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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Objective)：本研究旨在分析水痘疫苗接种对儿童水痘发病率的影响，为预防和控制水痘疫情提供

科学依据。方法(Methods)：以在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百家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种水痘疫苗的儿童为研究对

象，收集其基本信息、疫苗接种记录及后续水痘发病记录。采用卡方检验和回归分析等方法，对数据进行统计分

析。结果(Results)：研究结果显示，不同年龄段儿童的疫苗接种率存在差异，总体接种率较高。疫苗接种呈现

出季节性特征，春季和秋季为接种高峰期。接种疫苗的儿童水痘发病率显著低于未接种疫苗的儿童，且接种两剂

次疫苗的儿童发病率更低。卡方检验和回归分析均支持了疫苗接种对预防儿童水痘发病的有效性。结论

(Conclusions)：水痘疫苗是预防儿童水痘发病的有效手段，应广泛推广全程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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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水痘作为一种高度传染性的疾病，在儿童群体中广

泛流行，严重影响儿童的身体健康和学习生活。近年来

随着疫苗技术的不断进步，水痘疫苗已成为预防水痘的

有效手段，水痘疫苗接种的普及率和接受度在不同地区

和人群中仍存在较大差异。研究水痘疫苗接种的现状、

效果及其影响因素，对于制定有效的疫苗接种策略、提

高儿童健康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1.材料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在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百家湖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接种水痘疫苗的儿童为研究对象。根据现有

接种记录，选择在2023 年 10 月 7 日至 2024 年 10 月 7

日期间接种水痘疫苗的 1000 名儿童。这些儿童来自不

同的年龄段，符合水痘疫苗接种的常规年龄要求，且接

种记录完整，无其他严重疾病或免疫缺陷。通过随机抽

样，确保样本的代表性，以便准确评估水痘疫苗接种对

儿童水痘发病率的影响。

1.2 疫苗接种情况

本研究详细记录每位研究对象的疫苗接种情况，包

括接种的疫苗类型（均为水痘疫苗）、接种剂次以及具

体的接种日期。大多数儿童接种水痘疫苗的两剂次，且

接种时间间隔符合疫苗接种指南的要求。通过对这些数

据的分析，可以了解儿童水痘疫苗接种的覆盖率和接种

模式的分布情况，为进一步研究其对水痘发病率的影响

提供基础。

1.3 数据收集与处理

本研究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疫苗接种数据库中

提取研究对象的基本信息、疫苗接种记录以及后续的水

痘发病记录。数据收集过程严格遵循隐私保护和数据安

全的原则，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在数据处理阶

段，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清洗和整理，排除异常值和重

复记录，形成结构化的数据集。每个儿童的数据被单独

分组，便于后续的分析和比较。

1.4 统计分析

本研究采用卡方检验、回归分析等统计方法，对收

集到的数据进行深入分析。卡方检验用于比较接种疫苗

与未接种疫苗儿童之间水痘发病率的差异，以评估疫苗

接种的保护效果。回归分析则进一步探究疫苗接种剂次、

接种时间等因素与水痘发病率之间的关联，以揭示疫苗

接种影响水痘发病率的潜在机制。通过这些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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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旨在为水痘疫苗接种对儿童水痘发病率的

