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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调查克拉玛依市在读大学生与用药风险相关的用药知识 - 态 度 -

行为（KAP）现状，分析用药风险的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方便抽样法，通过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问卷形式对克拉玛依市在读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收集基本信息、用药

KAP 等资料，应用多重线性回归分析调查对象不同特征对用药风险 KAP 的影响。

结 果  共收集有效问卷 948 份，受访者年龄多在 18~20 岁（55.06%），女性（63.92%）

多于男性（36.08%）。大学生用药知识、行为、教育和态度的平均得分分别为

（36.17±11.82） 分、（31.04±9.17） 分、（11.66±4.66） 分、（11.50±3.53） 分。

大多数大学生具有良好药物使用习惯，认为有必要通过不同途径及形式获取安全用药

知识，但在购买药品、储存药品、用药行为、用药教育等方面缺乏安全用药意识。多

重线性回归分析显示，学习的专业是用药知识的影响因素（P ＜ 0.01），亦是用药行

为的影响因素（P ＜ 0.01），医药类专业的大学生用药知识掌握程度更佳、用药行为

更规范；性别是用药教育态度的影响因素（P ＜ 0.05），女性态度更积极。结论  该

市大学生对药品使用知识掌握程度尚可，且具有良好用药习惯，但在用药行为和用药

教育方面存在不足，需有针对性地开展用药宣教相关活动，促进大学生群体安全、合

理用药。

【关键词】用药风险；知识 - 态度 - 行为；克拉玛依；大学生；影响因素；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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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knowledge-attitude-practice (KAP) of 
drug application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in Karamay, to analyze potential risk factors of 
medication risk. Methods  Using the convenience sampling method, the basic information, 
current status of the KAP of medication of university students in Karamay were collected 
through online and offline questionnaire.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was performed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search objects on KAP concerning 
medication risk. Results  A total of 948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retrieved, the interviewees 
were mostly aged between 18 and 20 years old (55.06%), females (63.92%) were more than 
males (36.08%). The mean scores of knowledge, behavior, education and attitude towards 
medication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were (36.17±11.82), (31.04±9.17), (11.66±4.66) and 
(11.50±3.53) respectively. Most university students had good drug use habits and considered 
it necessary to acquire knowledge about safe drug use through different ways and forms, but 
they lacked awareness on safe drug use in terms of purchasing drugs, storing drugs, drug use 
behavior and drug use education.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major 
of study was an influential factor in medication knowledge (P ﹤0.01), with pharmacy majors 
demonstrating better mastery. It also in medication behavior (P﹤0.01), with pharmacy majors 
exhibiting more standardized practices. Gender was an influential factor in attitudes toward 
medication education (P ﹤ 0.05), with females showing more positive attitude. Conclusion  The 
knowledge of drug application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in the city is relatively good, and they 
have good medication habits. However, there are shortcomings in their medication behavior 
and educ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actively carry out targeted medication education activities to 
promote safe and rational medication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Keywords】Medication risk; Knowledge-attitude-practice; Karamay; University 
students; Influential factors; Rational drug use

药品是一种特殊的商品，直接关系到人民群

众的身体健康甚至生命安全 [1]。据世界卫生组织

调查显示，全球每年约 1/3 的药品不良事件由不

合理用药导致，主要体现在药品储存、使用方式、

药物滥用、药物剂量及用药时间等方面 [2]。随着

社会经济及医药卫生产业迅猛发展，公众对于药

物的关注度不断提高，自我药疗行为较常见，然

而因缺乏安全用药常识和认知所引起的药物损害

却屡见不鲜 [3]。大学生作为一类特殊的社会群体，

在生理发育、智力成长、个性趋向及社会需求中

具有特色，处于人生发展的关键时期。该群体长

期离家求学，受生活经验不足、用药知识欠缺、

安全认知浅显等因素影响，自我药疗时存在较多

误区，易引发安全用药问题。既往研究 [4] 结果显 

示，大学生用药风险意识薄弱，体现在药物认识

欠准确、不遵医嘱用药、药物使用不当等方面。

知 识 - 态 度 - 行 为 （knowledge-attitude-

practice，KAP）模型的理念是通过获取知识、产

生信念、形成行为 3 个连续过程影响受访者对于

某种事物的认知，并做出行为上改变 [5]。现今，

KAP 调查已被广泛用于评估卫生保健服务，为

提出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提供参考依据和决策

方向 [6]。大学生作为社会年轻的知识阶层，是国

家发展、社会进步过程中的重要参与者，增强该

群体合理用药意识、提高其安全用药认知，对于

保障社会用药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本研

究对克拉玛依地区在读大学生的用药风险 KAP

进行问卷调查，分析该地区大学生用药现状及风

险因素，为针对性开展药学科普及用药教育提供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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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本研究以克拉玛依市在读大学生（包括大专

