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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护理在儿童预防接种中的效果

刘亚琼

凉州区双城镇卫生院 甘肃武威

【摘要】目的 探讨心理护理在儿童预防接种中的效果。方法 选取来我院进行预防接种儿童 100名作为研究

对象，人员截选时段为 2020年 1月-2021年 12月。采取计算机随机分配的方式将研究对象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

每组人员均 50例，其中对照组在预防接种期间采取常规护理，观察组在此基础上采取心理护理，随即比对入组

对象在不同护理干预下接种时情况、护理满意度与不良反应发生率。结果 通过对比两组数据可知，观察组接种

期间，儿童一次接种成功率和护理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同时在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中，其儿童出现腹泻腹

痛、恶心干呕以及发热头晕现象人数显著少于对照组，两组观察对象临床数据差异较大，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通过在儿童预防接种期间实施心理护理干预，可显著提升儿童接种成功率，提高家属护理满意度，且对儿

童造成的接种后续不良反应较少，具有较高安全性，可用于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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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 children vaccination

Yaqiong Liu

Shuangcheng Town Health Center, Liangzhou District, Wuwei, Gansu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 children.Methods 100 children from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the selection period was from January 2020 to December 2021. Take
the way of computer random allocation of the study object is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each
group of 50 cases, including the control group during vaccination take routine care, observation group on the basis of
psychological care, then than the enrolled object under different nursing intervention vaccination, nursing satisfaction
and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Results By comparing the data of the two groups, the observation group during
vaccination, the success rate of vaccination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children diarrhea abdominal pain, nausea and nausea
and fever dizziness phenomenon significantly less than the control group, two groups of observation object clinical data
difference is larger, have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 <0.05. Conclusion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during the vaccination period, the success rate of child vaccination can b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satisfaction of family care can be improved, and the subsequent adverse reactions to children can be less, which has
high safety, and can be promoted and applied in clinic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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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尚处发育期，自身机体尚未成熟，易获感外

界病毒，通过及时进行疫苗接种，可保障儿童生活质

量。不过因儿童心理、身体质量均不成熟，会导致接

种进程受阻，且还易出现不良反应，为此预防接种期

间需采取针对性护理措施进行干预尤其重要[1]。本研究

选取来我院进行预防接种儿童 100名作为研究对象，

通过为其实施心理护理，以图明确应用效果，现报告

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来我院进行预防接种儿童 100名作为研究对

象，人员截选时段为 2020年 1月-2021年 12月。采取

计算机随机分配的方式将研究对象分为观察组与对照

组，每组人员均 50例，其中对照组在预防接种期间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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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常规护理，观察组在此基础上采取心理护理。对照

