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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袁我国人口增长率为-0.60译袁出生人口

跌破 1 000 万曰2023 年袁全国人口出生率下降至

902 万袁人口增长率持续下跌至-1.48译[1]遥 目前袁我
国野人口老龄化冶和野居民少子化冶现象同时存在袁这
对于国家经济发展尧社会发展和劳动力供给挑战极

大[2]遥 而叶2023 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曳指出袁中国女性劳

动参与率为 63.73%袁居世界主要经济体前列[3]遥多项

研究指出袁完善托育服务尤其是 0~3 岁婴幼儿托育

服务的供给袁能够降低家庭对于儿童照护的经济负

担和时间成本[1]遥 随着我国出生人口的逐年下降袁面
对此问题需要政府部门尧社会合力击破造成该现象

的成因袁以提升国人尤其是女性生育意愿遥 在国家

大力发展中医药的有力背景之下袁让中医药参与解

决中国生育率下降的问题中袁既能解决一部分社会

问题袁又有利于中医药的现代化应用和发展遥
1 托育结合中医药的必要性

随着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 3 岁以下婴幼儿

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曳渊国办发也2019页15 号冤和
叶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印发托育机构设置标准渊试
行冤和托育机构管理规范渊试行冤的通知曳渊国卫人口

发也2019页58 号冤以及叶托育机构质量评估标准曳渊国
卫通也2023页13 号冤等文件的陆续出台袁对于各级部

门职责尧行业规范尧质量监管尧服务内容尧人员资质

等提出了全方位的要求[4-6]袁使 0~3 岁婴幼儿托育服

务行业得到健康有序发展遥 但我国现在普遍存在妇

女高受教育水平尧高就业率尧青年晚婚晚育尧婚假

产假时间不足尧无人照顾子女等现象袁从深层次反

映出 0~3 岁婴幼儿托育服务供求关系失衡的难题

亟待解决[7]遥
针对婴幼儿身体免疫力较弱的特征袁从预防入

手袁在托育服务中加入中医药服务袁发挥中医野未病

先防冶和野简便廉效冶的特点袁能够让婴幼儿少生病尧
不生病袁既能降低家庭的疾病负担袁又能够减少家庭

对于患儿的照顾成本遥 同时袁中医体质辨识能针对

婴幼儿提出具有针对性的传统保健方式遥 故探索以

中医药为特色建设 0~3 岁婴幼儿托育服务机构的

设立理念与途径具有重要意义[8]遥
2 托育机构市场理念导向

2.1 公办机构补缺市场空白

我国 0~3 岁婴幼儿托育市场需求广袁一方面家

庭对于 0~3 岁婴幼儿托育服务的强烈需求袁另一方

面市场所提供的 0~3 岁婴幼儿托育服务机构严重

供给不足[9]遥中国 0~3 岁婴幼儿入托率仅为 5.5%袁远
远低于丹麦渊65.2%冤尧德国渊32.3%冤尧美国渊28%冤[10-11]遥
全面由政府举办如西方高福利国家的托育服务机

