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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了解不同青年人群对感冒的认知和行为态度, 分析感冒用药的行为及其影响因素, 为开展合理

使用感冒药的宣传教育提供依据。方法:采用自行设计的感冒问卷表,对大学和部队的青年人群进行调查,

并运用统计学方法进行对比分析。结果:不同青年人群在感冒的认知和用药行为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时有

重复用药、过度用药、不必要地使用抗生素治疗等不合理用药的现象。结论:应根据不同人群的特点,开展有

针对性的合理使用抗感冒药的宣传教育, 普及与感冒相关的疾病知识, 提高青年人群预防和治疗感冒的自我

保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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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感冒是一种上呼吸道疾病。虽然感冒是由多种

病原体引起,但出现的症状比较类似,如鼻溢、鼻塞、

喉咙痛、咳嗽、头痛、身体不适, 轻度发热等。每个人

在一生中至少患 1次感冒,成年人一般 1年患 1至 2

次感冒。感冒的早期药物治疗对于减轻感冒症状,

提高工作效率, 加快痊愈,具有重要意义。目前, 市

场上抗感冒药物品种繁多
[ 1 ]

, 且大部分治疗感冒的

药品为非处方药,可以直接从药店购买并进行自我

药疗。然而,市场上治疗感冒的复方制剂大多含有

相同或相近的有效成分,极易引起用药混乱,造成不

必要的不良反应。本研究拟通过对青年人群的感冒

认知以及选用抗感冒药物行为的调查分析, 了解目

前在青年人群中抗感冒药品的使用状况, 为开展合

理使用抗感冒药物的健康宣传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调查对象及方法 � 2006年 7月至 10月期间,

分别向某部队战士、军医大学 04级学员及某综合性

大学大学 04级学员随机发放自制的包含 34个问题

的�感冒患者用药分析问卷  各 100份, 总共 300

份, 共回收 284份,问卷回收率 94�67%。

1�2� 数据处理方法 � 通过 E piData软件将回收的

问卷数据逐项录入, 然后, 用 M icrosoft Exce l软件对

数据进行归类整理和汇总统计, 最后, 用 SPSS软件

对数据做统计学检验。

2� 结果与分析

2. 1� 调查对象的一般情况 � 参加问卷调查的对象

为青年,年龄在 18~ 23岁 (见表 1)。调查对象教育

程度: 部队战士教育程度初中 ( 28% ),高中 ( 41% )

和大专 ( 22% ), 军医大学和某综合性大学大学学生

全部为本科在读;在接收调查的 284人中, 80%以上

认为自身健康状况良好, 仅有 2% 认为自身健康状

况较差。

表 1� 调查对象的一般情况

组别
性别

男 女
年龄 (岁 ) � ! � 身高 ( cm ) � ! � 体重 ( kg) � ! �

某军医大学学生 74 26 21. 24 ! 1. 08 171. 93 ! 6. 89 64. 77 ! 9. 20

某部队战士 98 0 20. 46 ! 1. 74 172. 52 ! 4. 68 64. 26 ! 8. 10

某综合性大学学生 57 27 20. 56 ! 2. 23 169. 10 ! 7. 191) 2) 59. 29 ! 9. 581) 2)

t检验: 1) P < 0. 01,与某部队战士比较。 2) P < 0. 01,与某军医大学学生比较。

作者简介: 田泾 ( 1984�) ,女,第二军医大学药学本科 04级学员.

通讯作者: 陈盛新. Te:l (021) 25074478, E�mai:l sxchen@ smmu. edu. cn�

2. 2� 个人患感冒的情况 � 由表 2、表 3可见,大部

分被调查人员年患感冒次数集中在 1~ 4次,痊愈时

间则在 1周以内。不同人群比较而言, 军队士兵年

患感冒 9次以上人数较多, 但士兵感冒痊愈的时间

较短, 50%的军队士兵认为自身感冒在 1~ 3天内痊

愈, 而大学生在 1~ 3天内痊愈的比例则明显低于军

队士兵。对 3组青年人群年患感冒次数进行卡方检

验,  
2
( 6, 0. 05) = 13. 53, P < 0. 05, 可认为 3组青年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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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患感冒的次数有统计学差异。对 3组青年人群感

冒痊愈的时间进行卡方检验,  
2
( 4, 0. 05) = 10. 92, P <

0. 05,可认为 3组青年人群感冒痊愈时间具有统计

学差异。不同青年人群年患感冒次数及感冒痊愈时

间的不同,可能与他们的身体素质、文化水平及接收

的医疗保健程度不同有关。

表 2� 不同青年人群每年患感冒的比例

0 ~ 4 5~ 8 9次以上

某部队战士 78. 21% 11. 54% 10. 26%

某军医大学学生 87. 91% 9. 89% 2. 20%

某综合性大学学生 93. 24% 6. 76% 0

表 3� 不同青年人群感冒时间

1天以下 1 ~ 3天 4 ~ 5天 6~ 7天 7天以上

某部队战士 14. 00% 36. 00 % 10. 26% 12. 00% 10. 00%

某军医大学学生 2. 91% 28. 16% 27. 18% 18. 45% 23. 30%

某综合性大学学生 3. 57% 35. 71% 33. 33% 13. 10% 14. 29%

研究样本的感冒症状主要为头痛和流鼻涕等,

仅有少数人伴随发烧及咳嗽症状 (见表 4)。

表 4� 三组青年人群感冒常见症状的分布 (人次 )

