对象。其中 50例未接种水痘疫苗类型的儿童作为本次研究的对照组，

50例已经接种过水痘疫苗类型的儿童作为本次研究的观察组。对比分析对照组以及观察组的水痘发病率；

水痘发病后的病情；以及不良反应发生率。结果 观察组在水痘发病率；水痘发病后的病情；以及不良反应

发生率方面均优于对照组，其中（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予以儿童水痘疫苗接种，能够有

效的降低水痘发病率以及不良反应发生率，同时能够显著改善儿童在并发水痘后病情的严重程度，在实际

应用的过程中具有优良的效果，值得进一步的推广与应用。

【关键词】水痘疫苗；水痘发病率；水痘发病后的病情；不良反应发生率

Effect of varicella vaccine on prevention of varicella in children

Zhongmin Pan

Yugan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Shangrao, Jiangxi Province, 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and analyze the effect of varicella vaccine in preventing chickenpox in
children. Methods From January 2021 to January 2022, a total of 100 children in this region were selected as the
subjects of this study. Among them, 50 children who had not received the varicella vaccine type were used as the
control group for this study, and 50 children who had been vaccinated with the varicella vaccine type were used as
the observation group for this study. The incidence of chickenpox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compared; Condition after the onset of chickenpox; and incidence of adverse effects. Results The incidence of
chickenpox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Condition after the onset of chickenpox; and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of which (P<0.05),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nclusion Vaccination of children with chickenpox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chickenpox and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and at the same time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severity of children's disease
after complicated by chickenpox, which has excellent effects in the process of practical application, and is worthy
of further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 Keywords】 chickenpox vaccine; incidence of chickenpox; Condition after the onset of chickenpox;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水痘属于具有高传染性的疾病，其中儿童属于

水痘的高发群体，水痘主要是由水痘-带状疱疹病毒

所引发的急性传染性皮肤疾病。在发病后，患者通

常会出现全身性的疱疹，其具有相对较长的病程时

间，通常未 13d-17d 左右，在儿童感染水痘之后，

其主要症状为：病毒血症、全身皮肤出现水泡或是

斑丘疹[1-2]。据相关统计资料显示：在接触水痘-带状

疱疹病毒后的感染率高达 92%左右。国内有相关研

究显示：水痘的主要传播途径为：空气传播、直接

接触以及母婴传播，在儿童群体中，其传播率高达

89%左右，对儿童的身心健康造成严重的影响[3-4]。

现阶段预防水痘感染的有效途径为疫苗接种，本文

将选取于 2021年 1 月至 2022年 1 月，本区域的儿

童共 100例作为本次研究对象，探究分析水痘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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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小儿患水痘的效果，详情如下所示。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于 2021年 1月至 2022年 1月，本区域的

儿童共 100例作为本次研究对象。其中 50例未接种

水痘疫苗类型的儿童作为本次研究的对照组，50例
已经接种过水痘疫苗类型的儿童作为本次研究的观

察组。对照组中：儿童共 50 例，其中男性儿童共

32 例，女性儿童共 18 例，年龄为：4-10 岁，平均

年龄为：（5.63±1.10）岁；观察组中：儿童共 50例，

其中男性儿童共 33例，女性儿童共 178例，年龄为：

4-10岁，平均年龄为：（5.60±1.12）岁。对照组以

及观察组一般资料对比，差异无统计学予以，其中

（P＞0.05），具有可比性。

纳入标准：①对照组以及观察组儿童家属均已

同意参与本次研究；②本次研究经本院审核通过。

③经诊断确认对照组与观察组儿童均在 1 年内未参

与接种其他类型的疫苗。

排除标准：①中途退出本次研究的儿童；②精

神异常、沟通障碍、配合度低的儿童及其家属；③

对水痘疫苗过敏等类型的儿童。

1.2方法

1.2.1对照组方法

对照组儿童不参与水痘疫苗接种

1.2.2观察组方法

观察组儿童参与水痘疫苗接种，由相关护理人

员引导儿童保持单侧上肢叉腰的姿势，测量儿童体

温，如其体温＞37℃，则应推迟此类儿童的接种时

间，选取儿童上臂外侧三角肌部位，观察其皮肤是

否存在破损，采用酒精消毒儿童皮肤表面，予以儿

童水痘减毒活疫苗（批准文号：国药准字S20000016；
生产企业：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进

