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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旨在探讨一种新型药学科普(PSP)方法,以促进大众对儿童合理用药的正确认知。 该方法整合和总结了国家儿童

医学中心使用的现有儿科 PSP 方法和经验,并提出了一种结合普及科学和人工智能(AI)的儿科药学新模型,以更好地服务儿科

药学。 该模式包括 9 个部分,即专业团队、新媒体、人才培训、社区活动、平台运营、指南发布、制定标准、科普作品和药学服务。 上

述 9 个部分可分为核心业务、支持业务和附属业务 3 个层次。 核心业务层包括专业团队、平台运营和药学服务,对提供高质量的

药学服务至关重要。 支持业务层包括新媒体、人才培养和社区活动,提供支持和服务,以确保核心业务的顺利运作。 附属业务层

包括指南出版、标准制定和科普作品,提供额外的信息和资源,以提高药学服务的质量和可靠性。 通过这些儿科药学层次的结合,
该组织可实现其使命和目标,并为药学普及科学产业做出贡献。 结合 AI 的新儿科 PSP 方法可对儿童用药安全和药学服务做出

重要贡献。 一方面,该方法可改善家长和儿童对儿童药物的正确理解和使用,根据患者需求提供个性化的药学服务;另一方面,还
可激发公众对合理儿童用药的好奇心和兴趣,并促进以 AI 技术为重点的科普教育,具有良好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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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e
 

paper
 

is
 

to
 

explore
 

a
 

new
 

pharmacological
 

science
 

popularization
 

(PSP)
 

method
 

to
 

promote
 

the
 

correct
 

knowledge
 

of
 

rational
 

medication
 

for
 

children
 

among
 

the
 

general
 

public.
 

The
 

method
 

integrates
 

and
 

summarizes
 

existing
 

pediatric
 

PSP
 

methods
 

and
 

experiences
 

used
 

at
 

the
 

National
 

Children’ s
 

Medical
 

Center
 

and
 

proposes
 

a
 

new
 

model
 

of
 

pediatric
 

pharmacy
 

that
 

combines
 

pervasive
 

science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to
 

better
 

serve
 

pediatric
 

pharmacy.
 

The
 

PSP
 

method
 

consists
 

of
 

nine
 

parts:
 

professional
 

team,
 

new
 

media,
 

talent
 

training,
 

community
 

activities,
 

platform
 

operation,
 

guideline
 

publication,
 

standard
 

setting,
 

popular
 

science
 

works
 

and
 

pharmaceutical
 

service.
 

The
 

above
 

nine
 

part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levels:
 

core
 

business,
 

support
 

business
 

and
 

supplementary
 

business.
 

The
 

core
 

business
 

level,
 

which
 

includes
 

professional
 

team,
 

platform
 

operation
 

and
 

pharmaceutical
 

care,
 

is
 

critical
 

to
 

providing
 

high-quality
 

pharmaceutical
 

care.
 

The
 

support
 

business
 

level,
 

consisting
 

of
 

new
 

media,
 

talent
 

training
 

and
 

community
 

activities,
 

provides
 

support
 

and
 

services
 

to
 

ensure
 

the
 

smooth
 

operation
 

of
 

the
 

core
 

business.
 

The
 

supplementary
 

business
 

level,
 

consisting
 

of
 

guideline
 

publication,
 

standard
 

setting,
 

and
 

popular
 

science
 

works,
 

provides
 

additional
 

information
 

and
 

resources
 

to
 

enhance
 

the
 

quality
 

and
 

reliability
 

of
 

pharmaceutical
 



·770　　 ·
 

Evaluation
 

and
 

analysis
 

of
 

drug-use
 

in
 

hospitals
 

of
 

China
 

2023
 

Vol. 23
 

No. 7 中国医院用药评价与分析　 2023 年第 23 卷第 7 期

care.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these
 

PSP
 

levels,
 

the
 

organization
 

can
 

achieve
 

its
 

mission
 

and
 

goals
 

and
 

make
 

a
 

contribution
 

to
 

the
 

pharmacy
 

popular
 

science
 

industry.
 

