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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通过社区工作分析流动儿童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的影响因素。方法 通过普查的方式调查某社区

内的流动儿童的家属监护情况，明确儿童、家庭的具体情况，疫苗接种、疫苗接 的知行信、分析疫苗的接种率以

及疫苗接种的影响因素。结果 共计有 480 户流动儿童的家庭参与本次研究，流动儿童数量为 550 位，儿童疫苗

覆盖率为 78.51%；其中 HepB、BCG、OPV、DPT 以及 MV 的接种率分别为；依据 Logistic 回归 分析，文化程

度、家庭人均年收入、居住时间长、作为影响流动儿童免疫规范疫苗接种的影响因素。结论 社区流动儿童免疫

规范疫苗 预防接种率相对较低，加强流动儿童的免疫规划管理工作以及宣传力度，使得流动儿童家长免疫规划

的知信行水平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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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mmunization of migrant children through community 
work. Methods The family guardianship of migrant children in a community was investigated by census, and the specific 
situation of children and families, vaccination, vaccination knowledge, and vaccination were clarified. The vaccination rate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vaccination were analyzed. Results A total of 480 families with migrant children participated 
in this study, with 550 migrant children and a child vaccine coverage rate of 78.51%; the vaccination rates of HepB, BCG, 
OPV, DPT and MV were respectively; according to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educational level, annual per capita family 
income, long residence time, and immunization standard vaccination we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migrant children. 
Conclusion The vaccination rate of migrant children in the community is relatively low. Strengthening the management of 
the immunization program of migrant children and the publicity efforts can improve the level of knowledge, belief and 
practice of the immunization program of migrant children's par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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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当前社会的发展，经济的进展，不同城市之

间的人口规模逐渐增大，导致流动儿童免疫疫苗接种

受到了较大的挑战。在医疗卫生事业工作当中，免疫规

范可以有效的消灭或者控制与疫苗有关的传染病，作

为一种最为有效的方式[1-2]。完善相关内容的管理，需

要政府部门对该项工作给予高度的重视。在我国免疫

疫苗规范定当中涉及到卡介苗、乙肝疫苗、脊灰疫苗、

百白破疫苗等疫苗，要求接种率达到 95%以上。这也

充分说明我国对免疫规范的重视度，而随着当前流动

人口的增加，流动儿童的免疫规范接种率下降，导致全

国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受到影响。有效的改善该种情

况，分析当前影响的因素，以有效的提升其接种率十分

重要，详见下文： 
1 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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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一般资料 
参与本次研究某社区内 0-6 岁居住时间超过 3 个

