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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了解大学生关于抗生素知识掌握、观念与具体应用等方面的情况。方法：采用分层抽样的

方法进行线上、线下问卷调研。结果：共收到有效问卷 363 份 , 其中医药学专业学生占 50.41%。调查对

象整体上对于抗菌药物知识的了解较少。医药类专业学生对相关知识的掌握显著优于其他专业；在医药

类专业中，临床药学专业的学生对抗菌药物的了解优于其他专业。结论：四川大学学生对抗菌药物知识

的掌握仍有待加强，可以通过学校教育提高学生对正确使用抗菌药物的认识，提高合理用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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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knowledge, attitude and practice on antibiotics among undergraduates. 
Method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using the method of stratified sampling both online and offline was conducted. 
Results: A total of 363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received and medical students accounted for 50.41%.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overall understanding of antibiotics knowledge was limited. Students frem medical majors who 
learned the relevant lenowledge of antibiotics superior to students from other majors. With regard to students 
from medical majors, Clinical pharmacy students have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antibiotics than students from other 
majors. Conclusion: The acquisition of antibiotics knowledge among undergraduates of Sichuan University still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 The awareness of correct application of antibiotics among undergraduates and the level 
of rational drug use can be improved through the education of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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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1]（卫生部令

第84号）明确指出，抗菌药物是指治疗细菌、支原

体、衣原体、立克次体、螺旋体、真菌等病原微生

物所致感染性疾病病原的药物，不包括治疗结核

病、寄生虫病和各种病毒所致感染性疾病的药物以

及具有抗菌作用的中药制剂。目前，抗菌药物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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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广泛应用导致全球的细菌耐药率明显增加[2]。

2015年，世界卫生大会批准了《抗微生物药

物耐药性全球行动计划》[2]；2016年，我国国家卫

生计生委等14个部门联合发布了《遏制细菌耐药国

家行动计划（2016-2020年）》（以下简称《行动

计划》）[3]，不仅加强了对医院、药店等药品销售

部门的管理，也强调了对公众普及抗菌药物合理应

用知识的重要性。本研究旨在了解四川大学学生对

抗菌药物知识的了解程度、应用观念以及具体应用

情况，并对普及抗菌药物相关知识提出建议。

1   调查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与抽样方法

调查对象为四川大学的在校学生，包括文理

工商医各相关专业，以本科大三、大四年级学生为

主。依据年级、专业对调查样本分层抽样，进行线

上、线下的问卷调查。

1.2   调查问卷的设计

根据国内外相关文献[4-7]和专家意见，由调查

组成员讨论，设计调查问卷。通过预调研，分析问

卷的效度；再根据专家意见和情况反馈对问卷的内

容、语言进行调整，确定最终问卷。

最终的问卷包括26道选择题与1道开放性问

题，其中有2道医药专业同学的必答题。问卷的具

体内容包含被调查者的基本信息、对抗菌药物的基

本认知、抗菌药物使用、抗菌药物购买、抗菌药物

管理与合理使用抗菌药物等6个模块。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7.0和Excel软件进行数据录入。采

用描述性统计学方法对大学生抗菌药物的认知及使

用现状进行分析。对大学生抗生素应用观念及其影

响因素进行相应的统计学检验，P<0.05表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2   调查结果
本次调研的开展时间为2016年12月-2017年4月，

以线上调研为主，纸质问卷为辅[8-9]。发放纸质问卷

150份，回收147份，回收率为98％；线上调研问卷共

回收230份。二者合计回收问卷377份，其中有效问

卷363份，有效率为96.29％（筛选条件：问卷是否重

复、答案是否完整、资料是否真实可靠等）。

363名被调查对象中，性别分布：男性163名

（占44.9%），女性200名（占55.1%）；年龄分

布：以18～30岁为主，占98.07%；年级分布：本

科生占90.09%、研究生与其他占9.91%；专业分

布：医药学专业183人（占50.41%，其中临床药学

专业20人、药学专业47人、临床医学专业58人、医

学检验专业36人，其他22人），非医药学专业180

人（占49.59%）。被调查对象的专业分布情况详

见图1。

图 1   被调查者的专业分布情况

2.1   抗菌药物知识的了解情况

2.1.1   主观认知

对抗菌药物了解程度的自我评估。问卷给出

了0～100区间，被调查者可根据自己对抗生素的

认识程度，以0～100区间为分值为自己打分。结

果显示，对抗生素了解程度的自我评估平均值为

58.66，其中非医药类专业学生的平均值为45.36；

医药类专业学生的平均值为71.73。主观评分情况

见表1。

2.1.2   基础知识了解情况

抗生素定义的正确了解率为59.23%，不同年

级学生对抗生素定义的了解情况见表2。表2显示，

随着年级递增，正确掌握抗生素定义的人数呈上升

趋势；不同年级之间存在显著差异（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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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主观认知评分