The
 

new
 

pediatric
 

PSP
 

method
 

combined
 

with
 

AI
 

can
 

make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drug
 

safety
 

and
 

pharmaceutical
 

care
 

for
 

children.
 

On
 

the
 

one
 

hand,
 

the
 

method
 

can
 

improve
 

parents’
 

and
 

children ’ s
 

proper
 

understanding
 

and
 

use
 

of
 

children ’ s
 

medication
 

and
 

provide
 

personalized
 

pharmaceutical
 

care
 

according
 

to
 

patients’
 

needs;
 

on
 

the
 

other
 

hand,
 

it
 

can
 

also
 

stimulate
 

the
 

public’s
 

curiosity
 

and
 

interest
 

in
 

the
 

rational
 

use
 

of
 

medication
 

and
 

promote
 

popular
 

science
 

education
 

focusing
 

on
 

AI
 

technology,
 

which
 

has
 

good
 

pro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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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9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

新时代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坚
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强化全社会

科普责任,提升科普能力和全民科学素质。 当前,科普工作面

临新需求,要推动科普工作改革创新,持续提升科普能力,强
化科普价值引领。 2023 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进一

步加强儿童临床用药管理工作的通知》中指出,医疗机构要综

合运用多种方式,开展儿童临床合理用药宣传和儿童疾病预

防保健等相关健康教育活动,引导儿童家长树立科学用药观

念,提高安全用药意识及儿童用药依从性。
近年来,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及其对社会的影响,公众有

参与科学研究成果分享的意愿。 一方面,公众对科学家的研

究结果十分感兴趣,有获取科学成果信息的意愿;另一方面,
大量的科研人员也愿意与公众分享其发现和对未来的感受

等,发掘自己研究的意义[1] 。 科普是构建两者需求的桥梁。
科普不仅可促进社会稳定,而且还满足了不同文化社会群体

之间的需求[2] 。 例如,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大流行期间,大众

科普也发挥了重要作用[3] 。 近年来,药学科普( popular
 

science
 

of
 

pharmacy,PSP)快速发展,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以下简

称“我院”)认识到儿科 PSP 工作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期望。
儿童合理用药的科学成果的传播和普及成为突出问题,尤其

是未来发展方向的多样化问题,特别是抗菌药物[4] 。 因此,本
文对我院当前的儿科 PSP 工作做一总结,并展望将来与人工

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结合的情况。
1　 儿科合理用药科普的迫切需求与创新模式

传统上,科研的叙事方式是培根式的,其是由英国哲学家

弗朗西斯·培根提出并发展起来的。 这种方法在科学研究中

尤其重要,其能够帮助科学家从具体实验数据中发现规律和

规律性,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科学理论和模型[5] 。 但这种叙事

方式并不方便大众理解。 因为科普文章与科学写作是有区别

的,其在思想上、体裁上、在某些方面都与其他形式存在很大

差异[6] 。 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在互联网上寻找有关健康教

育、疾病诊断治疗和合理用药的信息。 网上关于健康教育的

信息,大多片面、不完整,容易导致误诊和负面情绪,最终可能

导致疾病治疗延迟。 尤其是儿科用药知识缺乏,家长或监护

人很难获得完整的用药信息等,需求迫切。 开展 PSP 可传播

大量的健康教育相关信息,让儿童健康用药信息的获取更加

方便、容易,同时保证科普的质量和可靠性。
基于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平台,我院初步建立了基于“九位