月、户籍不在该社区的儿童以及监护人作为本次研究

的主要对象，涉及到调查到的 480 户的 550 例儿童进

行研究，平均年龄 3.48±0.46 岁，男性 312 例，女性

238 例。分析所有儿童的基础资料，并细划分析，P>0.05。 
纳入标准：所有儿童监护人对本次研究知情同意；

儿童监护人精神健康；可以正常填写问卷，沟通正常； 
排除标准：儿童监护人存在精神障碍；无法配合填

写问卷的人群。 
1.2 方法 
所有参与研究的调查员在进行岗前统一培训，依

据社区自制度的调查问卷，通过面对在的方式进行入

户调查，以获取相应的预防接种内容，问卷当中涉及到

儿童的年龄、性别、户籍、居住时间、家庭的具体情况、

监护人的年龄、文化程度、职业、家庭人均年收入以及

家庭子女数、疫苗接种情况，预防接种的知信行情况，

明确调查结果[3]。 
1.3 观察指标  

计算NIP基础疫苗乙肝疫苗（HepB)、卡介苗BCG、

口服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 OPV、百日咳-白喉-破伤

风联合 DPT、麻疹减毒活疫苗 MV 的及时接种率，患

者的 OPV、DPT 加强率、MV 复种率。 
1.4 统计学方法 
本次研究涉及到的计数用 n%表示，检验通过 χ2。

计量资料使用（x±s），检验通过 t，所有数据均通过

SPSS21.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P＜0.05，符合统计学意

义，可以进行研究。 
2 结果 
2.1 480 户移动人口当中共计有 550 例儿童，占比

最高的为户籍外省，占比 74.55%；居住时间超过 12 个

月的最多，占比 64.18%；监护人年龄占比最高的为 30
岁以下的人群，占比 64.91%；文化程度占比最高的为

50.55%；无固定职业最高为 41.27%；收入在 10000 元

以下的最多占比 46.73%；一个子女最多，占比 60.73%。 
2.2 分析不同区域流动儿童疫苗接种情况 
2.3 影响因素包括文化程度、家庭人均月收入、居

住时间 

表 1  分析社会人口的经济学特征 

特征 数量 构成比（%） 

性别   

男 312 56.73% 

女 238 43.27% 

户籍   

外省 410 74.55% 

本市外县 78 14.18% 

本省外市  42 7.64% 

无户籍 20 3.64% 

居住时间（月）   

3 个月以上 51 9.27% 

6-12 个月 146 26.55% 

12 个月以上 353 64.18% 

监护人年龄   

30 岁以下 357 64.91% 

30-35 岁 158 28.73% 

35 岁以上 35 6.36% 

文化程度   

高中及以上 278 50.55% 

初中 234 42.55% 

小学 30 5.45% 

文盲 8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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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商业 175 31.82% 

工业 148 26.91% 

无固定职业 227 41.27% 

家庭人均年收入   

10000 元以下 257 46.73% 

10000-20000 元 201 36.55% 

20000 元以上 92 16.73% 

家庭子女（人）   

1 334 60.73% 

2 208 37.82% 

3 8 1.45% 

表 2  分的社区流动儿童疫苗接种情况 

疫苗 外省(n=410) 占比 本市外县(n=78) 占比 本省外市(n=42) 占比 无户籍(n=20) 占比 

HepB 355 86.59% 68 87.18% 35 83.33% 13 65.00% 

BCG 337 82.20% 71 91.03% 41 97.62% 18 90.00% 

OPV 337 82.20% 64 82.05% 41 97.62% 14 70.00% 

DPT 341 83.17% 63 80.77% 39 92.86% 15 75.00% 

MV 336 81.95% 65 83.33% 41 97.62% 14 70.00% 

OPV 加强 368 89.76% 69 88.46% 39 92.86% 14 70.00% 

DPT 加强 323 78.78% 61 78.21% 34 80.95% 10 50.00% 

MV 复种 303 73.90% 65 83.33% 40 95.24% 15 75.00% 

五苗覆盖率 260 63.41% 51 65.38% 34 80.95% 7 35.00% 

表 3  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变量 β SE Waldx2 值 p OR 95%CI 

文化程度 0.261 0.423 11.842 <0.05 4.267 2.154-8.447 

家庭人均月收入 1.428 0.348 16.908 <0.05 4.168 1.698-10.224 

居住时间 2.062 0.523 15.921 <0.05 7.856 3.698-15.981 

 
3 讨论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呈现快速进步的

状态，我国的人口流动规模也逐渐增大，在经济发达的

沿海城市，流动人口的比例不断增加，人口流动规范的

扩大以及流动比重的增加增加了儿童免疫规划疫苗的 
调查难度[4-5]。 

在医疗卫生事业的工作当中，有效的提高控制以

及消灭和疫苗相关的传染性疾病，最为有效的方法是

进行免疫规划，而积极有效的落实免疫规划工作，完善

流动儿童的免疫计划十分重要[6-7]。随着当前我国对该

项工作的关注度的提升，对于基础疫苗的接种率要求

也逐渐提升。通过本次研究可以看出，对流动儿童免疫

计划调查可能看出，影响儿童的接种的因素与家属的

文化程度、家庭人均的月收入以及居住时间密切相关
[8]。儿童居住的地时间越长，其接种率也越高，除了客

观的因素多外受到其他因素影响，也会影响接种率，流

动人口进入到一个环境后，其各个环境较为陌生，对疫

苗接种的相关知识掌握度较低，监护人员在忙乱当中，

易出现漏接种的情况，而且部分社区或者医院对流动

儿童接种疫苗的接受度较低，亦会影响接种率[9]。 
结合相关因素，建立相应的干预措施十分重要，若

要提升动流动儿童疫苗接种率，应提升其重视度，为流

动人口提供良好的生活、工作的氛围、工作的环境，可

以更好的落实流动儿童的免疫规划，提高对免疫规划

工作的宣传力度，提高对流动人口的重视度，完善流动

儿童免疫工作计划的态度，实现查漏补种，依据信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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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进行查询，及时通知儿童监护人来完善儿童的接种
[10]。积极的分析当前的工作现状，落实相关人员儿童

免疫工作计划工作的任务，改变当前的工作模式，提高

对儿童免疫规划工作的重视度。掌握流动儿童家庭的

收入水平，加大对流动儿童免疫规划疫苗工作方面的

资金、人力以及物力的投入。 
通过本次研究可以看出，当前社区流动儿童疫苗

接种率相对较低，儿童居住的时间、监护人员的文化程

度、家庭的年收入均会影响儿童的接种率，故完善儿童

监护人群的管理，提高流动儿童的疫苗接种率，值得提

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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