生和本科生）为调查对象，对大学生的用药风险 

KAP 进行问卷调查。纳入标准：①克拉玛依市普

通高等学校在读学生；②具有正确阅读和理解能

力，可自由做出选择；③可自行填写纸质问卷或

使用手机填写问卷；④同意接受问卷调查。排除

标准：患有视、听障碍及沟通障碍者。该调查获

得克拉玛依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市人民医院）伦

理委员会批准（审批件编号：ZXYLL2024004），

调查对象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样本量计算
遵循统计分析原则，样本量应至少满足问卷

条目数的 5~10 倍 [7]，除去调查背景信息外，本问

卷中与用药风险 KAP 相关的问题 40 题。本研究

以 10 倍条目数设定样本量，考虑调查时可能出

现的无效问卷数量，故将样本量定为 500 人。采

用学校官网发布的数据 [8-10]，使用有限总体的样

本量计算公式 [11] 验证，确认 500 份样本足够达到

调查结果的精确性要求。

1.3  调查方法
1.3.1  问卷设计

以 KAP 模型为基础，根据中国药学会科技开

发中心设计的《中国居民用药行为风险 KAP 调查

问卷》[12] 为模版进行问卷设计。该问卷经过新疆

第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审定。经检验，此问卷

KMO 取样适切性量数为 0.957，Bartlett 球形度检

验呈显著性，克隆巴赫系数为 0.959，显示具有

良好的可信度和效度。问卷内容包括学生基本信

息、学生对用药知识的知晓情况、用药行为、接

触到的用药知识讲座或教育活动及合理用药教育

活动态度。其中，用药知识、态度、行为的每项

问题根据风险程度高低提出 5 个可供参考选项。

1.3.2  问卷收集
调查时间为 2024 年 3 月 1 日—4 月 30 日，

在克拉玛依市 3 所普通高等学校中不分专业，随

机抽取一个系院，考虑到受访者参与调查问卷习

惯，采用方便抽样法向所在系院的在读大学生发

放纸质问卷或扫描手机二维码进入问卷星小程序

线上问卷。经受访者同意后，以匿名方式填写，

填写完成经受访者核实，确认无误后当即提交。

每所学校至少收集问卷 167 份。

1.4  问卷质控
为保证调查质量，在调查开始前对所有参与

调查工作的人员进行统一培训，对调查方法和计

分方式统一规定。纸质版问卷回收后严格审核，

剔除填写不完整、多选、错选、选择逻辑不合理

等不合格问卷，复核结果后经双人独立录入数据

并交叉核对。线上问卷经后台设置，排除答题时

间少于 180 s、全篇选项相同、IP 地址重复等不合

理问卷。

1.5  评价标准
本问卷调查内容涉及安全用药知识共 17 题，

用药行为共 14 题，接触的用药教育活动共 5 题，

开展合理用药教育活动的态度共 4 题。用药知识

和用药行为按照逻辑统一将研究问题的方向由正

向改为反向后计算分数，以程度和实际发生频率

用数字量化。不赞同或从不计 1 分，一般或偶尔

发生及 2 分，赞同或经常计 3 分，极为赞同或总

是计 4 分，不清楚或不确定计 5 分。分值越高则

表明赞同程度越高，用药风险越大。用药知识风

险程度判定：17~34 分为优秀，35~51 分为良好，

52~68 分为及格，69~85 分为不及格。用药行为

风险程度判定：14~28 分为优秀，29~42 分为良好，

43~56 分为及格，57~70 分为不及格。

用药教育、用药教育活动态度均为正向题，

得分反馈情况与用药宣教的接受程度呈正相关。

接触的用药教育活动方面，5~10 分为不及格，

11~15 分为及格，16~20 分为良好，21~25 分为优

秀。开展合理用药教育活动的态度方面，4~8 分

为 不 及 格，9~12 分 为 及 格，13~16 分 为 良 好，

17~20 分为优秀。

1.6  统计学分析
使用 Microsoft Office Excel 2019 软件进行数

据 录 入， 应 用 SPSS 23.0 软 件 进 行 统 计 分 析。

采用频数分布、构成比描述人口学特征资料，

按 年 龄 分 为 18~20、21~23、24~26 岁； 按 学 习

的专业分为医药类和非医药类；按居住地分为

城镇和非城镇；按在读阶段分为大专和本科；

按 月 均 生 活 费 分 为 600~1 000、1 001~2 000、

2  001~3  000、 ＞ 3 000 元。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

资料以 sx ± 表示，两组比较采用 t 检验，若满足

方差齐性，多组间比较则应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one-way ANOVA）；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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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P25，P75）表示，或若不满足上述条件时，

