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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对药品不良反应的知信行调查研究 

杨丽浇  洪文睿  曹小东  唐华妙  李  巧*  王小丹* 

(公共卫生与全健康国际学院  学院  海南省海口市  570100) 
摘要：目的：调查海南省本科在校大学生对药品不良反应（ADR）知信行的现状，为进一步开展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提供理论支持。方法采取多级抽

样随机整群的方法，拟抽取海南本科大学生 1100 人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在知识方面，有 86.9%的大学生听说过 ADR，但对 ADR 的知晓率较低（仅

37.18%）。不同性别、专业的学生均对 ADR 的知晓率有统计学差异（χ²=21.9，P<0.01；χ²=77，P<0.01），其中女生高于男生，医学生高于非医学生。

在态度方面，有 77%的大学生表示愿意宣传 ADR，有 48%的大学生表示希望通过网络途径宣传。有 73%学生会关注 ADR 的相关报道。在行为方面，

有 90.6%的大学生用药时会关注药品说明书和注意事项，就诊时 84.4%的大学生会主动咨询 ADR。当出现 ADR 时，有 84%的大学生愿意去有关部门报

告，有 60%的大学生不知道去哪里报告，如何填写报告。结论海南本科在校大学生对 ADR 的知晓率较低，但对于 ADR 的相关报告关注度较高，同时

缺乏上报知识和 ADR 的科学应急措施的相关知识。由此，学校或相关部门要对大学生在 ADR 的正确判断、发生 ADR 时如何上报及处理等知识方面加

强教育，进一步规范大学生的用药常识、态度及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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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不良反应指合格药品在正常用法用量下出现的与用药目的无

关的有害反应。包括药物的副作用、毒性作用等[1]。近几年来，药品不

良反应的发生率逐年增长，已经严重危及到许多患者的健康[2,3,4]。大量

相关研究表明大学生用药常识不足，科学用药态度差，用药行为不妥。

由于缺乏相应的用药知识，不仅无益于身体健康，反而对其健康造成了

更大的伤害[5,6]。而目前鲜有关于海南在校大学生药品不良反应认识的相

关研究，因此有必要对海南在校本科大学生对药品不良反应认识、态度，

行为的展开调查，了解其现状。以提高本省在校大学生合理安全用药的

意识，规范安全用药行为，保证其身体健康[7]。 

1.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海南本科在校大学生 

1.2 方法： 

1.2.1 样本量的估算及抽样方法 

采用经验算法，样本量为拟设题目数*15 倍，考虑到问卷质量，故

扩大 20%，最终为 936 份。实际调查 1100 人，回收有效问卷 1057 人，

有效率 96%。抽样方法采用多级随机整群抽样方法，先简单随机抽 2-3

所本科高校，在抽中的院校中用整群随机抽样法抽取 2-3 个班 

1.2.2 调查内容 

四部分：基本信息、药品不良反应知识、态度、行为；知识部分单

选答对计一分，否则 0 分，多选都答对计一分。满分 14 分。知晓率=

（得分 8 分及以上人数/调查总人数）*100%。 

1.2.3 统计分析 

采用 Epidata3.0 软件建立数据库并同一份问卷进行双录入，确保问

卷的质量。利用 SPSS26.0 进行数据分析。对人口学特征、ADR 知识、

态度行为现状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计数资料采用百分比，两组或多组

的率或构成比采用卡方检验，以 0.05 为检验水准，P<0.05 为有差异，

差异有统计学有意义。 

2.研究结果 

2.1 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人数 1100 人，回收有效问卷 1057 人，有效率 96%。女生

500 人，男生 557 人详细情况见表 1 

表 1：一般人口学资料（n=1057） 

条目 选项 人数 占比/% 

男 500 47.3 
性别 

女 557 52.7 

大一 131 12.4 

大二 492 46.5 

大三 304 28.8 
年级 

大四 130 12.3 

医学类 441 41.7 
专业 

非医学类 616 58.3 

是 325 30.7 家中是否有人从

医 否 732 69.3 

城镇 709 67.1 
生源地 

农村 348 32.9 

2.2 大学生对 ADR 的知晓情况分析 

调查学生中，有 86.9%的大学生听说过 ADR，有 57.3%的大学生能

正确判断出 ADR 的基本概念；对 ADR 的知晓率仅有 37.18%。除家中

是否有从医人员对 ADR 的知晓率无统计学差异外，性别，年级等特征

均有差异（P<0.01）详见表 2。 

表 2：不同特征的学生对 ADR 的知晓率(%) 

