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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通过调查分析残疾人对社区药学服务（CPC）的需求情况 ，为社区药师（CP）对残疾人开展药学服务（PC）
提供依据 ，以更加有效保障残疾人用药安全 。方法 　设计调查问卷 ，对虹口区欧阳街道 ６个居委在册残疾人进行问卷调查和

分析 。结果 　本次调查的残疾人群主要服用高血压 、高脂血症 、糖尿病药物 ；６７ ．３％ 的被调查者用药依从性不佳 ；８ ．０％ 的被调

查者曾服用过过期药品 ；７１ ．７％ 的被调查者从未参加过医院 、药店或社区的用药知识教育 ；４３ ．４％ 的被调查者需要 CPC定期
培训指导 。视力 、听力语言 、肢体 、多重 ４个类别的残疾人在正确认识药品不良反应（ADR） 、自觉症状更坏时是否曾停药 、服

用过过期药品 、CPC定期培训指导等项目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０ ．０５） 。结论 　残疾人用药存在忽视依从性 、安全性等诸

多问题 ，对 CPC有较高的需求 。对残疾人的 CPC目前正处于探索阶段 ，CP有责任不断努力创新 ，建立适合残疾人的 CP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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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n the demands of the community pharmaceutical care
for the disabled
SHEN Mei ，CHEN Shuqin ，SUN Ke ，LI Yan ，ZHAO Hua （Department of Pharmacy ，OuYang Community Health Service Cen唱
tre ，Hongkou District of Shanghai ，Shanghai ２０００８１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provide the basic foundation of pharmaceutical care （PC） for the disabled by community phar唱
macist （CP） and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drug use for the disabled by investigating and analyzing the patient′s needs for commu唱
nity pharmaceutical care（CPC） ．Methods 　 A questionnaire was designed to investigate and analyze the disabled patients in ６

resident area at Ouyang street in Hongkou District ．Results 　 Most disabled people in this survey were on hypertension ，hyper唱
lipidemia and diabetic medications ．６７ ．３％ of the responders was poor in drug compliance ．７１ ．７％ of the responders never par唱
ticipated in medication education from hospitals ，drugstores or other sponsors ．４３ ．４％ of the responders needed regular train唱
ing and guidance from CPC ．Four groups of disabled （ visual ，hearing ，speech and limb or multiple disabilities） exhibited a sta唱
tistical significance in the correctly understanding adverse drug reactions （ADR） ，deciding medication stop date ，using expired
drugs ，CPC regular training and guidance （P＜ ０ ．０５） ．Conclusion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in the medications for the disa唱
bled ，such as lack of compliance ，medication safety issues and so on ．A higher standard of CPC for this specific group is nee唱
ded ．The CPC for the disabled is still in the exploration stage and CP should continue to innovate and explore CPC for the disa 唱
bled ．
　 　 ［Key words］ 　 disabled ；pharmacy care need ；investigation ；analysis

　 　残疾人由于自然 、社会以及个体等多方面因素 ，

造成身体 、心智等方面的障碍或缺陷［１］
，是最为困难

的弱势群体 ，残疾人群也是一个高血压 、超重和肥

胖 、高血脂 、高血糖及妇女病高发的人群 ，不同残疾

类型高发疾病不同［２］
，８０ ．９６％ 的老年残疾人群到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３］
。通过文献查阅目前国内对

残疾人的研究主要以康复需求调查为主 ，而药学服

务（pharmaceutical care ，PC）的相关研究调查较少 。

本研究通过对残疾人需要的 PC 内容和形式开展调
查 ，以供社区药师（community pharmacist ，CP）开
展为残疾人提供 PC作为参考 。

1 　资料与方法

1 ．1 　调查对象
　 　调查对象为上海市虹口区欧阳街道具有视力 、

听力和言语 、肢体残疾或多重残疾的在册残疾人（精

神 、智力残疾除外） ，以抽样调查的方式选取样本 。

１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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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共发放 ２３０份调查表 ，回收 ２２６份 ，有效调查表

