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疗药物的应用现状
,

并把这些药物信息及时提供 给

临床医师
,

从而提高临床药物治疗水平
,

同时也能提

高临床药师在治疗中的地位
。

详细 了解病人的综合情况 要详细阅读病历
,

直接面向病人了解病因
、

病程
、

药史
、

病史
、

家族史
、

药物过敏史及其它身体状况
,

这有利于提高药物选

择的准确性 临床药师 还要监控病人用 药后 的疗

效
、

不 良反应
,

根据病情 的变化和所掌握的药学知识

向医师提供科学 的药物治疗方案
,

真正担负起药物

治疗的责任
,

从而加速病人 的康复
。

向 医护人 员介绍合理用 药知识 应定期 向医

护人员介绍用药知识
,

提高医护人员对药 物的配伍

禁忌
、

给药途径
、

给药方法
、

给药 时间及不 良反应等

方面的理性认识
,

真正认识合 理用药的重要性及不

合理用药的危害性
,

这样才能提高药物治疗水准
,

避

免药源性不良反应的发生
。

需全面提高 自身综合素质 临床药师应加强

继续教育和培养
,

针对性地学习新技术
、

新理论
,

不

断更新知识
。

总之
,

临床药物治疗存在着许多不足
,

药师深入

临床进行药学服务
,

可使药物的应用趋向于科学化
、

经济化
、

合理化
,

使临床合理用药达到一个更高的层

次
。

收稿 日期 一 一

消费者 自我用药行为调查分析

马恩坷
’ ,

崔俐俊
‘ ,

杨少麟
,

裘雪友
,

陈盛新
“ ,

舒丽芯
斗

第二军 医大学学员旅 队
,

上海 上海华 氏大药

房华氏药品总汇
,

上海
,

北京永裕新兴医药有限公 司
,

北京

摘要 目的 调 查和分析社会 药房 消费者的用 药行为
。

方法 采用 问卷调查法对某家社会药房消费者进行调

查并用描述分析法描述和解释消费者的 用药行为
。

结果 社会药房的 消费者以 中老年为主
,

在选择药房时重

视药房的性质
、

规模和交通便利 条件
,

在寻药时主要依据以拄 经验和 医 师 处方
,

在选择药品 时重视 药品 的疗

效
、

生 产厂 家
,

接 受药品信息的主要渠道是电视等大众媒介
,

对药疗常识 的 掌握
、

对药学服务的 需求以及对药

品有关法规的 了解等方 面结果不尽人意
。

结论 社会药房消费者的用 药行为 需要社会药房和社区 药师进行

教育和引导
,

而社会药房仍有很大 的拓展业务的空 间
。

关键词 用药行 为 社会药房 调查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一 一 一 一

随着我国医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发展
,

以

及加人 后逐步开放医药市场带来的机遇与挑

战
,

我国医药经营体制
、

管理制度 呈现重大变化
,

一

大批社会药房迅速兴起
,

独立药房
、

连锁药房
、

平价

药房
、

超市药柜等群雄逐鹿
,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谋

求发展
。

与此同时
,

社会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
、

处方

药与非处方药分类管理制度的不 断完善
,

促进 了消

费者自我保健观念的形成
,

并开始影 响消费者 自我

用药 的行 为
。

美 国的 和 博士 在专著

《药房
、

药物和医疗保健》 第 版 中指 出
,

消费者

使用药物的过程可概括为 意识到需要用药 选

择具体药物 选择治疗方案 获得药物 使用

储存药物 取得 治疗结果 等六个步骤
‘飞

。

为了解

消费者自我购药 的现状和趋势
,

以及影响 自我购药

的因素
,

本文依据上述药物使用模式设计 了调查问

卷
,

并在华 氏大药房的配合下
,

对其下属一家药店进

行了现场调查
,

现将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

材料与方法

调查对 象的 选取与抽样方 法 本研究数据来

源于  年 月 日至 日在上海市大连路华氏

大药房进行的现场调查
。

以营业时间内在该药店购

药的消费者为对象
,

以 自行设计 的妇肖费者 自我用

药需求问卷表》为工具
,

对进店的消费者逐一邀请

参加
,

凡同意参与者
,

均 由调查员按问卷表提问
,

消

费者 回答
,

调查员记 录
。

最后
,

共完成 问卷表

份
,

有效问卷表 份
。

数据处理方 法 采用  !  软件对数

据进行登录
、

归类整理和汇总统计
,

并进行分析和比

较
。

结果与分析

调查对象的 一般情 况 参加 问卷调查 的对象

以中老年为主 表
,

其 中 至 岁之 间的调查

对象占到样本的 成以上 男女比例基本持平 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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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教育程度较高
,

