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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哈密市儿童用药素养及用药安全行为风险 KAP 调查研究
朱艳华 刘芳 王艳 顾婷婷 张娟娟

新疆哈密市中心医院，新疆哈密，839000；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健康意识的提高，新疆哈密市儿童的用药安全成为公共健康的重要议题。本研究针

对 10-18 岁儿童通过 KAP 模型分析了儿童用药素养和安全行为，调查结果发现受访者普遍存在药物认知误区且有

不当的用药行为，除此之外用药知识普及活动的参与度亦较低，大多数受访者对其必要性认识不足，最后根据调

研结果提出适合的干预策略，旨在提升家长的用药素养，保障儿童用药安全，为其他相似地区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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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药安全口号是避免用药伤害，此外根据WHO数据，

由于用药伤害占可预防的医疗总伤害的 50%。药物滥用

后果严重，有超过 1/3 的 5 岁以下儿童中毒事件的原因

是药物误用。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全球患者约有1/3 是死

于不合理用药而非疾病本身，由于不合理用药造成了全

球范围内药品的严重浪费、医药费用急剧上涨，药物耐

药性事件及成瘾性事件时有发生，不合理用药已成为全

球关注的社会问题。

儿童用药安全已然成为公共健康领域的重要议题，

而儿童作为特殊的用药群体，由于其生理和心理尚未完

全发育成熟，对于药物的代谢和反应不同于成年人，这

就使得儿童用药安全显得尤为重要。新疆哈密市由于其

地理位置和文化多样性
[1]
，当地居民的用药习惯与内地

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此对儿童用药安全问题尤为重要。

本研究旨在通过对哈密市儿童用药素养及用药安全行

为进行系统调查，应用知识、态度、实践（KAP）模型，

深入分析影响儿童用药安全的关键因素，通过问卷调查

法收集相关数据，以识别潜在风险和不安全用药行为，

并探讨适合当地的干预策略，旨在提升家长的用药素养，

保障儿童的用药安全，同时推动健康教育和公共卫生政

策的优化，为其他具有相似背景的地区提供借鉴和参考。

1 新疆哈密市儿童用药素养及用药安全行为风

险 KAP 调研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选取新疆哈密市 10-18 岁的儿童 500 例，以

其作为用药素养及用药行为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中国药

学会科技开发中心设计的“中国居民用药行为风险 KAP

调查问卷”进行调研，纳入标准：10-18 岁儿童，儿童

及监护人自愿受访并签署知情同意书者（儿童由监护人

签署知情同意），可自行完成或在监护人帮助下完成问

卷者，了解问卷每个条目所表达的含义。排除标准：神

志不清、精神异常者，具有认知功能障碍者，不愿合作

者。

1.2 方法

调查员以面对面、一对一的线下电子问卷调查的形

式进行调研，问卷可通过扫描二维码获得，旨在了解新

疆哈密市 10-18岁儿童用药素养与用药行为现状。

1.3 结果

表 1 儿童用药素养及用药安全行为风险 KAP 调查结果

问题编号 问题 从不 偶尔 时常 经常 总是

1 你是否阅读药品说明书？ 50 100 150 100 100

2 你是否知道药品的准确用途？ 60 120 130 100 90

3 你是否按照规定时间服药？ 40 80 100 120 160

4 你是否按照医生的建议使用药品？ 70 90 120 110 110

5 你是否自己决定改变剂量？ 200 150 80 40 30

6 你是否服用过期药品？ 250 120 80 3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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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编号 问题 从不 偶尔 时常 经常 总是

