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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儿科药学门诊开展现状调研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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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调研中国儿科药学门诊的开展现状，为儿科药学门诊建设及提升提供参考。方法  以中国儿童专科医院、

妇幼保健院/妇儿医院、设有儿科的综合医院为调查对象，通过问卷星平台发放调查问卷，采用 SPSS 26.0 进行数据统计，

分析儿科药学门诊开展基本情况，出诊药师资质，岗位培训情况及培训需求等。结果  收集有效问卷 101 份，共 55 家(54.5%)
医院已开设儿科药学门诊，其中 35 家为药师独立门诊，大多数具备良好的医疗文书管理及患者管理流程。但 70%左右医

院未收取挂号费，一半以上医院日就诊量<5 人次。85.5%的药学门诊由临床药师出诊，约半数为工作年限>10 年的资深

临床药师，仅 3.6%的出诊药师有特定处方权。岗位培训调研结果显示，101 家医院中，有 36 家医院药师有药学门诊培训

经历，其中 25 家已开展儿科药学门诊。除药学专科知识外，>50%的药师对医患沟通及分析解决问题能力提升有强烈需

求，30%~40%的需求集中在病史及用药史采集，心理疏导能力及药学门诊实践案例学习。结论  目前国内儿科药学门诊

呈现蓬勃发展趋势，但存在收费率低，就诊量少，相关药师岗位培训不足等情况，儿科药学部门应积极探索适宜的药学

门诊服务模式，并构建儿童专科培训体系以提升药学门诊药师的岗位胜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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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ediatric pharmacist-managed clinic in China, an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pediatric pharmacist-managed clinic construction and improvement. METHODS  Domestic Children’s 
hospitals, Women’s & Children’s Hospital, and general hospitals with pediatric unit were selected as the survey objects,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through the Wenjuanxing Application, and SPSS 26.0 was used to describe the data. The 
development of pediatric pharmacist-managed clinic, the qualification of visiting pharmacists, the situation of post training and 
training needs were analyzed. RESULTS  A total of 101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Pediatric pharmacist-managed 
clinics had been set up in 55(54.5%) hospitals, of which 35 were independent pharmacists’ clinics, and most had well medical 
document and patient management processes. However, about 70% of hospitals did not charge registration fees, and more than 
half of hospitals had fewer than 5 patient-visits per day. 85.5% of the hospitals were visited by clinical pharmacists, and about 
half of them were senior clinical pharmacists with more than 10 years of working experience. But only 3.6% of visiting 
pharmacists had the right of specific prescription. In 101 hospitals relevant post training for pharmacists had been carried out in 
36 hospitals, of which 25 hospitals had set up pharmacist-managed clinic. In addition to pharmaceutical expertise, more than 
50% of pharmacists had a strong demand for the improvement of physician-patient communication and problem-solving ability, 
and 30%−40% of the demand was focused on the collection of medication history,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ability, and 
case-based learning in the pharmacist-managed clinic. CONCLUSION  At present, the domestic pediatric pharmacist-managed 
clinic shows a vigorous development trend, however, there are insufficient registration fees, visits, and post training. Appropriate 
service methods of pediatric pharmacist-managed clinic should be actively explored, and a pediatric specialized training system 
for should be well constructed to improve the compet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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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学门诊是指医疗机构药师在门诊为患者提

供的用药评估、用药咨询、用药教育、用药方案调

整建议等一系列专业化药学服务[1]。其中，儿科药

学门诊以年龄<18 周岁的患儿为服务对象。近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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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各地医疗机构对开设儿科药学门诊进行了积

极探索 [2-5]，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也于

2021 年开设了浙江省内首家收费的儿科药学门诊。

然而各机构诊疗流程、收费标准、服务内容等存在

较大差异，出诊药师的服务能力(即岗位胜任力)不
足，同时缺乏有效的继续教育和培训计划。 

因此，本研究拟通过问卷调研评估当前中国

国内儿科药学门诊现状，分析儿科药学门诊开展

情况与不足，并考察相关儿科药师资质及岗位培

训情况，为后续制定可执行的儿科药学门诊建设

标准和提升策略提供参考。 
1  数据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基于文献研究与专家咨询设计调研问卷，第 1
部分共 12 个问题，了解儿科药学门诊开展基本情

