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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通过对贵州省遵义市常住居民就过期药品的认知度及处理方式等相关情况进行调查。了解居民对

过期药品的处理方式，提出具有一定可行性的改进建议。方法：通过问卷调查法收集数据。结果：此次

调研共发放了315份问卷，回收315份，有效回收率为100%。研究结果提示：42.86%居民知晓过期药

品会对环境造成一定的危害，但仍有47.94%居民选择将过期药品当作生活垃圾处理。36.83％的居民对

目前所了解的过期药品回收方式不满意，而33.33%的居民对过期药品的回收方式持无所谓的态度。结

论：遵义市居民对过期药物回收的相关知识认知不高，缺乏相关理念。同时，居民对目前过期药品处理

方式满意度不高。我们需要加大对过期药品知识普及力度，增强居民清理过期药品的意识，加强药品回

收方式及渠道，提升过期药品回收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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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ognition of expired medicines and handling methods among residents in 
Zunyi City, Guizhou Province and to propose suggestions. Methods: Collect data through questionnaire 
survey. Results: A total of 315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in this survey, and 315 were returned. 
The effective recovery rate was 100%.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42.86% of residents know that expired 
medicines will cause some harm to the environment, but 47.94% of residents still choose to treat ex-
pired medicines as domestic waste. 36.83% of residents are dissatisfied with the methods of collecting 
expired medicines as currently known, while 33.33% of residents hold an indifferent attitude towards 
the methods of collecting expired medicines. Conclusion: Residents in Zunyi City do not have a high 
level of knowledge about the recall of expired medicines. Additionally, residents are not satisfied with 
the current methods of handling expired medicines. We need to increase the spread of knowledge 
about expired medicines, increase residents’ awareness of cleaning up expired medicines, strengthen 
medicine recycling methods and channels, and improve the service level of expired medicine recyc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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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过期药品是指超过说明书规定有效期未被使用的药物，其安全性、疗效和质量都存在潜在一定的隐

患。药品消费者，药物生产企业及其流通渠道，社会药房和医疗机构药房都是产生过期药物的主要源头。

《中国家庭过期药品回收白皮书(2004~2014)》提示：我国每年约产生 1.5 万吨过期药品。作为一种特殊

的废物品，过期药物需要通过专门的回收途径、渠道和处理方式进行处理。过期药物的不当处理和随意

处置，不仅会造成药品资源的浪费，污染环境，甚至催生药物非法收购回流等问题。 
我国 2016 年版《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已经明确将过期药品纳入管理范围。同时，各级政府部门和职

能部门已经发布关于过期药物回收的管理规定，并对居然积极宣传教育过期药品知识，例如：《贵州省

固体废物监管平台》已经明确规定将对家庭过期药品进行全过程监管[1]。遵义市发布《遵义市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关于开展过期药品回收工作的通知》等文件[2]，并举办相关宣传培训活动[3]。但是，目前大

部分居民对过期药品知识及其回收工作的认知程度较低，参与过期药物专业回收的意愿较差。因此，本

研究拟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对贵州省遵义市城乡居民对过期药品的认知情况、回收方式及其满意度情况

进行调查。同时，本次问卷调查还将提高居民对过期药品危害的认识，宣传过期药品回收机制及其具体

办法，这也将为后续药品回收工作提供建议和参考。 

2. 材料与方法 

调查对象与方法 

调查将对遵义市城镇、乡镇以及农村的居民进行问卷发放，问卷内容主要包括：居民基本信息、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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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对过期药物认识，现有药品回收工作的满意度，目前过期药物的处理方式以及对今后过期药品回收的

建议。 

3. 结果 

3.1. 被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本次研究总共发放 315 份，回收 315 份，有效回收率为 100% (本次问卷已事先排除不符合调查条件

的调查者)。此次调查中男性受访者为 174 人(55.2%)，女性受访者有 141 人(55.2%)；241 人(76.5%)年龄

在 20~50 岁，179 人(56.8%)受过高等及高等以上教育，详见表 1。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residents 
表 1. 居民基本信息 

