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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健康教育护理模式在儿童疫苗接种中的 
应用效果研究

周芳丽 *，赵 静，刘 婕 
安徽省蚌埠市第一人民医院门诊计免室，安徽 蚌埠 233000

【摘要】目的 研究在儿童疫苗接种中应用全程健康教育护理模式的效果。方法 选取 2020 年 7 月至 2022 年 7 月于

我院进行预防接种的 80 例小儿，将随机数字表作为分组方法，组别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40 例，对照组的干预方案为

常规护理，观察组的干预方案为全程健康教育。共设定 3 项观察指标，对两种方案的效果进行分析和对比。结果 观察组

儿童的预防接种成功率高于对照组（P ＜ 0.05）；护理后，两组家长预防接种相关知识认知度的各项评分均高于护理前，且

观察组预防接种相关知识认知度的各项评分高于对照组（P ＜ 0.05）；观察组家长对护理的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 ＜ 0.05）。

结论 将全程健康教育护理模式用于儿童疫苗接种中，不仅提高了家长预防接种相关知识的认知度，还提高了儿童预防接

种成功率和家长对护理的满意度，获得的效果更为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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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applying the whole-process health education nursing model in children's 

vaccination. Methods 80 children who were vaccin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uly 2020 to July 2022 were selected, and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was used as the grouping method. The groups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with 4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intervention program of the control group was routine nursing, and the intervention program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whole-process health education. A total of 3 observation indicators were set to analyze and compare the effects of the two 

schemes. Results The success rate of vaccinatio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After nursing, each score of parents'  awareness of vaccination-related knowledge in the two groups was higher than that before nursing, 

and each score of parents'  awareness of vaccination-related knowledg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parents'  satisfaction with nursing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Applying the whole-process health education nursing model to children's vaccination not only improves parents'  

awareness of vaccination related knowledge, but also improves the success rate of children's vaccination and parents'  satisfaction with 

nursing. The effect is more id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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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接种是预防传染病最简单、有效且安全的

方法，遵从免疫程序，对儿童进行预防传染病的疫

苗接种，是国家提供的免疫规划疫苗接种服务，以

儿童为主要接种群体，在儿童出生后接种各种疫

苗，以降低儿童传染性疾病的发生率，在确保儿童

健康成长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1-2］。近年来，因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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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逐渐转变为生物 - 心理 - 社会模式，故健康

教育常作为一种有效的干预手段用于护理工作中，

是一项目标性、计划性、组织性、系统性均较强的

教育活动，不仅包括传播保健知识和预防疾病的知

识，还可通过对个体及群体行为的影响将高危因素

消除，从而达到预防疾病、促进健康的目的 ［3-4］。

为了探究全程健康教育在预防接种中的效果，进行

了如下对比性研究。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 取 2020 年 7 月 至 2022 年 7 月 于 我 院 进 行

预防接种的 80 例小儿，均有 1 名家长陪伴，以随

机数字表将小儿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40 例。

采集两组患者的信息进行组间对比，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 ＞ 0.05）。见表 1。