况，包括医院性质、门诊形式、收费情况、就诊

量、医疗文书及患者管理等；第 2 部分共 10 个问

题，了解儿科药学门诊药师服务能力，包括出诊

药师资质(专业、职称、工作年限、处方权等)、岗

位培训情况及培训需求。 
2022 年 10 月—12 月，依托儿科药学专业学

术组织，通过问卷星平台对全国范围内多家儿童

专科医院、妇幼保健院/妇儿医院，以及设有儿科

的综合医院发放电子问卷。 
1.2  统计与分析 

问卷结果汇总后，剔除无效问卷，采用 SPSS 
26.0 进行数据统计分析，以样本量和构成比进行

表述。 
2  结果 
2.1  调研基本情况 

共发放问卷 109 份，回收有效问卷 101 份，

有效率 92.7%。有效问卷来自 28 个省份及直辖市，

儿童专科医院 28 家，妇幼保健院/妇儿医院 32 家，

设有儿科的综合医院 41 家；三级医院 92 份，二

级及其他医院 9 份。截至调研结束(2022 年 12 月

底)，共有 55 家(54.5%)医院已开设儿科药学门诊，

其余 9 家(8.9%)正在筹备中。除华南和东北地区的

开设比例分别为 80%和 20%以外，全国其他地区

的开设比例均在 50%左右。基本情况见表 1。 
2.2  药学门诊形式及诊室设置 

开设儿科药学门诊医院的 55 家受访医院中，

35 家为药师独立门诊，7 家为医药联合门诊，13
家兼有独立门诊和联合门诊，见图 1A。65.5%的

诊室设置为独立诊室，还有 14.5%及 3.6%的诊室

分别依托医生诊室及药品调剂窗口，见图1B。 
 

表 1  国内各地区儿科药学门诊开设情况(n=101) 
Tab. 1  Situation of pediatric pharmacist-managed clinic in 
different regions of China (n=101) 

地区 开设儿科门诊医院数量/家 医院总数/家 占比/%

华东 24 45 53.3 

华南 8 10 80.0 

华中 7 12 58.3 

华北 5 11 45.5 

西南 8 14 57.1 

东北 1 5 20.0 

西北 2 4 50.0 

合计 55 101 54.5 

 

 
 

图 1  开展形式(A)及诊室类型(B)(n=55) 
Fig. 1  Practical form(A) and consulting room type(B) 
(n=55) 
 
2.3  收费情况及就诊量 

开设儿科药学门诊医院的 55 家受访医院中，

有 39 家(70.9%)未收取挂号费。剩余 16 家已收费

医院中，华东地区(含浙江省、山东省、上海市等

地共 9 家医院)占比 高，华中、西南地区各有 2
家，华南、东北、西北地区各有 1 家。 

收取费用多以单一价格即参照当地儿科医师

普通门诊收费(8 家)，其次按照出诊药师不同职称

收费(7 家)，或是设置专家门诊和特需门诊的不同

收费标准(1 家)。 
全天开设儿科药学门诊的医院约占总数四分

之一(14 家，25.5%)，每周仅开设 1 个半天，约占

总数三分之一(20 家，36.4%)，见图2A。一半以上

医院(32 家，58.2%)的日就诊量<5 人次，仅 1 家日

就诊量>20 人次(该院为医-药联合门诊且未收取挂

号费)，见图2B。(注：如果开设 1 个半天，日就诊

量=半天就诊人次×2)。 
2.4  医疗文书及患者管理 

在 55 家医院中，29 家(52.7%)儿科药学门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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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文书被纳入电子病历系统，17 家(30.9%)为手