则两组比较采用 Wilcoxon 秩和检验，多组比较采

用 Kruskal-Wallis 秩和检验，计数资料以 n（%）

表示。应用多重线性回归分析探究调查对象中不

同特征对用药风险 KAP 的影响，采用 Spearman

相关性分析对大学生用药知识、用药行为、接触

的讲座教育活动及开展合理用药教育活动的态度

评分之间的相关性进行评估。P ＜ 0.05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共收集 1 017 份问卷，经严格筛选后确认 948

份有效问卷，其中电子版问卷 837 份（88.29%），

纸质版问卷 111 份（11.71%）。受访者中，男性

342 人（36.08%）少于女性 606 人（63.92%）；年

龄在 18~20 岁占多数（55.06%）；学习专业以医药

类为主（75.74%），居住地多城镇居民（51.16%），

受教育程度均为本科，月均生活费在 1 000~2 000

元者占 64.03%。具体人口学特征见表 1。

2.2  调查对象用药风险因素汇总分析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多数受访者具有良好

用药习惯，但仍存在多种用药风险因素。药品

使用认知方面，调查对象在涉及药物购买、药

品存储、自我药疗品种更换等问题中存在一定

风险；用药行为方面，关注效期、药食同服、

表1  克拉玛依市大学生用药风险KAP得分情况[n（%）， sx ± ]

Table 1. KAP score of medication risk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in Karamay [n (%),  sx ± ]
特征 人数（构成比，%） 用药知识得分 用药行为得分 用药教育得分 用药教育态度得分

性别

 男 342（36.08） 36.94±14.47 31.31±11.08 11.82±4.92 11.21±3.81

 女 606（63.92） 35.73±10.01 30.89±7.91 11.56±4.51 11.66±3.35

 t -1.772 -1.481 -0.500 -2.195

 P 0.076 0.139 0.617 ＜0.05

年龄（岁）

 18~20 522（55.06） 36.26±12.63 31.56±9.77 11.61±4.96 11.58±3.65

 21~23 398（41.98） 36.07±10.81 30.60±8.35 11.72±4.16 11.42±3.32

 24~26   28（2.96） 35.93±10.33 27.61±8.04 11.68±5.84 11.11±4.03

 F 3.119 7.942 1.789 0.667

 P 0.210 ＜0.05 0.409 0.716

专业

 医药类 718（75.74） 34.75±9.94 30.33±8.14 11.68±4.54 11.45±3.40

 非医药类 230（24.26） 40.60±15.57 33.26±11.58 11.58±5.04 11.64±3.89

 t -6.166 -3.633 -1.024 -0.175

 P ＜0.01 ＜0.01 0.306 0.861

居住地

 城镇 485（51.16） 35.71±12.64 31.10±9.69 11.59±4.78 11.54±3.60

 非城镇 463（48.84） 36.65±10.90 30.97±8.61 11.72±4.54 11.46±3.45

 t -3.157 -0.520 -0.957 -0.175

 P ＜0.01 0.603 0.339 0.861

月均生活费（元）

 600~1 000 237（25.00） 36.30±12.55 31.03±9.17 11.87±4.66 11.24±3.62

 1 001~2 000 607（64.03） 35.96±11.74 31.01±9.11 11.41±4.61 11.60±3.49

 2 001~3 000   95（10.02） 36.61±10.42 31.11±9.86 12.67±4.89 11.46±3.63

 ＞3 000     9（0.95） 41.89±11.92 32.44±7.47 11.67±5.00 11.89±2.03

 F 8.537 3.157 9.968 2.117

 P ＜0.05 0.368 ＜0.05 0.548

合计 36.17±11.82 31.04±9.17 11.66±4.66 11.50±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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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调查对象药品及药品使用认知情况[n（%）]

