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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解公众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基本认知情况，探究疫情下的公众合理用药意识及态度的影响因素，在疫

情期间，以问卷的形式对515名中国居民进行了在线调查。结果显示，74.37%的调查对象了解新冠肺炎

的主要症状，但是由于性别、居住地和教育背景等的差异，不同的调查对象对新冠肺炎的认知态度也存

在较大的差异。67.58%的调查对象认为药物在预防或者降低新冠肺炎感染的风险中有一定作用。在疫

情中公众用药的合理性总体情况一般，同时与性别、居住地和教育背景等也有密切关系。我们的医疗机

构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可组织医师、药师等专业人员走进社区开展药学知识讲座，指导居民的合理用

药，保障居民在疫情期间的用药安全，为抗疫工作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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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public’s basic cognition of COVID-19 epidemic situation and explo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ublic awareness and attitude of rational drug use, an online survey was 
conducted among 515 Chinese residents in the form of questionnaire during the epidemic perio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74.37% of the respondents understood the main symptoms of COVID-19. 
However, due to differences in gender, residence and educational background, different respon-
dents also had great differences in their cognitive attitudes towards COVID-19. 67.58% of respon-
dents believed that drugs played a role in preventing or reducing the risk of COVID-19 infection. 
The rationality of public drug use in the epidemic situation was generally general, and it was also 
closely related to gender, residence and educational background. When conditions permit, our 
medical institutions should organize doctors, pharmacists and other professionals to give lectures 
on pharmaceutical knowledge in communities to guide residents on rational drug use, ensure the 
safety of drug use during the epidemic period, and escort the anti-epidemic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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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合理用药是指根据疾病种类、患者的状况以及药理学理论选择最佳的药物及其制剂，并制定和调整

给药方案，其基本要素包括了安全、有效、经济和适当[1]。依照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最近的调查结果，全世界约有 1/7 的人不是死于自然衰老和疾病，而是不合理用药，在患者中有将

近 1/3 的人是死于不合理用药而并非疾病本身。而目前我国合理用药的问题更是不容小觑，还存在着许

多问题[2] [3] [4]。因而，研究并关注公众的不合理用药情况具有非常重要的社会意义。 
自 21 世纪以来，各种传染病频繁发生并大规模传播，严重危害到了公众的生命健康安全，比如，2003

年的非典疫情、2009 年的 H1N1 猪流感疫情以及 2014 年非洲的埃博拉疫情等[5] [6]。由于缺乏对疾病的

认知以及合理用药的知识，群众在这样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往往做不到足够理性，在紧张、焦虑等负

面心理的影响下也会做出各种不合理的用药行为或疾病治疗行为，比如药品抢购、盲目用药等[7] [8]。2020
年 1 月 31 日，WHO 宣布新冠肺炎疫情是“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9]。在此背景下，出于了解

公众对合理用药的知晓情况和执行情况，以近期爆发的新冠肺炎为例，对 515 名中国居民进行调查，希

望以此为相关部门后续制定合理的政策和措施提供参考。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于 2020 年 2 月至 5 月对 515 名中国居民进行在线调查。纳入标准：年龄 ≥ 18 岁，识字，并且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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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自主答题。删除答题时长低于 120 秒及相同 IP 地址的重复问卷。 

2.2. 调查工具 

自制调查问卷：共三十七道题，包含测试者的基本信息、对新冠病毒及其疫情的认知以及合理用药

的意识与态度等三方面的内容。 

2.3. 调查方法 

本次调查的问卷通过问卷星平台进行制作，并在微信、QQ、贴吧等网络社交平台进行推广发布，采

用不记名调查的形式、随机抽样的方法邀请对象对问卷进行回答。调查对象在指导语提示下完成问卷，

共回收问卷 517 份，其中有效问卷 515 份，有效应答率为 99.61%。我们对测试者的态度、认知和行为等

相关题目的回答赋分，其中关于新冠病毒及其疫情的认知共 7 道题目、关于合理用药的意识与态度共 17
道题目。关于新冠病毒及其疫情的认知与当前已知的信息相符者计 1 分，不符合则计 0 分，各类题目的