组男性、女性待接种者均为 25例，年龄区间为 1-5（平

均年龄 3.12±0.18）岁；观察组男性待接种者 30 例、

女性待接种者为 20 例，年龄区间为 1-5（平均年龄

3.01±0.09）岁；入组研究对象一般资料无显著差异，

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纳入标准：（1）未患血

液性疾病者；（2）无周身器官功能障碍者；（3）无神

经功能障碍者。排除标准：（1）接种疫苗免疫性疾病

者；（2）对疫苗接种药物过敏者；（3）一般资料不全，

且主动退出者。实施研究前入组对象家属均知晓此次

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2方法

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医护人员检查儿童一般资

料，身体状态并测量体温。并告知家属在患儿接种前

需保持禁食状态，防止出现干呕、腹痛等不良反应。

接种作业期间需确保稳定、准确、快速，尽可能减少

疼痛时间[2]。

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实施心理护理，其主要方法为：

首先医护人员主动同儿童进行沟通问询，保持语气平

和，并以儿童便于理解的话语进行交流谈心，提高儿

童信任程度，强化遵医能力[3]；并且通过在接种前与儿

童相陪伴玩耍，强化同儿童及家属的信任程度，并且

通过播放动画、音乐以及张贴便于理解的健康手册减

缓幼儿紧张心理及对周边熟知程度，还能够提升儿童

对接种简要认知[4]；与此同时，医护人员联合家属通过

不断鼓励儿童，使其保持在相对放松环境下，能够更

好地配合接种[5]；最后为有效防止儿童间情绪彼此相左，

接种区和候诊区需在不同区间，保持一定的距离[6]。

1.3评价指标及判定标准

（1）接种时情况

针对两组接种儿童在不同护理模式下，于临床接

种期间主动配合、哭闹反应、无法进行接种人数进行

统计，随即做出数据对比。

（2）护理满意度和不良反应发生率

采取本院自制的护理满意度调查表，共计发放和

回收均为 100份，每份分值均为 100分，依照护理过

程中对护理常识掌握、护理技巧实施、应急处置能力

以及护理素质服务等进行评估分析，数据结果分为满

意（85—100分）、一般（70—84分）、不满意（70分

以下）三类数值，依照组间数据结果进行分析对比。

不良反应发生率针对两组儿童在不同护理模式干

预下，在护理后出现腹泻腹痛、恶心干呕以及发热头

晕现象人数进行统计，随即做出数据对比。

1.4统计学处理

通过统计学软件 SPSS22.0对两组患者进行数据研

究，研究资料采用（χ±s）进行表述，相关数值进行 t

检验分析，同时两组数值在 P＜0.05 条件下，其可判

断为两组间差异较大，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两组儿童接种情况对比

如表 1，通过对两组患者在不同护理模式下的接种

情况进行数据分析，明确两组儿童接种期的主动配合、

哭闹反应、无法进行接种人数，可知观察组在通过心

理护理干预后，儿童一次接种成功率显著高于对照组，

二者之间有较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 两组护理满意度对比

如表 2，通过对比两组儿童护理满意度可知，观察组儿童护

理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于对照组，组

间数据差异较大，有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论

随着人们的认知水平和健康意识不断上升，家长

们针对儿童预防接种问题的重视程度也不断提高。且

现阶段儿童接种的优势远超过其所存在的风险隐患，

不过由于接种对象年龄尚小，思想不成熟，导致对于

预防接种工作的认识不足，且因在接种期间所产生的

疼痛感，导致儿童不遵医能力和负面情绪反应剧烈，

从而导致接种效率不高，家属满意度较差[7]。故医护人

员在此期间需结合心理护理的方式，对儿童实施个性

化护理，明确其实际内心想法，调节负面情绪，提高

儿童主动接种积极性[8]。在此期间医护人员需取得接种

对象信任，通过带起熟悉接种环境、强化沟通交流，

消除紧张畏惧心理，使其在接种期间处于放松状态。

且儿童哭闹情绪具有较强渲染作用，在自身未出现疼

痛感知情况下，若有其他患儿哭闹，其自身也会产生

较大负面情感波动[9]。故需有效区分患儿接种区和候诊

区，且二者之间保持相对独立安静状态，从而有效隔

绝外界因素的影响，稳定接种对象脆弱心理，降低后

续不良反应出现概率[10]。在此次研究中选择来我院进

行预防接种儿童 100例作为观察对象，通过对其实施

心理护理，以明确改善情况。

通过研究数据分析可知，观察组接种期间，儿童

一次接种成功率和护理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同时

在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中，其儿童出现腹泻腹痛、

恶心干呕以及发热头晕现象人数显著少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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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通过将心理护理应用于儿童预防接种

期间，可显著提升儿童一次接种成功率，提高家属护

理满意度，减少不良反应情况的出现，有着较高临床

应用价值。

表 1 两组儿童接种情况对比

组别

满意度 不良反应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满意度 腹泻腹痛 恶心干呕 发热头晕 不良反应发生率

观察组

（n=50）

20

（40%）
29（58%） 1（2%） 49（98%） 1（2%） 1（2%） 1（2%） 3（6%）

对照组

（n=50）

15

（30%）
20（40%） 15（30%） 35（70%） 4（8%） 4（8%） 4（8%） 12（24%）

χ2 14.583 6.352

P 0.000 0.011

表 2

组别 主动配合 哭闹反应 无法接种 一次接种率

观察组（n=50） 48（96%） 1（2%） 1（2%） 48（96%）

对照组（n=50） 40（80%） 5（10%） 5（10%） 40（80%）

χ2 6.060

P 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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