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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菌药物自我药疗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尹桃 肖水源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药剂科 长沙 中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系 长沙

摘要 目的  了解普通大众抗菌药物自我药疗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方法  检索 !阅读文献 分析与归纳文献内容 ∀结果  抗

菌药物自我药疗发生率最高为 过去 个月内 ∀自我药疗的目的以呼吸道和消化道的症状和疾病为主 常用药品有

阿莫西林 !氨苄青霉素 !环丙沙星等 ∀药品来源主要是药房购买和家庭剩余药品 ∀抗菌药物自我药疗的主要影响因素有 使

用抗菌药物的知识与态度 !医疗服务的可及性 !抗菌药物销售管理 !医师处方行为等等 ∀结论  自我药疗在某些国家和地区

有相当高的发生率 政府应该从加强社区和大众用药知识的宣传教育 !增加医药卫生服务的投入 !严格抗菌药物销售管理 !规

范医生处方行为等方面来促进普通大众合理使用抗菌药物 减少抗菌药物的自我药疗 ∀

关键词 抗菌药物 自我药疗 普通大众 现状 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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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药疗 2 是指普通大众自我选择药品 !

使用药品处理自我认识的症状和疾病 ∀合理的自我药疗能

够及时缓解和治愈疾病 节省时间和费用 还能够减轻社会

卫生资源紧缺的压力 ∀但是 不合理的自我药疗则可能导致

错误诊断 !延误治疗 !发生严重药物不良反应等后果 ∀

抗菌药物的自我药疗 2 是指普

通大众在没有就医的情况下自行决定使用抗菌药物用于防

治某些症状和疾病 ∀抗菌药物的不合理使用除了对人体健

康产生危害以外 还可能导致细菌耐药 !生态环境被破坏等

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因此 在很多国家 抗菌药物的绝大多

数品种均作为处方药 ° 2 ° 严加

管理 患者必须凭医师的处方才能购买和使用抗菌药物 抗

菌药物的自我药疗是一种不被推崇的健康寻觅行为 2

√ ∏ ∀

目前 国内外对普通大众抗菌药物自我药疗的研究报道

尚不多见 国内也未见相关的综述文献 ∀在此 笔者对近

年抗菌药物自我药疗的国内外文献进行了检索和查阅 多数

文献集中在近 年时间内 以国外的研究报道为主 ∀本文将

介绍抗菌药物自我药疗的主要研究结果 以了解抗菌药物自

我药疗的国内外现状 并对今后的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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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抗菌药物自我药疗的发生率

各个文献报道的抗菌药物自我药疗的发生率差别很大

最低的是过去 年内发生率为 最高的是过去 个月

内发生率为 ∀可能与研究方法 !研究人群 !样本大小 !