分数相加为该类总得分；根据答卷整体水平划分层次，其中认知满分为 7 分(<5 分认为是低认知，≥5 分

认为是高认知)。同理，合理用药的规范行为计 1 分，不规范行为计 0 分，满分 17 分(<10 分认为是意识

和态度不符合合理用药，≥10 分认为是意识和态度基本符合合理用药)。 

3. 结果 

3.1. 调查对象的一般人口学特征 

性别特征：男性 191 人(占比 37.09%)，女性 324 人(占比 62.91%)。年龄特征：18 岁以下 30 人(占比

5.83%)，18 岁至 40 岁 423 人(占比 82.14%)，40 岁至 60 岁 47 人(占比 9.13%)，60 岁以上 15 人(占比 2.90%)。
学历特征：学历为大专以下 80 人(15.54%)，学历为大专或本科 415 人(80.58%)，学历为硕士研究生及以

上 20 人(3.88%)。城乡地域特征：城市 260 人(50.49%)；乡村 255 人(49.51%)。有医药类教育背景 185 人

(35.92%)，无医药类教育背景 330 人(64.08%)。 

3.2. 对新冠病毒及其疫情的认知情况 

调查内容包括：对新冠疫情的关注程度、对新冠病毒的传播途径、主要症状和防治有效措施等的了

解与认知、对研究出有效疫苗或药物的信心、对研发药物以及疫情得到控制的时间的预测等。 
结果显示，在疫情的关注程度上，调查对象中 253 人(49.13%)表示十分关注此次疫情，其中包括 53.85%

来自于城市的调查对象和 44.31%来自于乡村的调查对象，另有 245 人(47.57%)表示对疫情有一定了解。

在流行病学特征方面，383 人(74.37%)了解新冠肺炎的主要症状为干咳、发热、乏力和呼吸困难等。在主

要传播途径方面，487 人(94.56%)和 149 人(28.93%)分别认为新冠病毒能通过飞沫和触摸传播，479 人

(93.01%)认为新冠病毒具有高传染风险。在感染症状方面，总共有 326 人(63.30%)包括有医药背景的调查

对象 125人(67.03%)和无医药背景的调查对象 201人(60.90%)认为新冠肺炎和普通流感的主要区别是呼吸

困难、持续高热和潜伏期长，仅有 8 人(1.55%)表示不知道。在防治方法的认知方面，分别有 474 人(92.04%)
和 457 人(88.74%)做了戴口罩和勤洗手等相关的预防措施，454 人(88.16%)选择在居家隔离，其中 51.85%
的女性和 33.51%的男性完全做到了戴口罩、勤洗手和居家隔离等多项预防措施。此外，348 人(67.58%)
认为药物在预防或者降低新冠肺炎感染的风险中有一定作用，这其中包括 48.75%的学历为大专以下的调

查对象 39 人和学历为大专以上的调查对象 309 人(71.03%)。392 人(76.12%)认为政府在一年以内能够研

制出疫苗，456 人(88.55%)认为政府在 1 年以内能够全面的控制疫情。这些结果说明，在电视、网络等媒

体的帮助下，相关部门能够很好地及时普及疫情信息，使得大部分调查对象均认识到了新冠肺炎疫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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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性，对病毒的传播有一定的了解，并自觉做好一定的防护工作。同时，这些结果也说明不同的人口

学因素下，公众对新冠病毒及其疫情的认知情况不同。 

3.3. 对疫情下合理用药的意识与态度的调查情况 

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对网络传闻的预防药物的态度、对待不理性的药物抢购潮的态度、购药的因素、

合理用药的认知及行为和态度等(表 1)。 
 

Table 1. Contents and results of the survey on the awareness and attitude of rational drug use 
表 1. 关于合理用药的意识及态度调查内容及结果 

项目 选项 人数(人) 比例(%) 

