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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管理 

儿童预防接种信息管理系统的应用与体会 
Application and Experience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for Children's Vacc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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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探究儿童预防接种信息管理系统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择 2020 年 7 月-2021 年 7 月接受接种儿童 300 例为研究对象，
对比儿童预防接种信息管理系统与入户调查的接种率。结果 在接种率调查中，儿童预防接种信息管理系统明显高于入户
调查形式，差异显著。结论 在儿童接种率统计中，儿童预防接种信息管理系统更具准确性，也能够达成资源共享。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for children's vaccination. Methods 300 children 

who were vaccinated from July 2020 to July 2021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the vaccination rates of the children's 

vaccination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and household survey were compared. Results In the survey of vaccination rate, th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of children's vaccination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household survey. Conclusion In 

the statistics of children's vaccination rate, th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of children's vaccination is more accurate and can 

also achieve resource 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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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预防接种由于接种的疫苗性质特殊且接种对象正

处于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对其管理尤为重要[1]。只有及早

将信息化用于预防接种，才能更快更高效的提高疫苗接种

率，降低传染病的发病率。预防接种具有效果好、投资少、

效益高等显著优势，可以降低感染传染疾病的可能，保障身

体健康[2]。在以往的预防接种管理中，主要采取手工记录形

式。随着信息化建设的落实，儿童预防接种也采取信息化手

段。儿童预防接种信息管理系统能够通过终端设备自动收集

或者是手工录入儿童的相关预防接种信息，达成对儿童预防

接种个案信息的收集、登记与记录等，也可以利用计算机自

动汇总后分析与计算，可以降低人为干扰、统计困难等问题，

提高工作效率与管理水平，及时发现漏种儿童，也更为方便

地实现对流动儿童的预防接种管理。利用网络技术以及数据

信息的交换，还可以做到资源共享，将不同地区接种以及漏

种等问题处理，提高信息利用率。本研究对儿童预防接种信

息管理系统的应用效果分析，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某地区社区卫生服务站接受接种儿童为研究对象，

包含本地与常住流动儿童，年龄为 1-2 岁。 

1.2 方法 

对 1 岁与 2 岁儿童，应统计麻风疫苗、无细胞百日破、

乙型肝炎疫苗、流行性乙型脑炎疫苗、卡介苗、脊髓灰质炎

减毒活疫苗等接种率。以两种不同方式统计。 

1.3 观察指标 

对比儿童预防接种信息管理系统统计与入户调查接种

率。 

1.4 统计学方法 

通过 SPSS23.0 软件统计数据，计数资料通过%表示，以

X2 检验。以 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价值。 

2.结果 

在两种接种率统计形式对比中，儿童预防接种信息管理

系统明显优于入户调查（P<0.05）。见表 1。 

表 1 儿童预防接种信息管理系统统计与入户调查接种率对比（n，％） 

统计方式 例数 接种人数 占比 

儿童预防接种信息管理系统 300 298 99.33 

入户调查 300 286 95.33 

X2   9.24 

P   <0.05 

3.讨论 

预防接种是预防多种传染性疾病最有效的公共卫生干

预措施之一，为基于儿童免疫特性和传染病发生的免疫计划

[3-4]。儿童预防接种是指接种门诊按照国家规定的免疫规划程

序，定期为适龄儿童提供疫苗接种，是预防、控制及消灭传

染病的有效手段[5]。儿童接种率为免疫规划工作评价中的重

要内容。在以前开展对接种率的统计中，主要采取入户调查

形式。采取此方法，需要达成对大量人力、物力以及时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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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并且，在具体实施中还存在一定的困难。应用这一形

