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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民对二甲双胍在慢性疾病防治作用

的认知情况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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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对二甲双胍在慢性疾病防治作用认知情况进行调查，了解海口市民对二甲双胍的知晓程度及在慢性疾病

方面的防治作用。方法：1.参考相关文献设计《海口市民对二甲双胍在慢性疾病防治作用的认知情况知识问卷》，随机抽取于

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海南省人民医院 214 名医务工作者及 240 名普通群众进行问卷调查。2.

统计学方法：问卷所得分值用 Excel2016 表格完成数据录入，采用 SPSS25.0 软件统计分析。结果：二甲双胍在慢性疾病防治作

用的总知晓率为 59.92%；不同科室医务工作者对于二甲双胍了解程度分析 P 值小于 0.01，有统计学意义，具有显著差异，以

老年病科知晓率最高为 95.78%；医务工作者和普通群众对于糖尿病和高血压相关知识的了解程度分析 P 值小于 0.01，有统计

学意义，具有显著差异，医务工作者对该种慢性疾病的了解高达 90%。结论：从目前的调查来看，医务工作者与普通群众对

二甲双胍及其在慢性疾病的作用相关知识的掌握程度差别很大。我们应对普通群众进行专门的宣传教育，提高人们对二甲双

胍药物的认识及慢性疾病预防的相关知识，从而减少慢性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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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目前二甲双胍在慢性疾病中主要仍应用于 2型糖尿病的

治疗。二甲双胍对高血压、冠状动脉疾病或糖尿病的患者有

更好的保护作用，该类人群应用二甲双胍可降低脑卒中的发

生风险[1]。近年研究表明二甲双胍在改善癌症结局存在一定

作用，并且对于心血管的保护也有一定疗效[2]。慢性疾病不

是特指某种疾病，而是针对一类起病隐匿，病程长且病情迁

延不愈，缺乏确切的传染性生物病因证据，且有些尚未完全

被确认的疾病的概括性总称[3]。因此我们认为二甲双胍在慢

性疾病的发展上具有一定保护作用。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对象来自于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海南医学

院第二附属医院、海南省人民医院 214名医务工作者及 240

名普通群众。

1.2 研究方法

问卷内容包括：人口学资料（性别、年龄、职业），两

种常见慢性疾病即糖尿病、高血压，其判断标准、危险因素

及防治措施相关问题，药物二甲双胍的临床用量、临床疗效

及副作用相关知识三个部分。调查问卷均由经过培训合格且

具有良好沟通能力的医学生对满足条件的被调查对象进行

询问并填写。

1.3统计学方法

完成的问卷调查核对及整理后，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

料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知晓率用频数来表示。单

因素方差分析用于医务工作者与普通群众，不同科室之间知

晓情况的分析比较，P＜0.05 则有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海口市民对二甲双胍在慢性疾病防治作用的认知情况知

识问卷得分情况

问卷得分总分值满分为 50 分，被调查对象的总体得分、

各子项具体得分、知晓率，如表 2.1 示。

表 2.1 调查问卷的总体得分情况

平均值 标准差 知晓率

得分 29.96 13.26 59.92%

2.2被调查对象不同职业与二甲双胍在慢性疾病防治作用的

知晓情况分析

医务工作者对二甲双胍在慢性疾病防治作用掌握水平

均较高，而非医务工作者在该知识掌握程度较低，表 2.2 所

示。

表 2.2 被调查对象不同职业与二甲双胍在慢性疾病防治作用

的知晓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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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值 标准差 知晓率 P 值

