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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尤其是婴幼儿，本来就是一个特

殊群体，用药需特别谨慎。但由于用药方

面的种种问题，导致大量病儿面临危机。

有关监测数据显示，我国儿童药物不良反

应率是成人的 2 倍，新生儿更是达到 4 倍。

“儿童用药安全绝不仅仅局限于儿童本

身，而是关乎整个家庭乃至整个社会，甚至

我国的计划生育国策，因此具有明显的外部

效应，受到全社会的普遍关注和重视，已经

成为民生热点问题。”有医学专业背景的全

国政协委员、江西省政协副主席郑小燕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不无担忧地说：“目前儿童安

全用药存在专用剂型严重不足、成人制剂缺

乏儿科临床实验基地、儿童药物不良反应严

重等多个问题。”

郑小燕给记者提供了一组调研数据：

在 我 国 ，儿 童 药 物 不 良 反 应 发 生 率 约 为

12.9%，新生儿 24%，而成人是 6.9%。我国

每天有 520 人死于不良用药，其中儿童占

32%。我国聋哑儿童中，抗生素引起的药物

中毒性耳聋已超过百万，每年新增 3 万人。

惨痛的教训包括沙利度胺致“海豹肢畸形”

婴儿、氯霉素致“灰婴综合征”等，其他诸如

扑尔敏易致儿童烦躁、新霉素滴耳剂可致婴

儿听力受损、滴鼻净可引发小儿中毒等，也

都让家庭和社会付出难以计量的代价。其

他，诸如激素滥用导致儿童发育迟缓、骨质

疏松、免疫功能下降；维生素 A 过量可致厌

食、呕吐等；维生素 D 过量可引起腹泻、肾脏

损害等；维生素 C 过量可引起腹痛、腹泻等；

过量服用诺氟沙星而出现四肢震颤，抽搐、

伤及中枢神经、肾脏。

为此，郑小燕希望关于儿童安全用药的

提案能得到业界更多的支持与关注。

她建议，鼓励制药企业生产儿童专用药

物和制剂。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对于儿童专

用药物或制剂的研制予以优先立项资助，在

相关政策上给予倾斜，如生产儿童专用药的

企业可以被政府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享

受相应的优惠政策，使之做大做强。同时也

为实现世卫组织在 2007 年提出为儿童“量身

定制”药物的目标贡献力量。

建立儿童药理基地，健全儿童用药临

床试验制度，帮助生产企业较快的通过儿

童药物临床试验。

将儿童专用药物或制剂纳入医保。目

前现有的儿童专用药物或制剂大多不在医

保之列，不能报销，不仅影响儿童用药安

全，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生产企业

的生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市居民医

疗保险，本意就是包括了儿童的医疗服务

内容，儿童专用药物不在其中，既不符合政

策，也不符合情理。

放宽儿童专用药物和制剂招标限制。

儿童用药要求适合儿童特殊体质及需求设

计，利用矫味剂来改善入口味道，提高小孩

的接受度，同时要在包装内附有剂量刻度的

量器或喂食器或包装不易被儿童打开，安

全、方便，又让家长方便掌握剂量。儿童用

药开发、生产成本高，利润低。人们对儿童

药品的价格常有误解，认为儿童药物的含量

是成人剂型的几分之一，儿童药价格也应该

是成人药的几分之一；其实，在药品生产过

程中，原料药所占的比重并不大。

在 美 国 ，儿 童 被 分 为 2 岁 以 下 、2～6

岁、6～12 岁三个阶段。不同时期孩子对

药物的吸收、分布、代谢和排泄能力都不

同，儿科疾病的药物治疗比成人要复杂得

多，应根据不同时期孩子特点和具体病情

确定治疗方案和不同剂型的要求。因此建

议：一是招标药品中应有相应的儿童规格

或剂型，对已有不同年龄段用药规格和制

剂的药物，应兼顾不同年龄阶段对不同剂

型的要求特点。二是在儿童专用药品招标

过程中应有一定的政策倾斜和一定的药品

利润空间，才能维持可持续发展。三是加

强医院主要领导及分管领导对相应的儿童

规格或剂型的认识，减少由于用量少、利润

低等人为限制，有的领导假借“一品两规”