具有高中或 中专 以上文化程度

的占
,

。。 的被调查 者享受医 疗保险
。

绝大多数消费者到该药店是为 自己购药
。

表 消费者按年龄分组的一般情况

组别 人数
文化程度

高中或 中专 大学以 上

岁以下

一 岁

岁 以上

合计

,

性 别

男 女 初中以 下

影响 消费者选择 药店 的 因素 影响消费者选

择药店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

从药店的性质看
,

选择

顺序 依 次 是 平 价 药 店
、

连 锁 药 店

 
、

医 院 药 房  
、

独 立 药 店
、

其他
。

近年来
,

我 国零售药店

发展迅速
,

与此同时
,

药品零售行业 的竞争也 日趋激

烈
,

连锁药店的规模不断扩大
,

平价药店也首次登上

历史舞台
,

药品不仅
“

平价
” ,

而且 药店规模也往往

较大
,

品种齐全
,

对 日益高涨 的药价起 了平抑的作

用
,

并逐渐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认可
。

统计表明
,

在

购买同一厂家生产的同种药 品的情况下
,

有近 成

的被访者购药时首选平价药店
,

其次是连锁药店
,

说

明药价仍是消费者选择药店的重要条件
。

同样性质 的药店
,

影响消费者选择的主要因素

包括 药店规模
、

药店位置
、

知名度
、

价格
、

品种齐全
。

虽然消费者购药主要是依据药品的适应症
,

但也非

常重视 比较药品质量的优劣
。

规模相对较大
,

知名

度较高的药店
,

都给人信誉可靠和安全感
,

消费者认

为其提供的药品的质量有保证
。

所 以
,

近一半的消

费者把药店的规模作为选择的首要考虑因素
。

同时
,

随着我国医疗保障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和

完善
,

很 多消费者 都享 有 医疗保 险 本 调查 中有

的被调查者享受医疗保险
,

所以药店是否

是医保定点药店
,

也极大程度的影响消费者的选择
。

本次调查的社会药房为非定点药店
,

但消费群体仍

以医保参保人员为主
,

从另外一个侧面也体现了人

们 自我保健意识的提高以及社会药房在社区便利上

的优势
。

随着生活节奏的 日益加快
,

消费者对时间和便

利的关注程度也 日渐提高
,

在药品品种
、

质量
、

价格

差别不大的情况下
,

药店的便利与否成为消费者考

虑的重要因素
,

而药店的地理位置则是药店便利与

否的直接反映
。

调查显示
,

的被访者一般选

择步行 以下就能到达的药店购药
。

影响消费者寻药行为的 因素

消费者寻药的方向 本调查表 明
,

消费者

在身体不舒服时
,

有 的人会首先选择看医

生
、

的受访者选择利用家中存药进行 自我药

疗
、

另有 的受访者会去药店
,

其余的受访者

表示会置之不理
,

等病重了再说
。

可见
,

大多数消费

者对 自身健康比较关注 有相当一部分消费者首先

选择家中存药
,

可见加强对消费者合理用药的教育

应是社会药房的重要使命
。

消费者寻药行为的依据 在问到消费者寻

药的依据通常会是什么
,

有 的消费者表示

主要根据 自己经验决定寻药行为
,

的听从医

生的诊治
,

的看说明书
,

的听从药店药

师的意见
,

的愿意征询医院药房的药师意见
。

说明在我国的零售药品市场
,

药师的专业作用尚未

得到充分的发挥
,

也未确立在 民众 自我保健 中的应

有地位
。

消费者选药的决策依据 决定消费者对药

品 品 种 的 选 择 的 因 素 主 要 是 药 品 的 疗 效
,

