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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了解北京市中学生对药品安全的认知与行为现状"为开展针对性宣传教育提供依据$ 方法!在北

京市中学生中采用分层整群等比例随机抽样抽取调查对象"进行自填式问卷调查$ 结果!北京市中学生药品安全知

识知晓率为 P'$'h"用药行为习惯评分中位数为 ' 分!满分 M 分#"二者呈统计学正相关![9-/2;/6 等级相关系数

为 %$!MO" ,Q%$%%!#$ 知晓率和用药行为评分在不同地区%学校类型%住宿类型学生中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Q%$%%!#$ 多因素分析显示地区%学校类型和住宿类型与药品安全认知及行为有关$ '%$Mh的学生知道抗生素

不是抗病毒药"'#$'h的学生会将过期药品放到专用回收箱"'C$Rh的学生在患常见病时会自行改变药量或服药

次数$ 结论!北京市中学生对药品安全认知状况尚好"但在常见抗生素判断%过期药品处理%服药依从性等方面仍

存在问题"需要借助有效的宣传方式进行科学的%针对性强的宣传教育"并重点加强郊区学校%职业学校和住校学

生的宣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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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是关乎公众生命健康的特殊商品"不仅本

身具有一定的毒副作用"而且在其研发%生产%流通

和使用等领域中也暴露出很多严重的问题"甚至引

发致人死亡的严重事件"使人们不断意识到药品安

全的重要性$ 药品安全"是指通过对药品研发%生

产%流通%使用全环节进行监管所表现出来的消除了

外在威胁和内在隐患的综合状态"以及为达到这种

状态所必要的供应保障和信息反馈*!+

$ 药品安全

知识的缺乏会带来一系列潜在的问题"包括健康水

平降低%患者满意度下降以及不必要的资源浪

费*#+

$ 近年来"医药行业快速发展"药品种类日益

繁多"公众获取药品及相关信息的渠道日益多样化"

健康保护意识和对药品安全性的关注逐渐增加*&+

$

随着全球对药品安全问题的重视"公众对药品安全

的认知程度与用药行为"直接影响一个地区%一个国

家药品安全监管的能力与水平*'+

"药品安全应作为

国家安全体系的一个部分$

中学生正处于身体%心理成长发育的黄金阶段

和养成良好生活习惯的关键时期"其药品安全认知

水平和用药习惯直接关系着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为

了解中学生群体的药品安全认知现状"并为后续研

究和相关部门制定干预政策提供依据"本研究对北

京市中学生进行了一次横断面调查"现将结果报告

如下$

FG资料与方法

F$F"研究对象

本次研究的对象为北京市在校中学生"指调查

时就读于北京市城区%乡镇的全日制中学的学生"包

括!!#初中一%二年级&!##高中一%二年级&!&#职业

高中一%二年级$

本研究已通过北京大学生物医学伦理委员会批

准!W@]%%%%!%M#B!'%!&#$

F$H"方法

F$H$F"抽样方法"分层整群等比例随机抽样$ 第

一阶段'将北京市 !P 个区县按照地理位置分为中

心城区%城乡结合区和远郊区县三个层级$ 采用

方便抽样"在每个层级抽取一个区县$ 区县确定

后"每个区县抽取 ! 所普通高中%! 所普通初中和 !

所职业高中$ 根据北京市中学生在校人数按区

县%学校类型的统计分布资料"确定各区县%各学

校类型等比例抽样所需抽取的人数"进而在每所

学校一%二年级分别随机抽取班级直至满足调查

所需样本人数$ 班级一旦确定"该班所有同学参

加调查$

F$H$H"调查内容与方法"由经过严格培训的北京

大学医学部在校研究生担任调查员"于 #%!' 年 !#

月至 #%!M 年 ! 月开展现场调查$ 调查前由调查员

现场解说"随后进行不记名%不交流集体自填问卷"

并当场回收$ 问卷回收过程中进行必要的质量控

制"检查问卷填写的完整性和逻辑性"保证资料准

确$ 调查问卷自行设计"并组织专家讨论修改"主要

内容包括'!!#学生基本情况&!##药品安全相关知

识的知晓情况&!&#药品安全相关行为$

F$I"统计学分析

采用>9*:/)/&$! 录入数据"建立数据库$ 数据

核查无误后"通过统计软件 [G[[ !C$% 进行数据分

析"其中"相关指标的定义及计算方法如下'

