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ina Pharmacy 2015 Vol. 26 No. 27 中国药房 2015年第26卷第27期

随着社会的变化、人们生活与工作模式的改变，中成药

的使用变得越来越普遍，已成为中药发生不良反应的主要品

种[1]。如何安全使用中成药，避免或减少中成药使用过程中的

不良反应已成为一个社会性问题。在本研究中，笔者对广东

省不同地区居民中成药的使用情况进行了调查，并希望以此

了解人们对安全用药知识的认知及日常的用药习惯，探讨用

药安全的相关影响因素，进而提出合理化建议，旨在为更好地

保证民众用药安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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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了解广东省居民中成药用药安全现状及相关影响因素，为更好地保证民众用药安全提供参考。方法：对广东省3

个市的居民随机发放调查问卷，就受访者对中成药的认知、使用习惯、用药安全意识、获取中成药相关信息及购买的途径等进行调

查和统计、分析。结果：共发放问卷530份，回收有效问卷514份，有效回收率为96.98％。64.01％的受访者不知道所使用的中成

药的药物组成；50.39％的受访者不知道所使用的中成药的禁忌证；48.44％的受访者不知道所使用的中成药的不良反应；23.74％

的受访者掰开过药片后服用；65.18％的受访者不知道老年人中成药使用剂量要小于青壮年；44.75％的受访者不知道某些中成药

不能与西药一起服用。获取中成药相关信息及购买的途径多样，其中主要信息来源是医师和药店的药师；90.08％的受访者从药

店购买过中成药。结论：居民在平常使用中成药的过程中，最大的问题是对安全用药相关知识的匮乏而导致的用药安全意识薄

弱，用药行为和用药习惯存在不合理之处，最终可能造成用药安全隐患或发生用药安全问题。为此，应当加强对居民自我药疗知

识的科普教育、加强药店的处方药管理和发挥执业药师的药学服务功能以及加强药品广告的监督管理和规范药品说明书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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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medication safety status of Chinese patent medicines and related influence factors

for residents in Guangdong province，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better guarantee of medication safety for residents. METHODS：

Questionnaires were randomly sent out among the residents in 3 cities of Guangdong province. The cognition，utilization habit and

safety awareness，the ways to get the related information of Chinese patent medicines and purchase way were surveyed and ana-

lyzed statistically. RESULTS：Totally 530 questionnaires were sent out and 514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with effective re-

covery of 96.98％ . There are 64.01％ of respondents didn’t know the composition of Chinese patent medicines；50.39％ didn’t

know the contraindications of Chinese patent medicines；48.44％ didn’t know the adverse drug reactions of Chinese patent medi-

cines that they were using；23.47％ had once broken the tablets when took them；65.18％ didn’t know that the old people had less

dosage than teenagers and 44.75％ didn’t know that Chinese patent medicines couldn’t be taken with some western medicines.

There were many ways to get the related information of Chinese patent medicines and purchase them，and the main sources were

from doctors and pharmacists in drug stores；90.08％ had purchased Chinese patent medicines in drug stores. CONCLUSIONS：

During daily medication of Chinese patent medicines，the biggest problem for residents is that the weak awareness of medication

safety，unreasonable medication behavior and habit caused by lack of related knowledge of medication safety，which may cause

safety risks or happen medication safety problems. Therefore，the residents’education of self-medical knowledge should be intensi-

fied，the management of prescription in drug stores should be enhanced，pharmaceutical service function of pharmacists should be

played，supervision management of drug advertisement should be strengthened and the contents in drug instructions should be regu-

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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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本次调查的对象为广东省部分市区及农村的居民，调查

时间为2013年2月－2014年3月。共选择3个市即广州市、肇

庆市、惠州市的居民小区、街道，根据各城市的人口大致比

例，采取随机抽样方式向小区居民及行人发放调查问卷进行

调查。

1.2 调查方法

1.2.1 调查人员的培训 对协助本次调查的调查员进行统一

的培训，内容涵盖询问方式、沟通技巧及对问卷中各问题的解

释等，使得在所有调查点开展的调查都能够做到认识统一、标

准统一，以确保调查的可靠性与真实性。

1.2.2 调查问卷设计 参考以往类似的调查研究所使用的问

卷，并结合广东省实际情况与最新研究进展设计调查问卷，内

容涵盖受访者基本情况、受访者对中成药的认知、使用习惯、

用药安全意识、获取中成药相关信息及购买的途径等，所有问

题均为选择题（包括单选题及不定项选择题）。

1.3 数据处理与分析

采用 SPSS 13.0软件对数据进行录入和描述性统计分

析。同时采用计算机逻辑检错和利用频数分布查错，对可疑

的错误及时修正。

2 结果
2.1 问卷回收情况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530份，根据人口大致比例，广州市