一体”的科普组织体系。 “九位”指标体系紧紧围绕在以 AI 智

能化计算为核心的中央系统,系统化建立现实与虚拟的互动

共生模式。 该创新性科普体系的“九位”指标包括专业团队、
新媒体推广、人才培训、场景活动、平台运营、指南发布、标准

建立、作品和药学服务 9 个方面的内容,见图 1。

图 1　 “九位一体”的儿科合理用药科普 AI 新体系

Fig
 

1　 “Nine-in-one”
 

popularization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AI
 

new
 

system
 

for
 

rational
 

pediatric
 

drug
 

use

1. 1　 核心业务

1. 1. 1　 专业团队:专业的 PSP 团队是科普知识内容准确性的

基本保障。 我院组建了一支专业团队,包括临床专家、药理学

专家、临床药师、营养师、心理学家等专业人员,负责科普项目

的策划、实施和监管,以确保项目的质量和效果。 例如,我院

的临床药学团队已经组建了一支海内外有机组合的专业队

伍,积极开展创新药学服务。 还建立了前置审方系统和药品

不良反应的主动预警提醒体系,以预警药品不良反应。 药学

部率先提出了基于区域医疗联合体模式下的儿科创新药学服

务实践模式,并建立了相应的专科临床药师团队[7] 。 该模式

通过建立跨医联体的专业团队,形成不同层次的分工机制,使
儿科医疗资源的使用效率达到最大化。 另外,我院创建了一

个基于 AI 的儿童处方医嘱知识库,可自动推荐用法与用量,
在医师开具医嘱和处方时进行前置审核并拦截不安全的医嘱

和处方[8] 。 复旦大学智能医学研究院已将儿科医院的大数据

中心设为临床应用示范基地。 未来,AI 可协助药品研发、临床

试验和药物安全评估,分析和挖掘药品信息,从而提高研发和

评估的效率和精度[9] 。
1. 1. 2　 药学服务:药学服务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儿

童用药咨询。 为家长和儿童提供用药咨询服务,包括药品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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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用药剂量、用药注意事项等方面的问题解答,让家长和儿

童能够更加清晰地了解药品和用药的相关知识。 (2)用药监

测。 通过对儿童用药的监测和评估,及时发现用药安全问题,
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确保儿童用药的安全和有效。 (3)药品

远程配方。 针对特定疾病或需求,为家长和儿童提供个性化

的药品配方服务,确保用药的合理性和安全性。 (4)药品智能

管理。 通过为家长和儿童提供药品管理服务,包括药品存储、
用药记录等,帮助其更好地管理药品,避免用药错误和药品滥

用等问题。 AI 可为药学服务提供自动问答、追踪远程快递服

务动态、智能客服等服务,解决用户咨询和反馈的问题。 AI 还

可为药学服务提供药品信息的分析和挖掘,帮助用户更好地

了解药品的功效、用法、注意事项等信息。 同时,AI 可为药学

服务提供虚拟仿真训练和模拟实验等服务,帮助药学人才提

升专业技能和实践能力。 另外,AI 内置的药物经济学模型可

促进药物经济学的应用。
1. 1. 3　 平台运营:儿童用药科普需要独立的运营,包括网站、
APP 等平台,以提供专业的儿童用药知识和用药安全指南,使
更多的家长和儿童可以随时随地获取有用的用药信息。 同