专业 认知程度（均值）

总体 58.66

非医药类 45.36

医药类 71.73

表 2   被调查者对抗生素了解程度的年级因素

指标
回答正确率 / %

χ2 值 P 值
大四及以上 大三 大二 大一

抗生素定义了解

程度
65.8 57.83 48.28 36.36 12.85 0.012

听说过抗生素耐药与滥用的被调查者超过

90%；96.42%的被调查者认为，抗生素滥用会加剧

细菌耐药性。

被调查者从学校教育、报刊杂志、电视网络

媒体、健康讲座论坛等多种途径获得相关知识。大

一学生最主要的知识获取途径为电视网络媒体；其

他年级同学以学校教育为主要途径。总体来看，以

学校教育来源最广（占79.89%），电视网络媒体

次之（占56.47%）。

2.1.3   抗菌药物管理情况

对抗生素管理规定的认知度进行了调查。了

解《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药品管理法》

的被调查者占57.02%；听说过《抗菌药物分级管

理制度》的占42.1%；听说过《动物用抗生素麻醉

毒剧及生物药品管理办法》的占14.0%；对上述法

规政策均无了解者占16.5%（因被调查对象超过半

数为医药学相关专业的同学，且药学专业学习过相

关课程，故以此数据说明四川大学学生对相关政策

的了解程度可能存在一定误差）。

关于加强抗菌药物管理，被调查者认为生

产、流通、使用和监管各个环节都应加强。选择抗

生素使用环节的被调查者最多（85.95%），监管

环节（81.27%）和流通环节（76.5%）次之。针对

医药相关专业同学的问题：“抗菌药物的分级管理

中分为哪几级？”回答错误率较高。医药类专业同

学在课程中学习过相关内容，且抗菌药物分级管理

的作用非常关键，但一些同学仍然较为陌生，说明

即使是医药学专业的学生，相关知识的掌握程度也

不理想。

2.2   抗菌药物应用观念与使用情况

2.2.1   抗菌药物应用观念

在“抗生素合用效果”问题上，35.54%的被

调查者认为几种抗生素合用效果会更好。在“越

新、越贵抗生素效果”的问题上，9.64%的被调查

者认为越新、越贵的抗生素效果越好。医药类学生

关于抗菌药物应用认知题的错误率为15%。有超过

90%的被调查者表示愿意带动身边的人了解和学习

抗菌药物相关知识。

2.2.2   抗菌药物实际使用情况

94.8%的被调查者曾使用过青霉素、阿莫西林

等β-内酰胺类抗生素；使用过红霉素等大环内酯

类的占55.65%；使用过氯霉素、万古霉素等非全

身使用或限制级抗生素的占19.01%。

对抗菌药物常用情况的调查得知，43.53%

的被调查者在“普通感冒发烧”情况下应用抗生

素；37.74%在“咳嗽（有痰）”的情况下应用；

23.42%在有“病毒感染”的情况下应用；20.94%

在“腹泻”情况下应用。具体情况见表3。

2.2.3   抗菌药物购买情况

最主要的购买途径为医院就诊与在药店购

买，医院就诊占77.96%，远远高于药店购买所占

的比例，说明医院是获得抗菌药物的最主要途径。 

了解“必须凭医生处方才能购买和使用” 抗

菌药物者占78.51%。在实际购买过程中，“被索

要处方”的占48.49%；“购买时有药师或医生指

导”的占69.15%。具体情况见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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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抗生素实际应用情况