２２６份 ，问卷有效率 １００％ 。

1 ．2 　调查方法
　 　本研究参考相关文献资料［４ ，５］

，结合社区药学

工作实际自行设计问卷 ，经过专家论证后定稿 。由

经过培训的调查员（助残员）入户对残疾人士逐项询

问填写 ，并当场回收 。调查时间为 ２０１７年 １１ 月至

１２月 。

1 ．3 　调查内容
　 　调查内容主要包括 ５个方面 ：基本情况 、药物常

识 、用药依从性 、用药安全性以及希望获得 PC 的内
容与形式 。

1 ．4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１７ ．０ 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

析 ，计数资料采用 χ
２检验 ，以 P ＜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2 　结果

2 ．1 　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的 ２２６ 名残疾人中 ，男 １３０ 人

（５７畅５％ ） ，女 ９６人（４２畅５％ ） 。 被调查者年龄 ６０ 岁

及以上者占 ６７畅３％ ，平均年龄（６３畅０７ ± １４畅８１）岁 。

文化程度以初中为多 ，８４人（３７畅２％ ） ，其次是高中／

中专 ７３ 人（３２畅３％ ） 。 残疾类别以肢体残疾为多 ，

１１３ 人 （５０畅０％ ） ，其中 ６０ 岁以上肢体残疾者占

７４畅３％ ，视力残疾 ６４ 人 （２８畅３％ ） 、听力残疾 ４４ 人

（１９畅５％ ） 、多重残疾 ５人（２畅２％ ） 。致残原因主要是

疾病致残 １３４人（５９畅３％ ） ，其后依次为意外伤害致

残 ３９人（１７畅３％ ） 、先天性残疾 ３１人（１３畅７％ ） 、药物

致残 １１人（４畅９％ ） 、其他原因致残 ２人（０畅９％ ） 。被

调查者看病付费方式 ：城镇基本医疗保险 １９８ 人

（８７畅６％ ） 、社会医疗保险 １４人（６畅２％ ） 、互助帮困对

象 １３人（５畅８％ ） 、其他 １人（０畅４％ ） 。被调查者服用

最多的几类药物分别为抗高血压药物（４２畅８％ ） 、血

脂调节药物（１５畅５％ ） 、治疗糖尿病药物（１１畅４％ ） 。

　 　被调查者服用药物情况 、服药照顾情况 、获得药

物途径 ，详见表 １ 。残疾类别不同 ，其所服用药物情

况 、获得药物途径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P ＜

０畅０５） ，详见表 ２ 。

2 ．2 　被调查者对药物常识的认知
　 　调查结果显示 ，８ ．０％ 的被调查者不能正确识别

药品的生产日期和有效期 ；２３ ．９％ 的被调查者不知

道药品有处方药和非处方药之分 ；２７ ．４％ 的被调查

者不会区分保健品和药品 ；１１ ．５％ 的被调查者不知

道如何正确认识 ADR ，４类残疾人群（视力 、听力语

表 1 　被调查者服药基本情况（多选）

调查内容 类别 频数
构成比
（％ ）

目前服用药物 抗高血压药物 １１３ ┅４２  ．８

治疗糖尿病药物 ３０ ┅１１  ．４

血脂调节药物 ４１ ┅１５  ．５

抗心律失常药 ２６ ┅９  ．８

