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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斲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居民对抗生素讣知癿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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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癿 以恩斲州居民为研究对象，调查鄂西少数民族地区居民对抗生素癿讣知状冴，研究影响居民对抗生素讣知癿因素，
为政府相兰职能部门有针对性地审传抗生素知识及解决抗生素滥用问题提供决策依据呾斱案。斱法 以恩斲州居民为调查对象，
采用自行设计编制适合该地区居民癿调查问卷对居民迚行随机调查,后运用 SPSS 软件彔入呾数据处理来分析居民对抗生素癿
讣知情冴。结果 鄂西恩斲少数民族居民抗生素知晓率为 55.3%。居民抗生素知晓率呾识别率在年龄、性别、区域、文化程度、
职业、收入斱面癿差建有统计学意义(P<0.05)。影响抗生素知晓率癿主要因素为居住地域、文化水平、巟资收入；影响抗生
素识别率癿主要因素有文化水平、职业。结论 鄂西恩斲少数民族自治地区居民癿抗生素讣知水平较低。 应大力加强抗生素知
识癿审传力度，廹展抗生素知识癿普及，多渠道讣知抗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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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生素，是指由微生物（包括细菌、真菌、放线菌属）
或高等动植物在生活过程中所产生的具有抗病原体或其他活
性的一类次级代谢产物，能干扰其他生活细胞发育功能的化
学物质。自 20 世纪 20 年代青霉素被应用于医疗以来，科
学家已研发了许多种类的抗生素。 人类发现并应用抗生素，
是人类的一大革命，抗生素类药物对控制细菌感染、疾病流
行起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抗生素在临床上的广泛使用，也
出现了不合理使用抗生素、滥用抗生素的问题，致使出现了
耐药性，使抗生素的使用出现了危机。我国是世界上抗生素
滥用比较严重的国家，目前针对抗生素不合理使用的研究主
要集中在医院内抗生素不合理使用上。但是，抗生素真正的
使用者是公众，调查研究鄂西恩施地区抗生素不合理使用状
况，为政府有关部门制定政策提供相关参考依据具有重要意
义。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在鄂西恩施少数民族地区，选取 10个社区（村）作为研
究地点，采用随机抽样方法在每个社区（村）抽取 30 名村
民，共发放问卷 300 份，收回问卷 300 份，回收率 100.00%，
其中有效问卷共 298 份，占样本总数的 99.33%。 

1.2 方法 

自行设计问卷进行调查，问卷内容主要包括一般资料调
查和抗生素认知的专题调查。 

一般资料调查居民的年龄、性别、区域、文化程度、职
业、收入方面等。 

1.2.1 专题调查 

(1)对抗生素的认知情况:知识获知途径、概念、大致分
类、适用范围、引起不良反应和耐药性等。(2)自身对抗生素
的使用情况:药物选择、是否有不良反应发生等。(3)对抗生
素应用现状的评价:使用抗生素的用药意识等。 

1.3 统计学方法 

建立数据库，应用 SPSS  进行描述性分析，P<0.05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分析影响恩施地区居民的抗生素认知的主
要因素。 

2 结果 

居民对抗生素知晓率：298位居民关于“什么是抗生素”，
知道的人数为 165人（占 55.3%），不知道的人数为 46人（占
15.43%），不太清楚的人数为 87 人（占 29.19%）。不同年龄
层居民的抗生素知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居
民抗生素识别率，在给出的 10 种抗生素药物中，能够识别
1~2 种抗生素的人数为 95 人（占 31.87%），识别 3~5 种抗生
素的人数为 85（占 28.85%），识别 6~9种抗生素的人数为 68

人（占 32.52%），能够全部识别抗生素的人数为 50 人（占 

16.77%），没有全部不能识别的人。不同年龄段居民的抗生素
识别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抗生素的认知
程度（包括概念、大致分类、适用范围、引起不良反应和耐
药性等），居民能准确把握理解抗生素概念的为 103 人（占
34.56%），居民对抗生素大致分类人数为 35人（占 11.74%），
居民在滥用抗生素会增加耐药性回答正确率为 257 人（占
86.24%），居民在使用抗生素的范围以及使用时需要遵循医嘱
或说明书、抗生素可以预防感冒、抗生素没有不良反应等问
题回答正确人数为 199人（占 66.77%）。 

3 讨论 

恩施地区居民的抗生素认知水平较低， 抗生素知晓率、
识别率受居住地域、性别、职业、年龄、文化程度、收入等
各种因素影响，居住经济条件好的地方高于居住经济条件差
的地方、低年龄段高于高年龄段、男性略高于女性、高文化
程度比低文化程度高等。 调查中受访者在抗生素滥用是否会
增加耐药性等问题方面正确率较好，在抗生素的认知途径方
面，居民获取抗生素知识的途径主要以就医时医生指导、 药
店工作人员指导高于通过电视、书本杂志等大众媒体认知，
抗生素认知途径较窄，在居民抗生素认知水平较低的情况下，
应加大抗生素知识的普及和推广力度，拓宽抗生素认知途径，
提升居民抗生素认知水平，促进居民正确、合理使用抗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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