单题正确率'该题答对人数(回答该题的总人

数&

单题知晓率'同该题正确率&

单人正确率'某调查对象回答正确的题目数(该

调查对象回答的总题数&

总知晓率*M+

'每个调查对象正确回答的题数(

每个调查对象回答的总题数$

用药行为习惯评分计算方法'选择药物方式"

-问医生.或-问父母.记 ! 分"其余记 % 分&用药时

是否关注用法用量及注意事项"-总是关注.记 !

分"-偶尔关注.记 %$M 分"-不关注.记 % 分&患常见

病时是否自行改变药量或服药次数"-不会.记 !

分"-有时会有时不会.记 %$M 分"其余记 % 分&药品

存放"-按说明书存放.记 ! 分"其余记 % 分&过期药

品处理"-放到专用回收箱.记 ! 分"-随意丢弃.记

%$M 分"其余记 % 分$ 剔除所有问题均缺失的个例"

不对问题进行加权$

对于分类变量"分布以频数及构成比表示&对于

偏态计量资料"采用中位数%四分位数表示其集中趋

势"通过秩和检验进行组间比较$ 假设检验采用双

)C&%!)程吟楚"等"北京市中学生药品安全认知与行为调查



侧检验"设定
&

为 %$%M$

HG结果

H$F"一般情况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 ##' 份"回收问卷 ' ##'

份"其中有效问卷 ' ##% 份!CC$Ch#$ ' ##% 名学生

中"男生 # %CP 人!'C$Ph#"女生 # !#& 人!M%$&h#&

最小年龄 !! 岁"最大年龄 #% 岁"平均年龄为

!!'$& N!$P#岁&地区%学生类型以及住宿类型的分

布详见表 !$

H$H"药品安全相关知识知晓情况

药品安全知识总知晓率为 P'$'h$ 大部分同

学对于用药基本常识!药品不良反应%保健品%输液

或口服药%抗生素使用#的理解较好"除了个别问题

知晓率较低!如-抗生素是否既能杀灭细菌又能杀

灭病毒."知晓率为仅为 '%$Mh#"各题知晓率基本

在 P%h以上"详见表 #$ 按照每人答对题数计算答

题正确率"大多数同学答题正确率在 O%h以上"正

确率在 R#h和 C!h的人数最多"全部答对的有 MP%

人"正确率中位数为 R!$Rh"四分位数分别为

O&qOh!m!#和 C%$Ch!m&#$ 不同性别学生答题正

确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k%$'P%#&不同地区类型

学生答题正确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Q%$%%!#"

中心城区高于城乡结合区和远郊区县&不同学生类

型答题正确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Q%$%%!#" 正

确率由高到低依次是高中%初中%职业高中&走读生

的答题正确率高于住校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Q

%q%%!#"详见表 !$

表 FG药品安全知识回答正确率及用药行为评分分层比较

<*31'FGV2,4+/.-)\U61<5-:4-/6: :2,4,+-J-=/3*12*6 :*..-2-6)+,J421,9+1.:-;142/9=*00=/2/0)-2*+)*0+

V-;142/9=*0+ 5!h#

K00,2/0\1.:2,4+/.-)\U61<5-:4- [012-1.:2,4,+-J-=/3*12

d-:*/6!m!"m&#

,

"

d-:*/6!m!"m&#

,

"

?-6:-2 %$'P% %$%PO

"]1\ # %CP !'C$P# %$R# !%$O'"%$C!# '$% !&$%"'$M#

"?*25 # !#& !M%$&# %$R# !%$O'"%$C!# '$% !&$%"'$M#

@-4*16 Q%$%%! Q%$%%!

"V1<6)1<6 /2-/ # %&% !'R$!# %$R# !%$O'"%$C!# '$% !&$M"'$M#

"Y2J/6B2,2/55*6U*64/2-/ ! M!! !&M$R# %$R# !%$O'"%$C!# '$% !&$%"'$M#

"@,2/5/2-/ OPC !!O$!# %$MM !%$P&"%$C!# '$% !&$M"'$M#

[0=115)\9- Q%$%%! Q%$%%!

