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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基层医院门诊患者对药品说明书的关注度和理解程度 。方法 　根据相关资料设计调查问卷 ，采用

随机抽样方法 ，对 ６０８例门诊患者开展药品说明书问卷调查 。结果 　患者对药品说明书关注度最高的内容依次为“有效期 、适

应证 、不良反应 、用法用量” ，均达到 ８０％ 以上 ；而对药品说明书的理解程度普遍不高 ，仅有 ３项（适应证 、用法用量 、有效期）高

于 ３０％ 。理解程度的高低与患者文化水平高低和所处城乡地域差异有关 。结论 　基层患者对药品说明书的关注度较高 ，理

解程度较低 。建议药品说明书编写时应考虑患者的理解能力 ，同时发挥药师在合理用药宣教工作中的优势作用 ，提高患者正

确理解药品说明书的能力 ，保证患者的用药安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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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ey analysis of the cognition of the package insert in the grassroots hospital
outpatients
ZHANG Zhiwei （Department of Pharmacy ，Yingcheng People′s Hospital of Hubei Province ，Yingcheng ４３２４００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outpatient′s attention and comprehension to package insert in the grassroots hospi唱
tal ．Methods 　 ６０８ outpatients were randomly selected to answer the questionnaires designed with relevant data ．Results 　 Pa唱
tients paid the highest attention to effective period ，indication ，adverse reactions and dosage in package insert with rate above
８０％ ．The comprehension rate was low ．Only three items （indication ，dosage and expiration date） were above ３０％ ．Patient′s
capability to understand package insert is related to their educational level and the area they live （urban area verse rural area） ．

Conclusion 　 Patient′s attention to package insert is high ，but comprehension level is low ．We recommend that package insert
should be w ritten in the way of easy to understand for patients ．Pharmacists should play an importent role in teaching patients
rational drug use to ensure medication safety ．

　 　 ［Key words］ 　 grassroots hospital ；outpatient ；package insert ；cognition ；questionnaire

　 　药品说明书是向用药者介绍药品特性 ，指导合

理 、安全用药和普及用药知识的主要媒介 ，是药品信

息最基本 、最主要的来源［１］
。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

所用药品性能 、用法和注意事项 。因此 ，患者对药品

说明书的认知度非常重要 。认知度是指患者对药品

说明书关注并理解的程度 。本文针对门诊患者对药

品说明书的认知度情况进行调查 ，了解药品说明书

对患者用药所起的指导作用 。

1 　对象和方法

1 ．1 　调查对象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 １２ 月来我院门诊药

房取药的 ６５０ 例患者或家属 ，年龄在 １８ ～ ７０ 岁

之间 。

1 ．2 　调查方法
1 ．2 ．1 　依据枟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枠 、枟药品

注册管理办法枠 、枟药品说明书和标签管理规定枠中对

药品说明书的格式规定和要求［２］
，对药品名称 、成

分 、性状 、适应证 、用法用量 、不良反应 、禁忌和药物

相互作用 、注意事项 、有效期 、批准文号 、OTC 标识
共 １１项内容设计调查问卷 。

1 ．2 ．2 　问卷内容 　问卷内容分 ３个部分 ：①患者一

般资料 ，包括年龄 、性别 、户籍 、文化程度等 ；②对药

品说明书关注度的调查 ；③ 对药品说明书理解程度

的调查 。

1 ．2 ．3 　调查方法 　 对门诊取药患者随机发放调查

问卷 ，讲解调查目的 ，填写后当场收回 ，发出问卷

６５０份 ，收回有效问卷 ６０８份 ，有效率 ９３ ．５３％ 。

1 ．3 　分析方法 　用 Excel ２０１０软件建立数据库录
入数据 。用 SPSS １９ ．０计算平均值 、标准差 ，计数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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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比较 ，采用 χ
２检验 ，P ＜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2 　结果