7 你是否会在同学或朋友之间交换药品？ 280 130 60 20 10

8 你是否通过互联网购买药品？ 200 150 100 30 20

9 你是否在社交媒体上获取用药信息？ 150 150 90 60 50

10 你是否了解药品的副作用？ 80 100 140 100 80

11 你是否按照性别、年龄、体重调整剂量？ 200 120 90 60 30

12 你是否与家长讨论用药问题？ 130 90 120 80 80

13 你是否发生过药物过敏反应？ 350 80 40 20 10

14 你是否知道在几种症状下需要立即停药？ 150 120 100 80 50

15 你是否会保存药品在阴凉干燥的地方？ 90 60 100 120 130

16 你是否知道如何处理过期的药品？ 120 150 110 70 50

17 你是否参加过用药知识讲座或教育活动？ 250 150 60 30 10

18 你是否阅读过用药安全相关的书籍或文章？ 180 140 90 50 40

19 你是否知道药品与食物的相互作用？ 130 150 120 60 40

20 你是否按照医生开具的处方进行药物购买？ 150 110 90 70 80

21 你是否了解用药过量的危害？ 100 120 140 80 60

22 你是否了解药物成瘾的风险？ 150 130 130 60 30

23 你是否因为不合理用药住过院？ 400 60 30 10 0

24 你是否进行用药前的过敏测试？ 150 130 100 80 40

25 你是否听过用药中毒的案例？ 130 110 120 90 50

26 你是否注意到药品的批号及生产日期？ 100 80 130 120 70

27 你是否通过电视或广播获取过用药信息？ 110 140 130 80 40

28 你是否会问医生药品的具体作用及副作用？ 140 120 100 90 50

29 你是否会在不舒服时自行购买药品而不咨询医生？ 200 150 80 50 20

30 你是否知道药品分类，如处方药和非处方药？ 120 140 110 90 40

31 你是否按时服用维生素和补充剂？ 100 120 130 90 60

32 你是否每天规律作息？ 90 130 130 100 50

33 你是否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 80 110 140 120 50

34 你是否有经常运动的习惯？ 100 120 140 100 40

35 你是否觉得自己很容易感到焦虑？ 150 130 110 80 30

36 你是否容易感到抑郁？ 180 140 90 60 30

37 你是否与朋友和家人联系密切？ 100 110 130 90 70

38 你是否会定期与医生进行健康检查？ 120 150 100 80 50

39 你是否知道急救电话和急救方法？ 90 110 140 90 70

40 你是否会为了减轻症状而自行增加药量？ 200 140 90 50 20

41 你是否注意到药品的保存条件和有效期？ 90 110 130 100 70

42 你是否定期整理和检查家中的药箱？ 100 120 140 80 60

43 你是否会用药时用温水送服而非其他饮料？ 100 90 140 11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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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编号 问题 从不 偶尔 时常 经常 总是

