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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目标

素质目标

掌握免疫程序的具体内容；掌握预防接种禁忌证、注意事项及

预防接种的反应及处理；熟悉计划免疫常用生物制剂的特点； 

熟悉各年龄期儿童特点及保健。

能指导家长采取合适的保健措施促进儿童健康成长； 能正

确指导家长处理预防接种的反应，解答家长关于常见预防

接种的疑惑。 

具备人文关怀理念、沟通交流技巧、团队合作精神、自

主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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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儿童保健第一节 各 年 龄 期 儿 童 保 健 特 点

第一节 各 年 龄 期 儿 童 保 健 特 点
 

儿童保健是研究儿童生长发育规律及其影响因素，

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和促进儿童身心及社会适应健康发展

的一门综合性临床学科，旨在促进儿童的整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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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胎儿特点及保健  

(一)胎儿的特点 胎儿的发育与孕母的健康、营养

状况、生活环境和心理卫生等密切相关，胎儿期保健

应以孕母的保健为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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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预防遗传性疾病与先天畸形 婚前遗传咨询，禁止近亲结婚

。

1.产前保健

遗传咨询的重点对象有:

确诊或怀疑有

遗传性疾病者
家族连续发生

不明疾病者

家族有与遗传有关先

天畸形或智力低下者

01 02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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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孕母感染对胎儿的影响

孕母感染 对胎儿的影响

风疹病毒 白内障、失聪、智力低下、先天性心脏病

弓形体 视网膜病、脑钙化、脑积水

水痘病毒 肢体畸形、手足指趾畸形、白内障、早产

巨细胞病毒 智力低下、失聪、早产、小头畸形

单纯疱疹病毒 视网膜病、中枢神经系统异常

Eco病毒 脑炎、心肌炎

柯萨奇病毒 脑炎、心肌炎

流感病毒 流产、早产、畸形

梅毒螺旋体 先天性梅毒

乙肝病毒 乙型肝炎

人免疫缺陷病毒 人类免疫缺陷综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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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药物对胎儿的影响

药物 对胎儿的影响
肾上腺皮质激素 腭裂、无脑儿

地西泮 唇裂、畸形、核黄疸

苯妥英钠 唇裂、腭裂、先天性心脏病

维生素A 畸形

维生素D 主动脉狭窄、高钙血症

碘131 甲状腺肿、甲状腺功能低下、畸形

甲流咪唑 甲状腺肿

胰岛素 死亡、畸形、唇裂、腭裂、先天性心脏病

黄体酮 男性化

环磷酰胺 畸形、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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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保证充足营养

胎儿生长发有所需要的营养物质完全依赖孕母供给。不同阶段的营养不良

可影响此阶段主要器官的发育，如胎儿早期的营养不良可导致胎脑发育不良。

不同阶段胎儿所需要的营养素比例略有不同，胎儿早期要注意补充叶酸和碘，

晚期要合理摄入能量和各种营养素。妊娠后3个月的营养对保证胎儿加速生长和

储存产后泌乳所需能量非常重要。因此，孕母要注意膳食搭配，保证各种营养

物质的摄入，尤其是铁、锌、钙、维生素D等营养素的补充。严重营养不良可引

起胎儿流产、早产和宫内发育迟缓。与此同时，孕母也要防止营养物质摄入过

多而导致胎儿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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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产时保健 重点是注意预防产伤及产时感染。帮助孕母选择正

确的分娩方式，权衡各种助产方式的利弊，合理使用器械助产。
凡有胎膜早破、胎粪吸入、脐带脱垂以及产程延长等情况，胎儿
感染机会明显增加，应予以特殊监护和积极处理。

3.胎儿期心理卫生  注意做好优生准备及适宜的胎教。胎教可分
为音乐胎教、运动胎教和言语胎教。

此外，每个孕母妊娠末期，社区保健工作者应至少做1次家庭

访视，了解孕母为即将出生的新生儿所作的心理准备和物品准备，
向每个孕母进行有关新生儿喂养、保暖和预防疾病等方面的健康
教育，使每个新生儿在出生后就能得到恰当的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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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生儿特点及保健