时,依托儿童个体化用药监测平台,我院可促进合理用药管

理,开展儿科临床药学实践及儿科临床药理学研究。 此外,AI
可为科普项目提供智能客服、自动问答等服务,解决用户咨询

和反馈的问题。 AI 还可为平台提供用户数据分析和行为监测

等服务,帮助平台更好地了解用户需求和优化平台服务。 我

院还设置了创建和发布视频的特定培训,参与者可学习如何

为视频编写脚本,并获得录制音频和视频所需的基本技能。
由此,我院可结合科学传播和创造力,为儿童用药科普事业做

出更大的贡献。 例如,我院基于语言模型的“小布 AI 医生”可

集纳 900 万条门诊电子病历数据,是一种面向临床的智能诊

断系统[10] 。 科普平台需要多种形式,注重结果和效果,因此,
我院需要建立一个 AI 平台来提供开发、测试和部署 AI 应用

程序所需的基础设施和工具。 我院需要将相关性、关系和竞

争力 3 个指标进行有机整合,并将 AI 平台对所有决策的整合

视为一个 PDCA 循环过程,持续改进。 例如,利用 PDCA 方法

在品管圈中可以降低自动化药房库存差错率[11] 。
1. 2　 支持业务

1. 2. 1　 新媒体推广:新媒体指通过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产

生、传播和共享信息、内容和娱乐的形式和平台。 新媒体包括

但不限于互联网、社交媒体、移动应用程序、视频网站、博客、
微信公众号等数字媒体形式。 可利用新媒体平台,如微信、微
博、抖音等,定期发布有关儿童用药的科普信息,包括用药知