"Z,6*12=*4= +0=115 # !P& !M!$M# %$R# !%$O'"%$C!# '$% !&$M"M$%#

"[-6*12=*4= +0=115 ! ''# !&'$## %$R# !%$P&"%$C!# &$M !&$%"'$M#

"E10/)*16/5=*4= +0=115 O%M !!'$&# %$O' !%$'M"%$R## &$M !&$%"'$M#

@-+*:-60-

/

Q%$%%! Q%$%%!

"a6 0/;9,+ '#% !!%$%# %$P& !%$MM"%$C!# &$M !&$%"'$%#

"a..0/;9,+ & PR& !RC$O# %$R# !%$O'"%$C!# '$% !&$M"'$M#

""

"

" ,3/5,-+.12b2,+U/5BI/55*+2/6U )-+)+& /" !P ;*++*642-+916+-+$

""对于常见抗生素的种类"仅有 #$Rh的学生能

在阿莫西林%阿司匹林%头孢拉定%诺氟沙星%维 H

银翘片中正确选择出所有抗生素$ 然而相对于如此

高的错误率"选择-自己不知道什么是抗生素.的学

生仅有 #'$Ph$ 对于上述每种药物" &R$Rh的学生

知道阿莫西林是抗生素"'R$'h知道头孢拉定是抗

生素"仅有 #%$!h知道诺氟沙星是抗生素"而误认

为阿司匹林是抗生素的学生则达到了 'C$Oh"误认

为维H银翘片是抗生素的占 !!$Ch$

H$I"用药安全相关行为

学生用药安全行为习惯总体良好$ 在调查的学

生中"C#$%h在选择药品时听从父母或医生的建议&

CP$'h会在用药前关注该药的用法用量及注意事

项&P%$Oh能够按说明书要求存放药品&对于过期药

品"只有'#$'h会将过期药品放到专用回收箱"

&PqOh选择随意丢弃"!!$Rh不知如何处理"仍有

#$#h认为可以继续服用"!$&h选择卖给收药人员"

个别同学认为西药过期不可服用而中药可以&在服

药依从性方面"!#$%h在患常见病时会自行改变药量

或服药次数"'R$Ph不会"&P$Rh偶尔会&在参加调查

的女生中"#$'h曾因担心考试时来月经而服用过改

变经期的药物"CP$Oh未发生过上述情况"详见表 &$

)%'%!)

北 京 大 学 学 报 ! 医 学 版 #

ZaY@LKDa8G>bWL?YLWE>@[W7X!A>KD7A[HW>LH>[#"E15$'C"L1$O"V-0$#%!P



表 HG用药知识相关问题回答情况

<*31'HG@-+916+-+)1U61<5-:4-F,-+)*16+/J1,):2,4+/.-)\

[)/)-;-6)+ K42--" 5!h# V*+/42--" 5!h# Y60-2)/*6" 5!h# 71)/5" 5 d*++*64" 5

>3-2\:2,4;/\=/3-+*:--..-0)+ & &RP!R%$'# 'PP !!!$&# &'C !R$&# ' #!& P

KV@+;,+)J-2-5/)-: )19112F,/5*)\1.:2,4 &%% !P$!# & &%' !PR$O# MCR !!'$## ' #%# !R

V*-)/2\+,995-;-6)+0/6 J-,+-: )1)2-/):*+-/+-+ !PO !'$## & MR# !RM$!# 'M% !!%$P# ' #%R !#

72/6+.,+*16 *+/5</\+J-))-2)=/6 12/5;-:*0*6- MC' !!'$!# # RO! !OR$%# PM% !!P$R# ' #%M !M

?-))2/6+.,+*16 160-\1, /2-+*0U &#% !P$O# & ''& !R#$## '#' !!%$!# ' !RP &&

?-))2/6+.,+*16 165\<=-6 6-0-++/2\ & %!C !P!$P# OMO !!M$O# M&' !!#$P# ' #%C !!