(一)新生儿的特点

新生儿脱离母体后需经历解剖、生理上的巨大变化，才能

适应宫外的新环境，而新生儿身体各组织和器官的功能发有尚不
成熟，对外界环境变化的适应性和调节性差，抵抗力弱，易患各
种疾病，且病情变化快，发病率和死亡率较高。据报道，新生儿
死亡占五岁以下儿童死亡总数的45%，其中第1周内的新生儿死亡
人数占新生儿死亡总人数的75.9%左右。故新生儿保健重点应放在
生后第1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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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生儿的保健

1.产时及产后保健 产房温度保持在25~ 28℃;新生儿娩出后迅
速擦干并清除口、鼻腔内黏液，保证呼吸道通畅;及时眼部用药，
防治感染性眼病；严格消毒、结扎脐带；记录出生时Apgar评分、

体温、呼吸、心率、体重与身长。经评估，新生儿及母亲状况良好
者，保持母婴皮肤接触至少90min。正常儿送入母婴室，按需哺乳，
注意观察有无黄疸，常规给予维生素K1，接种卡介苗和乙肝疫苗；

早产儿、低体重儿和高危儿送入监护室，预防并及时处理新生儿缺
氧、窒息、低体温、低血糖、低血钙和颅内出血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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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居家保健

(1)家庭访视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妇幼保健人员在新生儿期一

般家访至少2次，分别是出院后7d内和出生后28d。高危儿或者检

查发现有异常者适当增加访视的次数。家访的目的在于早期发现

问题，早期干预，从而降低新生儿疾病发生率或减轻疾病的严重

程度。访视内容有：①询问新生儿出生情况及出生后生活状态

（喂养、睡眠、排泄等）、预防接种、听力及遗传代谢病筛查等

情况；②观察居住环境（室内温湿度、通风、卫生条件等）及母

乳喂养等护理方法；③体格检查，包括头颅、前囟、心肺腹、四

肢、外生殖器，测量头围、体重等；④指导及咨询，如喂养、日

常护理。在访视中，发现问题严重者应立即就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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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合理喂养 母乳是新生儿的最佳食品，应鼓励和支持母乳喂养，

宣传母乳喂养的优点，教授哺乳的方法和技巧，指导母亲观察乳汁分

泌是否充足，新生儿吸吮是否有力。若母乳充足，新生儿哺乳后安静

入睡；小便每天不少于6次，体重每周增长不少于125g；:母亲可有乳

房胀痛感或乳汁溢出等现象。早产儿、低出生体重儿吸吮力强者可按

正常新生儿的喂养方法进行，按需授乳;吸吮力弱者可将母乳挤出，

用小勺或滴管哺喂，一次量不宜过大，以免吸入气管。部分药物可

通过乳汁分泌，如氨基糖苷类、异烟肼、氯霉素等，故乳母应在医生

指导下用药。如确系母乳不足或者无法进行母乳喂养者，则及时使用

配方奶喂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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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室温 新生儿房间应阳光充足，通风良好，温湿度

适宜。冬季环境温度过低可使新生儿(特别是低出生体重

儿)体温不升，影响代谢和血液循环，甚至发生新生儿寒

冷损伤综合征。夏季环境温度过高、衣被过厚或包裹过

严，可引起新生儿体温上升。因此，要随着气温的变化，

调节环境温度，增减衣被、包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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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常护理 指导家长观察新生儿的精神状态，面色、呼吸、体