为由将儿童用药拒绝进药，建议规定每个

医院最少应有儿童规格或剂型的药品数量

作为考核指标，确保儿童用药安全。

正确对待“一品两规”的规定。由于儿童

用药的复杂性和年龄阶段性，因此儿童用药

存在不同的剂型和规格，如口服制剂就有可

能包括滴剂、口服液、不同剂量的片剂、分散

片、缓释片、控释片和胶囊等。目前对“一品

两规”中的“品”理解各不相同，有人认为一品

就是某种药品，包括口服制剂和针剂，有的人

认为口服制剂算一个品，针剂又算一个品，还

有人认为不同的剂型就是不同的品，也有的

人认为同一剂型中的不同规格也属于不同的

品，不少医院药剂科主任和院领导也分不清

楚哪种看法是对的，又怕踩上“一品两规”的

红线。这在客观上导致儿童用药即使中标也

很难进入医院的尴尬局面。建议：一是卫生

厅对“一品两规”能够做出权威界定并予以公

布；二是儿童专用药品可以不受“一品两规”

的限制。

县级以上医院必须设立独立的儿科门

诊和病房。世界卫生组织儿童卫生合作中

心表示，目前全球 5 岁以下儿童每年死亡数

高达1000多万，而其中2/3的死亡是可以避免

的，根据不同时期儿童特点和具体病情合理治

疗是进一步降低儿童死亡率的重要措施。内

科医师看儿科，把儿童当作成人的缩小版，无

法真正掌握儿童合理用药。药物在成人身上

的轻微副作用，在小儿身上可能就是毒性反

应。儿童药物的药效和药动力学规律与成人

不同，存在不少潜在风险。只有经过培训的儿

科专科医生才有可能正确选用适合不同年龄

阶段的不同剂型和剂量，提高儿童疾病的救治

水平，减少药物不良反应的产生。

她认为，中医儿科验方诸多，具有开发

新药物的坚实基础。中医荟萃了中华民族

数千年来小儿养育和疾病防治的丰富经

验，形成了诸多的儿科验方。南北朝时就有

王末钞的《小儿用药本草》和徐叔响的《疗少

小百病杂方》。隋代巢元方主持编撰《诸病

源候论》，其中论小儿杂病诸候 6 卷。北宋钱

乙被誉为“儿科之圣”，其弟子阎季忠编集的

《小儿药证直诀》对中医儿科治疗具有直接

指导意义。北宋董汲的《小儿斑疹备急方

论》；无名氏的《小儿卫生总微论方》，陈文中

的《小儿痘疹方沦》和《小儿病源方论》；元代

曾世荣《活幼口议》和《活幼心书》；明代，有

薛铠、薛己父子的《保婴撮要》，万全的《幼科

发挥》、《育婴秘诀》和《片玉心书》，鲁伯嗣的

《婴童百问》，王肯堂的《证治准绳·幼科》，张

景岳的《景岳全书·小儿则》。清代，有集大

成的《医宗金鉴·幼科心法要诀》，夏禹铸的

《幼科铁镜》，谢玉琼的《麻科活人全书》，陈

复正的《幼幼集成》等。这些中医古籍中都

有大量的常用方剂，用以开发儿童用药，确

实是一座巨大的宝库。

带着民意上两会 饱蘸感情诉民情
在全球化、知识经济、科技革命的浪潮冲击下，社会形态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最突出的