Table 2. Situation on drug and knowledge of drug usage in investigation subjects [n (%)]
问题 不赞同 一般 赞同 极为赞同 不清楚

① 455（48.00） 267（28.16） 173（18.25） 34（3.59） 19（2.00）

② 735（77.53） 134（14.14）   43（4.54）   8（0.84） 28（2.95）

③ 681（71.84） 173（18.25）   62（6.54）   9（0.94） 23（2.43）

④ 605（63.82） 201（21.20） 105（11.08） 14（1.47） 23（2.43）

⑤ 563（59.39） 267（28.16）   90（9.49）   7（0.74） 21（2.22）

⑥ 564（59.49） 211（22.26） 104（10.97） 29（3.06） 40（4.22）

⑦ 786（82.91）   89（9.39）   35（3.69） 11（1.16） 27（2.85）

⑧ 659（69.51） 166（17.51）   61（6.43） 12（1.27） 50（5.28）

⑨ 609（64.24） 194（20.46）   94（9.92） 16（1.69） 35（3.69）

⑩ 786（82.91）   90（9.49）   38（4.00）   8（0.84） 26（2.76）

⑪ 799（84.28）   80（8.44）   36（3.80） 11（1.16） 22（2.32）

⑫ 707（74.58） 142（14.98）   49（5.17） 12（1.27） 38（4.00）

⑬ 776（81.86）   86（9.07）   40（4.22）   9（0.94） 37（3.91）

⑭ 736（77.64） 112（11.81）   56（5.91） 16（1.69） 28（2.95）

⑮ 660（69.62） 189（19.94）   72（7.59） 21（2.22）   6（0.63）

⑯ 595（62.76） 222（23.42）   81（8.54） 19（2.00） 31（3.28）

⑰ 624（65.82） 188（19.83）   90（9.49） 20（2.10） 26（2.76）
注：①购药时，价格无所谓，关键是疗效好；②所有的药品都可以常温下储存；③新药的疗效和安全性肯定好于老药；④自我感觉症状加重时
可以更换药品的种类；⑤自我感觉症状减轻时可以停用药品；⑥用不完的药品应尽可能储存在冰箱里；⑦服用非处方药不会有任何不良反应；
⑧抗菌药物就是消炎药；⑨只要自己不滥用抗菌药，就不会产生耐药性；⑩抗菌药物可以治好任何一种感冒发烧；⑪在医院输液时可以自行缩
短输液时间；⑫营养保健品可以和药品同时服用；⑬口服药可以用牛奶、咖啡或饮料送服；⑭保健品就是药品；⑮身体稍有不舒服就应该立
即用药；⑯用药的疗程越长越好；⑰用药的品种越多越好。

表3  调查对象用药行为情况 [n（%）]

Table 3. Situation on drug utilization behavior in investigation subjects [n (%)]
问题 不赞同 一般 赞同 极为赞同 不清楚