式报告的接种率不能真实实现儿童接种率的呈现。当前，社

会经济获得不断发展，信息技术也得到持续进步，人口流动

相对较大，只运用入户调查方式无法将现实需求满足，准确

率不高。儿童预防接种信息管理系统可以自动搜集或手工录

入儿童的相应接种信息，将从前手工记录统计的方式转变。

随着该系统的构建以及不断完善，能够实现对接种率动态变

化的掌握，制定以及调整免疫服务措施，及时地发现相关问

题或薄弱环节，提高免疫服务效果。通过信息的及时、准确

上传，可以加强管理效率，在根本层面上解决流动儿童预防

接种以及漏种等情况，将工作流程简化。 

在系统中具有多种功能，可以有效落实对儿童的预防接

种管理。利用该系统，能够进行对儿童的预防接种个案资料

管理，将儿童的相关基本信息予以记录。在儿童户籍或者是

相应接种门诊发生变化后，可以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对儿童的

变迁管理，以免影响对儿童的预防接种工作。该系统能够结

合免疫程序自动计算儿童预防接种的时间、针次等信息，也

能够记录疫苗厂家批号等信息。 

在儿童预防接种信息管理系统的运用中，存在多方面优

势。通过该系统能够将免疫工作质量与管理水平提高，保障

儿童的身体健康，在预防以及控制传染病方面发挥重要作

用。利用该系统，能够构建新型工作模式。在从前的儿童预

防接种工作中，主要采取入户调查、预防接种登记簿等传统

模式，相应工作人员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查询，相关工作以

及手续也具有复杂性，工作难度较大，效率偏低，也具有准

确性不高的情况。随着系统的有效运用，只要扫描条码，儿

童在当天接种的疫苗、批号、时间等可以达成自动录入，每

个儿童的全程登记时间相对较短，将登记时间有效节约，将

从前由于人工操作发生的错种、漏种等情况改变，在工作质

量与效率方面均获得提高。此系统便于对接种儿童的管理。

通过对该系统的使用，可以达成对每位接种儿童全面与精准

的记录资料，其相应过敏史、疫苗接种禁忌症等具有特殊性

的信息可以醒目呈现，予以提示，为预防接种疫苗的筛选提

供准确依据。尤其是在该系统的运用中，可以做到异地儿童

就近接种。对于流动儿童而言，只要其携带接种证，就能够

在系统覆盖的任何一个接种点实现预防接种，接种率可以获

得显著提高。在儿童预防接种信息管理系统的运用中，数据

准确性高。在以前的手工记录中，由于统计繁琐等情况，通

常会产生错误、遗漏，影响实际工作成效。但是，通过系统

可以达成儿童预防接种实际情况的统计。因此，系统数据可

以较为真实、清晰地呈现本地的预防接种情况。同时，相关

工作人员也能够通过定期查询接种率科学分析，进行查漏补

种。利用该系统能够及时地发现不足。通过此系统的应用，

可以将儿童接种情况、接种率等相关内容直接调取，便于达

成对问题的发现，针对问题采取合理措施解决，提升工作成

效。该系统更有利于对接种情况的监督与检查。以此管理系

统落实自查时，不需要再采取翻找预防接种登记簿等形式一

页页地查找，只要利用系统的应种、未种等相关信息，就能

够结合具体需求直接统计本地区儿童的基本情况以及预防

接种状况，结合具体数据科学安排查漏补种工作，尽快消除

免疫空白，全面实现儿童免疫接种率的提升。并且，利用数

据分析也能及时发现在此项工作中的不足，加强整体工作质

量，让相关疾病可以获得控制。通过该系统，可以及时分析

与总结，以计算机进行对相应基础资料的保存，对于今后对

比分析传染病发病、流行病学特征具有重要价值。在儿童预

防接种信息管理系统的运用中，免疫接种工作更为方便与快

捷。在免疫规划工作中，将该系统运用，可以实现工作成效

的显著提高。儿童在进行建卡时，就能够将应种疫苗依据接

种程序实现自动推算，并且，也会将具体的接种时间在接种

证上呈现，让家长可以随时实现对孩子需接种疫苗的类型、

时间的明确，主动在规定时间接种疫苗，将免疫接种率提升。

尤其是在常规疫苗的接种中，接种率发生显著提高。在预防

接种率增高的情况下，相关疾病也获得一定控制。该系统能

够避免人工误差的出现。通过此系统的应用，能够以自动推

算形成避免产生人工操作带来的失误。而且，工作效率相对

更高，可以将家长等待的时间减少，提高服务质量，也能够

获得更高的服务满意度。并且，家长在该系统的运用中，能

够享受更为方便快捷的预防接种服务。只要运用网络就可以

将孩子的接种信息进行查询，开展本地以及异地接种，也能

够及时地进行预约，避免产生重复接种、漏种等情况。工作

人员的综合素质会得到提高，随着计算机的有效运用，工作

人员的网络基本知识获得深化，也能够提高其严谨、认真与

规范的工作作风，提高科学管理意识，有利于全体工作人员

整体素质的提升。 

在社会的不断发展中，人们对于免疫规划服务的期望发

生过高的情况，也由于流动人口的增加，导致免疫规划管理