7/U-/6)*J*1)*0+*;;-:*/)-5\/.)-20/)0=*64015: ##& !M$&# & &C! !R%$M# MCP !!'$## ' #!! C

X1, 0/6 J,\/6)*J*1)*0+\1,2+-5.<*)=1,)/92-+02*9)*16 P'M !!P$P# # PC! !OO$'# OOM !!M$R# ' #%! !C

a65\,+-/6)*J*1)*0+,6:-2)=-*6+)2,0)*16 1./9=\+*0*/6 & PP# !RC$O# !OC !'$%# #OR !O$'# ' #%C !!

K6)*J*1)*0+0/6 U*55J/0)-2*//+<-55/+3*2,+ RPR !#%$C# ! P%M !'%$M# ! O## !&R$O# ' #%M !M

W)(+=/2;.,5)1)/U-/6)*J*1)*0+/)<*55 & #PC !PP$R# #P% !O$'# OO& !!M$P# ' #!# R

表 IG药品安全行为相关问题回答情况

<*31'IG@-+916+-+)1F,-+)*16+1.:2,4,+-J-=/3*12

W)-;+ 82-F,-60\"5 G21912)*16(h E/5*: 9-20-6)(h

A1<:1\1, 0=11+-;-:*0/)*16 <=-6 +*0U,

"D*+)-6 )19=\+*0*/6 # %!R 'P$R 'C$'

"K+U 9/2-6)+ ! P'! '!$& '#$O

"]\\1,21<6 -̀9-2*-60- ### M$& M$'

"a)=-2+ !%M #$M #$O

"71)/5 ' %RO CO$R !%%$%

"d*++*64 !&' &$#

V1\1, 9/\/))-6)*16 )1*6+)2,0)*16+1.:1+/4-/6: 61)*0-+J-.12-)/U*64;-:*0/)*16,

"X-+" /5</\+ & 'MP R!$C R#$&

"X-+" +1;-)*;-+ O&' !M$% !M$!

"L1 !!# #$P #$P

"71)/5 ' #%& CC$O !%%$%

"d*++*64 !P %$'

V1\1, 0=/64-)=-:1+/4-12.2-F,-60\1.;-:*0/)*16 \1,2+-5.<=-6 =/3*6401;;16 :*+-/+-+,

"X-+ M%! !!$C !#$%

"L1 # %&M 'R$# 'R$P

"V-9-6:+ ! MR# &P$M &P$R

"a)=-2+ O' !$M !$M

"71)/5 ' !R# CC$! !%%$%

"d*++*64 &R %$C

A1<:1\1,,+,/55\+)12-)=-:2,4+\1, J1,4=),

"K0012:*64)1*6+)2,0)*16+ # CPM P%$M P%$O

"H163-6*-6)5\ ! %R# #M$O #M$P

"W:16()U61< !M' &$O &$P

"71)/5 ' #!! CC$R !%%$%

"d*++*64 C %$#

A1<:1\1, :-/5<*)= -̀9*2-: :2,4+,

"[)*55)/U-)=-; C' #$# #$#

"7=21</J1,)0/2-5-++5\ ! MPC &P$' &P$O

"W6)1+9-0*/52-0\05*64J1̀ ! PR# '#$# '#$'

"[-55)1:2,44*+)+ MM !$& !$&

"a)=-2+ !C& '$O '$O

"W:16()U61< 'CO !!$R !!$R

"71)/5 ' !CC CC$M !%%$%

"d*++*64 #! %$M

A/3-\1, -3-2)/U-6 :2,4+)1/31*: ;-6+)2,/)*16 .12/01;*64-̀/;*6/)*16, !?*25+165\#

"X-+ M% #$' #$'

"L1 # %OP O#$R CP$O

"71)/5 # !!P CC$P !%%$%

"d*++*64 O %$&

""对用药行为习惯进行评分"总分为 M 分"结果可 见"北京市中学生用药行为习惯较好"大多数同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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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药习惯评分在 & 分以上"评分在 ' 分和 '$M 分的

人数最多"满分有 PP& 人"评分中位数为 ' 分"四分

位数分别为 & 分!m!#和 '$M 分!m&#$

不同性别学生用药行为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k%$%PO#&中心城区%城乡结合区和远郊区县学生

评分分别为 '$%!&$M"'$M#"'$%!&$%"'$M#"'$%!&$M"

'$M#"差异有统计学意义!,Q%$%%!#&初中%高中%职

业中学学生评分依次为 '$%!&$M"M$%#"&$M!&$%"

'qM#" &$M !&$%"'$M#"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Q

%$%%!#&住校%走读生评分分别为 &$M!&$%"'$%#"'$%

!&$M"'$M#"差异有统计学意义!,Q%$%%!#"详见表 #$

对用药知识正确率和用药行为评分进行相关性

分析"得出二者之间呈统计学正相关! [9-/2;/6 等

级相关系数为 %$!MO",Q%$%%!#$

H$J"药品安全认知与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H$J$F"判断标准" 认知判断标准'以药品安全知

识答题正确率高于中位数!