① 655（69.09） 196（20.68）   58（6.12）   14（1.48） 25（2.63）

② 660（69.62） 186（19.62）   53（5.59）   15（1.58） 34（3.59）

③ 366（38.61） 365（38.50） 163（17.19）   26（2.74） 28（2.96）

④ 563（59.39） 263（27.74）   69（7.28）   28（2.96） 25（2.63）

⑤ 643（67.83） 212（22.36）   49（5.18）   19（2.00） 25（2.63）

⑥ 158（16.67） 189（19.94） 369（38.92） 201（21.20） 31（3.27）

⑦ 718（75.74） 151（15.93）   38（4.00）   14（1.48） 27（2.85）

⑧ 662（69.83） 140（14.77）   76（8.00）   36（3.80） 34（3.60）

⑨   88（9.28） 188（19.83） 330（34.81） 311（32.81） 31（3.27）

⑩   77（8.12） 265（27.95） 333（35.13） 243（25.63） 30（3.17）

⑪   90（9.49） 268（28.27） 332（35.02） 231（24.37） 27（2.85）

⑫ 101（10.65） 307（32.38） 325（34.28） 184（19.42） 31（3.27）

⑬ 139（14.66） 405（42.72） 294（31.01）   84（8.86） 26（2.75）

⑭ 309（32.59） 468（49.37） 115（12.13）   24（2.53） 32（3.38）
注：①没有医师或药师指导下，您会将好几种药物混着吃；②吃西药的同时擅自选择中药使用；③病情好转后，自行减少剂量或减药；④不注
意药物的服用时间间隔；⑤为了增加疗效或症状加重时擅自加大用药剂量；⑥用药时，每次都会考虑自身身体状况；⑦将药物与牛奶、茶水或
咖啡同时服用；⑧服用已经超过有效期的药品；⑨服用药品前观察药品有效期；⑩关注药品不良反应及不良反应出现后表现；⑪查看说明书中
药品储存条件；⑫对家里存放的药品进行定期检查；⑬在药店购买药品时听信营业员的建议；⑭就诊时向医生点名要开具某种药品。

剂量调整等风险因素在大学生群体中表现较凸

出；用药教育及其态度方面，合理用药知识讲

座参与度、安全用药宣教力度不足普遍存在于

受访者人群中；超半数受访者认同且希望通过

不同途径和多种形式向大众传播安全用药知识，

并持积极态度，见表 2~ 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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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大学生用药风险KAP得分情况
2.3.1  用药知识得分

用药知识平均得分为（36.17±11.82）分，

整体评分为良好。其中优秀 238 人（25.11%），

良好 646 人（68.14%），及格 40 人（4.22%），

不及格 24 人（2.53%）。不同专业、居住地、

月均生活费的大学生用药知识得分比较，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或 P ＜ 0.01）。见

表 1。

2.3.2  用药行为得分
用药行为平均得分为（31.04±9.17）分，整

体评分为良好。其中优秀 221 人（23.31%），良

好 628 人（66.24%）， 及 格 70 人（7.39%），

不 及 格 29 人（3.06%）。 不 同 年 龄、 专 业 的 大

学生用药行为得分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 或 P ＜ 0.01）。见表 1。

2.3.3  用药教育得分
用药教育平均得分为（11.66±4.66）分，整

体 评 分 为 及 格。 其 中 优 秀 93 人（9.81%）， 良

好 158 人（16.67%），及格 446 人（47.05%），

不 及 格 251 人（26.47%）。 不 同 月 均 生 活 费 的

大学生用药教育得分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见表 1。

2.3.4  用药教育态度得分
用药教育态度平均得分为（11.50±3.53）分，

整体评分为及格。其中优秀 197 人（20.78%），

良好 248 人（26.16%），及格 436 人（45.99%），

不 及 格 67 人（7.07%）。 不 同 性 别 的 大 学 生

用药教育态度得分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见表 1。

2.4  大学生用药风险KAP影响因素分析
以大学生用药知识、用药行为、用药教育及用

药教育态度 KAP 得分为因变量，以调查对象的各

类特征即性别、年龄、学习专业、居住地及月均生

活费为自变量，对相关指标进行赋值（表 6），采

用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7。

表4  调查对象接触用药教育活动情况 [n（%）]

Table 4. Situation on drug use educational activities in investigation subjects [n (%)]
问题 不赞同 一般 赞同 极为赞同 不清楚

① 168（17.72） 459（48.42） 192（20.25） 76（8.02） 53（5.59）

② 141（14.87） 470（49.58） 217（22.89） 76（8.02） 44（4.64）

③ 235（24.80） 421（44.41） 155（16.35） 70（7.38） 67（7.06）

④ 172（18.14） 441（46.52） 213（22.47） 74（7.81） 48（5.06）

⑤ 193（20.36） 445（46.94） 188（19.83） 74（7.81） 48（5.06）
注：①在街头橱窗阅读合理用药知识宣传资料；②阅读医院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发放的合理用药宣传资料；③接受药师在社区或街头咨询服
务；④在医院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听讲合理用药知识讲座；⑤在所居住的小区听讲社区合理用药知识讲座。

表5  调查对象合理用药教育活动态度的情况 [n（%）]