表现就是社会矛盾凸显，风险社会临近。在基层，这些矛盾尤为明显。如何化解基层存在

的各种矛盾。在今年的“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饱蘸感情，广泛听民声、察民

情、集民智，把百姓的真实诉求带进“两会”。

全国政协常委、江西省政协副主席郑小燕：

儿童用药安全亟待加强

“好奇、好玩是孩子的天性，不好玩就不是孩子，不

好奇的孩子对什么都不会感兴趣，便什么都不想学。

所以传统的观瞻兼说教式的旅游如今已满足不了孩子

们的需求。”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文化厅副厅长李修

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创新文化资源利用方式，发

展我国的文化旅游，必须围绕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这

根主线，特别是抓住引导和教育广大青少年，满足其好

奇、好玩、娱乐等需求这个重点。

他说，要通过创新文化资源利用方式，使文化旅游

各种项目从形式到内容及表现、游乐方式等，都适应他

们的需求，对他们充满吸引力，让他们通过文化旅游纵

情玩乐，释放情绪，舒缓压力，调整身心，激发求知欲，获

得想要的知识，喜爱中国文化。

“ 抓 住 了 这 根 主 线 ，文 化 旅 游 就 能 充 满 吸 引

力 ，就 能 做 大 做 强 。 反 之 ，无 论 你 谋 划 得 如 何 头 头

是 道 、沾 沾 自 喜 ，无 论 你 的 园 子 多 么 规 模 浩 大 ，内

涵 如 何 丰 富 ，不 能得到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们喜

爱，都将是得不偿失的。”同时，他还提醒相关单位：“要

从对国外模式的照搬和模仿中跳脱出来，走自主创新

的中国特色的文化旅游之路。”

他在接受采访时还痛批国内竞相兴起的科技型主题

公园：“布局不合理，同质化现象严重，基本上走的都是仿

迪斯尼之类国外的路子（从建筑外型到项目内容），甚至

不乏照搬迪斯尼乐园的例子（香港、上海）。照搬和模仿，

不仅无法利用好我们的优势资源，影响我们创造力的提

升，无法做大做强我们的文化旅游，而且如果我们的青少

年自小就深受这类主题公园以及国外动漫、影视作品等

所传播的西方文化、思维模式、审美情趣及世界观、价值

观的影响，那么必然会导致他们自觉亲和西方、排斥传

统，甚至最终成为被和平演变的一代。我们必须从国家

文化安全和产业发展后劲的战略高度，抓紧改变目前这

种现象，走优势或特色资源+创意+科技以及各种新方法、

新手段的路子，走自主发展的中国特色主题公园之路。”

他认为，创新文化资源利用方式，决不能随意改变

文化资源的真实，否则就会误导游客和观众，导致历史

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使文化传统及传统价值观

乃至现实文化价值观错乱，其贻害绝不可小视。而且

这类文化旅游景区（点）也决不会长久。

他举例说，在利用文物遗址创新资源利用方式时，

必须首先通过保护措施，使遗址的文化内涵得以完整

保护和科学展示，然后在其建设控制地带之外运用新

的创意，结合新方法、新手段，使遗址所蕴含的生产生

活、民情风俗得以再现，供游人观瞻、体验、娱乐。

再如，在创新历史名人文化资源利用方式发展文化

旅游时，必须真实再现该名人的生平事迹及其背景文

化，包括需要反映的建筑、器具、服饰等都不能错乱。又

如，在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进行表演、展示（表演艺

术、传统技艺等）时，都必须确保其原真，在此基础上才

能谈得上创新。在确保文化资源原真的基础上，利用新

的创意新的手段进行创新，可以使文物旅游出现新天

地，可使某种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传承、创新、推广，带

来新“产业，可使许多已受冷落的文化旅游景区（点）焕

发新春，成为热点，从而带动一方民众致富。这在国内

已经有了一些成功的范例。

李修松建议，国家和地方及时出台创新文化资源

利用方式，加快文化旅游发展的法规、政策，并创新体

制机制。一是加强创新文化资源利用方式，走自主创

新文化旅游之路的研究。二是加快培养具备较为广博

的知识、懂科技、善创新的人才，并且推动国家和地方

形成人数越来越多、层次越来越高、创新力越来越强的

专家队伍，组建适应文化旅游创新发展的多样化专家

团队（必须是具备相应的历史文化、艺术、科技等知识

的较为合理的知识结构的创新团队）和创新平台。三

是以文化部与国家旅游局合作发展文化旅游、文化部

与科技部就文化与科技深度结合，从而促进相互发展

为引领，推动各省市文化与旅游部门、文化与科技部门

开展相互合作，从体制、机制、制度上促使文化与旅游、

文化与科技的深度结合。四是通过制定相关法规、政

策，对各地创新文化资源利用方式，走自主创新文化旅

游之路，进行财税、融资、奖励及项目等方面支持。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文化厅副厅长李修松：