$

R!$Rh#为认知度高"

共有 # #'O 人!M&$#h#&低于中位数! QR!$Rh#为

认知度低"共有 ! CP' 人!'O$Rh#$ 行为判断标准'

以用药行为评分高于中位数!

$

'#为用药行为较

好"共有 # 'P# 人!MR$Oh#&低于中位数! Q'#为用

药行为较差"共有 ! P'R 人!'!$'h#$

H$J$H"D14*+)*0回归分析影响因素"以性别%地区%

学生类型%住宿类型为自变量"分别以药品安全认知

和行为作为因变量"采用 -全部进入!>6)-2#.法将

上述变量引入回归方程$ 变量赋值'认知度高为 !"

低为 %&行为较好为 !"较差为 %&性别女为 !"男为 %&

走读生为 !"住宿生为 %&区县以远郊区县为参照&学

生类型以职业中学学生为参照"结果显示性别与药

品安全认知与行为均无统计学关联&而区县%学生类

型和住宿条件与药品安全认知与行为均有统计学关

联!表 '#$

表 JG药品安全知识及行为程度高低影响因素的D14*+)*0回归分析结果

<*31'JG@-+,5)+1.D14*+)*02-42-++*16 1.91)-6)*/52*+U ./0)12+

H13/2*/)-+ @-42-++*16 01-..*0*-6) [)/6:/2: -2212

I/5:

#

#

, B"!CMh :D#

V2,4+/.-)\U61<5-:4-

"?-6:-2 c%$%C' %$%OM #$%O& %$!M! %$C!% !%$R%!"!$%&M#

"@-4*16 !%$&CP %$%%O

""V1<6)1<6 /2-/ c%$%RM %$%CM %$PCO %$&P# %$C!C !%$PO#"!$!%P#

""Y2J/6B2,2/55*6U*64/2-/ c%$#PC %$%CC R$%%M %$%%M %$PMO !%$O#&"%$C!R#

"[0=115)\9- !RC$'R' Q%$%%!

""Z,6*12=*4= +0=115 !$%C! %$%CC !##$&C' Q%$%%! #$CPO !#$'M&"&$O!%#

""[-6*12=*4= +0=115 %$#O! %$!%% O$PCR %$%%C !$#CC !!$%OP"!$MR%#

"@-+*:-60- %$''# %$!!' !'$CO& Q%$%%! !$MMM !!$#'&"!$C'M#

V2,4+/.-)\J-=/3*12

"?-6:-2 c%$!%% %$%O' #$'&% %$!!C %$C%M !%$PCR"!$%#O#

"@-4*16 M$'!& %$%OP

""V1<6)1<6 /2-/ %$#!O %$%C& M$&C! %$%#% !$#'! !!$%&'"!$'C%#

""Y2J/6B2,2/55*6U*64/2-/ %$!OR %$%CP &$%!' %$%R& !$!R& !%$CPC"!$'&!#

"[0=115)\9- !CM$#!% Q%$%%!