Table 5. Situation on attitude towards rational drug use education activities in investigation 

subjects [n (%)]
问题 不赞同 一般 赞同 极为赞同 不清楚

① 70（7.38） 295（31.12） 349（36.81） 189（19.94） 45（4.75）

② 53（5.59） 295（31.12） 370（39.03） 195（20.57） 35（3.69）

③ 54（5.70） 243（25.63） 418（44.09） 197（20.78） 36（3.80）

④ 55（5.80） 249（26.27） 417（43.99） 195（20.57） 32（3.37）
注：①希望在街头橱窗展示合理用药知识宣传材料；②希望在医院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发放合理用药知识宣传材料；③希望在社区居委会发放
合理用药知识宣传材料；④希望在医院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举办合理用药知识讲座。

表6  相关指标及赋值情况 

Table 6. Relevant indicators and assignment situation
变量 赋值

性别 男=1，女=2

年龄 18~20岁=1，21~23岁=2，24~26岁=3

专业 医药类=1，非医药类=2

居住地 城镇=1，非城镇=2

月均生活费 600~1 000元=1，1 001~2 000元=2，2 001~3 000元=3，＞3 000元=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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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药知识方面，学习的专业与 KAP 得分呈

显著相关（P ＜ 0.01），为大学生用药知识掌

握情况的独立因素。用药行为方面，学习的专

业与 KAP 得分呈极显著性相关（P ＜ 0.01），

为影响大学生用药行为的独立因素。用药教育

态度方面，性别与 KAP 得分存在关联且具有统

计学差异（P ＜ 0.05），女性对于合理用药教

育态度更积极，需求更大。综上所述，学习的

专业是用药知识的影响因素，亦是用药行为的

影响因素；性别是用药教育态度的影响因素。

2.5  KAP相关性分析
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除用药知识与用药

教 育 态 度 之 间 不 具 有 相 关 性 外（P ＞ 0.05），

用药知识、用药行为、用药教育间均存在正相

关性且有统计学意义（P ＜ 0.01），用药行为、

用药教育及用药教育态度间亦存在正向相关性

（P ＜ 0.01），见表 8。

表8  大学生用药风险KAP相关性分析
Table 8. KAP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medication risk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因素
用药知识 用药行为 用药教育 用药教育态度

r P r P r P r P

用药知识 1.000 - - - - - - -

用药行为 0.352 ＜0.01 1.000 - - - - -

用药教育 0.139 ＜0.01 0.289 ＜0.01 1.000 - - -

用药教育态度 -0.010 ＞0.05 0.316 ＜0.01 0.476 ＜0.01 1.000 -

表7  大学生用药风险KAP影响因素多重线性回归分析

Table 7.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of KAP influencing factors on medication risk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变量 B SE Beta t P

用药知识

 性别 -1.167 0.795 -0.047 -1.468 0.143

 年龄 0.539 0.700 0.025 0.770 0.442

 专业 6.037 0.890 0.219 6.783 ＜0.001

 居住地 1.185 0.773 0.050 1.533 0.126

 月均生活费 0.786 0.630 0.041 1.249 0.212

用药行为

 性别 -0.163 0.627 -0.009 -0.260 0.795

 年龄 -0.917 0.551 -0.056 -1.663 0.097

 专业 2.776 0.701 0.130 3.960 ＜0.001

 居住地 0.137 0.609 0.007 0.225 0.822

 月均生活费 0.290 0.496 0.019 0.585 0.558

用药教育

 性别 -0.277 0.322 -0.029 -0.860 0.390

 年龄 0.090 0.283 0.011 0.317 0.751

 学习专业 -0.068 0.360 -0.006 -0.188 0.851

 居住地 0.170 0.313 0.018 0.543 0.587

 月均生活费 0.126 0.255 0.017 0.496 0.620

用药教育态度

 性别 0.526 0.243 0.072 2.168 0.030

 年龄 -0.231 0.214 -0.036 -1.081 0.280

 专业 0.190 0.272 0.023 0.698 0.485

 居住地 -0.043 0.236 -0.006 -0.182 0.855

 月均生活费 0.232 0.192 0.040 1.207 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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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3.1  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
参与本次调查的女性人数远多于男性，原因