定义时间段的不同有关系 下面按资料获取途径的不同进行

归纳 ∀

1 1  邮寄问卷

通过邮寄问卷取得的调查结果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无

应答偏倚 ∀ 等 ≈ 年通过邮寄问卷在以色列北部调

查 名成人 名应答者中 的人报告在过去的

年内在家中使用过抗菌药物 其中 的人通过医生处方

获得药物 只有 的人无处方购买药物 因此推算过去

年中抗菌药物自我药疗的发生率为 ∀ 等 ≈ 在

波兰通过邮寄问卷调查 名成年人 过去 年内有 的

人接受过抗菌药物治疗 其中未就医而自行决定使用药物的

比例为 因而推算过去 年中抗菌药物自我药疗的发生

率为 ∀

1 2  社区入户调查和访谈

通过对家庭的入户调查和访谈 其研究人群更具有代表

性 研究结果具有更好的推广性 ∀ ≥
≈ 在印度南部

的 ≥ 随机调查了 个家庭 人 并在该居住

区域的私人药房访谈了 名购买抗菌药物的顾客 ∀ 个

家庭中有 的家庭在过去 周内至少有 人使用了药

物进行自我药疗 名购买抗菌药物的顾客中有 人

的人购买抗菌药物没有凭处方 结合对家庭和药房的

调查 估计在任何一个 周的时间内 有近 的人口发生

过抗菌药物自我药疗 ∀ 等 ≈ 对苏丹 ∏ 州 个

城市的社区家庭进行多级分层整群抽样 抽取了 个家庭

名成年人 通过家庭入户调查 过去 个月内有 人

采用抗菌药物自我药疗 ∀

1 3  以大学为研究现场

对大学教师和在校本科生 均排除了医学专业人员 的

研究获取资料较容易 但针对的是特殊人群 研究结果的可

推广性有限 ∀ ≤ ∏ 等 ≈ 调查了土耳其某大学教师对抗

菌药物使用的相关知识及其行为 有 的人使用过抗菌

药物自我药疗 ∀ 等 ≈ 对苏丹 名在校大学生进行问

卷调查 过去 个月内抗菌药物自我药疗发生率为 ∀

2  父母亲 或监护人 给孩子施与抗菌药物自我药疗的状况

关于父母亲 或监护人 给孩子施与抗菌药物自我药疗

的文献较多 大部分作者将研究现场选在儿科门诊 !幼儿园

或中小学 也有通过联系住宅电话访问父母亲 或监护人 的

报道 ∀

席薇等 ≈ 对中国天津市某医院儿科门诊 名呼吸道

感染患儿的家长进行问卷调查 了解患儿最近 次急性呼吸

道感染的家庭用药情况 的患儿有家庭用药行为

的家长首选抗菌药物治疗 ∀ 等 ≈ 年在中国

合肥市调查 名学生的家庭 过去 年中 父母给孩子进

行自我药疗的发生率为 发生自我药疗的孩子中 有

的孩子使用了抗菌药物 还对近一个月内缺课 以

上的 个学生的家庭进行走访 发现在家接受父母给与抗

菌药物自我药疗的比例占 ∀任延明等 ≈ 对一所小学

和幼儿园 ∗ 岁儿童的家长的进行问卷调查 名家长

中曾经给孩子盲目使用抗菌药物者占 ∀ ≈

在 年对越南某农村社区的 名 ∗ 岁儿童及其家长

进行调查 在过去 个月内 有 的儿童至少有过一种上

呼吸道感染的症状 的儿童被给予了抗菌药物 其中有

