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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2016 年我国儿科药学监护文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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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通过检索和分析文献,了解我国儿科药学监护的现状及发展情况,为今后开展儿科药学监护工作提供参考。 方

法:通过 CNKI 检索 1995-2016 年我国关于儿科药学监护的文献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共收集符合要求的文献 101 篇,发表于

41 种期刊,其中儿科药学监护实践类文献占 88郾 12% (89 / 101)。 第一作者共 95 人,学历主要为硕士,职称主要为主管药师,主
要分布在江苏、广东、北京、江西等省市。 儿科药学监护的对象包括患儿家属、医生和护士,内容以抗感染药物的药学监护为主。
结论:我国儿科药学监护工作起步晚,发展较缓慢,其深度和广度均需加强。 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和儿科临床药师的不懈努力

是推动儿科药学监护工作发展的有力保障。
[关键词] 儿科;药学监护;文献分析;临床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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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erature Analysis of Pediatric Pharmaceutical Care in China during 1995-2016

Su Ke, Li Hongju (Xinmi Municipal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Care, Henan Xinmi摇 45237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hrough the retrieval and analysis of the literature, to understand the status quo and development of pediatric
pharmaceutical care in China,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future work of pediatric pharmaceutical care. Methods: Literature of
pediatric pharmaceutical care in China during 1995鄄2016 was searched and statistically analyzed through CNKI. Results: Totally 101
literature in compliance with the requirements were collected and published in 41 journals, of which pediatric pharmaceutical care
counted for 88. 12% (89 / 101). There were a total of 95 first authors, master爷 s degree or competent pharmacists took the lead, and
mainly from Jiangsu, Guangdong, Beijing, and Jiangxi, etc. The subjects of pediatric pharmaceutical care included family of children,
clinicians and nurses. The content was mainly based on the pharmaceutical care of anti鄄infective drugs. Conclusion: Pediat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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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armaceutical care in China started late and developed slowly, and its depth and width need to be strengthened. The strong support of
the national policy system and the further efforts of pediatric clinical pharmacists are a powerful guarante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ediatric
pharmaceutical care.
[Keywords] pediatrics; pharmaceutical care; literature analysis; clinical pharmacy