医务工作者 40.49 9.88 80.98%
P<0.01

非医务工作者 20.56 7.65 41.12%

2.3 被调查对象不同职业与二甲双胍相关知识的知晓情况分

析

医务工作者所在科室不同对该药物了解程度具有较大

差异，如表 2.3所示。

表 2.3 医务工作者不同科室对于二甲双胍的认知差异

平均值 标准差 知晓率 P值

心血管内科 41.82 8.24 83.64%

P<0.01

心血管外科 40.60 6.34 81.20%

内分泌科 46.90 5.28 93.80%

老年病科 47.89 3.2165 95.78%

药剂科 32.50 17.68 65.00%

妇科 46.75 7.30 93.50%

骨科 29.21 6.07 58.42%

胃肠外科 26.11 5.57 52.22%

产科 30.83 6.20 61.66%

2.4 被调查对象不同职业与慢性疾病相关知识的知晓情况分

析

医务工作者对高血压的范围以及对于糖尿病典型症状

非常了解。而非医务工作者在慢性疾病的基本知识了解程度

偏低，如表 2.4.1、表 2.4.2 所示。

表 2.4.1 医务工作者与非医务工作者对于血压正常值的认知

率

个案数 知晓率 P值

医务工作者 212 99.07%
P<0.01

非医务工作者 157 65.41%

表 2.4.2 医务工作者与非医务工作者对于糖尿病的典型症状

的认知率

个案数 知晓率 P值

医务工作者 214 100%
P<0.01

非医务工作者 142 59.17%

3 讨论

3.1研究对象对于二甲双胍在慢性疾病防治作用的知晓情况

总体分析

调查结果表明，总体被调查对象的平均分为 29.96±

13.26，被调查对象总体对二甲双胍在慢性疾病防治作用有关

知识的知晓率为 59.92%，总体知晓率水平较高。居民健康意

识在不断增强，对自身健康关注程度不断加深，对于慢性病

危险因素认知水平等也在不断提升，正是近年来健康中国建

设成果的重要体现。

3.2 被调查对象不同职业与二甲双胍在慢性疾病防治作用的

知晓情况分析

调查结果表明，医务工作者对二甲双胍在慢性疾病防治

作用有关知识的知晓率为 80.98%，而非医务工作者关于本方

面仅为 41.12%（P<0.01，具有显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原因如下，一是两类人群接受的教育和接触知识不同，医务

工作者接受过系统的医学教育，对于有关医学常识和药物有

着一定了解。二是近年来，慢性病已经发展为一个重大公共

卫生问题[4]，对慢性疾病防治作用是一个综合性问题，涉及

个人健康素养、生活环境影响，慢性疾病发展规律等多种方

面[5]。三是此问题涉及具体药品，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在社

会以往开展的各种慢性疾病防治的健康教育中涉及较少[6]，

因此非医务工作者对于此问题涉及知识的了解相对于其他

方面更加薄弱。进而导致医务工作者和非医务工作者在此问

题有较大差异。

3.3被调查对象不同职业与二甲双胍相关知识的知晓情况分

析

据调查显示，在被调查对象不同职业与二甲双胍有关知

识的认识程度中，医务工作者所在不同科室对于二甲双胍的

了解程度存在一定差异。老年病科，内分泌科，妇科对于其

知晓度很高，均在 90%以上，其中老年病科最高。在不同科

室方面，与二甲双胍适应症相关性高的科室知晓率高于相关

性低的科室（P<0.01，具有显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这

可能与该药物在不同科室的工作中应用程度有较大关系。其

次为心血管内科和心血管外科。二甲双胍是治疗 T2DM 的一

线首选用药和全程用药，具有可靠的短期和长期降糖疗效，

同时二甲双胍还具有明确的心血管保护作用[1]。其不同科室

对于药物的应用程度有较大差异，并且与认知度相符。在二

甲双胍骨科和胃肠外科对于本药品有关知识知晓率低于

60%。其原因可能为骨科和胃肠外科的工作范围多为手术等

外科操作，并且基本与二甲双胍适应症无重合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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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被调查对象不同职业与慢性疾病相关知识的知晓情况分

析

在本次调查中，医务工作者在慢性疾病的相关知识的十

分了解。医疗相关职业对于本问题知晓率比非医疗职业高

（P<0.01，具有显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总体上讲，依

据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中国防治慢性病中长期规划，慢性病

的筛查工作将进一步前移，贯彻零级预防理念，加大慢性病

宣教和预防力度[7]。本次调查中对文件中提及的 2020 年居民

重点慢性病核心知识知晓率，调查结果基本达标，慢性病防

治宣传工作取得一定成效。

4 结论

普通海口市民对二甲双胍在慢性疾病防治作用的认知

水平较差，相比较之下，医务工作者在慢性病防治知识和二

甲双胍药物认知方面均高于普通市民。尤其以涉及专业药物

方面，医务工作者的知晓度明显高于普通市民。而不同科室

的医务工作者对同种专业药物的知晓度也是不同的。应当加

大力度做好对海口市民关于慢性疾病基础防治知识的宣传

工作，同时开展对二甲双胍药物的专业知识宣讲工作。

通过调查我们也可发现，医学分科精细化后，医务工作

者的工作范畴变精的同时也变小了，这是时代发展趋势的必

然。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能够有效提高市民对慢性病的重

视程度及二甲双胍在慢性病防治作用的认知情况的掌握度，

降低疾病发病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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