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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宣教在儿童疫苗接种家长中的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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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对儿童疫苗接种家长实施健康宣教的作用。方法 选取本中心进行疫苗接种的 130 例儿童

家长进行随机分组（时段 2023 年 8 月~2024 年 8 月），共分为 2 个小组。对照组纳入 65 例采取常规护理，观察

组纳入 65 例实施健康宣教。根据家长疫苗接种知识知晓情况、疫苗接种积极性、接种不良反应评价 2 组干预效

果。结果 观察组家长疫苗接种知识知晓评分与对照组比较显著提高（P＜0.05）。观察组家长疫苗接种积极率与

对照组比较显著提高（P＜0.05）。观察组儿童疫苗接种不良反应总发生率与对照组比较显著下降（P＜0.05）。

结论 对儿童疫苗接种家长实施健康宣教，可明显提升家长疫苗接种知识知晓度，增强疫苗接种积极性，减少儿

童疫苗接种后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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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health education among parents of children vaccinated with vacc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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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role of health education for parents of children vaccinated. Methods 130 
parents of children who received vaccination in our hospital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from August 2023 to 
August 2024). The control group included 65 cases who received routine care,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included 65 
cases who received health education. Evaluate the intervention effect of two groups based on parents' knowledge of 
vaccination, vaccination enthusiasm, and adverse reactions. The observation group showed a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parents' knowledge of vaccination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vaccination positivity rate of par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total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to vaccinatio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Implementing health education for parents of children who have received vaccinations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ir 
awareness of vaccination knowledge, enhance their enthusiasm for vaccination, and reduce adverse reactions after 
childhood vacc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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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接种是预防儿童传染病发生的重要手段之

一，按时接种疫苗对于减少儿童传染病发生具有重要

意义[1]。但从现阶段实际情况来看，许多家长由于对传

染病危害性缺乏足够认知，并没有意识到儿童疫苗接

种的重要性，部分家长因为担心疫苗接种对儿童带来

的副作用和危害，主动接种疫苗的意愿较低，这也导致

许多儿童面临着各种传染病威胁。通过强化对家长的

健康知识宣教，旨在提高对疫苗接种的认知水平，改善

疫苗接种行为[2]。基于此，本文重点分析对儿童疫苗接

种家长实施健康宣教的作用，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本中心进行疫苗接种的 130 例儿童家长进行

随机分组（时段 2023 年 8 月~2024 年 8 月），共分为

2 个小组，对照组、观察组分别纳入 65 例。对照组家

长年龄 23~38 岁，均值（30.41±4.28）岁；男性、女性

分别 20 例、45 例；受教育程度包括高中及以下、大

专、本科及以上，各有 19 例、28 例、18 例。观察组家

长年龄 24~36 岁，均值（30.19±4.54）岁；男性、女性

分别 18 例、47 例；受教育程度包括高中及以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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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本科及以上，各有 17 例、289 例、19 例。相关基

线信息对比，2 组家长不具备显著意义（P＞0.05）。 
1.2 方法 
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在每次疫苗接种过程中，对