项目 分类 频数 比例 

性别 
男 174 55.24% 

女 141 44.76% 

年龄 

20 岁及以下 36 11.43% 

20~30 岁 168 53.33% 

31~50 岁 73 23.17% 

50 岁以上 38 12.06% 

居住地 

农村 144 45.71% 

城市 99 31.43% 

乡镇 72 22.86% 

受教育情况 

小学及以下 34 10.79% 

初中 54 17.14% 

高中或中专 48 15.24% 

大专 67 21.27% 

本科 100 31.75% 

硕士及以上 12 3.81% 

职业 

企业单位 88 27.94% 

政府或事业单位 65 20.63% 

离退休人员 7 2.22% 

学生 105 33.33% 

自由职业 50 15.87% 

3.2. 居民对过期药品的认知情况 

据表 2 所示：居民在购买前和服用时大多数都会关注药品有效期占 47.94%，少部分居民不关注药品

有效期占 28.89%，另有 23.17%的居民偶尔关注药物有效期。此外，仅有 32.06%的居民认为过期药品对

身体和环境均有影响，而 22.54%的居民认为过期药品不会对自己和环境造成任何影响。大部分的居民不

知道服用过期药品的危害(56.19%)，并且 57.14%的居民不知道过期药品对环境的危害。通过以上数据，

我们可以看出居民对过期药品有一定的认识，但是对于过期药品所带来的危害大部分的居民仍不很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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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Survey data sheet on residents’ recognition of expired medicines 
表 2. 居民对过期药品的认知度调查数据表 

项目 分类 频数 比例 

居民药品有效期的认知情况 

会关注有效期 151 47.94% 

不会关注有效期 91 28.89% 

有时会关注有时不会关注 73 23.17% 

居民对过期药品的态度 

没影响 71 22.54% 

只对身体有影响 78 24.76% 

只对环境有影响 65 20.63% 

对身体和环境都有影响 101 32.06% 

过期药品危害的认知情况 
不知道 177 56.19% 

知道 138 43.81% 

过期药品对环境危害的认知情况 
知道 135 42.86% 

不知道 180 57.14% 

 

3.3. 居民对过期药品处理方式 

本调查问卷对居民处理过期药品的方式进行调查，结果如表 3 所示：大约有 47.94%的居民将过期药

品通过扔垃圾箱方式处理，14.29%的居民认为过期药物无害并继续使用，约 6.03%的居民将过期药品进

行出售，而选择将过期药品送到专业化回收点的比例仅仅只占 23.17%。 
我们针对出售过期药物问题，进一步展开调查，结果显示：约 35.87%的居民曾遇到过非专业人士组

织的高价回收过期药品，但大部分居民(52.06%)并不了解过期药品被高价回收之后的用途。上述调查结

果表明：居民在处理过期药品中专业化处理程度较低，大部分居民仅仅将过期药品当作垃圾处理。 
 
Table 3. Expired medicines’ management 
表 3. 对过期药品的处理行为情况 

项目 分类 频数 比例 

居民对于过期药品的处理方式 

送过期药品回收点 73 23.17% 

扔垃圾桶箱 151 47.94% 

认为无害继续使用 45 14.29% 

留作他用 27 8.57% 

出售过期药品 19 6.03% 

对于高价回收药品的情况 
高价回收药品现象普遍 113 35.87% 

高价回收药品现象较少 202 64.13% 

是否有人高价回收过期药品 
有 85 43.81% 

没有 109 56.19% 

居民对高价回收过期药品的了解 
没想过 101 52.06% 

想过 93 4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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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居民对过期药品专业回收态度分析 

本调查问卷也就居民对过期药品专业回收的态度进行调查，结果如表 4 所示：36.83%的居民对目前

的过期药品回收方式不满意，而 33.33%的居民对过期药品的回收方式持无所谓的态度。居民参与过期药

品回收的目的较多且分散，但大部分居民(约 41.90%)出于避免过期药品的危害而进行过期药品回收。此

外，我们的调查结果表明：31.75%的居民不定时参与过期药品回收，29.21%的居民在囤积一定数量的过

期药品后才进行回收。同时，宣传活动或激励活动可提高居民参与过期药品回收的积极性。 
 
Table 4. Residents’ willingness for expired medicine recycling 
表 4. 居民对过期药品回收方式的意愿情况 

项目 分类 频数 比例 

居民对目前过期药品回收方式满意度 

满意 94 29.84% 

不满意 116 36.83% 

无所谓 105 33.33% 

居民参与过期药品回收的目的 

避免过期药品产生危害 132 41.90% 

囤积在家占地方 73 23.17% 

无特定目的 45 14.29% 

参与药品回收有社会意义 36 11.43% 

药店有以旧换新的优惠 29 9.21% 

居民参与过期药品回收的时机 

药物过期就回收 62 19.68% 

囤积一定数量 92 29.21% 

不定时 100 31.75% 

举办激励活动 34 10.79% 

举办宣讲药品知识 27 8.57% 

3.5. 居民对过期药品回收的建议 

我们的调查结果如表 5 所示：居民对过期药品的上门回收和回收箱/回收点回收的两种回收方式的意

愿相差不大(上门回收：46.98%；设置回收点：53.02%)。针对设置回收点的建议中，希望在小区内设置

的居民占 30.16%，而希望在社区或乡镇药店设置的主要占 32.17%。 
关于过期药品处理信息公开方面，26.98%的居民希望公开回收药品流向，30.48%的居民希望公开回