摇 摇 2017 年 7 月 12 日国家卫计委、中医药管理局联合

印发《关于加强药事管理转变药学服务模式的通知》,目
的是为了加强医疗机构药事管理,促进药学学科发展,
规范临床用药行为,提高药师服务能力。 药学监护是药

师服务的重要内容,也是体现药师价值的重要方面[1]。
药学监护是医院药学模式从“以药品为中心冶到“以病人

为中心冶转变的方向,是药师以负责任的态度提供药学

服务,达到治疗目标,从而提高患者生活质量的一种方

式[2鄄3]。 随着我国二胎政策的实施,累积生育需求集中

释放,对儿科医疗的需求急剧增加;同时儿童正处于生

长发育的重要阶段,药物体内代谢过程与成人不同,其
安全性和不良反应更加复杂,因此,对儿科患者进行有

效的药学监护显得尤为重要[4鄄5]。 儿科药学监护文献是

我国儿科药师开展患儿药学监护工作的重要凭证。 通

过对文献的计量分析,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儿科药学监

护领域的发展、现状和趋势[6]。 笔者通过对国内 1995-
2016 年 CNKI 收载的相关文献进行分析,总结我国儿科药

学监护工作的现状和趋势,为广大儿科药师们提供参考。

1摇 资料和方法

在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CNKI)中,以“药学监

护冶并“儿科冶、“药学监护冶并“儿童冶、“药学监护冶并

“患儿冶、“药学监护冶并“新生儿冶、“药学监护冶并“婴

儿冶、“药学监护冶并“青少年冶等为检索词进行篇名检索

1995-2016 年的相关文献,剔除重复文献、学位论文、报
纸文章和会议论文。 利用 Note Express 文献管理软件和

Excel 表格,记录文献年度数量,文献发表期刊,作者区

域及单位、职称、学历、监护内容等信息,进行数据整理、
统计和分析。

2摇 结果

2郾 1摇 文献的一般情况

共收集到符合要求的文献 101 篇,其中儿科药学监

护实践类文献(强调直接面对服务对象的药学监护)
89 篇(88郾 12% )。 第一作者共 95 人,其中有 6 人分别发

表 2 篇文献。

2郾 2摇 文献发表年份分布

1997 年出现了第 1 篇有关儿科药学监护的文献,时
隔 6 年,直到 2003 年才出现了第 2 篇文献。 1995-2011
年共 有 18 篇 ( 17郾 82% ), 2012 - 2016 年 共 83 篇

(82郾 18% )。 见图 1。

2郾 3摇 文献发表期刊分布

文献发表的期刊共有 41 种,刊载文献数量不少于

3 篇的期刊见表 1。 2014 版《中国科技核心期刊》收录的

期刊有 15 种,刊载文献 50 篇,占总文献量的 49郾 50% 。

2014 版《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收录的期刊有

5 种,刊载文献 21 篇,占总文献量的 20郾 79% 。

图 1摇 文献发表年份分布

表 1摇 文献发表的主要期刊

期刊名称
文献数

量 /篇
占总量的

百分比 / %
中国科技

核心期刊

北大中文

核心期刊

中国药房 14 13郾 86 是 是

儿科药学杂志 11 10郾 89 是 否

抗感染药学 8 7郾 92 否 否

医药导报 5 4郾 95 是 否

中国药师 5 4郾 95 是 否

中国药物应用与监测 5 4郾 95 否 否

中国医院用药评价与分析 5 4郾 95 否 否

临床合理用药杂志 3 2郾 97 否 否

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 3 2郾 97 否 否

中国医院药学杂志 3 2郾 97 是 是

2郾 4摇 第一作者情况

2郾 4郾 1摇 地域分布摇 第一作者第一单位分布在全国 22 个

省、市、自治区及直辖市,依次为江苏 12 篇,广东 10 篇,
北京和江西各 8 篇,湖南和辽宁各 6 篇,福建、陕西、四川

和浙江各 5 篇,广西、河北、河南、湖北、上海和重庆各

4 篇,山西 2 篇,甘肃、贵州、宁夏、天津和云南各 1 篇。
排名前 10 位的省份发表文献总数占 69郾 31% (70 / 101)。
2郾 4郾 2摇 单位特征摇 101 篇文献第一作者单位共有 78 家,
其中属于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或妇女儿童医院的有

23 家,发文量为 31 篇(30郾 69% )。 北京积水潭医院、成
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和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发文量排名并列第一,均为 3 篇。
2郾 4郾 3摇 学历和职称 摇 查看文献中作者简介部分,明确

写出第一作者学历的有 35 篇, 其 中 硕 士 最 多, 占

54郾 29% (19 / 35);明确写出第一作者职称的有 56 篇,其
中药师占 28郾 57% ,主管药师占 41郾 07% ,副主任药师占

21郾 43% ,主任药师占 3郾 57% ,医师占 5郾 36% 。

2郾 5摇 儿科药学监护实践类文献的主要内容

查看实践类文献,儿科药学监护主要内容包括协助

医生制定合理的给药方案、指导护士安全用药以及对患

儿家属进行有效的用药指导,其中,关于抗感染药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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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学监护文献比例超过 1 / 2。

