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医学与数据杂志                                                                        2022 年第 6 卷第 7 期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dicine and Data                                                        https://ijmd.oajrc.org/ 

- 126 - 

小儿预防接种中社区护理干预的疗效观察 

俞 方 

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钟埭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浙江嘉兴 

【摘要】目的 观察小儿预防接种中社区护理干预的效果。方法 本次的研究时间在 2021.1 月至 2022.1
月，研究对象为上述期间我社区医院接受预防接种的 400 例小儿及小儿家长，根据护理干预方式不同分成

两组，接受社区护理干预的为研究组，其中有 200 例小儿及小儿家长，接受常规护理干预的为对照组，其

中有 200 例小儿及小儿家属，对两组分别干预后的全部接种率、家长预防接种知识掌握情况以及家长护理

满意度评分进行对比。结果 研究组小儿家长的预防接种知识掌握情况以及护理满意度评分明显高于对照

组，P＜0.05；研究组的全部接种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 社区护理干预用于小儿预防接种中，

可提高疫苗接种率，让小儿家长掌握更多预防接种知识，满意护理人员工作，值得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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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ation on the effect of community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children's vaccination 

Fang Yu 

Zhongdai Community Health Service Center, Pinghu City, Jiaxing City, Zhejiang Province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community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children's vaccination. 
Methods: The study was conducted from November 2021 to February 2022.1. The subjects were 400 children and 
their parents who received vaccination in our community hospital during the above perio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nursing intervention methods. The study group was the one who received 
community nursing intervention, including 200 children and their parents. The control group was the one who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intervention, including 200 children and their families. The total vaccination rate The 
parents' knowledge of vaccination and the scores of parents' satisfaction with nursing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knowledge of vaccination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scores of parents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total vaccination rate of the stud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community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children's 
vaccination can improve the vaccination rate, enable children's parents to master more vaccination knowledge, and 
satisfy the work of nursing staff, which is worth u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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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今，小儿预防接种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在预防接种过程中，主要是把人工培育经处理后的

疫苗接种到健康儿童的体内，让小儿体内形成抗体，

抵抗各种疾病[1]。因为小儿的年龄十分小，在机体

功能上还未发育完全，所以容易感染各种细菌或者

是病毒，对小儿的身体健康造成不良影响[2]。通过

小儿预防接种工作的开展，会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让小儿远离流感的侵害，维护小儿健康成长[3]。在

预防接种阶段小儿家长也应当配合医务人员工作，

接受相关的护理干预，以此让小儿预防接种质量显

著提升[4]。故本次研究将 400 例接种儿童当作研究

对象，通过不同护理干预措施的应用，对两组小儿

预防接种的效果展开比较。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时间为 2021 年 1 月份至 2022 年 1 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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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对象为上述时间段进行预防接种的小儿，根据