44 你是否知道药品的可能过敏源成分？ 120 140 130 80 30

45 你是否会因担心副作用而拒绝使用必要的药物？ 180 140 100 50 30

46 你是否会询问药剂师的意见来确认合适的药物？ 120 130 140 70 40

47 你是否有过因服药不当而产生严重健康问题的经历？ 350 90 40 15 5

48 你是否会在用药前仔细阅读成分和禁忌？ 100 130 140 90 40

49 你是否知道怎样使用抗生素？ 110 120 140 80 50

50 你是否觉得需要更多的用药教育宣传？ 70 60 100 130 140

如表 1所示，儿童用药素养及用药安全行为存在明

显的不足。首先，在阅读药品说明书方面尽管有 200 例

儿童经常或总是阅读药品说明书，但仍有相当部分的儿

童从不或偶尔阅读，这反映出用药基本知识的普及度依

然不高，同样了解到药品准确用途、服药时间及副作用

等基本信息的儿童比例也不高，对于这些问题，总是和

经常选择的频率仅占一小部分。其次对于那些需要严格

遵循医生建议用药的重要行为，诸如按照规定时间服药

和遵循医生和药剂师建议的比例也不高，从自行改变药

物剂量、服用过期药品以及在同学间交换药品等危险行

为来看大多数儿童表现出较好的安全用药习惯但仍有

一部分有潜在危险行为，特别是自行改变剂量和服用过

期药品的问题上，“从不”的比例高达一半的人数，表

明这一部分儿童及其监护人可能对儿童用药安全的理

解不足。此外通过互联网购买药品或从社交媒体获取用

药信息的行为也需引起重视，因为这些行为亦会接触到

不可靠或错误的信息，对于定期整理药箱、注意药品保

存条件、进行用药前的过敏测试以及问询医生药品详细

信息等健康的用药习惯儿童的表现尚不理想，根据数据

有一部分儿童表现出一定的积极行为，但整体表现依然

有待加强，特别是在用药教育和宣传方面很多儿童提出

了更高的需求，这说明当前用药教育的覆盖和内容深度

尚不足，对药物的分类知识如处方药和非处方药的了解

也不够广泛。同时儿童在了解药品与食物相互作用、药

物成瘾风险、药物过量危害等方面的认知仍需提升。总

体而言，尽管有些儿童在用药素养和安全行为上有良好

习惯，但大多数儿童需要更多的教育和指导，以提升整

体的用药安全水平。

2 原因分析

2.1 药物认识误区

在调研中发现许多人对药品的安全性和功效存在

误解，例如认为越贵的药品越安全、越有效，同时认为

抗菌药物能治愈任何感冒发烧类疾病，产生这些偏见主

要是源于信息不对称和广告误导所导致的，很多患者缺

乏专业的医学知识，容易受到品牌、价格和大众观点的

影响，说明当前公众对于药品的科学认知不足，亟需加

强药物的科普教育，以帮助消费者学会正确的识别和选

择药品
[2]
。

2.2 不当用药行为

在调研中发现当前公众存在许多不当用药的行为，

常见的不良行为有自行增减药物剂量、服用过期药品、

用牛奶或咖啡喝药 3种，这些行为会导致药效减弱或诱

发不良反应，甚至导致其他严重的健康问题。此类问题

的根源在于公众缺乏正确的用药知识和对药物说明书

的重视不足，此外医药指导资源的缺乏使得部分患者在

用药过程中依赖于个人的经验，进一步凸显出提高公众

用药素养和医师指导的重要性
[3]
。

2.3 医疗教育不足

在用药教育方面多数人表示很少参与社区、医院所

组织的合理用药知识讲座和宣传活动，另一个层面说明

此类活动的覆盖面不广、吸引力不足、信息宣传不到位。

社区和卫生机构在用药知识宣传中没有充分调动公众

的参与兴趣，进而导致其知识普及的效果有限，此外随

着数字化时代的发展，对网络和社交媒体平台用药知识

宣传的作用也尚未被充分利用
[4]
。

3 提升儿童用药素养，降低用药风险建议

3.1 提高公众对药品使用安全性的认知

加强科普教育以帮助公众正确理解药物的作用机

制和用药原则。通过电视、网络、微信等媒体渠道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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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安全用药的科普信息，进而纠正公众对药品价格与

疗效、安全性的错误认知。同时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定期组织讲座，通过案例分析和互动问答的方式帮助

群众分辨科学与谣言，通过这些措施旨在提高公众对药

品使用安全性的认知，减少由于误解而导致的不当用药

行为
[5]
。

3.2 加强药品储存与管理的指导

向公众提供详细的药品储存的指导，倡导建立家庭

药品管理制度，由社区发放药品储存手册来指导居民如

何合理分类、存放药品以及定期检查有效期的方法。此

外利用学校、社区活动等途径专门开展药品安全知识教

育，督促家长为孩子创建安全的家庭用药环境，旨在降

低药品误用和中毒事故的发生。

3.3 增加合理用药知识的普及力度

卫生部门与社区进行合作，加大合理用药知识的普

及力度，在社区、医院和学校定期开展专题讲座，并发

放有针对性的宣传材料，其中这些活动主要以提高群众

的参与度和兴趣为导向，通过案例展示、多媒体互动等

形式让内容更加生动易懂。同时鼓励公众通过线上平台

进行自学，增加学习的灵活性和便捷性，旨在通过加强

合理用药知识的宣传教育，提升公众对合理用药的理解

和重视，从而减少不良用药行为的发生。

4 小结

加强合理用药宣传，提高全民健康意识。加强儿童

健康管理，促进儿童心理健康。进一步加强用药安全管

理，提升合理用药水平，保障医疗质量安全和人民健康

权益，哈密市儿童及其监护人在用药知识和实践中面临

误区，不当用药行为较为普遍，通过本文提出的措施旨

在加强公众对药物安全性的认知，减少不当用药行为的

发生，保障儿童的用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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