可能为女大学生群体更加关注医药卫生知识及自

身安全 [13]，重视用药风险，善于沟通且容易接受

调查。18~20 岁的大学生为调查对象的主要群体，

而 24~26 岁年龄段占比较低不足 3%，原因可能

为该年龄段基本为专升本、留级、休学或延期毕

业学生，毕业压力较大，难以配合完成全过程调

查。另外，本次调查医药类专业人数较多，受教

育程度相对较高，月均生活费处于中等及以上水

平，综合分析时需考虑上述因素对大学生用药风

险 KAP 的影响。

3.2  大学生用药风险KAP分析
研究 [14] 显示，相比过往居民用药风险 KAP

调查，大学生群体在用药知识、行为、态度方面

均表现更佳。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克拉玛依市大

学生在药物正确使用、抗菌药物合理应用、药物

疗程疗效评价等方面具有良好认知。但在用药行

为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如忽视药物储存条件、

自行停药或减量、轻视药品不良反应等。这些情

况也普遍存在于当今大学生群体中 [15]，需进一步

有针对性加强用药宣教。此外，该市大学生用药

教育态度情况良好，提示大学生较其他人群更希

望、更愿意从多种途径尤其是医疗机构或专业人

士获取合理用药相关知识 [16]。

本次研究发现克拉玛依市大学生用药知识整

体评分为良好，分析原因主要是大学生获取信息

来源广泛并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因而对常见药

品的使用知识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用药行为整体

评分为良好，说明大多数学生对于药品购买、家

庭药品管理等具有一定知晓度。然而，盲目听从

营业员建议购药、忽视存放药品定期检查、选择

不同种类饮料与药物同服等情况在调查中仍占有

较高比例，提示需警惕用药行为不当引起的不良

用药事件 [17]。用药教育整体评分为及格，说明该

市大学生群体接触用药教育较少，多数学生只是

偶尔参与合理用药教育活动，近两成学生从未参

加任何形式的用药讲座或科普活动。分析原因主

要有以下几点：①学生课业繁重，无闲暇时间参

加；②开展活动形式较单一，影响学生积极性；

③缺少专业人士出席，举办方多以科普讲座名义

推销保健品，损害学生参与热情。建议采取形式

多样的科普方法开展用药宣教，充分利用短视频、

公众号、微博等新媒体平台推广合理用药，满足

大学生群体用药教育需求，切实解决大学生用药

疑虑及困惑，全面提升药学服务效果 [18]。

        根据多重线性回归分析，学习的专业和性别

是影响克拉玛依市大学生用药风险的主要因素，

与先前其他研究结果相吻合 [19]。Spearman 相关性

分析结果显示，用药知识、用药行为、用药教育

及用药教育态度四者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四者

相互交织、相互影响，揭示了丰富用药知识、规

范用药行为、开展用药教育、端正用药教育态度

是大学生群体规避用药风险，促进合理用药，保

障自身安全的重要手段。

3.3  本研究的局限性
本次调查存在一定局限性，体现在：①调查

样本分布不均，医药专业与非医药类专业受访者

参与度不够均衡；②以线上模式开展问卷调查，

缺少填写时指导说明，导致问卷质量存在一定差

异，对调查结果可能产生影响；③问卷涉及问题

较多，选项繁杂，受访者可能在填写过程中因缺

乏耐心而影响调查质量；④调查需要受访者凭回

忆填写，与真实用药场景可能存在一定偏倚。

本研究中，医学类受访者明显多于非医学类，

且性别比例相差较大，提示存在一定偏倚。该市

3 所普通高等学校中，2 所为医科类，1 所为工

科类，均为本科层次高校，且医学类院校大学生

以女性居多，这与国内综合高等学校内的专业、

性别比例存在一定程度偏差，仅在克拉玛依市在

读大学生群体中具有一定代表性。此外，相较于

非医学类专业和男性受访者，医学类专业、女性

受访者的依从性更佳，更愿意积极配合此次用药

风险 KAP 调查。通过对无效问卷逐一进行查阅

统计后发现，65 份无效问卷中，来自非医学类

或男性调查对象占无效问卷总数的 94.20%。针

对选择性偏倚产生影响研究人群代表性的相关结

论，在后续研究中需采取一定程度的有效措施予

以避免。

综上所述，本研究发现尽管大学生人群在用

药知识储备方面表现良好，多数具有较强安全用

药意识，对于合理用药认知较高，但仍存在一定

用药风险，如用药行为和用药教育方面存在不足。

男性学生和非医药专业是影响克拉玛依市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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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药风险的主要因素。针对该群体应重点阐释用

药行为与安全用药的关系，深化用药宣传教育，

由医药专业的人员进行药学知识的科普，加强日

常用药习惯养成，保证其安全、有效、合理应用

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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