2 ．1 　调查对象的一般资料 　 调查对象的一般资料

情况见表 １ 。平均年龄为 ４３ ．３７ 岁 ；男性 ６０ ．５３％ ，

女性 ３９ ．４７％ 。 男性以 ５１ ～ ７０ 岁人数最多 ，占

２９畅７７％ ；女性以 ３１ ～ ５０ 岁人数最多 ，占 ２５ ．００％ 。

高中以上学历占 ４０ ．９５％ 。男性和女性医疗保险类

型最多的都是城镇职工医疗保险 ，各占 ３４ ．４８％ 和

３１ ．８６％ 。

表 1 　调查对象的一般情况

项目 分组 例数 构成比（％ ）

年龄（岁） １８ ～ ４０ ~２３６ 摀３８ �．８１

４１ ～ ６０ ~２６５ 摀４３ �．５９

６１ ～ ７０ ~１０７ 摀１７ �．６０

性别 男 ３６８ 摀６０ �．５３

女 ２４０ 摀３９ �．４７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１２９ 摀２１ �．２２

初中 ２３０ 摀３７ �．８３

高中及以上 ２４９ 摀４０ �．９５

户籍 城镇居民 ３５１ 摀５７ �．７３

农村居民 ２５７ 摀４２ �．２７

2 ．2 　患者对药品说明书的认知度
2 ．2 ．1 　患者用药知识与药品说明书的相关性调查
　见表 ２ 。

2 ．2 ．2 　 患者对药品说明书内容认知度的调查结

果 　患者对药品说明书内容平均关注度为（６６ ．０９ ±

２２ ．８０）％ ，平均理解程度为（２１ ．３７ ± １７ ．０９）％ 。关

注度最高的 ５项依次是“有效期” 、“适应证” 、“不良

反应” 、“用法用量”和“注意事项” ；理解程度最高的

５项依次为 “适应证” 、“用法用量” 、“有效期” 、“不

良反应”和“药品名称” ，见表 ３ 。

2 ．3 　不同组别患者对药品说明书的理解程度 　患

者年龄和性别对药品说明书内容的认知度差异无统

表 2 　患者用药知识与药品说明书的相关性调查

调查问题 答案 例数
构成比
（％ ）

您的药品相关知识主
　 要来自于

主要从医师或药师处
　 获得

２３７ $３８  ．９８

主要来自电视 、杂志 、网
络等媒体

１９５ $３２  ．０７

主要从专业书籍中获得 ８５ $１３  ．９８

自身经验的积累 ５５ $９  ．０５

源自亲人或朋友介绍 ３６ $５  ．９２

您平时如何使用药品 按医师处方剂量服用 ２９３ $４８  ．１９

按药品说明书服用 １３５ $２２  ．２０

咨询药师 ８６ $１４  ．１４

凭经验服用 ５５ $９  ．０５

按家人或朋友介绍的剂
量服用

３９ $６  ．４１

用药时您会不会先阅读
药品说明书

每次都会 ２１５ $３５  ．３６

经常会 １９５ $３２  ．０７

偶尔会 １９４ $３１  ．９１

从来不会 ４ $０  ．６６

说明书指导用药的作用 非常有帮助 １９０ $３１  ．２５

较有帮助 ３１８ $５２  ．３０

较少帮助 ８３ $１３  ．６５

根本没帮助 １７ $２  ．８０

表 3 　患者对药品说明书内容关注度和理解程度的调查结果

药品说明
书内容

关注程度

例数 构成比（％ ）

理解程度

例数 构成比（％ ）

药品名称 ３５１ è５７  ．７３ １４７ W２４ 热．１８

药品成分 ４３５ è７１  ．５５ ３５ W５ 热．７６

药品性状 ３２５ è５３  ．４６ ２４ W３ 热．９５

适应证 ５２７ è８６  ．６８ ３２７ W５３ 热．７８

用法用量 ５１７ è８５  ．０３ ２７８ W４５ 热．７２

不良反应 ５１９ è８５  ．３６ １６３ W２６ 热．８１

禁忌证和药物
　 相互作用 　

４１０ è６７  ．４３ ８９ W１４ 热．６４

注意事项 ４７２ è７７  ．６３ ７６ W１２ 热．５

有效期 ５３７ è８８  ．３２ ２０２ W３３ 热．２２

批准文号 ２０２ è３３  ．２２ ６７ W１１ 热．０２

OTC 标识 １２５ è２０  ．５６ ２１ W３ 热．４５

均数 ± 标准差
（珚x ± s）

４０１ B．８２ ±

１３８ ．６０

６６ 痧．０９ ±

２２ ．８０

１２９ 耨．９１ ±

１０３ ．９１

２１ 煙．３７ ±

１７ ．０９

表 4 　不同组别门诊患者对药品说明书的理解程度的调查结果［n（％ ）］

因素 分组 例数（n） 适应证 用法用量 有效期 不良反应 全部理解 完全不理解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１２９ 照６７（５１ �．９４） ５７（４４  ．１９） ４０（３１ {．００） ３３（２５ 忖．５８） ０（０  ．００） １２（９ 洓．３０）

