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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浙沪农民工用药与医疗卫生现状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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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农民工用药与医疗卫生状况及其原因 为改善农民工医疗保健状况提供相关建议 ∀方法  采用调查问卷形

式获得 名农民工用药与医疗卫生相关情况 ∀结果  医疗保险率 ≤ 为 ∗ 低 !用药与医疗卫

生知识普及率 ≤ 为 ∗ 不足 !处方拥有率 ≤ 为 ∗ 不足是导致农民

工滥用药品的主要原因 ∀结论  应加强对农民工用药安全与健康的教育 并加强医疗保险的普及 ∀

关键词 农民工 抗生素滥用 用药卫生 医疗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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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与方法

1 1  对象

以在江浙沪各区县随机抽取 名农民工为对象 ∀

1 2  方法

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获得 名农民工用药卫生相

关情况 ∀问卷为询问式 调查均匿名 被调查者均知情同意 ∀

1 3  统计

采用 ≥°≥≥ 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单因素统计分析与

多元 回归分析 ∀

2  结果

2 1  一般人口学特征

被调查者全部为男性 全部为外地乡镇人员 ∀ 为

建筑工人 为市政 !服务等其他工种 ∀其中 岁以下

者占 ∗ 岁者占 岁以上者占 ∀

已婚 未婚 ∀ 文化程度为小学

文化程度为初中 为中专或高中 无高中以上 ∀

的被调查者月收入在 元以下 在 ∗ 元间的

有 在 ∗ 元间的为 元以上为

见表 ∀

2 2  用药卫生相关情况

以自行不遵医嘱服用抗生素与否为滥用抗生素的标准

以是否知晓抗生素 !止痛药等药物的副作用以及滥用药物的

危害标准判断被调查者用药知识知晓程度 ∀ 的被调

查者存在滥用抗生素的情况 ∀ 的被调查者用药知识

缺乏 ∀

2 3  一般人口学特征与用药知识和药品滥用的关系

对一般人口学特征与药品滥用率进行卡方检验 结果表

表 1  药品滥用的单因素分析

影响因素 比例 药品滥用 卡方值 Π值

婚姻状况

 已婚

 未婚

年龄组

 ∗

 ∗

 ∗

月收入

 ∗

 ∗

 ∗

 ∗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或中专

职业

 建筑

 市政 !服务

处方情况

 有

 无

用药知识

 合格

 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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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年龄 !月收入和用药知识水平与药品滥用存在统计学关

联 见表 ∀

2 4  职业与药品滥用的关系

对工作环境与药品滥用率进行卡方检验 结果表明 建筑

工人的药品滥用率高于其他职业 见表 ∀

2 5  用药知识与药品滥用的关系

对用药知识与药品滥用率进行卡方检验 结果表明 用

药知识缺乏是导致药品滥用的危险因素 见表 ∀

2 6  获得药品途径与药物滥用的关系

对获得药品途径与药品滥用率进行卡方检验 结果表

明 非处方途径是导致药品滥用的危险因素 见表 ∀

2 7  导致药品滥用的多元 回归分析

对导致药品滥用的各种可能因素进行多元回归分析 结

果表明 导致药品滥用的主要危险因素是用药知识缺乏 !非

处方途径和医疗保险缺乏 见表 ∀

表 2  导致药品滥用的多元 回归分析

因素 Β值 ≥∞值 • 值 Π值 ≤ 值

处方情况 ∗

医疗保险 ∗

用药知识 ∗

3  讨论

调查结果表明 农民工的用药保健状况堪忧 农民工的

药品滥用率 明显高于一般人群 ≈ 而且 用

药知识掌握程度 也明显低于一般人群 ∀调查显示

在农民工中被滥用的最多的是头孢类 !罗红霉素等抗生素

其次是止痛药如吲哚美辛 !阿司匹林 ∀这些药物大部分均属

于处方药或国家药监局公布的第一批非处方药中的甲类受

限非处方药 如果随意使用 对健康会产生较大的损害 ∀就

主观的用药卫生知识普及来说 其力度并不够 覆盖面也不

大 ∀调查结果表明 农民工用药知识缺乏现象严重

的被调查者不知道滥用抗生素的危害 的被调查者生

病的时候也不选择去医院而是自己买药 ∀而调查表明 农民

工用药知识缺乏程度与月收入和社会宣传水平相关

的被调查者表示 自己大部分用药知识都来自于药店的店员

或他人 ∀所以用药知识普及程度不足是引发药品滥用的根

本原因 ≈ ∀而且根据调查 被调查者在购买抗生素

时 自己并没有医生的处方 原因是麻烦和在医院看病太贵

而药店也没有索取 而按照 5处方药与非处方药分类管理办

法 6第二条规定 购买处方药必须持有医师处方 ∀这导致了

抗生素滥用现象无法控制 ∀同时调查发现 由于农民工家乡

地区相关法规执行力度不够 加之价格便宜 不少农民工选

择从家乡携带药品 这又加剧了药品滥用的现象 ≈ ∀综上所

述 在农民工群体中进行药物管理有很大的困难 ∀

调查中发现 客观的保健条件无法满足农民工的保健需

要 尽管总体来说 江浙沪医疗保险普及率较其它地区为高

但是建筑工人参保率 却低于其他职业 ∀

只有 的工地总是进行完善的劳动保护 不少工地在夏

天没有足够的防暑措施 这点在一些小工地或多次转包的工

程中比较普遍 ∀因为农民工几乎全部是外地户口 没有本地

政府的保障 同时因为流动性大 也一般享受不到工作单位

的医疗保险 特别是建筑工人 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和企业

利润原因 医疗保险率低于其他职业 ≈ ∀而且 被调查

者表示一些针对外来人口的卫生服务中心的价格对他们来

说也不低 而且一些工地负责人表示 保险赔付过程中的拖

延 大大降低了保障的效果 ∀这就导致了相当多的农民工生

病后上不起医院或者卫生服务中心 ∀调查显示 的被

调查者选择就医与否与就医地点的首要考虑因素是价格

的被调查者生病后选择自己买药 的被调查者

选择不处理 这样就使农民工得不到合适的处方 加之用药

卫生教育力度不足 药品滥用在所难免 ∀

本调查提示 农民工用药安全状况亟待提高 ∀对其进行

用药安全与健康教育应该充分发挥社会和媒体的作用 采用

通俗易懂的方式进行宣传 并鼓励专业的医护人员参与 ≈ ∀

而且针对农民工低学历与流动性大的特点 建议在中小学教

育中适当加入这方面的内容 ∀在医疗保险方面 可以采用以

工作单位为主导的方法 在签订劳动合同的同时也签订综合

保险 并减少保险赔付过程中的耽搁 ∀同时加强药物管理

阻止无处方获得处方药的现象 ∀政府也应注意控制卫生服

务站的收费水平 严格执行 5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 6和 5处方

药与非处方药分类管理办法 6相关规定 加大综合保险的覆

盖力度 仿照上海市进行综合医疗卡的普及 ≈ 通过多种方

法来提高农民工的卫生保健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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