家长告知疫苗接种有关注意事项，叮嘱监测儿童不良

反应，告知后续接种时间。 
观察组实施健康宣教： 
（1）在接种疫苗之前和家长进行面对面交谈，详

细讲解本次疫苗接种过程，耐心告知进行疫苗接种相

关注意事项，解释疫苗接种后所达到的免疫作用和各

种潜在副作用，帮助家长正确认知疫苗接种的目的以

及重要性。同时为家长宣传各种传染病的危害性、传播

途径，介绍接种疫苗后对预防各种传染病所带来的积

极帮助。评估了解儿童基本情况，叮嘱家长在接种之前

为儿童进行相关准备工作，如确保接种部位清洁、非空

腹状态下接种。 
（2）完成疫苗接种后观察等待期间，继续对家长

进行健康宣教，采取发放健康宣传手册、张贴宣传海

报、播放科普视频等方式，帮助家长了解疫苗接种后注

意事项、日常生活中传染病预防方法等，明确告知后续

疫苗接种时间和准备工作，使家长提前做好疫苗接种

准备工作，按时完成疫苗接种。同时告知家长如何正确

观察接种后的不良反应，指导其掌握正确的体温测量、

热敷等方法，减少儿童不适感。 
（3）每间隔一段时间，集中组织家长参加有关疫

苗接种知识相关专题讲座，为各位家长讲解疫苗接种

相关知识。专题讲座之外，还可借助其他丰富多样的形

式对家长开展健康知识宣教，包括微信群、微信公众

号、电话、短信等方式。 
1.3 观察指标 
（1）家长疫苗接种知识知晓情况：通过自制疫苗

接种知识问卷对 2 组家长进行调查，其中包含疫苗接

种目的与重要性、疫苗接种时间、接种注意事项、不良

反应观察与处理 4 个维度，每一维度总分 25 分，得分

越高表示相关知识掌握程度越高。 
（2）疫苗接种积极性：评估家长带领儿童进行疫

苗接种的积极性情况，其中定期带儿童完成疫苗接种，

其中接种后注意局部卫生、控制饮食等，判定为优；家

长在他人的提醒下带儿童按时完成疫苗接种，接种后

基本保持卫生和注意饮食，判定为良；家长在他人提醒

后仍超时进行接种，接种后不注意卫生或不控制饮食，

判定为差；积极率=（优＋良）/总例数×100%。 
（3）接种不良反应：统计 2 组儿童接种后相关不

良反应，常见有腹泻、发热、硬结、红肿等。 
1.4 统计学分析 
本研究数据通过 SPSS23.0 软件完成处理，（χ±s）

表示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数据，两组间采取独立样本 t
检验；[n(%)]表示计数数据，两组间采取χ2 检验，统计

学有意义时表示 P＜0.05。 
2 结果 
2.1 对比 2 组家长疫苗接种知识知晓情况 
观察组家长疫苗接种知识知晓评分与对照组比较

显著提高（P＜0.05）。见表 1。 
2.2 对比 2 组家长疫苗接种积极性 
观察组家长疫苗接种积极率与对照组比较显著提

高（P＜0.05）。见表 2。 

表 1  对比 2 组家长疫苗接种知识知晓情况（χ±s，分） 

组别 例数 疫苗接种目的与重要性 疫苗接种时间 接种注意事项 不良反应观察与处理 

对照组 65 19.17±0.58 20.36±0.74 20.11±0.68 19.37±0.79 

观察组 65 22.16±0.74 23.14±0.69 23.15±0.75 22.86±0.85 

t  25.639 22.152 24.210 24.247 

P  0.000 0.000 0.000 0.000 

表 2  对比 2 组家长疫苗接种积极性[n(%)] 

组别 例数 优 良 差 积极率 

对照组 65 36（55.38） 19（29.23） 10（15.38） 55（84.62） 

观察组 65 44（67.69） 18（27.69） 3（4.62） 62（95.38） 

χ2     4.188 

P     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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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对比 2 组儿童疫苗接种不良反应 
对照组儿童疫苗接种后 4 例发生红肿，2 例发生硬

结，2 例发生腹泻，观察组儿童疫苗接种后 1 例发生发

热，1 例发生红肿。对比 2 组不良反应总发生率，观察

组 3.08%（2/65）和对照组比较 12.31%（8/65）显著下

降，2 组间有显著意义（χ2=3.900，P=0.048）。 
3 讨论 
疫苗接种主要是将相关药物通过人工注射的方式

注入体内，形成相应免疫效应以及各种具有免疫的物

质，进一步激活体内免疫系统，持续形成特异性免疫，

从而达到预防各种传染性疾病的目的[3]。但目前由于许

多家长并不能正确认识到疫苗接种的重要性，担心疫

苗接种所带来的各种副作用，继而出现拒绝疫苗接种

或不按时进行疫苗接种的现象[4]。因此有必要对儿童家

长开展疫苗接种知识的健康宣教，积极转变家长对疫

苗接种知识的错误认知，以此提高儿童疫苗接种率[5]。

常规护理中并不注重对家长进行针对性宣教，一般仅

口头叮嘱接种注意事项，并告知后续接种时间，整体效

果一般[6]。 
本文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家长疫苗接种知识知

晓评分与对照组比较显著提高；同时观察组家长疫苗

接种积极率与对照组比较显著提高；除此之外，观察组

儿童疫苗接种不良反应总发生率与对照组比较显著下

降。结果证明了对儿童疫苗接种家长实施健康宣教，可

明显提升家长疫苗接种知识知晓度，增强疫苗接种积

极性，减少儿童疫苗接种后不良反应。分析原因是：在

儿童疫苗接种过程中通过对家长开展健康宣教，应用

多样化宣教形式为家长普及疫苗接种的有关知识，告

知疫苗接种前后的注意事项，能够纠正家长存在的错

误认知，掌握更多疫苗接种知识，并且有效应对疫苗接

种后儿童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缓解焦虑、恐慌情绪，

有助于减少不良反应[7]。通过定期组织家长开展疫苗接

种相关知识专题讲座，借助微信、电话等途径进行远程

宣教，能持续为患者传输疫苗接种知识，并起到一定督

促作用，可明显提升疫苗接种的积极性，使其更加积极

主动地进行疫苗接种[8]。 
综上所述，健康宣教应用在儿童疫苗接种家长中，

可明显提升疫苗接种知识知晓度和接种积极性，减少

儿童疫苗接种后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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