抗心衰药 １０ ┅３  ．８

激素类 ５ ┅１  ．９

解热镇痛药 １１ ┅４  ．１

安眠药 ８ ┅３  ．０

其他 ２０ ┅７  ．６

目前服药由谁照顾 自己 １３９ ┅５８  ．２

家人 ９０ ┅３７  ．７

保姆 １０ ┅４  ．２

获得药物的途径 自己从医院配药 １４６ ┅５９  ．６

药店购买 ８ ┅３  ．３

家人或朋友代配 ９１ ┅３７  ．１

网上购买 ０ ┅０ 　

表 2 　不同残疾类别人员之间基本情况的
单因素分析（χ

2检验）

调查内容 选项

不同残疾类别人员数 ［例（％ ）］

视力
听力
语言

肢体 多重
P值

目前服用
　 药物

抗高血压药
　 物

３５

（５０ 苘．７）

１９

（５０ �．０）

５８

（３８  ．４）

１

（１６ 9．７）
０  ．００６

治疗糖尿病药
　 物

１０

（１４ 苘．５）

６

（１５ �．８）

１３

（８  ．６）

１

（１６ 9．７）

血脂调节药物
６

（８ 苘．７）

３

（７ �．９）

３２

（２１  ．２）

０

（０）

抗心律失常药
７

（１０ 苘．１）

２

（５ �．３）

１７

（１１  ．３）

０

（０）

抗心衰药
１

（１ 苘．４）

１

（２ �．６）

８

（５  ．３）

０

（０）

激素类
１

（１ 苘．４）

２

（５ �．３）

２

（１  ．３）

０

（０）

解热镇痛药
１

（１ 苘．４）

１

（２ �．６）

９

（５  ．９）

０

（０）

安眠药
２

（２ 苘．９）

２

（５ �．３）

４

（２  ．６）

０

（０）

其他
６

（８ 苘．７）

２

（５ �．３）

８

（５  ．３）

４

（６６ 9．７）

目前服药由
　 谁照顾

自己
４４

（６６ 苘．７）

２９

（６１ �．７）

６４

（５２  ．９）

２

（４０ 9．０）
０  ．１４３

家人
１９

（２８ 苘．８）

１８

（３８ �．３）

５１

（４２  ．２）

２

（４０ 9．０）

保姆
３

（４ 苘．６）

０

（０）

６

（５  ．０）

１

（２０ 9．０）

获得药物
　 的途径

自己从医院配
　 药

４５

（６７ 苘．２）

３１

（６４ �．６）

６８

（５４  ．４）

２

（４０ 9．０）
０  ．０３２

药店购买
１

（１ 苘．５）

５

（１０ �．４）

２

（１  ．６）

０

（０）

家人或朋友代
　 配

２１

（３１ 苘．３）

１２

（２５ �．０）

５５

（４４  ．０）

３

（６０ 9．０）

网上购买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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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肢体 、多重）在该项调查结果上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 ０畅０５） ；５畅３％ 的被调查者服用药物根据以往