初中 ２３０ 照１２０（５２ �．１７） １０４（４５  ．２２） ７５（３２ {．６１） ５９（２５ 忖．６５） ６（２  ．６１） 倡 ７（３ 洓．０４） 倡

高中及以上 ２４９ 照１４０（６０ �．８７） １１７（４６  ．９９） ８７（３４ {．９４） ７１（２８ 忖．５１） １８（７  ．２３） ＃ １（０ 洓．４０） ＃

户籍 城镇居民 ３５１ 照１９２（５４ �．７０） １６４（４６  ．７２） １１８（３３ {．６２） １０１（２８ 忖．７７） ２１（５  ．９８） △ ３（０ 洓．８５） △

农村居民 ２５７ 照１３５（５２ �．５３） １１４（４４  ．３６） ８４（３２ {．６８） ６２（２４ 忖．１２） ３（１  ．１７） １７（６ 洓．６１）

　 　 倡 P＜ ０ ．０５ ，与小学及以下组比较 ；＃ P ＜ ０ ．０５ ，分别与小学及以下组和初中组比较 ；△ P ＜ ０ ．０５ ，与农村居民组比较

（下转第 ９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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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学意义 。与相对于高中及以上文化水平的患者相

比 ，初中组和小学及以下的患者对药品说明书认知

度较低 ；农村患者对药品说明书的认知度较城镇患

者低 。

3 　讨论

3 ．1 　对药品说明书关注度高的内容 　本次调查显

示 ，纳入统计的 １１项药品说明书内容中有 ４ 项（有

效期 、适应证 、不良反应 、用法用量）在公众中的关注

度达到 ８０％ 以上 ，９ 项在 ５０％ 以上 。可见 ，随着患

者安全用药意识的增强 ，患者对药品说明书的关注

度也在逐渐提高 。另外 ，８３ ．５５％ 的门诊患者认为药

品说明书有较大帮助 ，说明大部分患者认可药品说

明书的作用 ，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出患者对药

品说明书的关注度较高 。

3 ．2 　对药品说明书认知度低的内容 　表 ３表明 ，门

诊患者对药品说明书的理解程度普遍不高 ，仅有 ３

项（适应证 、用法用量 、有效期）高于 ３０％ 。对“处方

药和非处方药” 的理解程度低 ，只有 ３畅４５％ ；对“药

品性状”和“药品成分”的理解程度也很低 ，只有

３畅９５％ 和 ５畅７６％ ，而这些内容对患者避免错误用药

和重复用药是非常重要的 。表 ４ 显示 ，理解程度的

高低与患者文化水平和所处城乡地域差异有关 。文

化程度越高 ，患者对药品说明书的理解程度也高 ；城

镇患者的理解程度比农村患者高 。患者理解程度低

的内容基本集中在医学术语 、化学药品专业术语和

中医药术语 ，比如“顿服” 、“厌食纳差” 、“血象异常” 、

“暑湿感冒” 、“风热感冒”或“阴虚内热 、肝阳上亢 、湿

热下注”等都有超过一半的患者不理解 ，究其原因 ，

这些术语超出一般患者的阅读理解水平 ，使患者不

能进行连续阅读或者不愿意阅读 ，这和文献报道有

相似之处［３唱５］
。门诊患者对药品说明书的关注度较

高 ，但是理解程度较低 ，这说明患者有认知药品说明

书的需求 ，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制 ，导致其不能很

好地理解药品说明书的内容 。

3 ．3 　改善药品说明书认知度低的思考 　 药师在促

进合理用药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药师在日常工作

中应做好用药宣教 ，指导患者正确理解药品说明书

内容 ，耐心解答患者提出的问题 ，针对患者不容易理

解的内容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主动 、重点讲解 ，避

免使用专业术语 ，药品说明书可以针对医生和患者

不同对象分别编写［５］
，这样可以提高患者对药品说

明书的理解程度 ，帮助其更准确地用药 。

　 　药品说明书的编写遵循“科学 、易懂 ，便于消费

者自行判断 、选择和使用”的原则［６］
。例如儿童用量

应该根据年龄 、体重区分清楚 ，而不是使用“儿童酌

减”等模糊不清的语言 ；口服制剂的用法不使用“g” 、
“克” 、“ml” 、“毫升”等量词 ，而是使用更为形象的语

言 ，如 １片 ，或配备量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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