收药品处理方式，而希望公开回收药品处理方式、处理数据和处理费用的居民占 27.94%。同时，约 38.1%
的居民较希望相关信息通过药监局的各类信息平台发布，而电子邮件占 17.46%。 

此外，调查者中支持药店用折扣换过期药占 21.59%，支持以同品牌的药换过期药占 30.79%，而支持

以过期药换家中常备药占 33.02%。 
 
Table 5. SUG gestions for expired medicine recycling 
表 5. 居民对回收方式的建议 

项目 分类 频数 比例 

居民对回收方式的喜好程度 
上门回收 148 46.98% 

设置回收点 167 5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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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居民对回收点或回收箱的设置偏好 

小区内设置 95 30.16% 

社区药店或乡镇药店内设置 103 32.70% 

社区或村医疗机构内设置 61 19.37% 

社区或村服务社区内设置 32 10.16% 

其他 24 7.62% 

过期药品公开内容 

公开回收药品的流向 85 26.98% 

公开回收药品的处理方式 96 30.48% 

公开回收数据、处理数据和处理费用 88 27.94% 

公开其他方面 46 14.60% 

过期药品相关信息获取方式 

电子邮件 55 17.46% 

药监局的各类信息平台 120 38.10% 

电视 60 19.05% 

网络媒体、新闻媒体等 46 14.60% 

小区公告栏 34 10.79% 

过期药品有偿回收的补偿方式 

药店用折扣换过期药 68 21.59% 

同品牌药换过期药 97 30.79% 

常备药换过期药家 104 33.02% 

生活用品换过期药 46 14.60% 

4. 讨论 

4.1. 居民对过期药品相关知识认知度较低，缺乏自主清理意识 

我们调查结果显示：居民对过期药品的相关知识认知度较低，大部分居民不知道服用过期药品的危

害。可见，遵义市居民对过期药品的认知较为浅薄。同时，居民自主清理过期药品的意识有待加强。 

4.2. 居民缺乏专业处理过期药品的方式 

我们在调查研究中发现：遵义市居民具备专业处理过期药品相应认知的比例较低，大部分居民不了

解专业处理过期药品的渠道，只能按自己意愿进行简单的处理[4]。这提示我们亟需加大对居民展开相关

知识的宣传，提升居民对过期药品认识。 

4.3. 居民对已有回收方式满意度不高，相关活动可提高积极性 

目前，大部分居民对现有的回收方式不满意。这可能与过期药品回收渠道设置不合理有一定关系。

但令人可喜的是相当一部分居民认为参与过期药品回收的行为具有很好的社会意义，即使是无偿回收也

愿意参与回收。并且，适当举办相关的鼓励活动或药物科普活动可以有效提高居民参与活动的积极性。 

4.4. 建议 

基于我们的调研结果，我们对过期药品回收工作提出以下几点建议：药监部门充分利用电视、网络、

广播等媒体宣传手段，与媒体长期合作，将过期药品回收作为一项公益事业由各媒体推向社会，以公益

广告、公益明星参与的形式长期在各种媒体上广泛宣传，让百姓认识到过期药品的危害和无偿回收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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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的义务与意义[5] [6] [7]。 
同时，相关部门可以增加其他的回收方式，合理设置回收渠道，例如：快递员主动上门回收，快递

机构上门邮寄，社区就近设置回收点等。此外，我们还可以采取有偿回收的形式，例如：利用过期药品

更换相同治疗效果的药品与生活用品等，提升居民的参与度和积极性，提高居民对回收形式的满意。 

5. 结论 

综上所述，随着家庭储备药品数量的增多，家庭过期药品的数量也在逐年增加。居民随意处置过期

药品可能带来一系列危害。目前我国尚无规范过期药品处置的相关法规或政策，也无有效的市场机制促

进过期药品的回收处理。基于我们的调查，我们建议国家或地方政府尽快出台过期药品处置相关法规，

以政府为主导，药监部门监管，企业为回收主体，全民参与的过期药品处置体系，为我国建立长期有效

的过期药品回收机制提供合理可行的建议，促进我国过期药品回收工作的发展，保证广大公民用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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