构袁并不适用于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实际社

会环境遥鉴于人民对政府野公办性质冶的信赖心理袁政
府率先提供野兜底冶的尧适于民生的 0~3 岁婴幼儿托

育服务袁才能有针对性地提高中国家庭的生育积极

性遥 同时袁发动社会力量办托育机构袁才能更广泛地

保障人民福祉袁让市场尧家庭尧社会共同参与袁供给优

质的婴幼儿托育服务[10]遥
2.2 以家庭需求为导向

婴幼儿自身发展在不同年龄段有不同特点袁即
0~1 岁尧1~2 岁尧2~3 岁的婴幼儿在托育机构所需要

的服务不一致遥 因此袁托育机构需要多元化尧多层次

地兼顾不同年龄段婴幼儿的身心发展特征和家庭需

求袁有侧重地进行服务框架理念的设计遥 例如袁机构

可以根据婴幼儿不同年龄的身心发展规律袁有针对

性地提供如野家庭+机构入户冶渊0~1 岁冤尧野家庭+社区

体验冶渊1~2 岁冤尧野托养结合冶渊2~3 岁冤的多样化服

务遥 此外袁通常 0~3 岁婴幼儿家庭会面临照料人力

不足尧婴幼儿疾病负担尧习惯养成等问题遥 要解决不

同家庭所面临的不同问题袁托育机构提供的服务也

应多样化遥
3 中医药特色托育服务的优势

中医学认为袁小儿野肺常不足冶野脾常不足冶遥 0~3
岁婴幼儿脏腑十分娇嫩袁抵抗力差袁脾气虚袁加上饮

食不能自节尧寒暖不能自调袁所以常常外感六淫尧内
伤饮食袁从而引发腹痛尧腹泻遥 呼吸系统方面袁因野肺
为娇脏冶袁外合皮毛袁邪气容易入侵而引发上呼吸道

感染尧哮喘尧肺炎等疾病遥 而中医药在治疗婴幼儿呼

吸系统尧消化系统等疾病时袁优势明显遥所以袁托育机

构采用中医药对婴幼儿进行日常健康管理袁既能使

婴幼儿得到更全面尧细致的照顾袁又能使机构在市

场上更具竞争优势遥
3.1 中药外用预防婴幼儿常见病

根据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数据袁近 10 年袁5周
岁以下流行性感冒渊简称流感冤的患儿人数占该疾

病总就诊患儿人数比在 45%左右[12]遥 以此儿科常见

病为例袁研究发现袁鼻咽部的喷雾剂在流感的预防

和治疗中表现出良好效果遥 例如袁使用苍果喷雾剂

可减少流感发病曰保元菌毒清喷雾剂对流感有预防

作用曰贯众清热灵喷雾剂对甲型 H1N1 流感渊简称

甲流冤疗效确切曰在 SARS 和甲流疫情期间袁岭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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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广泛采用艾草和苍术预防感冒袁 同时研究还发

现袁 烟熏和滴鼻剂可促进甲流感染小鼠的脾细胞活

性袁增强局部免疫反应[13]遥 中药香囊亦可有效降低患

病率和缩短病程袁并缓解发热尧鼻塞尧流涕及咽部充

血等症状袁且具有安全尧方便且价格低廉的优势遥 借

鉴古人佩香疗法结合临床研究和名家经验袁通过给

儿童佩戴艾叶尧广藿香尧冰片等制成的野御感香囊冶袁
能降低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的发病率[14]遥 因为婴幼儿