工纸质记录，有 1 家使用自主开发的患者用药系统，

见图3A。通过单一电话、单一微信、多种形式进行

患者诊后随访管理的医院分别为 40.0%，12.7%，

27.3%，而 16.4%的医院从未开展患者随访工作，

见图3B。 
 

 
 

图 2  开设频次(A)及日就诊量(B)(n=55) 
Fig. 2  Frequency (A) and daily number of patients (B) 
(n=55) 

 

 
 

图 3  医疗文书管理(A)及患者管理(B)(n=55) 
Fig. 3  Medical document management(A) and patient 
management (B)(n=55) 
 

2.5  出诊药师基本情况 
55 家受访医院中，15 家(27.3%)医院仅 1 名药

师出诊，大多数医院有≥2 名的出诊药师。85.5%
的医院由临床药师出诊，约一半(47.3%)为工作年

限>10 年的资深临床药师。出诊药师学历均为硕士

及以上的医院 31 家(56.4%)，职称均为主管药师及

以上的 36 家(65.5%)。仅 2 家医院的出诊药师有特

定处方权，其中 1 家药师同时为执业医师，可开

具药物处方，另 1 家药师可开具检验检查单。相

应权限均由其医院的医务部门审核批准后授予。

出诊药师基本情况见表 2。 
2.6  岗位培训情况 

由于目前暂未有专为儿科药师设计的药学门

诊培训体系，此次调研的受访药师如有参加非儿

科专业药学门诊相关实践、进修、专题继教班等

活动(含线上及线下)，即视为有药学门诊岗位培训

经历。本调研结果显示，有 25 家医院的出诊药师

已有培训经历，另有 11 家医院药师虽有参与培训，

但其所在医院并未开展儿科药学门诊。此外，有

30 家医院药师在未参加相关培训的情况下，已实

际开展儿科药学门诊服务工作。 
36 家医院已培训药师的具体培训内容见图 4。

学习主要内容为药学专科知识，相关政策法律法

规，医患沟通能力及医学专业知识等。 
 

表 2  儿科药学门诊出诊药师基本情况(n=55) 
Tab. 2  Base situation of pharmaceutical personnel of 
pediatric pharmacist-managed clinic(n=55) 

具体内容 医院数量/n(%) 

出诊药师人数/人次 1 15(27.3) 

 2~5 26(47.3) 

 ≥6 14(25.5) 

是否均为临床药师 是 47(85.5) 

 否 8(14.5) 

工作年限 a/年 <5 15(27.3) 

 6~10 14(25.5) 

 11~15 16(29.1) 

 >16 年 10(18.2) 

学历 均为硕士及以上 31(56.4) 

 部分为硕士及以上 24(43.6) 

职称 b 均为主管药师及以上 36(65.5) 

是否有特定处方权 是 2(3.6) 

注：a−如果一家医院有多名出诊药师，则按平均工作年限计；b−《医

疗机构药学门诊服务规范》[1]中：从事药学门诊服务的药师应当具有

主管药师及以上职称，因此未统计主管以下职称占比。 
Note: a−If there were more than one visiting pharmacist in a hospital, the 
average working years were calculated; b-in the Code of Pharmacist- 
managed Clinic Service in Medical Institutions[1], the pharmacists 
engaged in pharmacist-managed clinic service should have the title of 
pharmacist-in-charge or above, so the proportion of pharmacists with 
titles below in-charge was not counted. 

 

 
 

图 4  已培训药师的具体学习内容(n=36) 
Fig. 4  Detailed learning contents of pharmacists had been 
trained(n=36) 

 
2.7  岗位培训内容需求 

>80%的医院药师表示目前知识和技能储备不

足以满足实际儿科药学门诊开展需要。整理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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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受访医院的药师总体需求，除药学专科知识以

外，>50%的药师表达了对医患沟通及分析解决问

题能力提升的强烈需求，30%~40%的需求集中在

病史及用药史采集、心理疏导能力及药学门诊实

践案例学习。另有部分药师认为药物基因检测解

读、育儿及营养保健知识、血药浓度知识等必不

可少。结果见表 3。 
 

表 3  药师对于儿科药学门诊培训内容的具体需求(n=101) 
Tab. 3  Detailed needs of pediatric pharmacist-managed 
clinic related training(n=101) 