其次是用药费用
、

医疗保险或使用方便

等因素
。

对已选定 的药品
,

倾 向于使用大药厂或知

名品牌的品种 占  !
,

其他 因素
,

如价格高低
、

有无药师推荐等仅 占
。

消费者接触用药信息的渠道 消费者接触

有关健康保健信息的来源渠道
,

依次是电视
、

报纸
、

书籍
、

医院和广播
,

只有小部分消费者是通过药店了

解用药方面的信息
。

可见药店可以提供更 多信息
,

加深消费者对 自我药疗 的认知程度
,

从 而使之能更

科学地处理遇到的自身健康问题
。

消费者对药品信息的关注重点 消费者关

注的药品信息主要是药 品的有效期
、

安全性及副作

用和用药的注意事项
,

其次是药品有效性和不 良反

应
。

消费者购药时受店员的影响程度 现代药

店不仅是销售药 品的场所
,

而且
,

也是 推广合理用

药
,

指导患者正确使用药品
、

合理使用药品的重要阵

地
。

但是在问到消费者购药时是否会受店员导购的

影响
,

只有一部分 的消费者 会向店员咨



   

询该选什么样 的药 品来解决 自己或家 人的健 康问

题 被访者来到药店后一般还是根据 自己 的经验和

医生的建议来购药
,

而不大采纳药店营业员的意见
,

也很少咨询药师
。

这个数据与中国非处方药协会对

全国七个主要城市进行的针对药店店员的调查结果

有较大差别川
,

该调查中有
,

消费者会受店

员导购的影响 而本次调查显示只有 的消

费者会向店员咨询
。

究其原因一是因为两个研究的

调查对象性质不同
,

会对同一问题有不同的理解 二

是本研究的被访者 以附近居 民中的中老年人 居多
,

日常用药的种类和品牌相对 固定
,

所以在来到药店

后往往有较明确的 目标
,

不大采纳店员的意见
,

同

时
,

中老年人对药品消费的警惕性较高
,

对店员的导

购持不信任态度 三是 目前驻店药师的作用没有充

分发挥
,

而部分店员的医疗知识有所欠缺
,

不能为消

费者提供有效合理的用药指导
。

由此看 出
,

药店应

坚持药师挂牌上岗制度
,

同时
,

大力向公众宣传咨询

药师的重要作用
,

不断提高驻店药师的素质和知名

度
,

以便更好 的为广大消费者服务
,

这也是药店谋求

发展的又一重要举措
。

随着医疗服务市场的逐步成

熟
,

人们的购药和用药观念也会逐步改变
,

驻店药师

用药指导的功能无疑将会逐渐加强
,

药师的专业咨

询将会得到更多消费者的认可和欢迎
。

关 于消费者药疗基本常识 与年龄层 次 关 系的

调查 本研究对不 同年龄段的消费者
,

按老 年龄

岁
、

中 年龄 一 岁之间
、

青 年龄

岁 三组进行 比较
。

在关于药品的用法 用量
、

保 存

条件
、

有效期等知识的了解程度方面
,

除青年人对药

品储存条件关注较少之外
,

其他 的数据结果差异不

大
,

可见消费者在用药前会首先 了解该药 的基本常

识
,

对于用法用量
,

储存条件及有效期都较清楚
。

对于合理用药的重要考察指标

—
抗生素用药

的调查结果表明
,

老年人大部分不知道哪些药品属

于抗生素
,

也很少 了解滥用抗生素的危害
,

可见加强

对老年人合理应用抗生素的指导刻不容缓 同时调

查显示
,

大部分消费者对处方药与非处方药 的区别
,

以及保健品与药 品的区别方面有一定的了解
,

老 中

青三代无 明显差别 表
。

表 消费者对药疗基本常识的 了解

组 别
了解抗生素的

名称和用途

了解抗生素

滥用的危害

了解处方药与

非处方药的差盏

了解保健品与

岁 以下
一 岁

岁 以上

85
.
7 0

62
.
07

28
.
57

100
.
00

63
.
79

18
,

0 9

5
7

.