温、哭声和大小便等情况。保持新生儿皮肤清洁，介绍正确的五官、

皮肤和脐部的护理方法。新生儿脐带未脱落前要注意保持局部清洁

干燥。用柔软、浅色、吸水性强的棉布制作衣服，被褥和尿布，避

免使用合成制品成羊毛织物，以防过敏。衣服式样简单，易于穿脱，

宽松不妨碍肢体活动。尿布以白色为宜，便于观察大小便的颜色，

且应勤换勤洗，保持臀部皮肤清洁干燥，以防尿布性皮炎。新生儿

不宜穿得过多、过厚，包裹不宜过紧，更不宜用带子拥绑，应保证

新生儿活动自如及双下肢届曲(此状态利于髋关节的发育)。存放新

生儿衣物的衣柜不宜放置樟脑丸，以免引发新生儿溶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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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预防疾病和事故 定时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清新。新生

儿有专用用具，食具用后要消毒，保持衣服、被褥和尿布清洁干

燥。母亲在哺乳和护理新生儿前应洗手。家人患感冒时必须戴口

罩接触新生儿。尽量减少亲友探视，避免交叉感染。新生儿出生

后应及时补充维生素D,有一定的户外活动时间，以预防佝偻病的发

生。注意防止因包被蒙头过严、哺乳姿势不当、乳房堵塞新生儿

口鼻等造成新生儿室息。新生儿早期应进行法定的遗传代谢性疾

病（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退症、苯丙酮尿症）和听力的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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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早期教养 新生儿的视、听、触觉已初步发展，在此基础

上，可通过反复的视觉和听觉训练，建立各种条件反射，培养

新生儿对周围环境的定向力以及反应能力。家长在教养中起着

重要作用，应鼓励家长与新生儿进行眼与眼交流、皮肤与皮肤

接触，促进父母与新生儿的情感连接以及其感知觉和智力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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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婴儿特点及保健

(一)婴儿的特点

婴儿的生长发育是出生后最迅速的，因此，其对能量和营养

素尤其是蛋白质的需要量相对较多，而其消化和吸收功能尚未发育

完善，故易出现消化功能紊乱和营养不良等疾病。随着月龄的增加，

婴儿通过胎盘从母体获得的免疫物质逐渐减少，而自身的免疫功能

尚未成熟，故易患肺炎等感染性疾病和传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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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婴儿的保健 （1）合理喂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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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 食物引入方法

月龄 食物性状 引入的食物
餐数

主餐 辅餐 进食技能

4-6个月 泥状食物 含铁配方米粉、配方
奶、蛋黄、菜泥、水
果泥

6次奶（断夜
间奶）

逐渐加至1次 用勺喂

7-9个月 末状食物 粥、烂面、烤馒头片
、饼干、鱼、全蛋、
肝泥、肉末

4次奶 1餐饭1次水果 学用杯

10-12个月 碎食物 稠粥、软饭、面条、
馒头、碎肉、碎菜、
豆制品、带馅食品等

3次奶 2餐饭1次水果 抓食断奶瓶
自用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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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着 牙齿

清洁卫生 睡眠 户外活动

3 51

2 4

2.日常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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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洁卫生
皮肤：早晚洗脸、洗脚和臀部，勤沐浴，勤更换。浴

后，要特别注意揩干皮肤皱褶处，如颈、腋、腹股沟
等部位。

痂皮：先软化再清洗。婴儿头部前囟处易形成鳞状污

垢或痴皮，可涂植物油，待痂皮软化后用婴儿专用洗
发液和温水洗净，不可强行剥落，以免引起皮肤破损
和出血。

耳鼻：清除耳鼻污垢及分泌物。切勿将棉签插入鼻腔。

口腔：哺乳或进食后喂少量温水清洁口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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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衣着
应简单，宽松而少接缝，避免摩擦皮肤，利于活动

上衣不宜有领，连体衣为佳

注意按季节增减衣服和被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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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睡眠

充足的睡眠是保证婴儿健康的先决条件之一。

婴儿所需的睡眠时间个体差异较大。

婴儿的睡眠环境不需要过分安静，白天光线柔和，夜间
熄灯睡觉。

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避免过度兴奋，保持身体清洁、
干爽和舒适固定的睡眠场所和睡眠时间，独自睡觉不拍、
不摇、不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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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牙齿
4~ 10个月乳牙开始萌出，婴儿会有一些不舒

