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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居民中成药用药安全现状 KAP 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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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调查甘肃省居民中成药用药安全现状，从知识－态度－行为(KAP)分析影响居民中成药用药安全的因

素并提出建议意见。方法：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抽取年龄≥18 岁的甘肃省常住居民（472 人）为调查对象，通

过问卷星发放并收回有效问卷 470 份，用 SPSS26.0 统计软件分析居民对中成药的认知、使用行为习惯、用药安

全意识及影响因素。结果：甘肃省居民中成药用药安全状况的知识得分平均为 38.63 分，最高为 50 分，最低为

13 分；态度得分平均为 57.92 分，最高为 75 分，最低为 19 分；行为得分平均为 42.17 分，最高为 55 分，最低

为 15 分。KAP 整体得分均为中等。结论：调查发现甘肃省居民 KAP 水平还需逐步加强，社区可根据以上分析，

为居民提供适当的中成药用药知识普及宣传，以提高居民用药水平，避免居民错误用药，导致不良反应。

关键词:中成药；知识-态度-行为；调查问卷；用药安全；宣教

DOI:10.69979/3029-2808.25.06.042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重大工

程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23〕3号）
[1-2]

等文件

中均对中成药做了专门的强调，中成药作为我国中医药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历史久远，方药复杂多样。甘肃

省在历次重大传染病疫情爆发和流行之时，均重点采用

了中药结合治疗的方法，推出了“甘肃方剂”
[3]
。“甘

肃方剂”是甘肃省中医药专家结合传统中医理论和现代

医学知识，开发的一系列中医药预防和治疗方案
[4]
，极

大发挥了甘肃省作为中药资源大省的作用，中药的功能

功效再次突出在大众面前，也推动了中西医结合诊断治

疗，中成药将在健康中国建设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5-

6]
。通过 KAP 模式调查甘肃省居民中成药用药安全状况，

分析可能影响居民安全使用中成药的影响因素，为进一

步提高居民中成药的安全使用提出建议。

1 资料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于 2024 年 2月，抽取年龄≥18岁的甘肃省常住居

民 472 人作为调查对象。

1.2 方法

1.2.1 问卷

通过问卷星发放并回收调查问卷。

1.2.2 问卷来源与内容

参考中国药学会科技开发中心提供的《中国居民用

药行为风险 KAP 调查问卷》模板
[7-8]

，对问卷进行了修

改和改进。调查问卷共包括 3部分内容，第一部分阐述

了调查的目的和重要性，确保了信息的保密性，并衷心

感谢参与人员。问卷的第二部分收集了受访者的基本信

息，包括性别、年龄、就业和教育水平等。问卷的第三

部分由 36 个题目组成，涵盖认知，态度，行为三个维

度。

1.2.3质量控制

剔除填写不完全，乱填等不符合要求的无效答卷，

保证问卷质量。

1.2.4问卷评分标准

问卷第三部分采用 5级量表进行计分，根据赞同程

度或行为发生频率进行数字量化，非常不同意/从不为 1

分，比较不同意/偶尔为 2分，一般/时常为 3分，比较

同意/经常为 4分，非常同意/总是为 5分。根据分数越

高，用药风险越低的原则进行划分。见表 1。

表 1 各维度评分标准

得分 优秀 良好 中等 及格 不及格

认知
得分

50 分～
45分

44 分～
40分

39 分～
35分

34 分～
30分 ≤30分

行为

得分

75 分～

68分
67 分～

60分
59 分～

53分
52 分～

45分 ≤45分

态度
得分

55 分～
50分

49 分～
44分

43 分～
39分

38 分～
33分 ≤33分

1.3 统计分析法

利用问卷星将数据导出，采用 Microsoft Excel 自

编量表汇整理数据，使用 SPSS26.0 软件对数据进行录

入和描述性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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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2.1 问卷回收情况

在实际调查中，实发问卷 472 份，回收有效问卷 4

70 份，问卷的有效率为 99.58%。

2.2 居民基本信息

被调查者中，女性居民人数占 51.10%；男性占 48.

9%；35 岁～49岁的中年人数占 35.10%；月收入在 4000

元～6000 元占 34.90%。

2.3 居民 KAP得分情况

2.3.1 认知得分

甘肃省居民中成药用药安全状况的知识得分平均

为 38.63 分，最高为 50分，最低为 13分，整体得分为

中等。大部分居民对中成药都有所了解，其中 75.1％的

居民认为过期的中成药不能服用，71.5%的居民认为某

些中成药不能与西药一起服用，73.6％和 68.1%的居民

知道中成药有禁忌症和不良反应；但仅有 15.7%的居民

不认为可以缩短中成药的二次服药间隔时间；14.1%的

居民不认为购药时应看品牌和名气判断中成药疗效。年

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值＜0.05)。

2.3.2 行为得分

甘肃省居民中成药用药安全状况的行为得分平均

为 42.17 分，最高为 55分，最低为 15分，整体得分为

中等。74.7%的居民对“使用中成药时注意药品的保质

期”表示经常或总是，73%的居民对“就医后，严格遵

医嘱按时按量使用中成药”表示经常或总是，72.6%的

居民对“使用中成药前，会特别关注中成药的用量用法”