3摇 讨论

3郾 1摇 国内外儿童用药法规比较

国外儿童用药相关法规一般先发布针对制药企业

的指南,再制定相应的管理规定,接着上升到立法层面,
最终建立一套系统的法规体系[7]。 我国在保护儿童用

药安全方面起步晚,目前尚未建立完善的儿童用药法规

体系,尽管近年来国家已经开始重视儿童用药问题,利
用诸多措施指导临床儿童用药安全,但仍不能解决儿童

用药的现状问题[8]。 我国在 2013 年颁布了《中国国家

处方集(儿童版)》,作为儿童临床合理用药的规范指南,
也是我国第一部专为儿童编写的临床用药指导文件[9]。

3郾 2摇 我国儿科药学监护的现状

从 1975 年开始,“药学监护冶一词就出现在外文文

献中,直到 1995 年,中文文献中才出现关于药学监护的

文献[1,10]。 到 1997 年才出现第 1 篇有关儿科药学监护

探讨类的文献[11]。 由于儿童特殊的生理解剖特点,使儿

科药学监护成为临床药学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目前全

国有 42 所高校开设临床药学专业,也有医院临床药师

培训基地每年计划培养 8 ~ 12 名儿科临床药师,为儿科

药学监护的开展培养人才[8]。

3郾 3摇 儿科药学监护文献数量分析

根据统计结果示,儿科药学监护总文献数量较少,
提示发展缓慢。 在 2011 年前,国内关于儿科药学监护

的文献很少,1995 -2011 年间文献量仅占总文献量的

17郾 82% ,从 2012 年开始每年文献数量有所增加,2012-
2016 年文献量占总文献量的 82郾 18% ,仅 2016 年 1 年就

有 27 篇文献发表,占总文献量的 26郾 73% 。 这种发展变

化和国家政策制度的支持密不可分。 2002 年卫生部和中

医药管理局颁布《医疗机构药事管理暂行规定》,首次提

出要建立临床药师制度,明确医院要积极开展临床药学工

作,2003 年国内就出现了第 2 篇关于儿科药学监护的文

献[5,12鄄13]。 2011 年颁布《医疗机构药事管理规定》,首次

明确提出医疗机构应当配备相应数量的临床药师,使许

多药学工作者走进临床参与药学监护。 也是从 2012 年

开始国内关于儿科药学监护的文献越来越多[1,8]。

3郾 4摇 儿科药学监护文献质量分析

根据文献发表期刊的统计分析,大部分文献发表在

药学类期刊中,发表在综合性医学期刊中的文献较少,
说明儿科药学监护工作还未被临床科室普遍熟知。 被

《中国科技核心期刊》收录的文献占总文献的 49郾 5% ,说
明将近一半的文献专业水平相对较高,但被《北京大学

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 收录的文献占总文献量的

20郾 79% ,说明儿科药学监护文献的整体水平有较大的

提升空间。 虽然文献数量在逐年增加,但多数为个案报

道,具有前瞻性或对儿科药学监护工作有指导意义的文

献数量较少,说明儿科药学监护工作仍需深入研究[2,14]。

3郾 5摇 儿科药学监护文献作者情况分析

儿科药学监护工作覆盖全国 22 个省、市、自治区和

直辖市,78 家第一作者单位,整体覆盖情况相对较广,但
以经济较发达、医疗水平较高的区域开展相对领先,存
在地区发展水平相对不平衡的现象。 第一作者单位属

于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或妇女儿童医院的文献占总文

献的 30郾 69% ,说明妇幼专科医院对儿科药学监护的工

作也十分重视。 从统计分析中可以看出,由于儿童特殊

的生理特点和药学监护的工作性质,对临床药师的知识

结构、专业水平、整体素质都有较高的要求[15]。 目前临

床药师队伍整体学历和职称水平较高,文章作者学历以

硕士为主、职称以主管药师为主,他们是发表儿科药学

监护文献的主力军。

3郾 6摇 儿科药学监护实践情况

儿童属于特殊人群之一,对于儿童的药学监护和成

人不同。 儿科药学监护的对象包括患儿家属、医生、护
士等。 对患儿家属的教育包括用药指导、出院带药教

育、喂养注意事项等;对医生的协助包括药品的选择、用
法用量的建议、不良反应的监测等;对护士的药品指导

包括配伍禁忌、溶媒选择、皮试建议、滴速控制、储存条

件等[15]。 根据本文分析,在实践类文献中,关于抗感染

药物的药学监护占比最大,这与我国开展抗菌药物临床

应用专项整治活动有很大关系[16]。 而关于其他种类药

物的药学监护占比不大,这需要我们儿科临床药师共同

努力来丰富儿科药学监护的内容。

3郾 7摇 我国儿科药学监护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通过文献分析发现,目前我国儿科药学监护仍处于