护理方法的不同进行分组，接受常规护理的为对照

组，其中有 200 例小儿，接受社区护理干预的为研

究组，其中有 200 例小儿。在对照组的 200 例小儿

当中，有 110 例男性儿童以及 90 例女性儿童，年龄

在三个月到六岁，平均年龄为（3.18±1.08）岁。而

研究组中有 109 例男性儿童以及 91 例女性儿童，年

龄在三个月到七岁之间，平均年龄为（3.49±1.17）
岁，经过比较两组小儿的性别以及年龄资料，得知

无统计学意义，P＞0.05，可比较。 
1.2 纳入排除标准 
（1）纳入标准 
纳入小儿对研究中接种的疫苗并无过敏反应；

纳入小儿家长在研究之初已经签署知情同意书；小

儿家长沟通能力正常。 
（2）排除标准 
排除对接种疫苗过敏的小儿；排除不配合的小

儿；排除一般资料不完整的小儿。  
1.3 方法 
对照组中的小儿接受常规护理，先将疫苗摇匀

之后，对儿童接种位置消毒，予以一定的心理安慰，

并为小儿家长讲解预防接种的相关注意事项以及保

健知识。 
研究组的小儿接受社区护理干预，具体的措施

如下：第一，接种现场干预。①在小儿接种疫苗前，

护理人员应当和小儿家长进行联系，用诚恳真诚的

态度告知小儿家长疫苗接种后容易出现的不良反

应，让小儿家长知晓接种疫苗前后的注意事项，对

各种突发状况提前做好心理准备，配合护理人员工

作，顺利完成接种。②接种过后需要让小儿及小儿

家长留观半小时之上，这一期间需要观察接种后小

儿的反应，如果存在异常，要立刻进行处置，并安

抚家属。在这期间进行预防接种健康教育。留观完

成后，需要为小儿家长发放预防接种告知手册，叮

嘱家属下次按时完成小儿预防接种，了解接种的重

要性。第二，社区医院非现场干预。由于接种疫苗

的小儿年龄在 0~6 周岁的居多，一般需要接受 20 余

针次的疫苗。对此，社区医院可以在留观室及等候

区张贴海报，使用多媒体设备播放有关录像，通过

个体指导或者是集体教育等方式，为小儿及小儿家

长普及计划免疫知识。另外，在社区医院管理的范

围之内，可以联通社区居委会定期展开预防接种宣

教，对家长以及即将生产的准家长展开健康宣讲。

除此之外，也可以使用官方公众号完成科普文章的

推送。对于一些文化水平不高的人群，可通过宣传

页的发放或者是海报的张贴，使人们的疫苗预防接

种的意识明显提升，尽快带领自家孩子完成预防接

种。 
1.4 观察指标及效果评价标准 
观察小儿全部接种率；观察小儿家长的预防接

种知识掌握情况；观察小儿家长的护理满意度评分。 
1.5 统计和分析 
把 SPSS22.0 统计学软件当作数据处理的主要

工具，分析处理资料，计数资料用％表示，计量资

料用（ ±s）表示，检验分别采用ꭓ2和 t 检验，有统

计学差异时，P＜0.05。 
2 结果 
2.1 小儿全部预防接种率 
研究组中的 200 例小儿，全部接种的例数为 198

例，接种率为 99％，而对照组中的 200 例小儿，全

部接种的例数为 185 例，接种率 92.5％，经比较得

知ꭓ2 值为 10.3824，P 值为 0.0012，P＜0.05。 
2.2 干预后小儿家长对预防接种知识的掌握情

况 
干预后研究组小儿家长的预防知识掌握情况明

显优于对照组评分，P＜0.05，见表 1。 
表 1 干预后小儿家长对预防接种知识的掌握情况比较 

（ ±s） 

组别 例数 
疫苗 

接种时间 
接种后 
禁忌症 

接种前后 
注意事项 

研究组 200 9.25±0.68 9.48±0.35 9.39±0.51 

对照组 200 7.20±0.72 7.18±0.68 7.25±0.49 

t  29.2738 42.5307 42.7914 

P  0.0000 0.0000 0.0000 

 

2.3 护理后小儿家长的护理满意度评分 
护理干预后，研究组中的小儿家长十分满意的

例数有 110 例、满意的例数为 87 例，不满意的例数

为 3 例，护理满意度评分为 98.5％，而对照组中的

小儿家长十分满意的有 100 例、满意的有 80 例、不

满意的有 20 例。护理满意度评分为 90％，经比较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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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ꭓ2值为 13.3318，P 值为 0.0002。 
3 讨论 
对于小儿来说，他们的年龄比较小，在身体各

项功能上还没有发育完全，所以和成年人进行身体

素质的比较抵抗力较弱，极易感染上各种疾病[5]。

对此，若想提升小儿的抵抗力，让他们远离细菌和

病毒的侵扰，需要定期带领小儿完成预防接种，使

小儿的免疫力大幅度提高，减少他们患病的概率[6]。

在小儿预防接种期间社区护理干预的落实，可以缓

解小儿及小儿家长的不良情绪，使他们掌握一定的

知识，并降低接种后不良反应发生的概率，使小儿

家长更加满意护理人员的工作[7]。 
通过社区预防接种护理干预，可以明显增高小

儿全部疫苗的接种率，让小儿家长掌握更多的疫苗

知识，了解疫苗接种的具体时间，使免疫接种率大

幅度提升[8]。并且，预防接种属于计划免疫工作中

的主要内容，因为许多的人缺乏医疗知识，对预防

接种的重要性并不了解，所以对预防免疫阶段生成

的各种不良反应存在严重误解[9]。这也对预防免疫

工作的展开受到了影响。对此，要积极落实社区护

理干预，通过各种措施的使用，使小儿家长更加配

合护理人员的工作，使疫苗接种覆盖率明显增高[10]。 
通过接种前对小儿家长的心理疏导，提前让家

长行程心理建设，在面对各种突发事件时可以沉着

冷静的面对，更为有效的和护理人员进行交流。在

实际的小儿预防接种工作中，护理人员应当用自身

专业性打动小儿家长，构建出和谐友好的护患关系。 
在本次研究之中，从两组的预防接种情况上进

行比较得知研究组小儿疫苗接种率明显高于对照

组。P<0.05；研究组小儿家长对预防接种知识的知

晓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研究组小儿家长的

护理满意度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小儿家长的护理满

意度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综上所述，小儿预防工作中开展有效的社区护

理干预，不但让疫苗接种率明显增高，还会让小儿

家长掌握更多的预防接种知识，使小儿家长对护理

人员更加认可满意，定时按时的完成疫苗接种，为

我国计划免疫工作的落实提供帮助，其具有临床应

用的价值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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