选项 人数 /%

A. 普通感冒发烧 43.53

B. 咳嗽 ( 有痰 ) 37.74

C. 运动扭伤 1.65

D. 防止拉肚子 , 感冒等 7.99

E. 腹泻 20.94

F. 口腔溃疡 8.82

G. 病毒感染 23.42

H. 有病就用 0.55

I. 与之前就诊的症状相似时，使用之前就诊时医生开的药物 27.27

表 4   被调查者抗生素的获得途径

调查项目 是 /% 否 /% 有时 / %

知道必须凭医生处方才能购买 78.51 21.49 -

在实际购买时被索要处方 28.93 51.52 19.56

购买时有药师或医生指导 50.69 30.85 18.46

3   讨论及建议
3.1   相关知识的宣传教育有待加强

被调查对象对抗菌药物相关知识的总体了解

程度较低。学校教育是学生了解抗菌药物的重要途

径，分别有80%和56.5%的学生通过学校教育和新

闻媒体了解抗菌药物的基本知识。在知识获取途径

上，医药学专业主要通过学校教育获取，其在抗菌

药物相关知识的了解与认知方面均优于非医药相关

专业的学生。在加强管理的问题上，医药学专业学

生表达了更为强烈的愿望，说明学校教育对于抗菌

药物知识的普及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医药学专业中，临床药学专业的学生对于

抗菌药物的了解明显优于其他专业，具体评估得分

情况见表5。从整体课程体系安排可以看出，临床

药学专业课程更偏重对药物应用的学习。提示对抗

菌药物相关知识的普及，一方面，可以在医药学学

生中设置临床药学相关课程；另一方面，可以设计

假期实践活动，以临床药学专业的学生为中心开展

相关的社区宣传服务活动，提高公众对不合理使用

抗菌药物危害性的认知，形成合理用药观念。

大部分被调查者对抗菌药物的相关管理规定

了解较少，提示对于基层医疗机构以及普通群众的

相关知识宣传需要不断推进[10-11]。

3.2   抗菌药物合理应用的认识仍需提高

在校学生对于抗菌药物有一定了解，认识到

了抗菌药物滥用的危害性。但部分同学存在抗生素 

“联合使用”“使用新药效果更好”的错误观念，

提示应进一步加强抗菌药物必须按照医师或药师指

导合理使用的宣传教育[12]。

3.3   抗菌药物应用情况有待改善

我国曾先后发布了许多关于抗菌药物应用与管

理的文件，从政策层面对抗菌药物滥用进行限制。

但从本次调查看，大部分学生存在没有应用指征随

意使用抗菌药物的情况。有42%左右的被调查者会选

择到药店自行购买抗菌药物；其中仅有29%被要求提

供处方；近50%的被调查者购买抗菌药物时未得到药

学服务的相应指导。提示对于基层医疗机构和社区

药店等主要抗菌药物获取途径的管理仍有待加强[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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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医药学相关专业学生抗菌药物知识了解情况比较

题号
医药学专业回答问题正确率 /%

χ2 值 P 值
临床药学 药学 临床医学 医学检验

11 80 55.32 60.34 44.44 6.945 0.074

12 100 97.87 89.66 88.89 5.261 0.154

13 55 19.15 17.24 19.44 13.308 0.004

15 100 95.74 82.76 97.22 10.607 0.014

22 20 8.51 6.90 16.67 4.067 0.254

注：题 11. 您是否认为几种抗生素合用效果会更好 ?   题 12. 您是否认为越新、越贵的抗生素效果越好 ? 题 13. 专业题：

关于抗生素的应用，正确的是……? 题 15. 您是否知道抗生素必须凭医生处方才能购买和使用 ?   题 22. 专业题：抗菌药物

的分级管理中，主要分为哪几级 ?

3.4   建议

细菌耐药最终影响人类健康，给人类社会带

来了生物安全威胁加大、环境污染加剧、经济发展

受到制约等不利影响，迫切需要多部门多领域协同

谋划、共同应对。本问卷对四川大学学生进行了调

查，四川大学作为综合类大学，比较重视相关选修

课以及开展学术活动。但四川大学学生对于抗菌药

物的了解仍存在很多误区，说明在全社会普及抗菌

药物合理应用知识任重而道远。对于大学生而言，

培养其合理用药、遵医嘱用药的习惯，有助于抗菌

药物的合理应用；同时，社区药学服务的开展也有

利于提高药物的合理应用水平[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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