经验自行服药 ；４７畅３％ 的被调查者对说明书的认识

一知半解 ；９１畅６％ 的被调查者家中常备药品 ；７１畅７％

的被调查者从未接受过医院 、药店或社区的药物知

识教育 。

2 ．3 　被调查者的用药依从性
　 　用药依从性的界定采用 Morisky 问卷评价 ：若

４个问题回答均为“否” ，即为依从性“佳” ；若 ４个问

题中有 １ 个及以上回答为“是” ，即为依从性“不

佳”
［６］

。由表 ３结果可见 ，６７畅３％ 的被调查者用药依

从性不佳 。有 ２４畅８％ 的被调查者依从性不佳的原

因是记性不好 、忘记按时服药 ，２３畅６％ 担心副作用 ，

１０畅６％ 因症状改善 、不愿坚持服药 。

表 3 　被调查者的用药依从性 ［例（％ ）］

调查内容 选项 合计

是否有忘记服药的经历 是／否 １５２（６７ 灋．３）／７４（３２ ．７）

是否有时不注意服药 是／否 １３０（５７ 灋．５）／９６（４２ ．５）

自觉症状改善时 ，是否曾停药 是／否 １３６（６０ 灋．２）／９０（３９ ．８）

自觉症状更坏时 ，是否曾停药 是／否 １２８（５６ 灋．６）／９８（４３ ．４） 倡

　 　 倡 P＜ ０ ．０５ ，与选“是”比较

2 ．4 　被调查者的用药安全性
　 　调查结果显示 ，被调查者用药后出现过的不良

反应主要为乏力 、疲倦 、头痛 、头晕 、胃肠道反应等 ；

２３ ．９％ 的被调查者用药以后如果出现不良反应 ，不

再吃药 ；８ ．０％ 的被调查者服用过过期药品 ，不同类

别被调查者在是否服用过过期药品项目上的调查结

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０ ．０５） 。

2 ．5 　被调查者希望获得 PC的内容和形式
　 　调查结果显示 ，被调查者最希望获得 PC 的内
容为药品用法用量 ，而发药窗口咨询是最希望提供

PC的形式 ；５５ ．３％ 的被调查者认为应该由医生提供

药学服务 ；１２ ．８％ 的被调查者不需要社区药学服务

（community pharmaceutical care ，CPC）定期培训
指导 ，不同类别被调查者在是否需要 CPC定期培训
指导项目上的调查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０畅０５） ，详见表 ４ 。

3 　讨论

　 　 CPC 是指药师走基层 、进社区 ，主动与居民进

行面对面的接触并提供 PC ，从而保证患者安全 、有

效 、经济地使用药品 ，以达到改善患者生活质量的目

的［７］
。从本次调查结果可以看出 ， 残疾人对药品有

表 4 　被调查者希望获得药学服务的内容与形式 ［例（％ ）］

调查内容 选项 合计

希望获得的药学服务
内容（多选）

药物用法用量 １３９（２０ X．５）

适应证 ９３（１３ X．７）

药物不良反应 ８５（１２ X．５）

药物使用疗程 ５２（ ７ X．７）

用药注意事项 ７６（１１ X．２）

药物保存方法 ３９（ ５ X．８）

药物禁忌证 ３８（ ５ X．６）

药物与药物的相互作用 ３５（ ５ X．２）

药物与食物的相互作用 ５６（ ８ X．３）

读懂药物说明书 ３０（ ４ X．４）

服药时间 ３５（ ５ X．２）

想了解药物说明书的
　 哪些知识（多选）

适应证 １１８（１９ X．６）

用法用量 １４３（２３ X．７）

药物不良反应 ８７（１４ X．４）

禁忌证 ４９（ ８ X．１）

注意事项 ７６（１２ X．６）

药物相互作用 ４６（ ７ X．６）

成分 １５（ ２ X．５）

孕妇及哺乳期妇女用药 ６（ １ X．０）

儿童用药 ７（ １ X．２）

老年用药 ５６（ ９ X．３）

希望药师提供药学服
务的形式（多选）

发药窗口咨询 １４６（３２ X．９）

开展药物知识讲座 ４７（１０ X．６）

电话随访 ２６（ ５ X．９）

短信 、微信提醒 ３７（ ８ X．３）

个体化用药指导 ４４（ ９ X．９）

发放药物宣传手册 ３９（ ８ X．８）

上门开展用药指导 ３３（ ７ X．４）

相互交流讨论 ２０（ ４ X．５）

建立个人药历或药师服务卡 ５２（１１ X．７）

希望药学服务由谁
提供（多选）

医生 １９３（５５ X．３）

药师 １００（２８ X．７）

护士 ３３（ ９ X．５）

电视 、报刊 、杂志等媒体 ２１（ ６ X．０）

网络 ２（ ０ X．５）

是否需要社区药学服
务定期培训指导

非常需要 １１（ ４ X．９）

需要 ９８（４３ X．４）

一般 ８８（３８ X．９）

不需要 ２９（１２ X．８）

效期 、处方药和非处方药 、保健品和药品的区别等药

物常识有一定的认知 ，也有较高的 CPC 需求 ，不同

残疾类别人员对于 ADR 的认识 、药品质量的理解

及获得定期培训指导的需求等还存在一些差异 。

3 ．1 　用药依从性不佳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 ，残疾人群患有高血压 、高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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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 、糖尿病等慢性疾病 ，其中患有高血压的比例最