表示经常或总是；仅 14.5%的居民“服药几 d后，感觉

没效果擅自更换中成药”表示从不或偶尔等。年龄和居

住地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值＜0.05）。

2.3.3 态度得分

甘肃省居民中成药用药安全状况的态度得分平均

为 57.92 分，最高为 75分，最低为 19分，整体得分为

中等。大部分居民对于中成药宣教的阅读医院或卫生服

务中心发放的合理使用中成药的宣传材料、医院或卫生

服务中心合理使用中成药知识讲座、手机端推送的合理

使用中成药科普文等各种途径都表示有必要，极少居民

不支持进行宣教活动。不同年龄和居住地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值＜0.05)。

2.4 影响居民中成药用药安全 KAP 得分的最优尺

度回归分析结果

将居民基本信息中性别(男性=1，女性=2)、年龄(1

8～＜35岁=1，35～＜50岁=2，50～＜65岁=3,≥65 岁

=4)、月收入(＜1000 元=1，1000～＜2000 元=2，2000～

＜4000 元=3，4000～＜6000 元=4，≥6000 元=5)、居住

地(城镇=1，农村=2)、医疗保障(社会基本医疗保险=1，

商业保险=2，自费医疗=3，公费医疗=4，其他=5)、文

化程度(研究生及以上=1，本科=2，大专=3，高中/中专

=4，初中=5，小学=6)和工作状况（在职=1，离退休=2，

无/失业=3)，职业（企业工人=1，公司职员=2，机关干

部=3，医疗机构=4，教师=5，学生=6，企业经营管理=7，

自由职业=8，其他=9），8个影响因素进行赋值设为自

变量，将居民中成药用药风险知识、行为和态度得分设

为因变量，进行最优尺度回归分析。

由重要性系数可知，月收入对居民认知得分影响最

大，其次为年龄和职业；年龄对居民行为得分影响最大，

其次为月收入、职业和居住地；月收入对居民态度得分

影响最大，其次为年龄和职业。并且，月收入对于认知

方面有显著影响（P值＜0.05）；居住地对行为方面有

显著性影响（P值＜0.05）；年龄、月收入、居住地对

态度得分有显著影响（P值＜0.05）。

2.5 居民中成药用药安全 spearman 相关性分析

对甘肃省居民中成药用药安全三个维度进行 spear

man 相关性分析。认知维度得分与行为维度得分呈正相

关（r²=0.884,P 值＜0.01）,认知维度得分与态度维度

得分呈正相关（r²=0.869,P 值＜0.01）,行为维度得分

与态度维度得分呈正相关（r²=0.854,P值＜0.01）。

3 讨论

数据分析显示，甘肃省居民对中成药用药认知、态

度和行为等得分均中等，有待再提高。并且，认知、态

度和行为三者之间均存在正相关性，这一结果指导我们

要想进一步改善加强居民中成药用药安全的行为，可以

从提高居民中成药正确用药认知着手，塑造积极正确的

用药态度。

3.1 居民利用空闲时间，积极提升用药素质水平

居民中成药用药认识方面有 16.60%的居民不及格。

建议居民在使用中成药进行预防和治疗疾病的时候应

注意提升用药知识。青壮年可在空闲时间，利用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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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优势，进行相关中成药知识的普及，通过各种平台推

送的短视频和科普文章，提高用药认识。老年人可以经

常参与社区宣传活动，积极参加社区免费医疗，接受社

区相关用药讲座活动，提高用药素质。居民在选择中成

药进行治疗的时候，需提前询问医师，药物使用方法等。

若发生不良反应，应及时就医，以及后续如何治疗等。

3.2 医师通过多方渠道开展用药教育及服务，指导

居民正确用药

居民中成药用药行为方面有 17.23%的居民不及格。

建议在后疫情时代，医药师可通过互联网医院平台，开

展药学服务，在线开展中成药用药教育
[9-10]

。并且根据

地域以及民族特色对居民中成药使用风险误区较高的

相关内容进行用药普及编撰。对症下药，满足不同阶段

居民的用药需求，指导居民日常正确用药，减少风险行

为发生。

3.3 社区因人而异，开展特色中成药宣教及咨询活

动

居民中成药用药态度方面有 19.79%的居民不及格。

建议社区可因人而异，根据不同年龄，职业的人群进行

不同方式的普及宣传，以中成药用药知识普及为主，社

区组织开展相关教育宣讲活动，对老年居民进行详细的

讲解，对于不识字的老人进行生动的口头传教或视频引

导。还可定期进行中成药检查，现场药品咨询活动，对

居民家中的中成药进行检查，有无过期，如何使用等。

4 结论

甘肃省居民中成药用药认识，行为态度得分中等，

居民用药安全素养水平还需逐步加强，社区可对居民开

展适宜的中成药用药安全健康宣教，以提高居民用药素

质水平，避免居民错误用药，导致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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