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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市某社区居民用药知识与行为调查

李建美１　徐丽娟２　齐汝霞１△

（１济宁医学院基础医学院，济宁２７２０６７；２金乡县人民医院，金乡２７２２００）

　　摘　要　目的　了解济宁市某社区居民用药知识和行为现状，为开展居民合理用药行为干预提供基础资
料。方法　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方法，抽取１５～４９岁济宁市某社区居民３８０名进行用药知识和行为问卷调查。
结果　 济宁市某社区居民７项用药知识总知晓率为６９．４％，其中“不同服药时间是否影响药物疗效”知晓率最
高，为７８．４％，而“抗生素能否用于病毒引起的感染”知晓率最低，为６０．４％；不同文化程度居民对“长期应用抗
生素是否可以引起新感染”、“每天服药三次是否等于三餐时间”与“抗生素能否用于病毒引起的感染”知晓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不同职业居民对７项用药知识知晓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不同性别居
民“购买非处方药时是否需要开具处方”、“长期应用抗生素是否可以引起新感染”知晓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该社区居民还存在不良的用药行为，其中漏服药物和擅自增减的现象比较常见，发生率最高；不同性别
不良用药行为比较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社区居民用药知识水平仍有提升空间，用药行为
令人堪忧，需加强社区居民药物知识的教育，提高安全用药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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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物是预防和治疗疾病的重要物质，合理使用
可以促进疾病的痊愈，保障人们的身体健康，如使

用不当，既不能达到预期目的，还可对机体产生损

害，造成疾病。据报道每年５０００多万住院患者中
至少有２５０万人与药品不良反应和不合理用药有
关［１］。据此，我们对济宁市某社区居民的用药情

况进行了问卷调查，了解他们用药知识和行为的现

状，以便有针对性地开展有关方面的宣传教育，确

保居民的用药安全。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对济宁市某社区１５～４９岁居民进行调查。

１．２　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资料。我们在参考有关

文献的基础上，自行设计调查问卷，内容主要包括：

一般情况、用药基本知识、用药行为３个方面。问
卷采用无记名方式，当场发放、填写并收回。共发

放问卷３８０份，收回３８０份，回收率１００％；其中有
效问卷３７９份，无效问卷１份，有效率９９．７％。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通过Ｅｐｉｄａｔａ３．１录入计算机，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
统计软件，描述性分析采用构成比或率的指标，不

同率的比较采用χ２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一般情况
本次共调查济宁市某社区居民３８０名，其中男

性１９６人，占５１．６％；女性１８４人，占４８．４％；本科
及以上 ５７人，占 １５．０％；专科及以下 ３２２人，占
７５．０％；年龄１５～４９岁，平均２６．３岁。
２．２　用药知识的知晓情况
２．２．１　总体用药知晓情况　填写用药知识正确的
为知晓，总知晓率为６９．４％，其中不同服药时间是
否影响药物疗效知晓率最高，为７８．４％；抗菌药是
否等于消炎药，每天服药三次是否等于三餐时间知

晓率较高，分别为７３．９％ 和７０．４％；而抗生素能

否用于病毒引起的感染知晓率最低，为６０．４％；其
余３项知识知晓率均低于７０％。

表１　调查对象合理用药知识知晓率

　　调查项目 知晓人数 知晓率／％

ＯＴＣ代表什么 ２４７ ６５．２

购买非处方药时是否需要开具处方 ２８４ ７４．９

不同服药时间是否影响药物疗效 ２９７ ７８．４

长期应用抗生素是否可以引起新感染 ２３９ ６３．１

抗菌药是否等于消炎药 ２８０ ７３．９

每天服药三次是否等于三餐时间 ２６７ ７０．４

抗生素能否用于病毒引起的感染 ２２９ ６０．４

　　合　　　计 １８４０ ６９．４

２．２．２　不同文化程度和职业人群用药知识知晓情
况　不同文化程度居民对“ＯＴＣ代表什么”、“购买
非处方药时是否需要开具处方”、“不同服药时间

是否影响药物疗效”、“抗菌药是否等于消炎药”知

晓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长期应用
抗生素是否可以引起新感染”、“每天服药三次是

否等于三餐时间”与“抗生素能否用于病毒引起的

感染”知晓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不同
职业居民对上述７项用药知识知晓差异均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其中医务人员对这７项用药
知识知晓率最高。见表２。
２．２．３　不同性别居民用药知识知晓情况　男性基
本用药知识知晓率总体高于女性。其中，购买非处