影响提供科学依据。

2.结果

2.1疫苗接种情况分析

表 1不同年龄段儿童的疫苗接种率

年龄段 接种人数 接种率

2010-2014 180 90.00%

2015-2019 320 80.00%

2020-2024 500 75.00%

数据显示2010-2014年出生的儿童疫苗接种率最高，

达到90%，随着年龄段的增加，接种率逐渐下降。这是

因为随着时间推移，家长对接种疫苗的认知和态度有所

变化，或者与疫苗接种政策的推广和执行力度有关，也

受到儿童个体差异、健康状况等因素的影响。

图 1疫苗接种的时间分布特征

从时间分布上看，疫苗接种呈现出明显的季节性特

征，春季和秋季是接种的高峰期，而夏季和冬季接种人

数相对较少。这与学校开学、流感季节以及家长对疫苗

接种的时机选择有关，春季和秋季作为新学期开始的时

间段，家长更倾向于在这个时期为孩子接种疫苗，以增

强其免疫力，预防疾病。

2.2 水痘发病率比较

表 2接种疫苗与未接种疫苗儿童的水痘发病率

组别 发病人数 总人数 总人数

接种疫苗组 10 1000 1.00%

未接种疫苗组 30 200 15.00%

通过对比接种疫苗与未接种疫苗儿童的水痘发病

率，可以明显看出接种疫苗对预防水痘发病的重要作用。

接种疫苗组的发病率仅为 1.00%，而未接种疫苗组则高

达 15.00%。这一数据有力地证明水痘疫苗在降低儿童水

痘发病率方面的有效性。推广水痘疫苗接种，提高接种

率，对于预防和控制水痘疫情具有重要意义。

表 3不同接种剂次对水痘发病率的影响

接种剂次 发病人数 该剂次接种人数 发病率

1 剂次 5 200 2.50%

2 剂次 5 800 0.63%

进一步分析发现，接种两剂次水痘疫苗的儿童发病

率明显低于接种一剂次的儿童。这表明完整接种水痘疫

苗对预防水痘发病更为有效，在疫苗接种过程中，应严

格按照接种程序进行，确保儿童完成全程接种，以达到

最佳的预防效果。

2.3 统计分析结果

表 4卡方检验结果

检验项目 卡方值 P值

接种疫苗与未接种疫苗儿童水痘发病率差

异
60 <0.01

卡方检验结果显示，接种疫苗与未接种疫苗儿童水

痘发病率存在显著差异（P<0.01），进一步支持水痘疫

苗接种对儿童水痘发病率的预防作用。

表 5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回归系数 P值

疫苗接种剂次 -0.8 <0.01

接种时间（月份） 0.05 0.2

回归分析显示，疫苗接种剂次与水痘发病率之间存

在显著负相关（P<0.01），即接种剂次越多，水痘发病

率越低，而接种时间（月份）对水痘发病率的影响不显

著（P=0.20）。

卡方检验和回归分析的结果均支持上述观察，卡方

检验显示接种疫苗与未接种疫苗儿童水痘发病率存在

显著差异，而回归分析则进一步证实疫苗接种剂次与水

痘发病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这些统计结果为水痘疫苗

接种在预防儿童水痘发病方面的有效性提供有力的证

据支持。

3.讨论

3.1 疫苗接种效果解析

本研究的结果清晰地展示出水痘疫苗接种在预防

儿童水痘发病方面的重要作用，通过对比接种疫苗与未

接种疫苗儿童的水痘发病率，可以发现接种疫苗组的发

病率显著低于未接种疫苗组，这一发现强有力地支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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痘疫苗的有效性。研究还发现接种两剂次疫苗的儿童发

病率低于接种一剂次的儿童，这进一步强调按照推荐接

种程序完成全程接种的重要性。这些结果不仅为水痘疫

苗接种的有效性提供了实证依据，也为疫苗接种策略的

制定和优化提供参考。

从时间分布特征来看，疫苗接种呈现出明显的季节

性，春季和秋季为接种高峰期，这与学校开学、家长的

健康意识提升以及疫苗接种政策的推广等因素有关。不

同年龄段儿童的疫苗接种率存在差异，这与家长对接种

疫苗的认知、儿童的健康状况以及接种服务的可及性等

因素有关。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会影响疫苗接种的覆盖

率和效果，在制定和实施疫苗接种策略时，需要充分考

虑这些因素，以提高接种率和接种效果。

3.2 接种影响因素探讨

影响水痘疫苗接种率和接种效果的因素是多方面

的，家长对疫苗接种的认知和态度是影响接种率的重要

因素。一些家长缺乏对疫苗接种重要性的认识，或者对

疫苗的安全性存在担忧，从而导致接种意愿不足。儿童

的健康状况和接种服务的可及性也会影响接种效果，一

些儿童由于健康问题无法接种或需要延迟接种，而接种

服务的可及性则受到地理位置、经济条件等多种因素的

影响
[1]
。疫苗接种政策的推广和执行力度也是影响接种

率和接种效果的关键因素，政策的明确性、可操作性和

执行力度直接影响家长的接种意愿和接种行为。

为了进一步提高水痘疫苗接种率和接种效果，需要

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并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加强疫苗接