服的表现，如吸手指、咬东西，严重的会表现为

烦躁不安、无法入睡和拒食等。可给较大婴儿一

些稍硬的饼干、烤面包片或馒头片等食物咀嚼，

使其感到舒适。乳牙萌出后，每晚用指套牙刷或

软布清洁乳牙。婴儿不宜含着奶嘴入睡，以免发

生“奶瓶龋病”。不良吸吮习惯可对口腔产生异

常压力，导致反颌、错颌、颜面狭窄等畸形，注

意吸吮奶嘴的正确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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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户外活动 家长应每日带

婴儿进行户外活动，呼吸新

鲜空和晒太阳；有条件者可

进行空气浴和日光浴，以增

强体质和预防佝偻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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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早期教育

（1）大小便训练
（2）视、听能力训练
（3）动作的发展
（4）语言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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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儿童保健第一节 各 年 龄 期 儿 童 保 健 特 点

4.防止事故 此期常见的

事故有异物吸入、窒息、

跌伤、触电、溺水和烫

伤等。应向家长特别强

调事故的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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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儿童保健第一节 各 年 龄 期 儿 童 保 健 特 点

5.预防疾病和促进健康
体格检查的内容包括:①体格测量及评价：②

询问个人史及既往史；③各系统检查；④常见疾
病的实验室检查，如营养不良、营养性缺铁性贫
血（一岁以内至少检查血常规1次），佝偻病、
发育迟缓等。
 检查的频率：<6 个月婴儿每1-2个月检查1次；
>6个月婴儿每2-3个月检查1次；婴儿期至少4次
（3、6、8、12月龄），高危儿、体弱儿适当增
加检查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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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儿童保健第一节 各 年 龄 期 儿 童 保 健 特 点

6. 婴儿心理卫生 随着

婴儿神经细胞的迅速生

长及髓鞘化的形成，适

时地給予婴儿不同的感

官刺激，可以促进其感

知觉的迅速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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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儿童保健第一节 各 年 龄 期 儿 童 保 健 特 点

四、幼儿特点及保健
（一）幼儿的特点

幼儿生长发育速度较前减慢，行走和语言

能力增强，活动范围增加，与外界环境接触机
会增多，因此，幼儿期是社会心理发育最为迅
速的时期。但因其免疫功能仍不健全，且对危
险事物的识别能力差，故感染性和传染性疾病
发病率仍较高，事故发生率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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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儿童保健第一节 各 年 龄 期 儿 童 保 健 特 点

（二）幼儿的保健

1.合理安排膳食 乳类供应不低于

总能量的1/3。18个月左右可能出

现生理性厌食，幼儿明显表现出对

食物缺乏兴趣和偏食。他们就餐时

比较注重仪式，如喜欢固定时间用

固定的碗、杯和汤匙等。在注意幼

儿的膳食质量的同时，还要注意培

养幼儿良好的进食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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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儿童保健第一节 各 年 龄 期 儿 童 保 健 特 点

2.日常护理 （1）衣着  幼儿衣着应颜色鲜艳易识别，
穿脱简便便于自理。
（2）睡眠  幼儿的睡眠时间随年龄的增长而减少。
一般每晚可睡 10～12小时，白天小睡1～2次。
（3）口腔保健：幼儿不能自理时，家长可用软布
或软毛牙刷清洁幼儿牙齿。2-3岁后，幼儿在父母的

指导下自己刷牙，早晚各一次，饭后漱口。家长每
半年或1年带幼儿进行一次口腔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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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儿童保健第一节 各 年 龄 期 儿 童 保 健 特 点

3.早期教育

（1）大小便训练  
（3）语言的发展  
（4）卫生习惯的培养   
（5）品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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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儿童保健第一节 各 年 龄 期 儿 童 保 健 特 点