分配 300份，惠州市分配 130份，肇庆市分配 100份，共回收问

卷530份，其中16份未填写完整被剔除，回收有效问卷514份，

有效回收率为96.98％。

2.2 受访者的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受访者中男性占 46.69％，女性占 53.31％；年龄

＜20岁占 14.40％，20～40岁占 71.01％，＞40岁占 14.59％；初

中及以下学历占17.32％，高中学历占7.98％，大学及以上学历

占74.70％，详见表1。

表1 受访者的基本情况

Tab 1 General information of the respondents

项目
性别

年龄

学历

选项
男性
女性

＜20岁
20～40岁
＞40岁

初中及以下学历
高中学历

大学及以上学历

人数
240.

274.

74.

365.

75.

89.

41.

384.

构成比，％
46.69

53.31

14.40

71.01

14.59

17.32

7.98

74.70

2.3 受访者对中成药的认知、使用习惯和用药安全意识

2.3.1 对中成药的认知情况 几乎所有的受访者都购买过中

成药，其中 70.04％的受访者知道所使用的中成药的适应证。

但有 64.01％的受访者不知道所使用的中成药的药物组成；

50.39％的受访者不知道所使用的中成药的禁忌证；48.44％的

受访者不知道所使用的中成药的不良反应，详见表2。

2.3.2 使用中成药的习惯 中成药的用药安全与使用中成药

的习惯息息相关。81.91％的受访者使用中成药前会阅读药品

说明书，81.71％的受访者使用中成药时会注意药品的保质期，

87.94％的受访者没有用过茶水送服中成药；但仍有23.74％的

受访者掰开过药片后服用，详见表3。

表2 受访者对中成药的认知情况

Tab 2 Cognition of the respondents about Chinese patent

medicines

项目
知道所使用的中成药的药物组成

知道所使用的中成药的适应证

知道所使用的中成药的禁忌证

知道所使用的中成药的不良反应

选项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人数
185

329

360

154

255

259

265

249

构成比，％
35.99

64.01

70.04

29.96

49.61

50.39

51.56

48.44

表3 受访者使用中成药的习惯

Tab 3 Habits of the respondents about using Chinese patent

medicines

项目
使用中成药前阅读药品使用说明书

使用中成药时注意药品的保质期

用过茶水送服中成药

掰开过药片后服用

选项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人数
421.

93.

420.

94.

62.

452.

122.

392.

构成比，％
81.91

18.09

81.71

18.29

12.06

87.94

23.74

76.26

2.3.3 对中成药的用药安全意识 在使用剂量方面，86.77％

的受访者知道不能加大剂量服用中成药，91.44％的受访者知

道小儿与成人中成药使用剂量不一样，但有 65.18％的受访者

不知道老年人中成药使用剂量要小于青壮年；82.30％的受访

者知道不能缩短中成药的二次服药间隔时间，89.30％的受访

者知道中成药对孕妇、小儿可能有一定的危害，但有44.75％的

受访者不知道某些中成药不能与西药一起服用，详见表4。

表4 受访者对中成药的用药安全意识

Tab 4 Consciousness of the respondents about Chinese pat-

ent medicines safety

项目
可以加大剂量服用中成药

可以缩短中成药的二次服药间隔时间

小儿与成人中成药使用剂量一样

中成药对孕妇、小儿没有危害

老年人中成药使用剂量要小于青壮年

某些中成药不能与西药一起服用

选项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人数
68.

446.

91.

423.

44.

470.

55.

459.

179.

335.

284.

230.

