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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上实现所接种疫苗从出厂、调拨、储运到使用的

全程可追溯；将接种疫苗信息与冷链监控信息相关

联，实现所接种疫苗从出厂到使用冷链管理质量的全

程可追溯：将准备建设的接种门诊视频监控系统与门

诊接种信息相关联，实现每个儿童每个针次疫苗接种

全过程视频信息的可追溯。整合后的信息平台应能根

据儿童接种疫苗的信息直观地查询显示其他相关信

息，为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的调查处理提供便利条

件；为规范接种服务，提高服务品质提供动力和监管

手段，应不断增强儿童家长对免疫接种工作的信任和

支持程度，倡导安全接种和放心接种，推动计划免疫

工作更好地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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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12年宁夏地方病健康教育效果评估结果

病种

小学生 家庭主妇

健康教育前健康教育后健康教育前健康教育后

人知晓率人知晓率人知晓率人知晓率

数(％) 数(％) 数(％) 数(％)

碘缺乏病

饮水型氟中毒

饮茶型氟中毒

饮水型砷中毒

2824 81．03 2825 92．76 1457 76．46 1455 89．42

986 69．41 956 87．00 527 69．83 510 83．44

278 68．23 278 85．01 225 71．26 225 88．59

270 72．10 280 87．65 135 53．58 135 81．48

3讨论

3．1经过实施一系列的健康教育干预措施，防治知

识知晓率在原有基础上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除碘缺

乏病外，其他地方病防治知识知晓率无论是小学生还

是家庭主妇提升幅度都在15％～28％之间。碘缺乏

病知晓率提升幅度相对较小，小学生和家庭主妇知晓

率提升幅度在10％左右，这可能与项目开展前小学

生和家庭主妇知晓率较高有一定关系。通过效果评价

得知，不同目标人群在实施健康教育干预后较干预前

防治知识知晓率有大幅度提高，在病区开展地方病健

康教育对快速提高群众的防治知识知晓程度起到了明

显的作用。

3．2近几年宁夏各级政府和卫生工作人员一直高度

重视地方病防治的宣传教育工作，特别是针对小学生

开展健康教育，按病种将地方病防治知识纳入小学生

健康教育课内容，为了上好相关地方病防治知识健康

教育课，学校安排教师或当地卫生专业人员进行培

训，使学生从学校的教学途径中获得地方病危害和防

治措施的知识，并在小学生中举办健康教育课及作文

比赛等有关活动，通过小手拉大手活动将所学到的相

关知识传递给家庭成员，从而提高学生和家长地方病

防治基本知识的普及率。

3．3通过由村医组织项目村的家庭主妇开展l一2次

相关地方病防治知识的培训，并采取适合当地民俗的

宣传形式和手段，从而提高家庭主妇的地方病防病意

识，增强其改变相关行为的自觉性，使病区群众对地

方病知识的掌握程度逐步加深旧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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