""Z,6*12=*4= +0=115 %$PCR %$!%! O#$!OC Q%$%%! #$##! !!$R##"#$P%C#

""[-6*12=*4= +0=115 !$'#C %$!%O !R#$!C! Q%$%%! '$!P& !&$&C!"M$!&M#

"@-+*:-60- %$&'% %$!!O R$MMR %$%%& !$'%M !!$!!C"!$PO'#

IG讨论

国内外对合理用药和药品安全认知的既往研究

主要针对医护人员和社区人群*& c'"O c!%+

"对青少年

群体的研究较少$ 本研究通过对北京市 ' ##% 名中

学生的横断面调查"从知识%行为方面初步了解了北

京市中学生对药品安全问题的认知现状"并按照地

区%年龄等因素进行了分层比较"结果显示"药品安

全相关知识总知晓率为 P'$'h"与唐春燕等*&+在住

院患者中调查的结果!PP$'h#接近"高于覃正碧

等*'+在全国五地市公众中抽样调查的结果

!OMq!h#&药品安全相关行为评分中位数为 '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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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分为 M 分#"且用药知识与用药行为之间呈统计

学正相关关系$ 从影响因素上看"药品安全知识和

行为与地区%年级%住宿类型均有关"与国内多项相

关研究结果一致*& c'"O+

"具体表现为中心城区%城乡

结合区优于远郊区县"普通中学优于职业高中"走读

生优于住校生$ 究其原因"城区的学生在宣传教育

资源%家庭健康素养方面可能比郊区同学有优

势*!!+

&普通高中的学生在知识学习能力上可能强于

职业高中学生&而走读生相对于住校生"有更多家庭

教育的时间"信息来源的途径也更为多样!网络%电

视等#"因此"在制定干预政策时"郊区学生%职业中

学学生和住宿生应是重点关注的人群$

虽然药品安全认知整体水平较高"但也存在着

一些问题$ 在抗生素使用方面"OO$'h的学生知道

抗生素不应自行购买"RC$Oh的学生知道抗生素应

在医生指导下使用"但只有 '%$Mh的学生知道抗生

素并非抗病毒药"低于牛洁等*!#+在高校非医学生中

的调查结果!'C$!h#"并且"仅有 #$Rh的同学能从

几种常见药物中中正确选择出所有抗生素"高达

'C$Oh的学生误认为阿司匹林是抗生素$ 由此可

见"预防抗生素不合理使用的宣传教育已经取得了

一些成效"但学生对于抗生素的作用原理%使用条

件"尤其是常见抗生素的种类仍知之甚少$

对于过期药品"如果不善加处置"放任自流"可

能会产生用药安全隐患%环境污染和社会危害等严

重后果"为此"应建立起科学%长效的药品回收机

制*!&+

$ 本研究结果显示"只有 '#$'h的学生会将

过期药品放到专用回收箱"&P$Oh选择随意丢弃"

!!$Rh不知如何处理"!$&h选择卖给收药人员"因

此"想要做好药品回收工作"除了建立健全相关法规

体系%加强监管%提高药品处理水平之外"对青少年

进行宣传教育也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本研究中"中学生在生病时自行用药的比例较

低!R$%h#"远低于丁玉峰等*P+在武汉市社区居民

中的调查结果!'#$%h#"表明学生对常见药品使用

了解程度较低"'#$Oh的学生用药依靠家长的指导"

而一项对学生家长安全用药知识行为的调查表明"

在基层有相当多的家长缺乏药品有效性和安全使用

等方面的知识*!'+

"对自己的孩子可能造成误导"因

此"在提高成人及家长合理用药素养的同时"也要注

重对青少年学生的健康教育"提高其自身的用药安

全常识和判断力$ 在依从性方面"'C$Rh的学生在

患常见病时会自行改变药量或服药次数"服药依从

性差"与相关研究的调查结果一致*&"P+

$ 服药依从

性对药物的疗效%安全性都有影响"在某些疾病的治

疗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M+

"因此"亟待加强对青

少年服药依从性的重视$ 调查同时发现"一小部分

女生!#$'h#由于担心考试时来-例假."通过服避

孕药来改变经期$ 中学生身体发育尚未完全成熟"

过早地对月经周期进行干预可能对身体带来一定影

响"也存在发生药物不良反应的风险"因此"学校和

家长应对此问题加以重视并进行引导"尽量避免该

类情况的发生$

综上"北京市中学生药品安全认知状况总体较

好"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政府%学校%社

会和家长的共同努力"真正加强中学生对药品安全

问题的了解和重视"并开展行之有效的宣传教育$

另外"本研究在区县和学校的选择上采用方便抽样"

研究结果的代表性需要进一步验证$

!志谢'感谢所有在这次调查中予以配合的学生以及认真负责

的调查员%录入员"感谢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新闻宣传处对本

研究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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