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儿科医院病例回顾分析（2012-2014）
祖辈用药行为与儿童用药安全的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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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原因误服

感冒发烧/呼吸道疾病 心血管类药精神类药

药物中毒中，2个中就有一个是儿童自己误服（儿童

误服、剂量、成人给服、其他）

儿童药物中毒的现状与趋势主要信息

在药瓶或药盒上贴标签
来说明剂量和服药时间

告诉老人服药的时间 告诉老人服用的药名

写下药品名、剂量
和服用时间给到老人

读说明书给老人听

说明书

58%

55% 54%

35% 15%

服药时间
早上：××:××

中午：××:××
晚上：××:××

服用药名
×××感冒药

×××咳嗽药
×××药

药品名

剂量

服用时间

剂量

服药时间

剂量

服药时间

儿童用药安全报告

药物中毒儿童中毒的首要原因，且三年来保持上升趋

势；相当于每3个中毒的孩子中， 就要一个是药物中毒

他们吃了什么药？

心血管类药排行第3，并上升显著

家长在嘱咐祖辈给孩子服药时怎样做的？

儿童药物中毒的高发年龄段为1-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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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儿科医院三年急诊与住院病例回顾分析（2012--2014）

2.就祖辈用药行为，在三城市（北、上、广）730名3-6岁幼儿家长中，用问卷

   方式进行调研

儿科医院病例回顾分析
祖辈用药行为与儿童用安全的现状分析

研究方法

儿童用药安全报告

上海与北京二家儿科医院的3年中毒病例数据分析， 共收集到603例病例。

1.儿童药物中毒病例呈上升趋势(53%\64%73%)（P<0.05，有统计学意义）

2.1-4岁儿童为药物中毒的高发年龄段，呈上升趋势。(55%\63%\73%) 

  （P<0.05，有统计学意义）

3.儿童原因误服药品是药物中毒的首要原因，呈上升趋势。（58%\72%\77%）

  （P<0.05，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一：儿科医院病例回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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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以下专家对本课题的指导和支持！

王莹： 内科主任、重症医学科主任，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张琪：急诊室主任，首都儿科研究所

4.感冒发烧/呼吸道疾病药、精神类药、心血管类药是儿童误服的主要药物类型。

2013 2014

儿童误服药物类型

感冒发烧/呼吸道疾病
精神病
心血管类

维生素/营养补充类

抗生素
胃肠疾病
抗组胺类
避孕药

结果二: 针对与祖辈用药有关的调查

研究方法：抽选了北、上、广三城市的730个3-6岁幼儿父母参加问卷调查。

以下结果代表受访家庭的情况：

1.祖辈看护孩子的状况与自我健康状况：

　60%的家庭孩子是祖辈住在一起的。

　61%的家庭，祖辈每周3-5天看护孩子，其中30%

   的祖辈每天都看护孩子

　63%的家庭，祖辈患有慢性病需要长期吃药，其中

   最主要的两类慢病是心脑血管：

   高血压＼冠心病等（35%）、内分泌疾病：高血脂＼糖尿病等（14%）

2．祖辈用药安全行为：

　45%的家长认为祖辈储存药的地方，孩子能看到，其中32%的家长认为

   祖辈储存药的地方，孩子不仅能　看到，还能接触到。

　63%的家长看到过祖辈在孩子面前服药,其中18%的家长还看到过

   祖辈请孩子帮助他或她拿药

3.祖辈给患儿服用的情况：

　71%的家长说，孩子生病时，祖辈会帮助给药

　在嘱咐老人给孩子服药时，家长一般是怎样做的？

　　在药瓶或药盒上贴标签来说明剂量和服药时间  58%

　　告诉老人服药的时间 55%

　　告诉老人服用的药名 54%

　　只有35%的家长会：写下药品名、剂量和服用时间给到老人

　　只有15%的家长会：读说明书给老人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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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家庭中，药品又是怎样存储的？
抽选了北京、上海、广州和南京四城市的626名3-6岁幼儿父母参加问卷调查。