的抵抗力较弱袁患儿家长出于对药品毒副作用的担

忧袁更希望从预防入手袁减少婴幼儿的患病概率遥 而

基于中医学野治未病冶思想袁香囊尧喷雾尧香薰和空气

消毒等预防手段受到家长的欢迎遥 通过中医药外用

降低婴幼儿的患病概率袁减轻家庭的疾病负担袁是建

立中医药 0~3 岁婴幼儿托育服务机构的有力支持遥
3.2 小儿推拿的应用

小儿推拿应用于 0~3 岁婴幼儿托育机构袁有助

于婴幼儿增强免疫力尧促进生长发育尧改善睡眠质量

和缓解肠胃不适遥 通过刺激经络和穴位袁提升婴幼

儿的身体功能袁减轻焦虑和不适袁可预防常见疾病袁
并且安全尧无毒副作用遥 例如袁推拿捏脊法对哮喘易

感儿童有良好的临床疗效并能降低哮喘发生率[15]袁
又如野培土生金冶推拿治疗小儿慢性咳嗽[16]尧小儿推

拿结合穴位敷贴治疗小儿复感[17]尧推拿联合易罐刮

痧法治疗小儿外感[18]等均有显著疗效遥此外袁对于儿

童孤独症谱系障碍袁小儿推拿干预后亦能在一定程

度上改善患儿的社交尧学习等能力[19]遥 综上可见袁小
儿推拿不仅能有效缓解常见的生理问题袁还能在促

进婴幼儿整体健康尧情感发育和行为表现等方面起

到积极作用遥 将其纳入 0~3 岁婴幼儿托育机构的日

常保健体系袁能够全面提升婴幼儿的身体素质袁并为

他们的健康成长提供更多支持遥
3.3 中医药强健婴幼儿体质

中医药托育服务在婴幼儿的托育过程中能够根

据不同体质进行辨识袁采取个性化的干预措施袁通过

顺应四时变化尧调理脾胃尧食药膳尧固卫气等方式袁达
到野未病先治尧既病防变冶的效果[20]遥该服务不仅注重

生理层面的保健袁更强调通过中医学的整体观念袁促
进婴幼儿的身体与心理全面健康遥 在 2~3 岁阶段袁
托育机构可以引导幼儿通过绘本学习保健尧中医知

识袁这有助于他们从小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袁培养对

中医的认同感遥

4 中医药特色托育机构的建设理念

目前袁从国家层面到省市各级地方袁都在大力寻

求托育服务的发展路径袁探索结合中医药与托育服

务相结合的方式袁以推进二者协同发展遥国家卫生健

康委员会提出袁对社区托育服务的税费优惠措施袁将
3 岁以下婴幼儿的照护费用纳入个税专项附加扣

除袁并提高扣除标准曰实施中央财政支持普惠托育服

务发展的示范项目曰推动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托育服务

法曳列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曰出台托

育机构的设置标准尧医育结合尧登记备案等管理办

法曰修订保育师的职业技能标准袁在职业教育和本科

阶段设立托育专业袁并大力支持编印教材[21]遥 地方层

面袁湖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尧省中医药管理局和省疾

病预防控制局联合印发 叶关于促进医疗卫生机构

支持托育服务发展的通知曳袁要求推进医育融合袁明
确托育从业人员要掌握中医有关饮食尧保健的技能袁
中医院要推进中医药融入托育服务袁其他各级医院

要各展所长支持托育服务发展[22]遥目前袁广西壮族自

治区柳州市柳南区建立了以潭中人民医院为主办

的托育园袁利用中医养生理论袁推出二十四节气婴

幼儿中医膳食 [23]曰福建省南平市尧河南省郑州市和

江苏省扬州市等地区均在辖区内开始探索野中医药+
托育冶的新模式[24-26]遥

然而袁现在中国 0~3 岁婴幼儿托育服务仍旧存

在供求不平衡现象袁主要面临托育服务供给不到位尧
家长对托育机构不放心尧托育机构卫生保健服务提供

不足等问题遥故要从制度框架尧税收尧从业资格尧政府

职能尧人员培训等多维度进行研究袁同时将中医药儿

科特色健康管理纳入 0~3 岁婴幼儿托育机构中遥
4.1 明晰社会职能

中医药托育机构要发展成为防尧育尧治尧教的综

合性机构袁侧重点应放在野育儿冶和野防病治病冶遥中医

药 0~3 岁婴幼儿托育机构在社区内应充当中医儿

科社康中心的职责遥一方面袁中医药托育机构并不是

简单的野中医儿科预防机构冶与野托育机构冶的结合袁
而应当建立体质档案馆袁对在托婴幼儿提供精细化

的中医药健康管理曰另一方面袁中医药托育机构应当

在社区内充当野社康中心冶野家长中医小儿培训学

校冶袁提供小儿健康咨询尧中医适宜技术培训尧药膳培

训等服务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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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提供多种服务模式

在发展中医药 0~3 岁婴幼儿托育机构的过程

中袁可以采取多种机构服务模式以满足不同需求遥
首先袁综合型托育机构将保健尧教育与中医药相结

合袁提供全方位的服务遥这类机构设立专业的中医师

团队袁定期对婴幼儿进行健康评估与指导袁确保其

在身心发展的各个阶段都能获得科学的中医药指

导遥 其次袁社区合作模式是推动中医文化普及的重

要途径遥通过与社区医疗中心和文化机构的紧密合

作袁托育机构举办家庭教育讲座袁向家长传授中医

的基础知识尧适宜技术和养育理念遥 此外袁线上尧线
下结合的模式也尤为重要遥 托育机构可以开设线上

课程袁同时提供线下健康咨询与指导袁以增强家长与

机构之间的互动性遥 这些多样化的模式不仅能丰富

托育服务的内容袁也能为中医药文化的传播创造良

好的环境遥
4.3 完善服务标准体系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对于托育机构规范文件的