表 1 自然信息［n（%），  ±s］

组别 性别（男 / 女） 年龄（月） 平均年龄（月）

对照组（n=40） 22（55.00）/18（45.00） 1~23 12.32±3.29

观察组（n=40） 23（57.50）/17（42.50） 1~24 12.37±3.25

χ2/t 0.051 0.068

P 0.822 0.946

纳入标准：①小儿法定监护人是其家长；②儿

童家长为小学及以上文化程度者；③家长自愿参与

本次研究。

排 除 标 准： ① 合 并 先 天 性 免 疫 性 疾 病 的 小

儿；②合并重症疾病的小儿；③存在疫苗禁忌证的

小儿。

1.2  方法

对照组：仅实施常规护理，即询问小儿基本情

况，解答家长的疑问，说明需要注意的事项，在接

种过程中观察儿童的情况，并告知家长在接种后对

儿童的情况进行密切监测。

观察组：实施全程健康教育。

（1）接种前的健康教育：对儿童进行全身体

检，以充分了解其身体情况，创建预防接种的档

案，以对不同阶段、不同类型疫苗的接种情况及不

良反应进行详细记录，了解儿童近 7d 的身体状况，

对疫苗接种的安全性进行综合评估，并通过发放健

康教育手册、微信公众号等多种途径进行预防接种

相关知识及注意事项的宣教。

（2）接种中的健康教育：对儿童信息及疫苗信

息进行核对，告知家长在接种过程中应用玩具、小

零食等方法转移儿童的注意力，以避免儿童的恐

惧，并通过夸赞性的语言对儿童进行鼓励，以提高

儿童对预防接种的配合度。

（3）接种后的健康教育：预防接种结束后，告

知家长留院观察 30min，未见异常反应方可离开，

且须告知家长 24h 不能给儿童洗澡、不可抓挠接种

部位，近 7d 禁食或少食刺激性的食物。

1.3  观察指标

儿 童 预 防 接 种 情 况： 若 儿 童 按 照 规 定 及 要

求顺利完成接种工作，未因为儿童哭闹不止而终

止，且儿童未出现严重不良反应，则可判定为接种 

成功 ［5］。

家长预防接种相关知识的认知度：共 4 项内

容，即接种原因、注意事项、不良反应、接种过

程，每项内容的分值为 0~25 分，评分越高，说明

家长该项内容的认知度越高，以护理前和护理后为

该项指标测评的时间点。

家长对护理的满意度：接种结束后，向家长

发放调查问卷，满分为 100 分，根据得分可分为

非常满意（90~100 分）、满意（70~89 分）、一般

（60~69 分）和不满意（＜ 60 分），并以前 3 项在

该组中所占百分比之和计算护理满意度。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统计学软件 SPSS 22.0 对本研究数据进行

分析，计数资料以 n（%）表示，采用 χ2 检验；计

量资料以  ±s 表示，采用 t 检验；以 P ＜ 0.05 表

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儿童预防接种情况

观察组儿童的预防接种成功率高于对照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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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2。

2.2  家长预防接种相关知识的认知度

护理后，两组家长预防接种相关知识认知度的

各项评分均高于护理前，且观察组预防接种相关知

识认知度的各项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 ＜ 0.05），见表 3。

2.3  家长对护理的满意度

观察组家长对护理的满意度高于对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4。

表 2 儿童预防接种情况［n（%）］

组别 接种成功 接种失败

对照组（n=40） 34（85.00） 6（15.00）

观察组（n=40） 39（97.50） 1（2.50）

χ2 3.914

P 0.048

表 3 家长预防接种相关知识的认知度（  ±s，分）

组别 时间 接种原因 注意事项 不良反应 接种过程

对照组（n=40）
护理前 15.19±2.53 15.07±2.46 15.12±2.47 15.24±2.65

护理后 17.27±3.28 17.35±3.17 18.05±3.41 17.69±3.32

观察组（n=40）
护理前 15.26±2.46 15.09±2.52 15.08±2.53 15.29±2.58

护理后 20.53±3.76 20.64±3.69 21.32±3.85 21.43±3.89

t/P 对照组护理前后对比 3.176/0.002 3.594/0.001 4.401/0.000 3.648/0.000

t/P 观察组护理前后对比 7.418/0.000 7.855/0.000 8.567/0.000 8.319/0.000

t/P 组间护理后对比 4.132/0.000 4.277/0.000 4.021/0.000 4.625/0.000

表 4 家长对护理的满意度［n（%）］

组别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护理满意度

对照组（n=40） 8（20.00） 13（32.50） 12（30.00） 7（17.50） 33（82.50）

观察组（n=40） 11（27.50） 15（37.50） 13（32.50） 1（2.50） 39（97.50）

χ2 5.000

P 0.025

3 讨论

预防接种是将人工培育且经由处理的病原微生

物或其蛋白质（多肽、肽）、多糖或核酸以单体或

载体的形式注入健康人体内，促使健康人群在不发

病的情况下形成抗体，从而获得特异性的体液免疫

和细胞免疫，预防多种疾病的发生 ［6-7］。

家长是确保儿童按时接种疫苗的关键，若家长

拥有正确的接种疫苗的认知，可促使其以积极、主

动的态度参与疫苗接种工作，提高预防接种的成功

率。健康教育是坚持人性化和针对性原则的干预方

式，将其用于预防接种，从儿童的具体情况出发，

对家长进行针对性的宣教，使儿童家长充分了解预

防接种的作用、接种疫苗后的护理方法、处理接种

疫苗后不良反应的方法，以提高儿童预防接种的安

全性。本次研究中，对观察组儿童家长进行全程健

康教育后，使家长预防接种相关知识的认知度得到

显著提高，从而提高了儿童预防接种成功率，并获

（转第 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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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患儿的护理中，护理效果显著，能够最大程度

地缓解患儿的疼痛程度，加快患儿康复，同时患儿

家长对于护理人员具有较高的满意度，避免护患纠

纷的发生，在目前临床中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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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更多家长的认可。

综上所述，将全程健康教育护理模式用于儿童

疫苗接种中，不仅提高了家长预防接种相关知识的

认知度，还提高了儿童预防接种成功率和家长对护

理的满意度，获得的效果更为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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