高 ，与有关报道一致［８］
，２９ ．２％ 的被调查者服用 ２种

及以上药品 ；６７ ．３％ 的被调查者用药依从性不佳 。

残疾人群由于身体 、心智存在一定的缺陷 ，而且大多

文化程度不高 ，存在忘记服药 、不注意服药 、自行停

药等情况 ，导致用药依从性不佳 ，故 CPC 在此类人
群中的作用尤为重要 。

3 ．2 　安全用药的意识不强
　 　调查结果显示 ，２３畅９％ 的被调查者不知道药品

有处方药和非处方药之分 ；２７畅４％ 的被调查者不会

区分保健品和药品 ；１１畅５％ 的被调查者不知道怎样

正确认识 ADR ；８畅０％ 的被调查者曾服用过过期药

品 ；７１畅７％ 的被调查者从未接受过药物知识教育 。

故笔者建议通过下社区 、进居委的形式或联合残联

的方式 ，开展药物知识科普讲座 、合理用药知识宣

传 ；通过短信或微信等方法 ，配合通俗易懂的药物宣

传科普资料 ，提示用药注意事项 ；指导家庭常备药品

的储存 、保管和有效期管理等 ，授以过期药品的处置

方法 ，确保用药安全 。

3 ．3 　与普通人群 PC需求的差异
　 　结果显示 ，残疾人群希望获得的 PC 内容为用
法用量（２０ ．５％ ） 、适应证（１３ ．７％ ） 、ADR（１２ ．５％ ） ，

这与傅超等［９］的研究有一定的差异 ，普通人群希望

获得的 PC内容为 ADR 、服药注意事项 、新药咨询 ；

残疾人群希望得到的 PC 形式为窗口咨询
（３２畅９％ ） 、建立个人药历或药师服务卡（１１ ．７％ ） 、开

展知识讲座（１０ ．６％ ） ，与鲁珺等［１０］的研究 PC 方式
以健康讲堂（６２ ．４１％ ）为主存在差异 。这可能与本

研究中近 ６０％ 的残疾人自己去医院配药有关 ，他们

希望在医院取药时能获得专业的用药指导 ，包括服

药方法 、服药剂量及药品的适应证等 。残疾人群的

特殊性决定了应针对不同类别残疾人提供不同的

PC内容与方式 。对于听力 、言语残疾人群 ，由于自

身听力受损和语言障碍 ，应尽量采用口头宣教和行

为示范相结合的方式 ，也可借助手势和面目表情等

让残疾人了解语意［１１］
，必要时通过书写与其交流 ，

还可以发放药物宣传手册供其学习了解 ，播放用药

手语宣教视频等 ；对于视力残疾人群 ，可以通过盲

文 、大字或语音等方式让其获取药品相关信息 ，如盲

文药品说明书 、盲文 PC 等 ；对于肢体残疾人群 ，由

于其行动不便 ，可以提供上门用药指导服务 ，必要时

可引导其家人参与到 PC中 。

3 ．4 　 CP的 PC能力不足
　 　本调查显示 ，５５ ．３％ 的残疾人希望 PC 由医生
提供 ，仅有 ２８ ．７％ 的被调查者希望药师提供 ，可见 ，

在用药问题上患者信任的还是医生 ，这可能与残疾

人对药师的了解度 、信任度和接受度不足有关 ，同时

可能与药师自身的理论知识 、专业能力 、服务能力 、

沟通能力尚难以满足社区居民对 CPC 的需求［１２］有

关 。由于 PC概念的提出时间不长 ，在我国 PC还处
在初级阶段 ，尤其是 CPC ，建议应加大宣传力度提

高残疾人对 CPC 的关注度和接受度 ；同时 CP要加
强临床基础知识和临床药学专业知识的学习 ，进一

步提高医药知识和专业技能 ，提升沟通能力和服务

水平 ，提高残疾人群对 CP的认可度和信任度 。

4 　结论

　 　本次调查显示 ，残疾人的用药依从性和安全性

处于较低水平 ，对 CPC有一定的需求 。针对不同残

疾类型提供个性化的 CPC ，要注意 PC 的有效方式 ，

把正确的药品提供给合适的患者 ，指导合格的药品

得到正确的使用 ，加强宣传和教育 ，提高合理用药和

依从性 、减少 ADR 发生 ，提高对药品不良事件的处

置能力 ，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 ，不断创新并积极探索

适合残疾人的 CPC模式 ，为 CP更好地开展残疾人
PC提供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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