以下结果代表受访家庭的情况：

家庭药品存储的情况：

　40%的家长承认孩子可以拿到家中放置的药品

　30%的家长承认孩子曾经在家中拿到过儿童药，同时24%的家长

　承认孩子曾经在家中拿到过父母和祖辈的药。

　7.4%的家长承认孩子曾经在家中拿到过药，并自己服用了。

家长对儿童误服药品的关注

　仅26%的家长表示会担心孩子误服祖辈的药，也就是说大部分家庭（74%）

　不担心孩子会误服祖辈的药。（与医院病例事实形成对比）

　仅8.7%的家长关注家中儿童意外中毒的，更多家长关注儿童

　意外触电（27.3%）、跌落（22.9%）和烫伤（19.4%）

　（此研究于2014年，由全球儿童安全组织在幼儿园中做。）

结果三：与祖辈用药安全相关的三城市不同现状：

北京

上海

广州

1.三城市孩子与祖辈居住的情况

2.看护孩子的祖辈是否有心血管与糖尿病类慢性病

4.父母在嘱咐祖辈给孩子服用时，怎样做的?

3.你是否看到过祖辈请您的孩子帮助取药？

孩子是否与祖辈住在一起

北京 上海广州

55%

25%

50%

北京 上海广州

16%21%
13%

用药瓶或药盒上的贴标签来说明剂量和服药时间

写下药品名、剂量和服用时间给到老人

您读说明书给老人听

告诉老人自己读一下药物说明书

告诉老人服药的时间

告诉老人服用的药名

56.29%
56.29%

56.29%

28.44%
44.97%

36.81%

16.47%
14.09%

15.64%

10.18%
15.44%

19.02%

56.59%
55.03%

51.53%

55.99%
44.30%

55.21%

北京

广州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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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用药安全贴士

高而远：
所有药物放置在高处

检查：
检查所有药物放置的地方，想一想您的孩子是否会拿到

选儿童保护盖：
药品和化学用品，首选有儿童保护盖的

说明书：
每次给药，认真阅读说明书，按说明书做，如果医嘱与说明

书不一致， 与医生确认

药品的放置：
用提示的方法来提示自己服药而不是把药品放置在显眼和随手可拿到处

服药行为：
嘱咐祖辈不在宝宝面前服药，也不清宝宝取药

写下服药信息：
当祖辈给孩子服药时，在叮嘱的同时，用大大的字写下剂量和时间

急救电话：
告诉祖辈，一旦发生误服，他们应当怎样做，马上联系谁可以得到帮助

【 祖辈：帮助祖辈用药安全行为四要 】

【 家长：儿童用药安全—家长行为四要点 】



儿童用药安全项目介绍

儿童用药安全项目与2013年在美国强生的支持下，通过全球儿童
安全组织在中国启动。项目开展到至今：

三年来，我们向2000多所幼儿发放教学课

件，培训了800多名教师，通过他们近百万

家长有益。

安全储存
Safe Storage

安全剂量
Safe Dosing

安全成长
Safe Kids

www.儿童用药安全.com

儿童用药安全

每日用药的记录可以保证你记录下你孩子所摄取的药量，以避免过量给药

有了一个可以与其他看护你宝宝的人，如配偶，祖辈，看护者等，分享信息的方式

日
常
用
药
记
录

儿童姓名：         年 龄：       体 重：       今天日期：

儿童日常用药记录卡

时间      症状或问题      药物名称       主要成分                    服用剂量
婴儿，儿童，
青年或其他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为什么要给我的孩子记录每日用药情况？

保证你孩子的安全。

请登入:  www.儿童用药安全.com
项 目 赞 助

启 动 了 中 国 首 个 “ 儿 童 用 药 安 全 ” 网 站

（www.儿童用药安全.com），给家长通过

专业的用药安全信息。

发布了三份儿童用药安全现状报告。报告通

过对医院病例数据的分析回顾，科学而又直

观地告诉大众儿童误服药物的严重性。同时

，通过对家长认知的调研，提出了儿童用药

安全的行动。

800
多名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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