1 4

6 3

.

7 0

5 9

.

5 2

药 品的差

85
.
70

74
.
14

57 10

2
.
5 消费者对药 店 开展药 学服务的 态度 调查显

示
,

有 73 00 % 的被访者愿意配合药店建立个人的

用药档案
,

但还是有 27
.
00 % 的人 出于种种顾虑

,

持

排斥或观望态度
。

建立个人用药档案作为一种新型

的服务方式已经在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及 日本等国发

展并普遍应用
,

这种服务 旨在从消费者的需要 出发
,

对完善社区医疗保健工作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

本研

究进行抽样的药店处在人 口高度密集 的居民 区
,

调

查显示 52
.
34 % 被访者步行十分钟以下即能到达该

药店
,

26

.

17 % 需要步行十至二 十分钟
,

仅有 1
.
87 %

需乘车到达
。

可见该药店主要是 服务于社区居 民
,

所以对于推广此项服务有极大的地理优势
,

若 能得

到广大居民的认可和支持
,

必能更好 的服务居民
,

同

时给药店带来更广阔的发展天地
。

2

.

6 消费者对药品 管理 法规 的认识程度 随着药

品市场的不断完
一

善
,

药品管理 的有关法规也 日渐完

善
,

但是与之休戚相关的消费者对这些法律法规 又

有多少了解呢?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仅有 43
.
33 % 的

被访者曾经听说过《中华人 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
,

其中只有 13
.
33 % 的受访者表示对该法有基本的了

解 ;而大部分人对该法 了解很少或从不 了解
。

由此

可见
,

药店加强药 品管理法规 的宣传迫在眉睫
。

只

有加强了法律法规的宣传
,

才能使广大消费者 明确

自己的权利
,

更好地对药 品零售行业发挥社会监督

作用
。

3 结论与讨论

3.1 社会药房服务的主要 目标群体宜定位于附近

居民 区的中
、

老年消费者
。

本研究调查对象男女比

例基本持平
,

中老年 占 85
.
05 %

,

大多数具有高 中或

中专以上文化程度
,

并享受医疗保 险
。

本调查所取

的样本以 中老年为主
。

这主要是因为中老年消费者

健康状况差于青年 ;而且
,

居民区的中老年人大多赋

闲在家
,

有空余时间
;
再者

,

公众 已经认可小毛小病

采用 自我药疗的方法是一种更经济的方法
。

3

.

2 药店是否为医保定点药店对客流和消费额的

影响有待于进 一步研究
。

调查样 本中
,

有 70
.
00 %

的被访者享受医疗保险
,

从药店经营策略方面看
,

药

店应当力争早 日成为医保定点药店
,

理论上可以 为

今后的发展带来更广阔的天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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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3 社会药房的形象

、

服务方式
、

服务质量是消费者

选择购药场所的重要因素
。

消费者愈来愈注重药店

的规模和便利性
,

都希望在知名度高
,

药品价格合理
,

以及药品种类齐全的药店购药
。

品牌效应在药店选

择方面作用显著
。

至于药店的性质
,

消费者已不关注

所有制性质
,

也不盲从于传统 的独立药店和 医院药

房
,

更多的消费者青睐于平价药店和连锁药店
。

3

、

4 社会药房的创新性理念和服务是生存和发展

的重要前提
。

随着人们观念的改变
,

消费者更多地

关心药品的安全性及不 良反应
,

以及药品的有效期

和选药等
。

因此
,

药店成为合理用药教育的重要阵

地
,

驻店药师提供的咨询意见和社区 健康教育会很

大程度上影响着消费者的购药 态度和决策
。

所以
,

从长远来看
,

开展新颖的购药服务是提高社会药房

地位
、

声誉和吸引消费者 的重要服务思想和服务模

式
。

患者用药档案的建立是药店增强便利性和提高

服务质量的重要手段
。

大部分被访者愿意配合药店

建立个人的用药档案
,

这一有利条件有助于药店更

好地开展社区药学服务
。

3

.

