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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采用调查研究医院内慢性病患者的用药情况的方法，来为基层药师研究“如何开展更好的用药教育”而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方法 随机选取医院半年内的慢性病患者 140 例，通过采用调查问卷的方法来了解他们对于使用药情况、关于药物知识的掌握情况以及对药

学服务等进行调查。结果 此次调查发放的 140 张调查问卷中回收率和有效率均达到了百分之百，患者也都积极配合我们的调查。通过调查

的结果显示我们应该对患者进行个性化的药学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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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我国的

工业化、农村城镇化和人口老龄化的进程也越来越快，再加上现代

人生活方式的不健康和环境变化等因素的影响，我国慢性病的发生

率在近年来呈稳步上升的趋势，像心脑血管疾病和恶性肿瘤等慢性

疾病已成为我国人口死亡的主要原因，因患有慢性病而导致死亡的

人数已经占到全国总死亡率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慢性病导致的疾病

负担占到了总疾病负担的百分之七十，慢性病患者虽然不用住院治

疗，只需在家服药即可，但由于患者在服药期间存在着很多的不合

理用药，所以严重的影响了药物的治疗效果。所以，研究者近几年

已经将慢性患者的长期用药的安全问题作为关注的重点。随着发

展，在药品零加成和自动化配置系统的不断推进以及不断开展的关

于药师服务模式探索研究的情况下，现在的服务模式主要有药学门

诊、用药教育、药学科普和临床药学，对于基层药师来说比较容易

开展的药学服务模式是用药教育。想要开展患者的用药教育就需要

根据实际情况了解当地患者的用药情况，因此，为了进一步了解门

诊中慢性病患者的用药情况，所以采取对医院门诊中慢性病患者进

行相关的用药调查研究，并且分析患者目前所存在的用药问题，以

便于能够更好地开展相关的药学服务和满足更多的慢性病患者的

用药服务需求，并且也为慢性病患者提供了更加有效、安全和便利

的服务。 

一、研究对象和方法 1.研究对象 选择医院最近半年内通过门

诊收治的 140 例慢性病患者作为此次研究的研究对象。入选的标准

为：（1）患者能够进行正常的沟通；（2）属于患有慢性病的患者；

（3）患者能够独立自主的完成调查问卷。不符合要求的患者标准：

患者存在精神和意识障碍。2.方法 调查者自行设计调查问卷，问卷

的主要内容为：患者的基本信息（姓名、年龄、疾病的类型和患病

的期长）、服用的药物的依从性（按时按量的服药、是偶尔出现过

漏服药还是经常出现漏服药情况）、对于药物基本知识的了解情况

（药物的适应证、用法用量、不良反应、禁忌症、药物之间的相互

作用以及药物对饮食的影响）、获得药品服务的主要途径（医生、

护士、药师、说明书、上网等）和患者希望能够得到的药学服务及

开展。3.数据的收集和处理 采用当场发放当场作答当场收取的方

法，并用 Excel 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及分析。 

二、研究结果 1.基本情况 调查中共发放了 140 张调查问卷，

回收有效的问卷为 140 张，有效率为百分之一百，其中这 140 例中

均为慢性病患者，男性患者占到六成，女性患者仅占到四成，患者

年龄在 20-85 岁之间，平均年龄在 60 岁左右，患者的平均病程在 4

年。调查的患者中包含了高血压、糖尿病、高尿酸、高血脂、冠心

病以及其他慢性病。2.患者服用药物的依从性 在所调查的 140 名患

者中，75%的患者表示能够按时按量的服用药物，20%的患者表示

偶尔会出现漏服药物的情况，只有少数，大概 3%的患者表示自己

出现经常漏服药物的情况。3.患者对药品知识的了解情况 调查的

140 例慢性病患者中，超过 80%的患者了解药品的基本知识和用法

用量；将近 50%的患者不了解药品的基本知识中的禁忌症和药物间

的相互作用；对于药物的不良反应，60%的患者并不了解，43%左

右的患者也仅仅是了解小部分；74%的患者了解药物对食物的影

响，不过也依然有近半成的患者仅仅是了解小部分。4.患者获取药

物信息的途径以及希望得到的药学服务情况 在调查的 140 例慢性

病患者中，80%以上的患者表示自己是通过咨询医生来获取的关于

药品的信息，不到 2%的患者选择咨询护士，不到 3%的患者是选择

咨询药师，超过 8%的患者是选择从说明书中获取药品的信息，还

有 5%的患者是选择了其他的途径获取关于药品的信息。有 75%左

右的患者希望能够得到的药学服务是提供药物咨询窗口和医务人

员能够定期随访，超过 6%的患者希望能够有电话回访，将近 3%的

患者是希望通过网上咨询，有将近 20%的患者希望能够通过更多的

不同的途径和方式来得到药学服务。 

三、讨论 根据本次的调出研究结果显示来看，本次调查的患

者中 75%左右的患者表示自己能够按时按量服用药物，低于参考数

据，这说明有待提高所调查的医院患者的依从性，但是不可否认的

是总体的服用药物情况还是良好的。通过对实验所得数据的分析，

参与调查的患者对药物的基本知识中的药物的禁忌症和药物间的

相互作用最不了解，其次的排序分别为药物的不良反应、用药的注

意事项、药物的适应症、对饮食的影响和药品的用法用量。通过对

数据的分析得出由于慢性病患者对于药物的禁忌症和药物间的相

互作用以及不良反应掌握情况相对较差，所以容易导致患者出现严

重的不良反应，从而有可能会导致病情的加重。出现这种情况的原

因有可能是所调查的患者为老年人居多，年龄大记性差，忘记是否

已经服药从而导致自己重复服用药物，增加了不良反应的发生几

率，因此不利于疾病的控制。 

通过研究和总结发现，慢性病患者对于服用药物的依从性比较

差，不够清楚地了解关于服用药品的基本知识，并且是比较单一的

来获取关于药物的信息，因此需要较大的药学服务，所以我们应该

根据慢性病患者的服药特点来制定个性化的药学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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