行水痘疫苗的接种，接种过程中严格遵循无菌操作

要求，接种完成后引导儿童进入留观室，监护半小

时左右，观察儿童是否存在发热、呕吐等不良反应，

若未出现相应的不良反应，则表明接种完成。

1.3观察指标

对比分析对照组以及观察组的水痘发病率；水

痘发病后的病情；以及不良反应发生率。水痘诊断

标准为：儿童出现皮疹，且为分批出现，表现为向

心性分布、皮疹型态各异，出现黏膜疹等。其中发

病后的病情情况分为：轻度、以及重度。轻度：患

儿皮损面积相对较小，其水疱、脓疱、丘疹以及斑

疹数量相对较少，且＜50个，患儿不存在发热症状，

发病时间＜5 天；重度：患儿皮损面积相对较大，

皮肤表明表现为：水疱、脓疱，水疱以及脓疱数量

＞50个，患儿在发病期间存在发热、头痛、恶心、

呕吐等症状，发病时间＞5 天，在治愈之后患儿皮

肤便面存在瘢痕。不良反应发生率包括：红肿、恶

心、以及发热；数据均由研究期间收集整理得出。

1.4统计学方法

将数据纳入 SPSS22.0软件中分析，率计数资料

采用χ2检验，并以率（%）表示，P<0.05）为差异显

著，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对照组以及观察组水痘发病率

对比分析对照组以及观察组的水痘发病率，观

察组明显优于对照组，其中（P＜0.05），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详情如下表 1所示：

表 1 对照组以及观察组水痘发病率对比表[例,（%）]

组别 例数 出现水痘例数 水痘发病率

对照组 50 12 24.00%

观察组 50 4 8.00%

χ2 - - 4.891

P - - 0.027

2.2对照组以及观察组水痘发病后的病情

对比分析对照组以及观察组水痘发病后的病情，

观察组明显优于对照组，其中（P＜0.05），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详情如下所示：

对照组中：出现轻型的例数为：1 例，观察组

中：出现轻型的例数为：4例，其中χ2=4.000，P=0.046。
对照组中：出现重型的例数为：11例，观察组

中：出现重型的例数为：0例，其中χ2=12.360，P=0.001。
2.3对照组以及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

对比分析对照组以及观察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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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组明显优于对照组，其中（P＜0.05），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详情如下所示：

对照组中：出现红肿的例数为：6 例，出现恶

心的例数为：2例，出现发热的例数为：2例，对照

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16.00%。

观察组中：出现红肿的例数为：0 例，出现恶

心的例数为：1例，出现发热的例数为：0例，对照

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2.00%。其中χ2=8.274，P=0.004。
3 讨论

水痘属于儿童群体中相对常见的传染性疾病，

在发病后，患儿的主要临床症状可归纳为：出现全

身性的红色斑丘疹、疱疹、痂疹等情况。其中高传

染性属于水痘的主要特征，其主要是由于机体皮肤

棘细胞肿胀所引发的疾病。据相关研究显示：水痘

患者的水疱液中存在大量的感染性病毒颗粒，使得

其具有极强的传染性。通常情况下，水痘的潜伏期

约为 15-20d左右，患者早期的症状主要为：出现发

热、黏膜感染，随着病情的发展，逐步出现半点水

疱，当病情发展至丘疹阶段时，患者全身可出现小

囊泡，存在相对较高的机率使得患者皮肤表皮出现

不同程度的损伤。国内有研究指出，多数水痘患者

存在相应的并发症，包括：细菌性感染、脑炎以及

肺炎等。现阶段对于水痘的治疗尚无特效药物，因

而水痘的接种以及预防对人群来说具有深远的意义
[5-6]。

水痘减毒活疫苗主要由 103.3PFU 的动感水痘

减毒活病毒 OKA株组成，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通

过皮下注射的方式能够实现对于水洞的主动免疫，

其能够有效的预防人员感染水痘病毒。在实际应用

的过程中应特别注意疫苗的保存应放置于温度＜

8℃，且避免阳光直射的环境之中进行保存，同时使

用时需要在复溶后半小时之内。在实际注射的过程

中禁止静脉注射，如果接种者存在发热等症状，应

推迟此类接种者的接种时间。在本次研究中，通过

对比接种水痘疫苗的儿童以及未接种水痘疫苗儿童

水痘的发病率、发病后的严重程度以及不良反应发

生率，发现接种疫苗后的患儿相比于未接种水痘疫

苗的患儿具有多方面的优势，其能够有效的降低水

痘发病率，同时能够显著改善发病后的严重程度[7-8]。

综上所述，予以儿童水痘疫苗接种，能够有效

的降低水痘发病率以及不良反应发生率，同时能够

显著改善儿童在并发水痘后病情的严重程度，在实

际应用的过程中具有优良的效果，值得进一步的推

广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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