内容 需求量/n(%) 

医患沟通能力 65(64.4) 

分析解决问题能力 51(50.5) 

病史及用药史采集能力 49(48.5) 

心理疏导能力 42(41.6) 

药学门诊实践案例 37(36.6) 

医学相关专业知识 28(27.7) 

药物基因检测解读 25(24.8) 

育儿及营养保健知识 25(24.8) 

质量控制与管理 17(16.8) 

血药浓度知识 15(14.9) 

相关政策法律法规 12(11.9) 

数据分析及信息支持 3(3.0) 
 

3  讨论 
儿童这一特殊群体处于生长发育动态变化过

程中，其临床用药呈现多样性和复杂性，也存在

儿童用药适宜品种少，用药信息缺乏，用药标准

不足等挑战，这些都使得以“患儿为中心”的药

学服务模式尤为迫切。在药学门诊中，儿科药师

能直接面向患儿及家长提供服务，为患儿及家长

切实解决用药问题，保障儿童用药的安全、有效、

经济。2023 年 1 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进

一步加强儿童临床用药管理工作的通知》[6]再一次

强调了儿科药学门诊的必要性，指出“支持有条

件的医疗机构开设儿科药学门诊，按照相应药学

服务规范，提供药物咨询、药物重整、药物治疗

管理等服务。” 
在需求驱动与政策号召下，近年来全国各地

医疗机构的儿科药学服务实现了高质量转型，儿

科药学门诊得到了蓬勃发展。本次针对性调研结

果显示，在全国儿童专科医院、妇幼保健院/妇儿

医院，以及设有儿科的综合医院中，半数以上

(54.5%)已开设儿科药学门诊，大多设置有独立诊

室，由药师独立出诊，具备良好的医疗文书管理

及患者管理流程。出诊药师以资深临床药师为主

体，对专科专业知识掌握熟练程度高，可高效保

障药学门诊服务质量。然而，此次调研也显现出

儿科药学门诊开展过程中的一些困境，值得关注

思考。 
3.1  药学门诊收费及就诊量 

收费难以推行是此次调研中普遍认同的儿科

药学门诊困难之处。2013 年世界药学大会认为“没

有付费的药学服务不可能持续”[7]。但在实际开展

过程中，不少儿科药学门诊执行了免收费政策，

这主要与前期尚未有全国性统一收费标准有关。

然而，免收费并未提升药学门诊的就诊量，就本

次调研结果而言，无论是否收费，超过一半以上

受访医院的日就诊量<5 人次。因此，有必要进行

药学门诊的合理收费，以明确体现药学服务价值，

同时也更利于儿科药学学科的良性发展[8]。近日，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 3 部门联合发布了《全国

医疗服务项目技术规范(2023 年版)》[9]，在国家层

面首次纳入“药师门诊诊察”这一药学服务收费

项目。在这一政策支撑下，儿科药学门诊收费难

的困境将得到有效解决。 
3.2  出诊药师处方权 

药师是否可以有处方权仍是一个争议点。国

外药师拥有不同形式的处方权，如美国的合作药

物治疗管理模式、加拿大的有限处方模式等[10-12]。

尽管目前受政策法规影响，中国药师暂无处方权，

但已有药师试行处方权的积极探索，2018 年广东

省药学会发布的《药学门诊试行标准》[13]中就提

到了药师处方权的解决，建议授予药学门诊药师

部分处方权限(如开具检验、检查的权限)，并经医

务部门批准和备案。对于儿科药学门诊而言，笔

者认为可借鉴协议处方模式，例如结合慢病患儿

血药浓度结果解读、药物代谢基因检测结果解读

等特色药学服务，出诊药师通过培训考核后，可

获得开具相应检验检查单据的权力，以强化对慢

病患儿的随访管理。某些儿童专科特色用药如儿

科分剂量药物协定处方权，也可限制性授予专科

药师。总体而言，在明确药师处方权的责任、适

用范围等前提下，建议可将药师处方权逐步纳入

儿科药学门诊的建设范畴。 
3.3  儿童专科的药学门诊岗位培训体系 

虽然部分出诊药师在开展药学门诊服务前已

参加了相关培训，对于药学门诊工作有一定基础。

然而，因缺乏儿科药学对应的专科培训体系，药

师现有知识技能储备无法完全胜任儿科药学门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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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同时，由于药学门诊多由临床药师出诊，