陆续发布袁体现了国家在顶层设计上对于婴幼儿卫

生健康和家庭照顾负担的重视遥 然而袁机构之间婴

幼儿野医育结合冶服务水平的差异化袁是影响托育服

务受到大众认可的因素之一遥 因此袁中医药特色婴

幼儿托育机构需要制定并制度化婴幼儿保健服务规

范遥 例如袁提供符合营养摄入标准的餐食结合个性

化的药膳服务曰婴幼儿皮肤消毒结合园内定期熏艾

消毒服务曰日常望闻问切结合定期体检服务等遥 在

此基础上袁 机构还应积极更新婴幼儿教育理念袁并
定期开展从业人员的专业培训遥 上述措施为完善

中医药特色婴幼儿托育服务体系的重要步骤遥此外袁
提高从业人员的待遇尧理顺晋升通道尧降低工作流动

性尧提高职业归属感和自豪感也非常重要遥
4.4 鼓励多元化参与

面临现今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提升而生育率下降

等社会现状袁仅依靠政府建立托育机构并不现实遥
首先袁政府需要提供野普惠型冶婴幼儿托育服务袁供普

通家庭选择袁同时以购买服务的形式袁通过提供资

金尧场地尧行政尧质监等多重支持袁向社会引入民营企

业尧社会组织等优质资源袁来提供公建民营的托育服

务遥 其次袁针对有条件的企事业单位袁如高校尧医院

等袁政府可提供财政等优待政策以激励其开办托管

点袁尤其鼓励中医院尧中医药院校及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门开办尧指导中医药托育机构袁并承担其人才培

训职责遥同时袁对有资质的独立民营机构或其他社会

组织举办的婴幼儿托育机构袁在监管上做到与公办

机构性质一致遥 政府应在托育服务供给中袁承担好

野引领者冶的角色袁除自身参与外袁鼓励多元化尧多社

会要素的托育服务发展形式[9]遥
4.5 突出中医药特色

针对不同年龄尧不同体质的 0~3 岁婴幼儿袁中医

药托育机构应当在服务内容上有所区分遥 尤其是面

向 0~2 岁婴幼儿的机构袁需要配备有专业资质的育

婴员袁提供细致周到的日常照料服务曰配备具有执业

资格的医师袁随时进行卫生保健服务曰配备专业耐心

的教师袁提供婴幼儿体力尧智力开发的训练服务遥 辅

以安全尧卫生尧宽阔尧多样的托育环境袁将重心由野教冶
移向野托冶袁以减轻家庭照顾婴幼儿的压力遥 同时袁应
根据家庭的实际需求袁提供多样化的照护服务形式袁
如全日托尧半日托尧计时托和临时托等遥 0~2 岁的婴

幼儿对母亲的依赖性较强袁托育服务可作为家庭照

料的补充袁减轻家长的照顾压力袁起到野帮手冶的作

用遥 2~3 岁的幼儿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社交需求袁托育

服务的理念可以定位为野教托并重冶遥在这一阶段袁可
以结合中医药文化开展早教课程袁如通过中医故事尧
传统文化和卫生知识袁培养其健康知识和兴趣遥

中医药托育机构的服务内容应多样化袁主要围

绕婴幼儿的体质辨识尧日常保健尧疾病预防尧药膳和

习惯养成展开遥首先袁机构通过体质辨识为每位婴幼

儿定制个性化的中医推拿和按摩方案袁帮助调理脾

胃尧促进生长发育尧改善睡眠质量和消化功能袁并结

合中药外用增强免疫力和预防常见疾病遥 除了这些

基础服务袁机构还应注重婴幼儿良好习惯的养成袁
如通过推拿和饮食调理帮助婴幼儿形成规律的作

息尧合理的饮食习惯尧正确的姿势等遥 机构可为家长

提供中医知识的培训袁开设例如针灸尧按摩尧熏洗尧脐
疗尧足疗尧耳穴尧敷贴等中医药技术课程袁着重传授小

儿推拿技巧尧日常保健方法以及习惯培养的要点袁
帮助家长在家中科学指导婴幼儿养成健康的生活

习惯遥此外袁机构还可以提供中医药相关的读物和讲

座袁普及中医知识袁帮助家长更好地理解和运用中

医养生理念袁从而提高家庭健康管理水平遥 通过这

些多样化的服务袁中医药托育机构可为婴幼儿提供

全方位的身心健康保障袁促进其身心全面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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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野居民少子化冶的严峻形势袁建立适应国情

的 0~3 岁婴幼儿托育服务体系至关重要遥 以中医药

为特色的托育机构袁是中医药的现代化应用遥 其不

仅能提供体检尧保健和治疗等服务袁更能从小培养婴

幼儿健康卫生的生活习惯袁增强其身体素质与免疫

力袁减轻家庭对婴幼儿的经济负担和照护负担袁提
升生育意愿遥 未来袁通过深化中医药托育服务袁弘扬

中医药文化袁更能促进家庭幸福袁增强社会活力袁从
而助力国家的可持续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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