的儿童由家长自行给孩子使用抗菌药物 ∀

3  抗菌药物自我药疗的使用方法

很少有文献对抗菌药物自我药疗的具体使用方法进行

研究 等 ≈ 对墨西哥社区家庭的调查中显示 因腹

泻而采取抗菌药物自我药疗的患者中 有 的人在适应

证 !给药剂量 !用药疗程方面存在错误 ∀

4  抗菌药物自我药疗使用的药物及其来源

4 1  常用药物

阿莫西林是文献提及最多的药物 ∀ 等 ≈ 报道阿莫

西林是成人自我药疗最常用的抗菌药物 ∀ ≥
≈ 指出

家庭最常用的药物是阿莫西林 !环丙沙星 !氨苄西林 ∀

等 ≈ 报道阿莫西林 !四环素 !环丙沙星 !多西环素是家庭自我

药疗最常用的药物 ∀ ° 等 ≈ 报道成人使用 Β2内酰胺类

抗菌素最多 ∀ 5中国药店 6组织的调查显示 药店店员向顾客

推荐最多的口服抗菌药物是阿莫西林 阿莫西林也是消费者

指明购买最多的药品 ≈ ∀

抗菌药物的销售状况和家庭储药情况也可以间接反映

抗菌药物自我药疗的常用药品 ∀ ∏等 ≈ 统计分析了匈

牙利 ∗ 年无处方销售抗菌药物的数量 连续 年

中多西环素一直是第 名 阿莫西林 !氨苄西林 !诺氟沙星等

药品销售量中有 是无处方销售 ∀

4 2  药物来源

对于自我药疗抗菌药物的来源 主要来自药房购买 !亲

友赠送 !上次用药后剩余 ∀在非洲 !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某些

国家 抗菌药物除了可以从医院 !药店获得外 还可以从集市

的小商贩手中获得 ≈ ∀ 等 ≈ 报道居住在美国的拉丁

美洲移民常从杂货铺中获得抗菌药物 还经常得到仍然住在

原来国家的亲戚和朋友赠送的抗菌药物 ∀ 等 ≈ 对

个欧洲国家的 名公众进行调查 自我药疗的抗菌

药物主要来自剩余药品 其次才是去药房购买 ∀

5  抗菌药物自我药疗的目的

公众采用抗菌药物自我药疗主要用于呼吸道和消化道的

症状与疾病 包括喉咙痛 !咳嗽 !腹泻 !感冒 !鼻炎 !上呼吸道感

染 !支气管炎 !扁桃体炎等等 ∀ 5中国药店 6组织的调查显示

消费者主要因以下疾病到药店购买口服抗菌素类药品 上呼

吸道感染 !泌尿系感染 !肠道感染 !外伤感染和牙痛 ≈ ∀

6  使用抗菌药物的知识 !态度与文化

很多作者对公众的抗菌药物知识与态度进行了研究 结

果显示公众对使用抗菌药物认知度存在较严重的不足和

错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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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欧洲 个国家 名公众成人的访问 比较了

各个国家普通公众对抗菌药物自我药疗的知识与态度 所有

受试者中 平均有 的人错误地回答抗菌药物对病毒感染

有疗效 有 的人不知道抗菌药物有不良反应 在意大利 !