而临床药师工作主要围绕住院患儿，因此门诊工

作流程及门诊患儿医疗需求等知识也相对不足。 
因此，目前亟需构建全面、精准的儿童专科

药学门诊岗位培训体系。结合此次调研结果和笔

者所在医院实践经验，笔者认为可围绕“岗位胜

任力”的理念来展开。岗位胜任力是指完成一项

工作应具备的知识、技能、态度、特质及动机等

的总和[14]。2017 年中国药师协会《药师药学服务

胜任力评价标准(试行)》中提出个人素养、基本知

识、基本技能、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内驱力六大

一级指标，并为药师能力培训提供了 27 个可量化

二级指标[15]。基于上述标准，国内不少医疗机构

已尝试开展基于胜任力的药师岗位技能提升体

系，对于药师在职培养，规范药学服务模式，提

高药师工作能力等方面有很大帮助[16-17]，不过目

前相关探索多集中在非儿科专业。 
借鉴已有文献报道经验[18-20]，儿童专科的药

学门诊岗位培训体系应包含课程设计、教学团队、

效果评价等必要元素。其重点为课程设计，应紧

密结合上述胜任力的量化指标执行，建议分为理

论授课与实践操作两大模块，其中理论授课包括

但不限于儿科药学门诊服务规范，质量控制，实

践技能，实践要点等主要模块，课程目录应涵盖

此次调研中需求较高的医患沟通，分析解决问题，

病史及用药史采集，实践案例，各专科知识等。

实践操作可结合各省市具体情况，建议以省级儿

科医院为中心，统一组织线下实践，融合问题导

向教学法、行动导向教学法、叙事教学法等教学

理念，开展药学门诊现场学习或模拟演示等多种

形式。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儿童专科的药学门诊岗

位培训与其他专科有相似之处，但应着重强调其

儿科特色。例如，由于药品说明书更新滞后和儿

童临床试验开展困难等客观因素，超说明书用药

现象在儿童中尤为普遍[21-22]，药师在药学门诊中

会面临如何合情、合理地与患儿及家长沟通的问

题。因此，在进行儿童专科药学门诊岗位培训时，

可设置超说明书用药相关问题解决及循证药学的

理论教学，并设计多元化的实践教学场景，以充

实和完善培训内容。 
3.4  局限性 

本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调研问卷主要依托

儿科专业学组发放，受访医院中的省会城市三甲

医院占大多数，且有一定地域分布性，后续可考

虑增加除华东地区外的各级各类医院比例。此外，

问卷设置问题较少，且含少量开放式问题，并未

做信效度校验，进一步研究时应进行修订。 
4  小结及展望 

本次调研以了解中国儿科药学门诊现状为首

要目的，以期为儿科药学门诊的高质量建设提供

参考。调研结果显示国内的儿科药学门诊已进入

快速发展阶段，极大丰富了儿科药学服务内涵。

针对此次调研发现的收费率低、就诊量少、处方

权争议等问题，儿科药学部门应精准思变、灵活

应变，积极探索适宜的儿科药学门诊服务模式，

推进儿科药学门诊的可持续发展。 
同时，此次调研对儿科药学门诊药师岗位能

力及培训需求也进行了分析探讨，针对儿童专科

的药学门诊岗位培训，提出了围绕“岗位胜任力”

的培训体系构建，药师也应通过积极的交流学习

及相关科学研究来不断提升服务能力，更好地促

进儿科药师岗位胜任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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