的困难程度出现提高。在原本所采取的工作模式以及服务质

量相较于社会发展与公众需求较为滞后，无法将免疫规划的

相应工作发展需求予以满足。基于此，将信息化手段在儿童

计划免疫工作中应用是必然的发展趋势，可以提升管理质

量。但是，在实际应用中，还是存在一定问题，影响工作成

效。在管理系统客户端，数据因服务器拥堵，有可能会发生

不能上传的情况，只能在接种单位客户端达成对接种信息的

查询，相关上级单位无法以网络平台获得具体的接种数据，

不能随时实现对接种情况的掌握。并且，还出现部分不能有

效明确本地儿童在外地的接种状况，还不能精准达成对外来

儿童免疫史的全面掌握，对于接种双方都造成一定的困扰，

有可能会发生漏种、重复接种等情况。对此，应在一定范围

内建立儿童预防接种信息管理系统信息交换平台，让客户端

接收的信息能够利用该平台进行上传，达成对儿童接种信息

的共享，利用该客户端做到对异地儿童信息的共享，有效开

展对流动儿童的管理工作。而且，采取此方式，相应报表的

真实性、可靠性会提高，能够以更为严格的要求达成对工作

人员的规范，推动工作人员业务能力与专业素养的不断提

高。另外，上级单位也能够利用网络随时获得数据资料、流

动儿童情况等及时分析，提前开展对相关传染病的预测，加

强传染病的防治能力。在工作中，还存在专业人员稳定问题。

部分基层工作人员的待遇相对较低，会产生对其工作积极性

的影响。一些单位经常出现工作人员的更换，对于本系统的

实际掌握情况不佳，无法达成对系统的熟练应用，也不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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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对有关功能的有效利用，导致系统的实际运用效果不佳。

对此情况，相关部门需要委派专人对在平时工作中常遇到的

问题搜集、整理，并制定具有可行性、科学性的解决办法，

正确引导相关基层人员学习，也掌握系统升级之后发生的功

能变化，定期开展对工作人员的培训工作。同时，还需要开

展考核工作，对于缺乏经验等工作人员，需要加大培训力度。

另外，也要构建完善的奖惩制度，将工作人员的积极性调动，

使其主动投入知识学习，并将其在实际工作中应用，加强对

该系统的应用效果，充分发挥其功能。在数据安全方面，也

需要加以注意。当产生电脑中毒、雷击等情况时，系统无法

使用。在此情况下，若是未能做好数据备份，会导致数据丢

失的情况，造成严重损失。在本系统中具有丰富数据，也关

乎于儿童的健康，必须要确保数据安全性，有效落实专管专

用措施，进行对杀毒软件的安装，也依据一定时间周期开展

对电脑的杀毒工作。而且，以 U 盘、网络等不同形式进行对

数据的备份，加强数据安全性，也能够避免数据丢失造成的

负面影响。此外，相应偏远地区或落后地区尚未达成对该系

统的运用，不能做到对数据的交换，基于此，相应部门需要

加大宣传力度，不断地落实推广工作。 

当前，应积极实现数字化预防接种门诊的构建，将候诊、

预检、留观融于一体，达成全流程信息化与优质管理，也能

够实现和免疫规划信息管理平台的有效联系，将解决各种问

题的能力予以提高。在此种模式中，可以在语音、字幕等提

示中有序开展各项工作，缩短在预防接种各流程中的等待时

间，也能将高峰时间拥挤、争吵以及纠纷事件产生的情况减

少，实现医护人员与儿童家长间良好关系的构建。利用电子

屏幕、扬声器等多种方式开展导诊与提示，服务质量获得显

著提升，也能够将家长满意度提高。今后，还需要与时俱进

的升级与改造软件，以微信、QQ 等手机交流软件提醒家长

疫苗接种预约。而且，也要对 GPS 定位升级，使家长能够进

行附近预防接种单位的定位，让流动儿童可以就近开展对疫

苗的接种。另外，加大对信息技术人才队伍的构建同样是工

作要点。在儿童预防接种信息管理系统的应用中，相应流程

都需要具有一定信息素养的人才加入。因此，应重点开展对

信息化人才的培养，定期组织相关工作人员开展信息化、网

络等相关知识的学习，并邀请具有丰富经验的工作人员结合

实际案例讲解，使工作人员达成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并

且，需要加大资金投入，在多种有效培训措施的落实中，提

升工作人员的专业能力，也实现信息化人才团队的构建。 

利用儿童预防接种信息管理系统实现对儿童接种率的

统计，能够提高信息的准确性，也能够达成信息资源共享，

达成对流动儿童预防接种情况的有效掌握。此方式可以实现

人力、物力、时间的节约，将儿童预防接种的工作效率与质

量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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