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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家门口的社区健康服务中心给孩子看病，深圳的探索收到了

实效。良性循环中，全科医生的“含金量”也得到了加分。

新冠疫情后，儿科的分级诊疗成为家长们主动的选择，如

果家门口医院能提供让人放心的儿科医疗服务，家长们何乐而

不为。

专科大医院少，社康中心担起儿科重任

说起深圳市儿科医疗服务资源是不是紧张，深圳市儿童医

院党委书记、博士生导师文飞球教授为《新民周刊》记者提供

了一些数据。

深圳 2017 年常住人口中“新生儿”有 24.02 万人；北京

2017 年常住人口的新出生人口是 23.5 万人；广州 2017 年新出

生常住人口为 23.5 万人；上海 2017 年新出生常住人口为 19.7

万人。 国内一线超大型城市中，常住人口“新生儿”数量深圳

高居第一，而且连续多年稳定在 20 万以上。

目前深圳市只有一家三甲儿童专科医院，相对于近两千万

常住人口而言，儿童专科医疗服务的供应量太少。为了增加儿

科专科服务的供应量，深圳市正在建设第二家儿科专科医院，

第三家儿科专科医院的建设也已经立项。

文飞球书记介绍，深圳市儿童医院 2019 年门急诊量为 250

万，大约占全市儿科服务总量的三分之一。与中国其他一线城

市的大型公立医院类似，儿科看病排队是深圳市儿童医院里的

常态，特别是流感季或者学校开学的阶段，遇到发烧、咳嗽的

生病孩子多，医院排队就会更加严重。

可以说，如果单单依靠目前唯一的一家儿童专科医院和大

型综合性医院的儿科，深圳儿科看病难短时间难以缓解。

基于现状，深圳的基层卫生服务机构——社区健康服务中

心逐步分担部分儿科医疗服务，这大大缓解了去大医院儿科看

病等待时间长的问题，让居民看儿科更加便捷、省时省力。

深圳市卫生健康能力建设和继续教育中心全科医学培训部

李阳部长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说，深圳目前有 600 多家社

康中心，在社康中心全部的诊疗服务中，儿童的医疗和健康管

理服务已经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越来越多的家长愿意带孩子到家门口的医院看病，这种改

变是怎么来的？

近些年，国内有能力的城市都在全力建设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政府向这些基层医疗服务点投入资金、资源，将基本医疗

服务延伸到社区中。特别是一线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硬

件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与此同时对基层医生服务能力的要

求也越来越高。

深圳的情况亦是如此。李阳介绍，作为深圳市卫健委的直

属培训机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提升基层全科医生的整体能力。

“2017 年，深圳出台了全科医生的岗位胜任力指南，我们希望

通过指南来明确深圳的全科医生需要掌握哪些知识和技能，根

据指南来帮助全科医生不断提升能力。”

儿科服务能力的提升很快进入了全科医生能力培训的范畴。

“深圳儿科诊疗资源不足，单纯靠专科医生不能满足整个社会

对儿科医疗服务的需求。那么我们在全科医生中培养他们儿科

诊疗方面的能力，解决供需矛盾。”

深圳市卫健能教中心去年启动了全科医生儿科亚专业专题

培训班，从全市选拔基层全科医生，进行比较系统的培训。

李阳介绍，一部分全科医生对儿科是很有兴趣的，还有一

部分过去可能本来就是儿科专科医生，后来转岗成为全科医生，

他们在专业背景上就有天然的优势，因此针对全科医生的儿科

能力培训，首先从这两部分全科医生开始。

第一期针对基层全科医生的儿科能力培训，共有 40 多人参

加，李阳表示，探索成熟后，培训可以复制推广，让更多的社

区全科医生有能力、有自信给孩子看病。“感染性疾病”“危

急重症的识别与处理”“营养性疾病”“内分泌和遗传代谢病”“风

湿免疫性疾病”“儿童神经系统疾病”“过敏性疾病”“消化

性疾病”……课程内容根据儿科疾病谱设置，全市儿科专家为

基层医生授课传授治疗理念和实用的诊疗技术。

深圳市儿童医院党委书记、博士生导师文飞球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