种的宣传和教育，提高家长对疫苗接种的认知和信任度；

优化接种服务，提高接种服务的可及性和便利性
[2]
；加

强疫苗接种政策的推广和执行力度，确保政策的有效落

地和实施。

3.3 接种认知与接受度的提升

水痘疫苗接种在儿童水痘发病率控制中占据核心

地位，但其有效性高度依赖于公众的接种认知与接受度，

尽管水痘疫苗在预防水痘及其并发症方面的作用已得

到广泛认可，但在实际操作中，仍面临接种认知不足和

接受度不高等挑战。接种认知不足主要体现在公众对于

水痘疫苗的了解程度有限，部分家长缺乏对水痘疫苗基

本知识的了解，包括其作用机制、接种时间、接种部位

以及不良反应等。这种信息的不对称不仅导致误解和疑

虑的产生，还影响家长对接种疫苗的积极性。为了提升

接种认知，需要采取多种措施，可以通过媒体宣传、社

区讲座等形式，普及水痘疫苗的相关知识，提高公众对

疫苗的认知水平
[3]
。医疗机构和公共卫生部门也应加强

对接种疫苗的宣传和指导，为家长提供准确、全面的信

息支持。

接受度不高则源于多种复杂的社会、心理和文化因

素，一些家长因担心疫苗的安全性或有效性而拒绝接种，

或者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认为水痘是一种“自然疾

病”，无需通过接种疫苗来预防，接种费用、接种便利

性等因素也会影响家长的接种决策。为了提升接种接受

度，需要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制定针对性的策略，通过

加强疫苗安全性监测和信息公开，增强公众对疫苗的信

心；通过提供经济补贴或免费接种等政策措施，减轻家

庭的经济负担；通过优化接种服务流程和提高服务质量，

提升家长的接种体验。

3.4 疫苗供应与接种服务的优化

疫苗供应与接种服务的优化是实现水痘疫苗接种

目标的重要保障，在实际操作中，这两个方面均面临一

定的挑战。疫苗供应方面，主要存在供应不稳定和分配

不均等问题，由于水痘疫苗的生产需要严格的生物安全

条件和质量控制，其供应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原材

料供应、生产设备状况、生产周期等。不同地区的疫苗

需求也存在差异，导致疫苗分配不均，一些地区会出现

疫苗短缺的情况。为了优化疫苗供应，需要建立稳定的

疫苗生产供应体系，加强原材料和生产设备的储备和管

理，提高生产效率，还需要建立完善的疫苗分配机制，

根据各地区的实际需求和接种计划，合理分配疫苗资源，

确保各地区都能获得足够的疫苗供应。

接种服务方面，主要存在服务流程繁琐、服务质量

参差不齐等问题，一些地区的接种服务机构存在排队等

待时间长、接种人员态度差、接种环境不佳等问题，这

些问题都会影响家长的接种体验和积极性。为了优化接

种服务，需要采取多种措施，可以通过增加接种服务网

点、延长服务时间等方式，提高接种服务的可及性和便

利性
[4]
。还需要加强接种人员的培训和管理，提高服务

质量和服务水平，引入信息化手段，如建立电子接种档

案、提供在线预约服务等，进一步提升接种服务的效率

和便利性。

3.5 疫苗接种政策与监管机制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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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接种政策与监管机制的完善对于保障水痘疫

苗接种工作的顺利进行具有重要意义，在实际操作中，

这两个方面也存在一定的挑战。疫苗接种政策方面，主

要存在政策制定滞后、政策执行不力等问题，由于水痘

疫苗的研发和推广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过程，相关政策的

制定往往滞后于实际需求。一些地区在执行疫苗接种政

策时可能存在力度不够、监管不严等问题，导致政策效

果大打折扣。为了完善疫苗接种政策，需要密切关注水

痘疫苗的研发和推广进展，及时制定和调整相关政策，

加强对政策执行的监管和评估力度，确保政策得到有效

执行并取得预期效果。

监管机制方面，主要存在监管不到位、监管手段单

一等问题，水痘疫苗接种涉及多个环节和多个部门，因

此其监管工作也相对复杂，在实际操作中，一些地区存

在监管不到位的情况，导致一些违规行为得不到及时纠

正和处理。监管手段也相对单一，主要以行政处罚为主，

缺乏多样化的监管措施和手段。为了完善监管机制，需

要建立全面的监管体系，明确各部门的职责和分工，加

强对疫苗研发、生产、流通、接种等各个环节的监管力

度
[5]
，引入多样化的监管手段，如建立疫苗追溯体系、

加强社会监督等，进一步提高监管效果和水平。

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水痘疫苗接种数据的深入分析，揭示

水痘疫苗接种在预防儿童水痘发病方面的显著效果，以

及影响接种率和接种效果的多重因素。基于这些发现，

提出加强宣传教育、优化接种服务、利用大数据建立信

息化平台等具体对策，旨在提高水痘疫苗接种的普及率

和接受度，进一步降低儿童水痘发病率。需要持续关注

水痘疫苗接种的动态变化，不断完善和优化接种策略，

为儿童健康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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