识、用药安全、用药误区等内容,提高儿童用药的认知度和安

全意识。 当前,内容质量、真实性和娱乐性已成为科普视频成

功的 3 个关键词[12] 。 2016 年初,我院药学部设立了复旦儿科

药学公众号和服务号,定期推送各类实用儿科药学知识,并提

供儿科用药信息咨询,致力于普及儿童用药知识;骨干药师加

入上海药学服务号,提供药物咨询在线服务,获得上海市合理

用药宣传药学部门先进集体称号等。 科普电视节目对观众的

观念形成和观众教育很重要。 我院李智平教授参与上海电视

台《36. 7 ℃明星听诊会》栏目,包括“维生素需要额外补充吗”
等专题讲授。 研究结果显示,相比于其他科学娱乐节目,观众

更喜欢科普电视频道[13] 。 未来,我院会将 AI 系统引入新媒体

的后台管理,可根据用户的浏览历史、搜索记录和兴趣偏好等

信息,为药品科普项目提供个性化推广服务,提高推广效果和

用户黏性。 同时,AI 还可通过数据分析和监测,及时发现推广

效果和用户反馈等问题,并提供相应的优化方案。
1. 2. 2　 人才培训与社区活动:针对医师、药师、家长等儿童用

药相关人员,开设专业培训课程,包括用药安全、药品剂型、儿
童用药指南等内容,提高相关人员的专业水平和用药安全意

识。 对于内部人才的培养,可参考美国临床药师的培养模

式[14] 。 AI 可为药学人才提供虚拟仿真训练和模拟实验等服

务,帮助人才提升专业技能和实践能力。 同时,AI 可为人才提

供个性化的职业发展建议和指导,帮助其更好地规划和实现

职业目标。 另外,利用学校、社区、医院等场景,开展儿童用药

科普宣传活动,包括宣传展、讲座、问卷调查等形式,让更多的

家长和儿童了解儿童用药知识和用药安全。 AI 可为场景活动

提供虚拟场景搭建、现场交互等功能支持,提升活动的趣味性

和互动性。 并根据用户的反馈和行为,进行数据分析和挖掘,
为活动优化提供参考依据。 例如,儿科药师多次为古美社区

居民举办儿童合理用药的科普讲座和用药咨询活动,大受好

评。 AI 可提供智能语音识别工具,对宣传现场进行直播互动

等。 我院发起“沪鄂童心守护行动”,借助互联网平台,在儿童

因疫情防控居家学习期间,汇聚儿科医务工作者和艺术、体
育、教育工作者,使医学科学与人文艺术相融合,为孩子们打

造集“医疗咨询”“健康管理” “艺术课堂”和“心情树洞”为一

体的多模块多维度的“空中乐园”。
1. 3　 补充业务

1. 3. 1　 指南共识与行业标准:(1)我院致力于编写儿童用药

指南,包括儿童用药适应证、用药剂量、用药安全等内容,供医

师、药师和家长参考,确保儿童用药的安全和有效。 药物制剂

辅料在儿童群体中的安全性问题是儿童用药的关注点之

一[15] 。 AI 可为指南发布提供数据分析和挖掘服务,拓展相关

研究进展,帮助指南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和用户反馈;还可为

指南的制定和更新提供技术支持,提高指南的准确性和权威

性。 例如,当前我院采用的精配药品管理系统,里面整合了药

品说明书和最新的儿科定量药理学信息,可为儿科用药尤其

是新生儿提供快速剂量指引。 本团队已对《氨茶碱在儿童安

全合理使用的专家共识》的药学部分展开了解读与分析[16] ;
并对儿童个体化药物治疗基本原则进行明确[17] 。 另外,可使

用类似于腾讯文档和飞书等在线工具,协作指南的修改和进

度的跟进等。 (2)制定儿童用药标准,包括药品研发、药品生

产、药品销售等方面,建立儿童用药标准体系,提高儿童用药

的质量和安全,提高儿童药品可及性[18] 。 其中包括基于信息

化的儿童特殊药物使用与规范化管理体系的持续质量改进

等[19] 。 AI 可为标准建立提供数据分析和挖掘服务,帮助标准

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和用户反馈;还可为标准的制定和更新

提供技术支持,提高标准的准确性和权威性,形成国际双重标

准下的医院药学管理模式[20] 。 从 2015 年开始,我院药学部正

式启动儿童用药临床综合评价体系试点研究定向委托课题,
初步建立了比较客观、科学的目前国内外尚缺的儿童用药临

床综合评价方法学。 最终,我院参与制定了儿科药品临床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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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评价管理指南和技术指南。
1. 3. 2　 科普作品:作为儿科临床药师培训基地,科普写作有

助于加深临床药师对学科的理解,促进其科学素养发展。 专

业的论文写作与科普写作具有显著差异[21] 。 临床药师通过科

普写作更容易将科学内容置于上下文中,更好地理解自己的

工作目的。 科普写作是一种有用的反思工具,对临床药师改

变观点产生积极作用[22] 。 另外,作为复旦大学的教学单位,研
究生培养也是我院人才培训的重要部分。 以问题为导向的科

普学习,例如,在课堂上融合技术和科普写作有助于学生更快

地学习科学知识,掌握科学方法。 研究生科普写作能力的增

强可辅助提升科学素养[23] 。 科普具有高度的多样性,教师可

将科普文章作为教学资源的拓展[24] 。 科普写作为理科生论文

带来了新视角,科普写作提供了一种认知工具,可拓宽理科生

的视野,从而促进其科学素养发展和科学写作技巧的提升[25] 。
科普作品与科技论文不同。 语言学研究结果显示,科普作品

中的用词有不同之处, 如描写性形容词占文章主体的

66% [26] 。 编写儿童用药科普读物,包括儿童用药百科、儿童用

药故事、儿童用药漫画等,可吸引儿童的注意力,使其在愉快

的阅读中了解儿童用药知识。 在科普作品的基础上,利用 AI
技术,可实现科普作品的可视化转化。 AI 可为科普作品提供

虚拟场景搭建、现场交互等技术支持,转化为视频作品,最终

提升作品的趣味性和互动性;还可为科普作品提供数据分析

和挖掘服务,帮助作者更好地了解受众需求和反馈,提高科普

作品的质量和影响力。
2　 小结

综上所述,PSP 是超越传统学术界向公众传播科学知识

的一种方式,其本质上是一种旨在传播有用知识的科普文学

形式。 目前,我国儿科药学的科普工作正蓬勃发展。 但在儿

童患者接受度、系统运行维护、人员配置、科普内容的创新性

和新颖性、经费投入等方面仍然存在局限性,亟待解决。 AI 系

统的参与可帮助克服上述局限性,助力科普活动,打造品牌。
为了达到最佳效果,需要政府、医疗机构和社区组织等多方面

合作,共同推动儿科 PSP 工作的开展。 未来,随着 AI 技术的

不断发展,其将与儿科安全合理用药科普互动共生,为儿童健

康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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