构成比，％
13.23

86.77

17.70

82.30

8.56

91.44

10.70

89.30

34.82

65.18

55.25

44.75

2.4 受访者获取中成药相关信息及购买的途径

获取中成药相关信息的途径有多样，其中主要信息来源

是医师和药店的药师，分别占 67.70％和 57.98％，另外还有

38.72％的受访者从亲戚朋友那里获得中成药相关信息，有

8.95％的受访者从电视报纸获得相关信息，详见图 1。购买中

成药的途径也有多种，90.08％的受访者从药店购买过中成药，

其次有49.02％的受访者从医院购买过中成药，详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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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3.1 居民对中成药的认知情况

中成药是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以中药材为原料按照规

定的处方、生产工艺和质量标准生产的制剂，因其疗效确切、

使用方便而成为当今医疗实践中广泛应用的治疗手段[2]。根

据调查结果，大部分受访者通过看药品说明书和其他途径知

道所使用的中成药的适应证。但大部分受访者不知道所使用

的中成药的药物组成、禁忌证和不良反应。这一方面说明市

民对用药安全意识不强，没有主动去了解中成药的药物组成、

禁忌证和不良反应等基本信息；另一方面，可能与中成药自身

的“宣传不足”有关——中成药说明书缺项较为严重[3]，中成药

相关不良反应方面研究不够[4]、不良反应标注不客观[5]，不能让

人们较全面地了解中成药。

3.2 居民使用中成药的习惯

根据调查结果，大部分受访者使用中成药前会阅读药品

说明书和注意药品的保质期，并有较好的用药行为。但仍有

18.09％的受访者没有阅读药品说明书的习惯，18.29％的受访

者不注意药品的保质期，12.06％的受访者用过茶水送服中成

药，甚至有23.74％的受访者掰开过药片后服用。据报道，某些

中成药禁与茶水同服[6]，原因可能是茶叶中的鞣酸、茶碱、咖啡

因 、可可碱等有可能与药物发生化学反应，造成药物失效或难

以吸收。另外，并不是所有的药片都可以掰开服用的。这也

证实了居民的用药行为和用药习惯仍有待改善[7]。

3.3 居民用药安全意识

根据调查结果，在用药剂量方面，有少部分受访者存在以

下错误观念：小儿与成人中成药使用剂量一样，老年人中成药

使用剂量与青壮年一样，可以加大剂量服用中成药。还有一

些受访者对服药时间、药物危害性的认知不足：有17.70％的受

访者认为可以缩短中成药的二次服药间隔时间，有 10.70％的

受访者认为中成药对孕妇、小儿没有危害。另外，对于中成药

是否能与西药一起服用，选择“是”与“否”的人数很接近，说明

这是困扰大多数人的用药问题。

由于患者大多没有专业的医疗知识，对剂量把握不好，对

安全服药的意识不足，对药物危害性的了解不够，极容易出

现不合理用药，由此可能延误病情或者造成严重不良反应的

发生。

3.4 居民获取中成药及其相关信息的途径

大部分受访者是通过医师和药店的药师来了解中成药及

其相关信息。有一部分人是在药店自行购买中成药，缺乏医

师指导；药店虽然有药师，但药品的管理和指导用药方面显然

没有医院那么规范，这部分患者的用药安全主要由其自己掌

控，因此存在较大的用药安全隐患。

中成药用药安全是受多个因素影响的复杂问题，但影响

居民用药安全状况的主要因素包括居民安全用药的认知和意

识、用药的习惯和行为、外部环境影响等。其中，安全用药的

认知和意识决定了用药的习惯和行为；外部环境主要由医院、

药店组成，医师、药师是对患者造成影响的主要人群[7]。为从

根本上解决居民的用药安全问题，应从 3个方面采取干预策

略：首先是基于居民的干预策略，即加强对居民自我药疗知识

的科普教育，通过居民的自我管理，降低自我药疗的风险；其

次是基于药店的干预策略，主要包括加强药店的处方药管理[8]

及发挥执业药师的药学服务功能；最后是基于社会的干预策

略，即加强药品广告的监督管理与规范药品说明书的内容，倡

导正确使用药品说明书[8]，在药品说明书中要给予患者明确的

信息，特别是使用注意事项、禁忌证等方面要有明确的标注，

以降低患者的用药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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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受访者获取中成药信息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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