是否有阅读说明书的习惯 
有 433 84.08 

没有 82 15.92 

阅读说明书的着重点 

主要成分 293 56.89 

药理作用 337 65.44 

不良反应 436 84.66 

用法用量 429 83.30 

注意事项 404 78.45 

其他 57 11.07 

是否会留意药物副作用 
会 468 90.87 

不会 47 9.13 

若服用药物出现不良反应的做法 

选择停药观察 236 45.83 

停药并到医院就诊 274 53.20 

改用其他药物 5 0.97 

是否会在用药后留意身体相关变化 

表示特别注意，一有不适立马记录 139 26.99 

会留意身体的各种变化 327 63.50 

表示不会在意 49 9.51 

是否会考虑到和正服用的 
药物间的相互作用 

会 333 64.66 

十分小心 156 30.29 

不关心 26 5.05 

在使用药物后，情况有所好转后 
是否会继续按照指导用药 

会继续按照指导用药 411 79.81 

将适当加大或减小剂量 104 20.19 

发现药物即将过期的做法 

弃用并及时补充 433 84.08 

认为不影响使用 63 12.23 

不做任何处理 19 3.69 

获取用药知识的途径 

教材和学习 282 54.76 

道听途说 44 8.54 

常识与积累 189 3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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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的调查对象(70.68%)愿意尝试网络传闻中的预防药物，说明公众对新冠肺炎

的传播还是持有谨慎的态度，内心还是十分担忧感染新冠肺炎。但同时 78.64%的调查对象表示不会参与

网传预防药物的抢购潮，这其中又有 61.06%的调查对象表示不参与抢购的原因是在等待官方建议，说明公

众仍然保持着较大的理性，对官方依然保持最大的信任度。这也说明有关部门应该对公众最关心的问题

及时调整并组织对应的健康教育和宣传，并根据疫情的最新动态、流行病学特征变化不断更新宣传内容。 
而在合理用药的各项测量指标中，对于普通群众较为常见的不合理用药情况，比如用药一到两天不