发展缓慢的阶段。 近几年文献的内容以个案报道居多,
与临床实际需要存在一定的差距。 目前儿科药学监护

存在的主要问题[17鄄18]:(1)缺少国家相应规章制度的支

持;(2)医院药学管理模式由“以药品为中心冶到“以病

人为中心冶的转变比较滞后,药学服务在各个医院开展

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3)由于目前临床药师仍处于从

属地位,医生和药师未能形成一个良好的合作团队关

系,降低了临床药师参与临床药物治疗相关工作的积极

性和参与度;(4)由于儿童特殊的生理特点,儿童用药的

不良反应发生率本身就比成人高,再加上儿科临床药师

自身专业知识水平不够扎实,导致在实际工作中很难为

医生提供相应的药学信息;(5)由于儿科临床药师的数

量严重不足,临床药师在工作实践中很难保证开展临床

查房的时间和覆盖面。 根据目前临床实际发展中存在

的问题,我们建议政府部门加大支持力度,医院对药学

服务给予高度重视,教育部门构建专业的儿科临床药师

培养模式,提高药师的综合素质和工作积极性,尝试开

展儿科处方前置审核等。 希望通过各方面的努力,让儿

科药学监护工作可以更好地发展起来。
如今,儿科学不再是小年龄的成人医学,而是一门

以生命的生长发育为主线的儿童医学。 有研究[19]表明,
儿童用药差错的发生率是成人的 3 倍,临床药师参与儿

科临床药物治疗能减少 81% 用药差错的发生。 本文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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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对文献的计量分析,了解目前我国儿科药学监护的现

状及发展。 希望通过儿科药学监护工作的开展,架起患

儿家属、医生、药师、护士之间的桥梁,让儿童可以安全、
有效、合理、经济地使用药品[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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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三甲儿童医院 2016 年血液制剂专项点评及干预分析

孙丽,吴庆涛 (徐州市儿童医院,江苏徐州摇 22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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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分析评价我院血液制剂使用情况,为合理用药提供参考,进一步促进血液制剂合理使用。 方法:利用医院信息管

理系统(HIS)功能,每月随机抽取点评 30 条使用血液制剂的医嘱,采用回顾性分析方法,对 2016 年点评的 360 条医嘱进行统计

分析。 结果:我院使用血液制剂的科室以重症医学科最多,占 29郾 17% ;使用率最多的为静脉注射人免疫球蛋白,占 48郾 06% ;不
合理使用血液制剂的情况以适应证不适宜多见,占 63郾 16% 。 结论:通过对我院使用血液制剂的医嘱进行点评,能够及时了解

我院血液制剂使用情况,通过及时的干预,不合理使用血液制剂的情况逐渐改善。
[关键词] 血液制剂;专项点评;干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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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Comments and Intervention Analysis of Blood Preparations in a Grade 芋 Level A Children爷 s
Hospital in 2016

Sun Li, Wu Qingtao (Children爷 s Hospital of Xuzhou, Jiangsu Xuzhou摇 221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and evaluate the application of blood preparations in our hospital, an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rational application of drugs, so as to further promote the rational application of blood preparations. Methods: Using the hospital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HIS), 30 pieces of medical orders for blood preparations were randomly selected and reviewed every
month.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method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360 medical orders reviewed in 2016. Results: In our hospital,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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