发展文化旅游 要抓住青少年的心

“现在的农民已不再满足于仅仅打个

电话了，还需要更先进的技术和更丰富的

信息。”来自基层的全国人大代表、山东莱

阳龙大食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宫学斌在

接受采访时说。

他说，近年来，农业农村信息化建设取

得了显著的成效，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

确实起到了桥梁和导航作用，为农民群众

增收创富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条件和广泛的

交易平台。

“ 但 也 存 在 着 一 些 不 容 忽 视 的 问 题。

如信息入村入户难，工作机制不健全，人员

配备不足等。”他表示。

他提议，要确保建设经费充足。由于

信息化建设经费不足，阻碍了服务机构工

作的有效开展。只有确保经费充足，才能

保证信息基础设施到位，为农民及时获取

各种农业信息奠定基础。要建立有效的激

励机制。制定相应的工作任务，做到专人

专管。在保证信息质量和时效性的前提

下，奖惩结合，对工作突出的单位和个人进

行奖励。反之，则予以处罚。要组织信息

化知识培训。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

强化农民了解信息、获取信息的意识。

“只要把农村资金大部分留在农村，就

能有效解决农村贷款难问题。”谈到当前农

村金融难题，全国人大代表、山东临沂市委

书记张少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推广

村镇银行、引导发展小额贷款公司和大力

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信用合作，把资金留

在农村，是破解农村金融难的可行办法。”

作为山东省的农业大市，临沂市农业

人口超过 870 万人，耕地超过 1000 万亩，农

村金融畅通与否至关重要。

张少军认为：当前基层农村不受国有

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青睐，银行

网点越来越少，扶持农村经济发展大多只

靠农村信用社“孤军奋战”，金融支农难问

题十分突出。

张少军说，一方面虽然农村信用社在农业

贷款方面作出很大贡献，但仅此一家也带来不

少问题，“利息偏高，贷款总量供应不足”；而从

另一方面看，民间资金也没有好的出路。

破解农村金融难题，应加快村镇银行

的建设步伐。张少军认为，村镇银行建设

步伐太慢，临沂目前仅有 3 家村镇银行，规

模很小，远远满足不了要求。他建议，应鼓

励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牵头组

建村镇银行，规范管理，吸纳当地存款，有

效支持农村经济发展。

引导发展小额贷款公司，也是破解农

村金融难的一种有效手段。张少军代表

称，小额贷款公司可以有效利用民营企业、

民间资本的闲置资金，既将闲置资金纳入

规范平台，又能比较好解决三农和小微企

业贷款难问题，而且不吸收存款，金融风险

能有效控制。“这种形式很适合农村现状，

但现在数量太少，推广力度小。”

大力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有效开展信用

合作，则是破解农村金融难的一条基本途

径。张少军强调说，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当今

农村发展中的地位已越发重要，这是增强农

业经济效益、走适度规模化经营的重要平

台。仅临沂当地就已达 12000 家，其中已有

一部分在探索开展信用合作模式，成效可喜。

据他介绍，在生产经营合作的基础上，

这些种植、养殖等专业合作社农民们把资

金集中到一起，在合作社内部开展信用合

作，利率很低，仅限于内部，不对外借贷，也

不吸收存款。“合作社的农民相互知根知

底，信用一目了然，这种信用合作有着广阔

发展空间，国家应该大力支持。”

张少军指出，满足农村资金需求，光试

图把城市资金吸引到农村，这不太现实。

“把农村资金留在农村，这才是破解农村金

融难的有效之道。”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临沂市委书记张少军：

“要把农村的资金留在农村”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莱阳龙大食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宫学斌：

农民需要更先进的信息技术

白衣天使进校园
3 月 7 日，浙江嘉兴中医院医生给安宁小学的学生检查身体。

当日，嘉兴市中医院的医护人员来到当地农民工子弟学校——安宁小学，义务为孩子

们检查身体，并送上全院女医务工作者捐赠的少儿读物和学习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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