方药时是否需要开具处方、长期应用抗生素是否可

以引起新感染男女知晓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其他５个问题男女知晓差异未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男性居民对“不同服药时间是否影
响药物疗效”知晓率最高，女性居民对“不同服药

时间是否影响药物疗效”知晓率最高。见表３。
２．３　用药行为调查情况

从本次调查得知有些居民还存在不良的用药

行为，其中漏服药物和擅自增减的现象比较常见，

发生率最高；男女不良用药行为比较差异未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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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不同文化程度和职业人群用药知识知晓情况［ｎ（％）］

因素 ｎ ＯＴＣ的含义
购买非处方

药时是否需

要开具处方

不同服药时

间是否影响

药物疗效

长期应用抗

生是否可以

引起新感染

抗菌药是否

等于消炎药

每天服药三

次是否等于

三餐时间

抗生素能否

用于病毒引

起的感染

文化程度

　　不识字 ５ ３（６０．０） ３（６０．０） ３（６０．０） １（２０．０） ３（６０．０） ２（４０．０） １（２０．０）

　　小学 １８ １０（５５．６） １１（６１．１） １２（６６．７） ６（３３．３） １２（６６．７） １０（５５．６） ５（２７．８）

　　初中 ７２ ４５（５４．８） ５１（７０．８） ５３（７３．６） ３８（５２．８） ５２（７２．２） ４２（５８．３） ３７（５１．４）

　　高中／中专 １４２ １０１（６５．６） １０５（７３．９） １１１（７８．２） ８７（６１．３） １０２（７１．８） １０２（７１．８） ８５（５９．９）

　　大专 ８５ ６２（７２．９） ６７（７８．８） ７０（８２．５） ６２（７２．９） ６５（７６．５ ６５（７６．４ ６０（７０．６）

　　本科以上 ５７ ３６（６３．１） ４７（８２．４） ４８（８４．２） ４５（７９．８） ４６（８０．７） ４６（８０．７） ４１（７１．２）

　　　χ２ ４．６１ ５．５５ ５．３６ ２４．０１ ３．０７ １３．７１ ２０．７４

　　　Ｐ ０．４７ ０．３５ ０．３７ ０．０００ ０．６９ ０．０２ ０．００１

职业

　　农民 １７ １０（５６．５） １０（５８．８） １２（７０．６） ７（４１．２） ９（５２．９） ８（４７．１） ６（３２．５）

　　工人 １５９ ９０（５６．６） １０８（６７．９） １１３（７１．１） ８３（５２．２） １０７（６７．２） １０１（６３．５） ７９（４９．７）

　　干部 ５８ ４４（７５．８） ５２（８９．６） ５３（９１．４） ４３（７４．１） ４７（８１．０） ４８（８２．８） ４２（７２．４）

　　学生 １９ １０（５２．６） １２（６３．２） １４（７３．７） １１（５７．９） １３（６８．４） １３（６８．４） １１（５７．９）

　　医务人员 ２４ ２４（１００．０） ２４（１００．０） ２４（１００．０） ２２（９１．７） ２４（１００．０） ２４（１００．０） ２２（９１．７）

　　其他 １０２ ７９（７７．４） ７８（７６．５） ８１（７９．４） ７３（７１．６） ８０（７８．４） ７３（７１．６） ６９（６７．７）

　　　χ２ ２９．２４ ２２．７６ １６．９８ ２８．４１ １６．６２ ２２．５２ ２７．７２

　　　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表３　不同性别居民用药知识知晓情况比较［ｎ（％）］

　　用药知识 男（ｎ＝１９５）女（ｎ＝１８４） χ２ Ｐ

ＯＴＣ代表什么 １３５（６９．２）１１２（６０．９） ２．９２ ０．０８

购买非处方药时是否需要开具处方 １６８（８６．２）１１６（６３．１） ２６．９ ０．００

不同服药时间是否影响药物疗效 １５７（８０．５）１４０（７６．１） １．３１ ０．２５

长期应用抗生素是否可以引起新感染 １３８（７０．８）１０１（５４．９） １０．２ ０．００

抗菌药是否等于消炎药 １４６（７４．９）１３５（７３．４） ０．１１ ０．７４

每天服药三次是否等于三餐时间 １４１（７２．３）１２６（６８．５） ０．６７ ０．４１

抗生素能否用于病毒引起的感染 １２７（６５．１）１０２（５５．４） ３．７２ ０．０５

表４　不同性别不良用药行为调查情况［ｎ（％）］

　　用药行为 男（ｎ＝１９５）女（ｎ＝１８４） χ２ Ｐ

服药时没有阅读说明书的习惯 ７５（３８．５） ６５（３５．３） ０．４ ０．５３

根据疾病症状自行增减药物剂量或擅自停药 １２６（６４．６）１１１（６０．３） ０．７４ ０．３９

在服药过程中是否有漏服现象 １２９（６６．２）１１８（６４．１） ０．１７ ０．６８