条目 变量 
知晓人

数 

不知晓人

数 
知晓率（%) χ² P 

男 134 366 26.8 
性别 

女 259 298 46.5 
42.94 <0.01 

大一 53 78 40.46 

大二 151 341 30.69 

大三 158 146 51.97 
年级 

大四 31 97 24.22 

48.35 <0.01 

医学生 222 219 50.34 

专业 非医学

生 
171 445 27.76 

55.14 <0.01 

有 139 186 42.77 家中是否有从医

人员 无 254 478 34.7 
5.93 0.01 

2.3 态度分析 

77%的大学生愿宣传有关 ADR 的知识，专业、性别间均有统计学

差异。48%的大学生希望通过网络宣传。72.3%的学生会关注 ADR 的相

关报道。70.2%的学生认为大众媒体药品广告是可信的，专业、性别间

均无统计学差异。76%学生认为在服药前对患者说明 ADR 注意事项，

可有效减少 ADR 纠纷。详见表 3 

表 3 不同专业，性别学生对 ADR 态度（%） 

医学类 
非医学

类 
男性 女性 

条目 

n=441 n=616 

χ² 

P 

n=500 n=557 

χ² 

P 

您会愿意向

身边的人宣

传有关药品

不良反应的

知识吗 

363

（82.3）

451

（73.2）
12.0180.001351(70.2)463(83.1)24.857 <0.001

您认为大众

媒体上的药

品广告可信

吗 

306

（69.4）

436

（70.8）
1.776 0.183387(77.4)443(79.5) 0.59 0.442 

2.4 行为分析 

海南大学生的正确用药行为一般，当发生 ADR 时，83.7 学生虽愿

向相关部门报告，专业间有统计学差异（X²=5.022、P=0.025），性别无

差异（X2=2.862、P=0.091）。59.9%的学生不知向什么部门报告或不知如

何写报告。85.5%学生希望通过网络平台或微信的方式报送 ADR 信息。

71.5%的学生愿参加学校组织的安全用药宣讲活动，专业间有统计学差

异，性别间无差异。在用药时 90.6%的学生会关注说明书中的不良反应

和注意事项，就诊时 84.4%学生会主动咨询 ADR，61.8%学生能及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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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自己发生了 ADR，专业间有统计学差异，性别间无差异。详见表 4 

表 4 不同专业，性别学生 ADR 行为状况（%） 

医学类 
非医学

类 
男性 女性 

条目 

n=441 n=616 

X² P 

n=500 n=557 

X² P 

发生药品不

良反应时是

否愿意向相

关部门报告 

383(86.8)502(81.5) 5.022 0.025 408(81.6)477(85.6)2.862 0.091 

您是否会主

动关注药品

不良反应的

科普宣传 

261(59.2)352(57.1) 0.34 0.549 273(54.6)340(61.0)4.487 0.034 

学校若组织

安全用药宣

讲活动，你

是否愿意去

参加 

341(77.3)
415

（67.4）
12.503 <0.001317(63.4)439(78.8)30.74<0.001

3 讨论 

3.1 讨论 

随着新冠疫情的爆发，公共卫生问题越来越引起国家的重视，而防

范 ADR 发生，正是公共卫生的范畴之一。近几年来，我国 ADR 的报告

率逐年上涨 [8,9]。在其他国家，有 6.7%的患者是因 ADR 而住院，0.32%

的患者死于 ADR；每年政府和个体都得支出大量的费用来医治 ADR 对

人体带来的损伤[10]。 

在用药知识方面。相关研究发现，大学生自行购药，自行用药自医

的现象比较多见。而大学生用药常识不足，科学用药态度差，用药行为

不当，缺乏与药物安全使用相关的知识、态度和实践。因此，这种自行

购药自医的行为，不仅没有对身体有帮助，反而对其身体造成了更大的

侵害[11]。本研究中大多数海南本科大学生都听说过 ADR，但对 ADR 的

知晓率较低（仅有 37.18%）。低于北京地区的大学生（77%）。其中医学

生高于非医学生，可见学校应针对非医学生增加 ADR 相关知识课程。

在多项关于用药知识的开放性问题回答上多数学生表示“不清楚”，体

现了海南大学生安全用药知识不足，缺乏药物安全使用相关知识和实践
[12]。 

在态度方面，大学生对 ADR 的相关报道关注度较高，仅 27%的大

学生很少关注。同样有 77%的大学生表示愿意宣传有关于 ADR 的知识，

并且更倾向于网络途径宣传，大部分大学生表明在服药前对患者说明

ADR 的注意事项，能有效减少 ADR 纠纷产生。可见大学生具有积极的

用药知识需求态度，可通过网络平台，如微信公众号推文，QQ 群交流，

线上用药常识宣讲活动等干预措施，改善大学生安全用药现状，为进一

步加强相关用药常识教育的实施提供理论依据[13] 。 

在行为方面，当发生 ADR 时多数大学生表示愿意向相关部门报告，

但超一半的学生不知向哪个部门报告或不知如何填写报告。因此，要加

强大学生对 ADR 自我报告知识。因为患者的自我报告，对医疗卫生的

发展具有非常重要[14]。有小部分的学生发生过药品不良反应 ADR，超一

半学生认为自己发生 ADR 原因是用药时，药量不合理、未按照医嘱用

药或者服用劣质药、过期药引起的。当发生 ADR 时，近一半的学生会

继续按医嘱用药或者问身边人[15]。可见，在面对发生 ADR 时，许多大

学生不能科学应对。所以学校及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普及 ADR 的相关知

识，特别是有关 ADR 上报知识，及发生 ADR 时如何正确处理的应急措

施。 

3.2 结论 

海南本科在校大学生对 ADR 的知晓率不高，大部分学生都听说过

ADR，但对 ADR 的知晓率较低（仅有 37.18%）。对于普遍的药物常识

并不清楚，缺乏药物安全使用相关的适当知识和实践。对于 ADR 的相

关报告关注度较高，大部分人都表示愿意参与宣传和上报 ADR 事件，

但缺乏上报知识。同时，在面对发生 ADR 时，还是有相当多的大学生

不能正确采取规范的处理措施来应对药品不良反应。所以学校或有关部

门要进一步加强教育、宣讲 ADR 的相关知识，特别是有关 ADR 上报的

知识，及发生 ADR 时如何正确处理的应急措施，进一步改善大学生的

用药常识、态度及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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