5 建议

(l )医药零售商应注重与社区 医疗相结合
,

在居

民聚居区开设便民药店
,

24 小时营业
,

并开展电话
、

网络订购
、

送药上门
、

开设咨询热线等服务
。

(2) 药店应不断提高 自身服务的专业性
,

加大对

药品知识及管理法规的宣传
。

(
3
)药店可通过广告等各种宣传形式

,

开展新颖

的购药服务和社区药学服务 以提高社会药房地位
、

声誉
。

(
4

) 药店应提高驻店药师专业素质
,

提供更有

针对性的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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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临床资料

患者
,

男
,

67 岁
,

因反复恶心
、

呕吐 s d 人院治

疗
。

病人缘于 15d 前
,

因受凉后出现咳嗽
、

流涕伴畏

寒
、

发热 (具体体温不详 )
。

在 当地卫 生院诊断为
“

上感
” ,

给予头抱哇琳钠 59 加人生理盐水 100 m L

静滴
,

q d

,

连续静滴 10d 后
,

上述症状有所缓解
。

出

现尿量减少 (24 h 尿量约 600 m功
,

以及恶心
、

呕吐
,

为胃内容物
,

非喷射状
。

在 当地卫生院治疗
,

症状不

能缓解
。

随来我院就诊
,

查 T35
.
6℃

,

P

78 次/m in
,

甩2 次/m i
n ,

B p 1 8 o / 8 0 m m H g

。

神志 清
,

精神差
,

双

肺听诊呼吸音粗
,

未闻及干湿性罗音
,

心浊音界向左

下扩大
,

二尖瓣听诊区可及 3 级收缩期杂音
。

肝脾

肋下未及
,

移动性浊音阳性
,

双下肢轻度水肿
。

辅助

检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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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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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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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 检 可见 颗 粒 管型 ; 肾功示
:

B uN47
.
Z m m ol/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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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 解 质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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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m m oF L

,

N
a

r 3 4 m m
o

l / L

,

C I 2 0 3 m m
o

l / L
。

追问病

史
,

既往有高血压病史 15 年
,

未行正规治疗
。

诊断

:
¹ 3 级高血压

,

º 高血压心脏病
,

» 急性肾功衰
。

人院后给予血液透析及对症治疗后
,

症状缓解
。

竭为

2 讨论

2
.
1 头抱菌素在肝脏 内乙酞化后主要 由肾脏排泄

。

头抱挫琳钠无明显肾毒性
,

该药如用于 已有肾功能

损害者
,

均 可加重其 肾毒性
。

有 报道大剂量用 时

(6 9/d) 可引起近曲小管坏死和急性 肾衰
。

2

.

2 许多药物或其代谢产物主要 由肾脏排泄
。

药

物在肾脏排泄率与肾小球滤过率相平行
。

老年人各

脏器功能减退
,

机体对药物的吸收
、

转运
、

分布
、

代谢

及排泄与青年人有较大差异
。

2

.

3 老年人血浆 白蛋白浓度低
,

伴有 肾病者更低
,

药物在体内转运过程中与白蛋 白结合减少
,

游离型

增多
,

也易发生毒性反应
。

本例病人有 巧 年高血压

病史
,

已有肾功损害
,

给予长期大量的头抱哩琳钠静

滴是造成急性肾功能衰竭的因素
。

因此
,

在临床上

对老年人或 已有肾功损 害者应用抗生素要严格关注

用药剂量及给药间隔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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