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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期妇女用药知识、态度、行为的调查分析

丁淑敏
(陕西省西安三秦医院妇产科，陕西西安，710000)

摘要：目的调查妊娠期妇女用药知识、态度、行为情况。方法对503例孕妇采用用药知识、态度、行为问卷进行现场

调查，根据答题结果评估妊娠期妇女用药知识、态度、行为情况。结果调查人群关于中药问题(93．24％)、孕期医生开药服用

与否问题(86．48％)、叶酸作用问题(84．84％)、叶酸最佳服用时期问题(61．89％)的答对率较高，而自行购买补药问题

(4．71％)、骨汤与钙剂作用问题(29．7l％)、妊娠期服药最影响胎儿问题(37．91％)、何时补钙问题(45．70％)与部分药物对胎

儿造成影响问题(48．77％)答对率相对较低。调查人群关于主动了解相关知识态度为83．6l％；关于知识获取途径较为分散，

其中以咨询医生最多(43．24％)；生病后获取药物途径绝大多数对象态度为按医嘱获取与服药(79．10％)；不了解用法与用

药，大多数对象态度则是选择咨询医生(64．34％)与查阅说明书(27．66％)；关于服药前说明书阅读的态度，多数对象会仔细

阅读(67．83％)，但也有部分对象仅看用法与用量(29．5l％)。调查人群用药例数达971例次，说明部分患者采用多种药物摄

人，其中以维生素(45．0l％)与钙剂(31．20％)为主要用药选择，中药及其成分药(5．46％)、激素及其衍生药物(4．64％)、外用药

(4．53％)、抗生素(4．02％)、解热镇痛药(2．57％)与其他药物(2．57％)摄人较少。结论根据本院妊娠期妇女安全用药知识、态

度、行为调查情况，综合施加相应用药知识宣教，建立用药登记制度，合理干预用药行为，为妊娠期妇女安全用药提供有益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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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n drug knowledge，attitllde

and behavior of pregnant women

DING Shumin

(Dep。厅聊m矿06sfef“∞口蒯何鹏co幻影，尉’。n Song流舶即姚f，施70n，鼢no础i，710000)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dmg knowledge，attitude and behavior of women during

pregnancy．Methods Medication knowledge，attitudes and behaviors of 503 pregnant women admit—

ted to our hospital were inVestigated by questionnaire，and the above questions were evaluated accord—

ing to questionnaire results．ResIllts The inVest远ated people had higher correct rate in traditionaI

Chinese medicine(93．24％)，whether the doctor prescribe medicine during pIegnancy(86．48％)，

folic acid function(84．84％)，and the best time for administration of folic acid(61．89％)，and lower

correct rate in self—purchased tonic drugs(4．71％)，function of bone soup and calcium(29．71％)，

the role of gestational dosage in afketing fetus (37．91％)， time for calcium supplementation

(45．70％)and impact of some medicines on fetus(48．77％)．The percentage of initiative aware of

the releVant knowledge of surVeyed population was 83．61％，but the access to knowledge was I℃latively

dispersed． Most of inVestigators mainly consulted doctor(43．24％)，or gained dmgs fI-0m doctors and

followed the doctors’advice(79．10％)．Most attitudes was to consult a doctor(64．34％)or check

dmg instmctions(27．66％)when unaware of of usage and medication．Most subjects would carefully

read prescription before administration(67．83％)， but some only consulted usage and dosage

(29．5 1％)．The number of drug use reached 97 1 times，indicating that some patients administrated

multiple dmg intake，including main drugs such as vitamins(45．01％)and calcium(3 1．20％)，

while{’ew intake of Chinese medicine and its component drugs(5．46％)，honnones and their derived

dmgs(4．64％)，extemal drugs(4．53％)，antibiotics(4．02％)，antipyretic analgesics(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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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other d11JgS(2．57％)．ConcIusi仰 According to tlle knowledge，attitudes and behaviors 0f

pregnant women in our hospital during the pI．egnancy period，knowledge education of medical admin—

istmtion，dmg registration system，and rational intenrention in dmg use behavior in combination can

be favorable in safety of drug use．

KEY WORDS：pregnancy；safe medication；medication knowledge；medication attitude；

medication hehavior

妊娠期是女性群体最为敏感与重要的人生阶

段，在医院内外均需给予足够重视，而对妇女进行

妊娠期服药宣教、用药管理与干预具有非常重要

的意义¨。J。本研究分析妊娠期妇女用药知识、

态度、行为情况，共收回有效调查问卷488份，现

将结果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2014年11月_2015年11月孕妇

503例，均为汉族，年龄21—35岁，平均(27．30±

2．30)岁；孕周6～34周，平均(29．20±2．80)周；

城镇户口214例，农村户口289例；小学及以下

学历64例，初中学历77例，高中学历126例，大

专及以上学历236例；农民274例，工人44例，

公务员51例，公司职员101例，教师或科技人员

33例。采用用药知识、态度、行为问卷进行现场

调查，503份问卷共有效回收495份，剔除无效问

卷7份，共计488份问卷。

1．2 方法

统一发放问卷，并由孕妇客观独立填写，并统

一收回，问卷共包括基本信息、用药知识(9个问

题)、用药态度(5个问题)与用药行为(10个问题)