机体出现疼痛就自行使用止痛药 ８２（４０．１） ８５（４６．２） ０．６６ ０．４２

使用茶水、牛奶、果汁等送服或干吞过药物 １９（１０．０） ２２（１１．９） ０．４８ ０．４９

服药时不注意药物外观 ８６（４４．１） ７８（４２．４） ０．１１ ０．７４

感冒就用抗菌药 ７５（３８．５） ７２（３９．１） ０．１８ ０．８９

３　讨论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居民的自我保健意识也逐渐增强，加之社会药店的

增加，购买药品的便利，自行药疗的人群越来越普

遍，从而导致不合理用药现象的发生率提高，用药

安全状况令人担忧［１３］。开展居民用药情况调查，

掌握社区居民安全用药现状，有针对性地提高居民

的安全用药意识，改善不良的用药行为，对推进健

康中国建设，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用药知识知晓情况：本次调查结果显示，该区

居民所掌握的药物知识总体是可以的，总知晓率为

６９．４％，其中“不同服药时间是否影响药物疗效”
知晓率最高，为 ７８．４％；“抗菌药是否等于消炎
药”，“每天服药三次是否等于三餐时间”知晓率较

高，分别为７３．９％ 和７０．４％；而“抗生素能否用于
病毒引起的感染”知晓率最低，为６０．４％；其余３
项知识知晓率均低于７０％。此次知晓率都在６０％
以上，明显高于 ２０１２年文献报道的 ４８．８％与
５２９％［４５］还高于２０１６年对高校 （下转第４５６页）

·２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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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献计量学方法的我国知识图谱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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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利用文献计量学方法从年代、作者、机构、研究热点等方面进行统计分析，以揭示我国知识图谱研究的现状

及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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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图谱是以科学学为基础，涉及应用数学、
信息科学等多门学科的交叉领域，是科学计量学和

信息计量学的新发展［１］。它以知识域为对象，显

示科学知识的发展进程与结构关系，旨在揭示科学

发展态势，对科学知识的结构、关系与演化过程进

行可视化呈现，具有可视化和形象化等特征［２］。

自２００５年知识图谱概念被引入国内以来［３］，广泛

应用于多个领域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旨

在利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我国知识图谱研究论文

的年代、作者、机构、研究热点进行定量研究，从而

揭示我国知识图谱研究的发展历史、现状，为知识

图谱未来的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１　数据来源

本文以中国知网（ＣＮＫＩ）《中国学术期刊（网

络版）》（ＣＡＪＤ）为数据来源，检索策略为：（篇名
知识图谱 或者 关键词 知识图谱，时间为不限 －
２０１６年）。数据收集时间为 ２０１７年 ６月 ２０日。
经过数据清洗后，将１８９８篇研究论文作为统计资
料，按照Ｎｏｔｅｆｉｒｓｔ格式套录论文题目、作者、作者单
位、年代、关键词等数据，并采用Ｂｉｃｏｍｂ（书目共现
分析系统）、Ｅｘｃｅｌ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２　结果分析

２．１　年代分布
科学文献作为科学信息的主要载体形式，其数

量变化情况是反映科学发展的重要标志［４］。２００５
－２０１６年１２年间共计发文１８９８篇。根据论文数
量特征，可将知识图谱研究分为三个阶段。２００５－
２００８年是知识图谱研究的初期阶段，年发文量不
足２０篇，共计发文 ３６篇，占 １．９０％（３６／１８９８）。
２００９年起知识图谱研究进入新的发展时期，２００９
～２０１２年论文年增长速度快，共计发文３９４篇，占
２０．７６％（３９４／１８９８）。２０１３年起，研究进入蓬勃发

·３５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