4.预防疾病和事故 继续加强预防接种和防病工作，
每3-6个月为幼儿做健康检查一次，每年至少2次，

预防营养不良、单纯性肥胖、缺铁性贫血、龋齿、
视力异常、寄生虫感染等疾病。指导家长防止事故
发生，如异物吸入、烫伤、跌伤、溺水、中毒、电
击伤等。
5.幼儿心理卫生  幼儿常见的心理行为问题包括违抗、
发脾气、破坏性行为和生理性口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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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儿童保健第一节 各 年 龄 期 儿 童 保 健 特 点

五、学龄前儿童特点及保健

（一）学龄前儿童的特点

学龄前儿童体格发育较前减慢，但语言、思维、动作、神经

精神发育仍较快，具有好奇、多问的特点。此外，学龄前儿

童的防病能力虽然有所增强，但仍易患急性肾炎、风湿病等

免疫性疾病；且因接触面广，喜模仿而无经验，易发生各种

事故。学龄前期是儿童性格形成的关键时期，此期儿童具有

较大的可塑性，应加强早期教育，培养其良好的学习习惯，

发展其想象与思维能力，提高其心理素质和生活自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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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儿童保健第一节 各 年 龄 期 儿 童 保 健 特 点

（二）学龄前儿童的保健

1.合理营养 每日摄入优质蛋白
占总蛋白的1/2，乳类供能占总
能量的1/3。每日3餐主食，1-2
餐点心。
2.日常护理
（1）自理能力  
（2）睡眠
3.预防疾病和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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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儿童保健第一节 各 年 龄 期 儿 童 保 健 特 点

4.心理卫生

（1）意志品质的培养  
（2）促进智力发展

（3）促进社会交往能力发展 
（4）防治常见的心理行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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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儿童保健第一节 各 年 龄 期 儿 童 保 健 特 点

（二）学龄儿童的保健

1.合理营养

2.体格锻炼

3.预防疾病

4.防止事故

5.心理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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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儿童保健第一节 各 年 龄 期 儿 童 保 健 特 点

七、青少年特点及保健
青春期是个体由儿童过渡到成人的

时期，是儿童生长发育的最后阶段，也
是人的一生中决定体格、体质、心理和
智力发育和发展的关键时期。
（一）青少年的特点
1.体格及性器官发育迅速
2.心理与社会适应能力发展相对缓慢
3.神经内分泌调节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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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儿童保健第一节 各 年 龄 期 儿 童 保 健 特 点

（二）青少年的保健
1.供给充足营养  青少年体格生长迅速，脑

力劳动和体力运动消耗亦增加，所以，必
须供给充足的能量、蛋白质、维生素及矿
物质（如铁、钙、碘等）。
2.培养良好的卫生习惯 重点加强少女的经
期卫生指导
3.保证充足睡眠 青少年需要充足的睡眠和
休息以满足此期迅速生长的需求。
4.预防疾病和事故  
5.心理卫生
（1）培养自觉性和自制性  
（2）性教育  
（3）防治常见的心理行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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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儿童保健第二节 计划免疫

儿童计划免疫是根据免疫学原理、儿童免疫特点和传染病疫

情的监测情况制定的免疫程序，是有计划、有目的地将生物制品

接种到儿童身体中，以确保其获得可靠的抵抗疾病的能力，从而

达到预防、控制乃至消灭相应传染病的目的。预防接种是计划免

疫的核心。主动免疫为主，被动免疫为辅。

第二节计划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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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儿童保健

（一）主动免疫及常用制剂

（二）被动免疫及常用制剂

一、免疫方式及常用制剂

第二节 计划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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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儿童保健

二、免疫程序
目前，我国国家卫生和计划

生育委员会要求，通过相应疫苗
的接种，做好15种传染病的预防。

它们是乙型肝炎、结核病、脊髓
灰质炎、百日咳、白喉、破伤风、
麻疹、甲型肝炎、流行性脑脊髓
膜炎、流行性乙型脑炎、风疹、
流行性腮腺炎、流行性出血热、
炭疽和钩端螺旋体病。

第二节 计划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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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儿童保健