等，用药知识与态度均为单选题，用药行为可多选。

1．3统计学分析

采用Epidata3．1录人数据，SPSS 19．O进行统

计描述，并计算各项目构成比。

2 结 果

2．1 妊娠期妇女用药知识调查结果

妊娠期妇女用药知识调查结果见表1。通过

统计描述后，调查人群关于中药问题(93．24％)、孕

期医生开药服用与否问题(86．48％)、叶酸作用问

题(84．84％)、叶酸最佳服用时期问题(61．89％)为

答对率前4位的问题；自行购买补药问题

(4．71％)、骨汤与钙剂作用问题(29．7l％)、妊娠期

服药最影响胎儿问题(37．91％)、何时补钙问题

(45．70％)与部分药物对胎儿造成影响问题

(48．77％)答对率相对较差。

表1妊娠期妇女用药知识调查结果

用药相关知识题目 答对人数构成比／％

2．2妊娠期妇女用药态度调查结果

妊娠期妇女用药态度调查结果见表2。调查

人群关于主动了解相关知识态度为83．61％，相

对较好；关于知识获取途径较为分散，其中以咨

询医生最多(43．24％)；生病后获取药物途径绝

大多数对象态度为按医嘱获取与服药

(79．10％)；不了解用法与用药，大多数对象态度

则是选择咨询医生(64．34％)与查阅说明书

(27．66％)；关于服药前说明书阅读的态度，多数

对象会仔细阅读(67．83％)，但也有部分对象仅

看用法与用量(29．51％)。

表2妊娠期妇女用药态度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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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妊娠期妇女用药行为调查结果

妊娠期妇女用药行为调查结果见表3。调查

人群用药例数达971例次，说明部分患者采用多

种药物摄人；其中以维生素(45．01％)与钙剂

(31．20％)为主要用药选择，分别为前2位；中药

及其成分药(5．46％)、激素及其衍生药物

(4．64％)、外用药(4．53％)、抗生素(4．02％)、解

热镇痛药(2．57％)与其他药物(2．57％)摄人较

少，均不足6％。

表3妊娠期妇女用药行为调查结果

3讨论

妊娠期妇女较为特殊，需给予足够重视。目

前临床上主要存在以下问题：首先，妊娠期服药

不当或剂量错误将对孕妇本身与胎儿造成严重后

果，甚至导致畸形与死胎；其次，绝大多数产妇由

于惧怕药物对胎儿会产生影响而拒绝服用任何药

物，导致自身基本无法得到缓解，威胁母婴健康或

胎儿某一方面营养因素缺乏而影响发育；再次，

部分产妇对妊娠期安全服药漠不关心，从本质上

未给予足够重视，从而引发一系列恶性事件，故而

针对妊娠期安全服药的问题应及时给予安全教

育旧。6 J。本研究调查发现，调查人群中关于中药

问题、孕期医生开药服用与否问题、叶酸作用问

题、叶酸最佳服用时期问题等4项问题的答对率

较为理想，可能因为这4项均属于妊娠期基本常

识，产妇长辈与产前教育均可有效进行宣教，故而

答对率较高；自行购买补药问题、骨汤与钙剂作

用问题、妊娠期服药最影响胎儿问题、何时补钙问

题与部分药物对胎儿造成影响问题等答对率相对

较差，主要因为相对知识较为冷门，加之某些问题

较为专业化，并对一些传统问题的认知存在误解

所致‘7—0|。

调查人群关于主动了解相关知识态度相对较

好，主要因为妊娠期产妇均处于积极态度，为了更

好的哺育下一代而对各种问题较为好奇。关于知

识获取途径较为分散，其中以咨询医生最多，而生

病后获取药物途径绝大多数对象态度为按医嘱获

取与服药，不了解用法与用药，大多数对象态度则

是选择咨询医生，主要因为无论在院内外，医生均

为最权威的医疗顾问，这些问题均说明该人群对

医师足够信任，其态度较为积极向上，这对妊娠期

妇女安全教育来讲意义重大Ⅲ。13|。选择咨询药

师极少，说明该人群对药师作用几乎不了解，药师

需加强业务能力，主动为患者提供服务，树立自身

形象和价值。临床药师是结合现代药学知识与医

生共同为患者制定最合理与循证医学的用药方案

的一类人群，在帮助医师合理用药方面起到关键

作用，可协助医师与告知患者正确的用药方法与

剂量，并避免多种药物之间相互作用而产生的不

良影响，在I临床合理用药中起到决定性作用，故而

针对此种现象，普及患者对药师的认识尤为重

要¨4—6|。关于服药前说明书阅读的态度，多数对

象会仔细阅读，但也有部分对象仅看用法与用量，

可以看出，部分人群对说明书的阅读存在问题，应

重点教育；用药行为方面以维生素、血液系统药、

中药及其成分药与钙剂为主要用药选择，故而可

作为妊娠期重点教育项目m。20 J。

综上所述，结合本院妊娠期妇女安全用药知

识、态度、行为情况调查结果，临床医生综合施加

相应用药知识宣教，建立用药登记制度，鼓励药师

积极参与，共同发挥作用，合理干预用药行为，为

妊娠期妇女安全用药提供有益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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