见成效，便私自停药、换药或改变剂量等行为[10]，在此次疫情期间的调查中鲜有体现。这就说明大部分

调查对象虽然对疫情防护知识的掌握不够全面，但在此次疫情中关于合理用药比平时更加注意。当然，

这可能也与我们的调查对象的选取有一定关系。因为采取的是网络调查，调查对象一般都具有了一定的

文化水平。大部分调查对象通过学习了解到合理用药的相关知识，并在疫情期间采取了有效的防护行为，

当然也存在小部分测试者更愿意相信道听途说的、从亲朋好友处打听得到的消息，从而选择并不一定有

效的防疫药物。同时，研究也显示，学历、教育背景等因素也会引起合理用药的意识和态度的调查结果

存在差异。但是性别因素在本次调查中并不显示显著的差异。比如调查显示，83.77%的男性和 84.30%的

女性均有阅读药品说明书的习惯。 

4. 讨论 

4.1. 对新冠病毒及其疫情的认知调查分析 

根据调查对象关于新冠病毒及其疫情的认知的得分，按照既定标准处理后，结果如图 1 所示。根据

结果可以得知，总体而言，在不同的人口学特征下，公众对于新冠病毒以及疫情的知晓度呈现高认知状

态。因为性别、学历、居住地和教育背景等人口学特征的不同，调查对象对新冠病毒以及疫情的认知存

在差异。在性别因素影响下，相比于男性，女性的高认知比例较高，这可能与女性的家庭角色和社会地

位有关。女性更加细致，有更多的时间可以而且也会主动的关注周边的社会现象，特别是疫情的发展，

因而认知度较高。学历或受教育水平也是影响认知水平的重要因素。学历高的调查对象由于具有更多的

知识、更丰富的信息来源和更强的信息鉴别能力，因而对新冠病毒及新冠疫情的认识更多。所以随着学

历的提高，高认知的比例也逐渐增加。另外，是否具有医药教育背景也是影响调查对象关于新冠病毒及

其疫情的认知的重要因素之一。调查发现有医药教育背景的调查对象中的高认知比例更高，这与其医药

背景和掌握的医药知识是密切相关的。这就提示我们，政府应该充分发挥职能，加大教育投入，提高公

民的整体文化水平和医药知识。同时，我们也发现 70%以上的乡村居民表现出低认知状态，这个程度远

远高于城市居民中的比例，这可能是由于乡村居民总体文化水平较低、网络等信息化程度不高和信息传

播不及时等而引起的，这说明今后政府应更多的针对乡村居民加强宣传教育，这有利于其改善其认知水

平和行为模式，减少社会恐慌。 

4.2. 对疫情下合理用药的意识与态度的调查分析 

根据调查对象关于新冠疫情中合理用药的意识和态度的得分，按照既定标准处理后，如图 2 所示。

据调查显示，调查对象中意识和态度基本符合合理用药的人数多于不符合合理用药的人数，且性别的不

同所带来的差异不够显著。随着学历的升高和受教育程度的增加，公民的用药行为也更趋向于合理。比

如学历水平为大专以下的调查对象中，接近 80%的人用药行为不规范，而学历水平为硕士及以上的调查

对象中，这一比例下降到了 40%左右，原因可能是学历高的人群学习能力强，更容易筛选错误信息，接

受正确信息。同时，有医药教育教育背景的调查对象由于对新冠肺炎等疾病的认知水平更高，其采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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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健康的规范行为的可能性与及时性越高，因而规范合理用药的比例较高，达到了 80%。此外，在合

理用药中，城市地区的群众表现明显优于乡村地区，原因是城市人口接受的各种教育培训活动更为丰富，

总体知识水平更高。结果提示我们应积极开展防疫教育，尤其是加强农村地区的相关工作。 
 

 
Figure 1.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cognition of 
new coronavirus and its epidemic situation 
图 1. 人口学特征及其对应的对新冠病毒及其疫情的认知情况 

 

 
Figure 2.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and corresponding awareness and atti-
tude of rational drug use 
图 2. 人口学特征极其对应的合理用药的意识与态度情况 

 
此次调查结果显示，公众用药合理性总体一般。在我国，药品安全教育对于没有医药背景的公众来

说目前更多的属于一种公益性活动，公民在参加相关教育活动时面临着各种限制。因为药学具有门槛高、

学科逻辑性强等特点，普通公民由于对医药背景知识知之甚少，在自我治疗和用药中常常是顾此失彼甚

至是没有合理用药的意识。因而，我们的医疗机构，特别是基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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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组织医师、药师等专业人员走进社区开展药学知识讲座，以指导居民的合理用药，保障居民在疫情期

间的用药安全，为抗疫工作保驾护航。同时，政府也需要利用网络的特性，长期对群众普及合理用药知

识，帮助其建立用药合理意识，保证用药的安全性，此外对网络中关于用药的谣言的控制和打击也是决

定防疫效果中流砥柱的一环[11]。 

5. 结语 

本次研究是在新冠肺炎流行上升阶段对公众进行快速的调查、统计和评估而来的。研究表明公众对

于新冠病毒以及疫情的知晓度总体呈现高认知状态，同时与性别、学历、居住地和教育背景等人口学特

征密切相关。针对不同的人口学特征，我们需要采取不同的应对和宣传措施，以减少社会恐慌。针对公

众合理用药的研究显示，疫情中公众用药的合理性总体情况一般，同时与性别、居住地和教育背景等也

有密切关系。因而，我们的医疗机构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应该针对性的经常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药学知

识讲座和合理用药宣传，提高公民的药学整体水平。需要注意的是，受样本数量和调查方式的限制，相

关结果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当样本数量增加时，结果还可能发生变化。同时，由于时间紧迫，所制定的

调查表还有些粗糙。但通过本次调查，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判断新冠疫情中不同的人口学特征下公众

的用药行为特点，可以为相关部门制定相应的措施和政策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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