捷克 !克罗地亚 !以色列 !立陶宛等国家 公众的知识 !态度与

瑞典比较 前几个国家存在显著的不足 在其中一些细菌耐

药性知晓率最低的国家 有较高的细菌耐药率 ≈ ∀ •
≈

报道在拉丁美洲 存在一种 /抗菌素文化 0

∏ ∏ 发热表示有感染 感染就需要抗菌素 ∀王维对

名住院患者的抗菌药物使用知识进行了问卷调查 的

患者回答抗菌药物可由自己决定使用 患者认为发烧

时应首选抗菌药物治疗 的患者认为流行性感冒可以

用抗菌药物治愈 ≈ ∀

关于父母亲或监护人对儿童使用抗菌药物的知识与态

度有如下报道 ∀ ° 等 ≈ 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对 名

儿童监护人的调查中显示 的人认为抗菌药物能治愈所

有的感染性疾病 的人认为抗菌药物没有不良反应

的人认为抗菌药物是安全的 医药知识得分较高者是那

些更多地拥有私人健康保险 !高学历的监护人 知识得分高

低不影响监护人对使用抗菌药物的态度 ∀ ≤
≈ 在香港的

诊所调查 名成人患者和儿童患者的监护人 有 的

人错误地回答细菌是上呼吸道感染的病原菌 ∀曹玲等 ≈ 调

查某医院门诊就诊及在病房陪住的患儿的家长共 名

有 人 认为抗菌药物可以退热 有 人

认为咳嗽就要用抗菌药物 人 认为病

毒感染要用抗菌药物 ∀

7  抗菌药物自我药疗的影响因素

抗菌药物自我药疗的影响因素有很多 如社会人口学因

素 !经济因素 !健康状况 !医药知识 !态度与信念 !药物的可及

性 !居住地域 !社会药房的管理 !医师的处方行为等等 ∀

7 1  社会人口学因素的影响

≥
≈ 提出儿童在抗菌药物自我药疗人群中的比

例较高 ≈ ∀ 2≥ 等 ≈ 的研究显示作为亚洲人 !拉

丁美洲人的父母比白种人的父母更希望在孩子患上呼吸道

感染时使用抗菌药物 ∀ 等 ≈ 和 等 ≈ 提出高

等学历能够增加抗菌药物自我药疗的危险 ∀但是

≥
≈ 则提出家长有高学历的家庭很少使用抗菌药物

的自我药疗 受教育水平较低是导致无处方购买抗菌药物的

行为因素之一 ∀

7 2  经济因素的影响

≥
≈ 和 等 ≈ 均提出家庭低收入能够增加

抗菌药物自我药疗的危险 ≥
≈ 还发现无处方购买

抗菌药物的顾客中多数不享有医疗保险 ∀但是 ° 等 ≈

则提出拥有私人健康保险的监护人在最近 个月内更多地

给受监护儿童使用抗菌药物进行了自我药疗 ∀ 等 ≈ 在中

国的一项研究中发现 享受免费医疗的母亲更多地给予孩子

实施抗菌药物自我药疗 ∀统计分析了匈牙利 ∗ 年

无处方销售抗菌药物的数量 认为药品价格较低与无处方购

买抗菌药物有一定的相关性 ≈ ∀

7 3  抗菌药物知识对用药行为的影响

用药知识对抗菌药物使用行为的影响则有两方面的报

道 ∀一方面 ≤
≈ 和 ∏∏

≈ 认为用药知识得分较

高者 可能会有更正确的用药行为和倾向 ∀另一方面 °

等 ≈ 则认为人们即使具备正确的抗菌药物用药知识 但是

仍然不足以改变其不合理用药行为 因为用药知识并不总是

与用药行为保持一致 ∀

7 4  医药服务可及性的影响

容易得到药物也是导致抗菌药物自我药疗的因素之一 ∀

在很多发展中国家 顾客不需要凭处方就能轻易购买到抗菌

药物 ∀ 5中国药店 6组织的调查显示 在药店的抗菌药物销售

中 口服抗菌药物的持方购买率不足 ≈ ∀ 2

等 ≈ 对约旦药店抗菌药物销售的调查显示 的抗菌药

物未凭处方销售 的抗菌药物由顾客自行决定购买

由药师推荐购买 ≈ ∀

≥
≈ 的研究指出 看病贵是导致抗菌药物自我

药疗的因素之一 ∀对药房购药的顾客进行调查 就医等待时

间太长也是导致抗菌药物自我药疗的因素之一 ≈ ∀

8  提出的建议

8 1  加强药房抗菌药物销售的管理

针对很多发展中国家顾客不需要凭处方就能轻易购买

到抗菌药物的情况 很多学者提出应该加强药房抗菌药物销

售的管理 ∀ ∏等 ≈ 认为药品价格较低与无处方购买抗

菌药物有一定的相关性 提出可以通过增加无处方购买抗菌

药物的附加值来控制药品的无处方销售 ∀

8 2  加强非专业人群的教育

上述研究提示 抗菌药物的不合理使用不仅发生在医疗

保健机构内 而且发生在普通大众的家庭中 ∀只对医药卫生

专业人员的教育是远远不够的 应该制定对非专业人群合理

使用抗菌药物的教育计划 合理使用抗菌药物的教育还应该

走进社区 !面向大众 ∀

8 3  加强药品广告的管理

在某些国家和地区 泛滥的药品宣传和广告不仅迷惑了

公众 也迷惑了医师 ∀应该严格管理针对医师 !药师 !普通大

众的药品广告 加强药品广告的管理应该与健康教育战役齐

头并进 ≈ ∀

8 4  加强医师处方行为的管理

医师 /过度处方 0可能造成家庭有剩余药品 医师给某些

小病症使用抗菌药物能够增加以后患者用抗菌药物治疗这

些小病症的危险 ∀医师处方行为不仅是医疗机构合理使用

抗菌药物的关键因素 而且对普通大众合理使用抗菌药物也

具有重要影响 ≈ ∀

8 5  改善对普通大众的医疗服务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 医疗资源紧缺是影响普通大众健康

状况的重要因素 大多数人口都不能享受到基本的医疗服

务 ∀国家和政府应该加强医疗卫生的投入 还应该解决就医

等待时间长 !医疗费用昂贵等问题 使普通大众能享受到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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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医疗服务 以减少不合适的自我医疗 !自我药疗带来的

后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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