三、预防接种的准备及注意事项
1.环境准备 接种场所光线明亮，空气新鲜，温度适宜.接种及急救物品
（如肾上腺素）摆放有序。

2.心理准备 做好解释、宣传工作，消除家长和儿童的紧张恐惧心理；
接种不宜空腹进行。

3.严格执行免疫程序 掌握接种的剂量、次数、间隔时间和不同疫苗的
联合免疫方案。

4.严格掌握禁忌证 通过问诊及查体，了解儿童有无接种禁忌证。

5. 严格执行查对制度及无菌操作原则  仔细核对儿童姓名、年龄、疫苗名称及剂
量、用药途径

6.其他   ①2个月以上婴儿接种卡介苗前应做PPD试验，阴性者才能接种；②脊
髓灰质炎疫苗冷开水送服，且服用后1小时内禁热饮；③接种麻疹疫苗前1个
月及接种后2周避免使用胎盘球蛋白、丙种球蛋白制剂。

第二节 计划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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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儿童保健

四、预防接种的反应

疫苗对于人体来说是一种

异体蛋白，在诱导人体免疫
系统产生对特定疾病的保护
力时，还可能会出现其他反
应。这些与预防接种可能相
关的反应称之为疑似预防接
种异常反应.

第二节 计划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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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儿童保健

1.不良反应  是指合格的

疫苗在实施规范的预防

接种后，发生的与预防

接种目的无关的或意外

的有害反应，包括一般

反应和异常反应。

第二节 计划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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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儿童保健

（1）一般反应  是由疫苗

本身的特性引起的，对机
体造成一过性生理功能障
碍的反应，包括局部反应
和全身反应。

第二节 计划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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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儿童保健

①局部反应：表现为少数受种者接种后数小时至24h
或稍后，局部出现红肿，伴有疼痛，一般在 24～48h
逐步消退。红肿直径和硬结<15mm时，一般不需处

理；15～30mm者可用干净的毛巾先冷敷，出现硬结

者可热敷，每日数次，每次10～15min；≥30mm者应

及时到医院就诊。接种卡介苗2周左右，局部可出现

红肿，随后化脓，形成小溃疡，大多在8～12周后结

痂（卡疤），一般不需处理，保持局部清洁即可；

不能热敷。

第二节 计划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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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儿童保健

②全身反应：表现为少数受种者接种灭活疫苗
24h内出现发热，一般持续1～2d；接种减毒活

疫苗，发热出现稍晚，如麻疹疫苗，可在接种后
6 -10d出现。除发热症状，还可能出现头痛头晕、
乏力、全身不适等，一般持续1～2d。个别人出

现恶心、呕吐、腹泻等胃肠道症状，以接种当天
多见。发热在≤37. 5°C时，应加强观察，适当
休息，多饮水；>37. 5℃或≤37.5℃并伴有其他全
身症状、异常哭闹者应及时就诊。

第二节 计划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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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儿童保健

（2）异常反应  极少数儿童可能出现晕厥、过敏性休克、

过敏性皮疹、血管神经性水肿等。晕厥多因精神或心理

因素所致，在紧张、空腹、疲劳或室内闷热等情况下发

生。此时，应立即安置患儿平卧，头稍低，保持安静；

给予少量热开水或热糖水，一般不需要用药即可在短时

间内恢复正常。数分钟后不恢复正常者，皮下注射1：
1000肾上腺素0.5-1.0ml。过敏性休克一般于注射疫苗后数

秒或数分钟内发生，应立即肌内注射1：1000肾上腺素。

必要时，尽快转医院继续治疗。

第二节 计划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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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儿童保健

2.其他AEFI 包括疫苗质量事

故、预防接种事故、偶合症、

心因性反应、不明原因反应。

这些反应应及时报告当地卫

生健康行政部门、药品监督

管理部门，由省市、县级及

疾控机构成立预防反应调查

诊断专家组进行调查。

第二节 计划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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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儿童保健第二节 计划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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