症状 某部队战士 某军医大学学生某综合性大学学生

头痛 70 85 25

流鼻涕 64 100 30

嗓子发痒、咳嗽 34 19 21

发烧 15 16 17

腹泻或便秘 7 7 7

皮疹 0 1 0

2. 3� 对感冒的认知情况 � 在对三组青年人群有关

感冒的认识与看法的调查中发现, 大多数被调查者

( 75. 70% )认为感冒是可以自愈的 (见表 5) , 但会

对正常工作产生一定的影响。某部队战士有将近半

数认为感冒是一种无足轻重的小病。某军医大学学

生由于所学专业的原因, 大部分对患感冒没有思想

压力,并能区分普通感冒和流行感冒。

表 5� 三组青年人群对感冒的看法与认知程度 (% )

认知程度 某部队战士 某军医大学学生 某综合性大学学生 平均

感冒是一种无足轻重的小病 47. 00 29. 00 26. 19 34. 51

对患感冒没有思想压力 43. 00 74. 00 59. 52 58. 80

患感冒不会影响正常工作 26. 00 26. 00 26. 19 26. 06

感冒可以自愈 65. 00 87. 00 75. 00 75. 70

能区分普通感冒与流行性感冒 56. 00 64. 00 42. 86 54. 93

2. 4� 感冒的治疗及用药情况

2. 4. 1� 感知自身患感冒后的行为态度 � 常见的行
为态度有三种。一种态度认为感冒会自愈, 不需要

做什么处理,即使严重了再去医院也不迟。第二种

认为感冒只是身体稍有不适, 可以自我药疗解决。

第三种认为,感冒病虽轻,但不可大意, 应立即看医

生。表 6说明,文化程度高的青年更相信自我药疗

和感冒会自愈,如在大学生中选择自我药疗的比例

接近 50% ,选择置之不理的超过 1 /3。

表 6� 三组青年人群患感冒后所采取的措施 (% )

措施 某部队战士 某军医大学学生 某综合性大学

立即看医生 28. 00 13. 00 14. 29

自我药疗 33. 00 47. 00 47. 62

置之不理 29. 00 36. 00 36. 90

其他 10. 00 4. 00 1. 19

2. 4. 2� 感冒后使用药品的品种与数量 � 感冒后自

行购买药品或医生所开单张处方药品的数量见图 1

和图 2。由图 1可知,感冒后自行购药者中,购买 1

~ 2种药品服用的占绝大部分, 仅由少数人购买 3

种以上药品服用。而由图 1则可看出,感冒后至医

生处开具处方通常含有为2~ 3种药品,较自行购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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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了 1个品种。说明支付方式对药品消费具有直接

影响, 由于问卷调查的三组对象均为公费医疗,可见

公费医疗比自费医疗有更大的用药激励。

感冒后所服用的药品大致分为 4类: 含解热镇

痛药的复方制剂 (如百服宁、感康、康泰克、泰诺、

感冒通等 )、抗菌药物 (如 !�内酰胺类、头孢类药物
等 )、维生素类 (如维生素 C等 )、中成药 (如双黄

连等 )。其中,使用含解热镇痛药的复方制剂占绝

大多数 ( 86% ), 仅有 8. 97%的调查对象在感冒时

使用抗菌药物及维生素。

2. 4. 3� 对药品知识的了解情况 � 大部分人通过

阅读说明书来获取药品的相关信息, 也有部分药

品知识从医生处获取, 仅有 45人次在药店购药时

了解有关药品的信息 (见表 7)。有关服药前是否

阅读说明书的调查表明 (见表 8) , 仅有小部分不

阅读说明书, 其中军队士兵的比例最高, 有 19%的

士兵在服药前不阅读说明书。而某综合性大学及

军医大学学生则大部分都在服药前阅读说明书。

表 7� 获取药品知识的途径 (人次 )

途径 军队 军事医学学校 某综合性大学 合计

医师介绍 33 24 10 104

驻店药师介绍 24 13 8 45

药品说明书 57 86 65 208

亲友经验介绍 3 7 11 21

其他 (如上网查等 ) 9 6 4 19

表 8� 服药前阅读说明书的情况 (% )

阅读情况 军队 军事医学学校 某综合性大学 平均

不阅读 19. 00 6. 00 5. 95 10. 56

很少 14. 00 11. 00 4. 76 10. 21

有时 18. 00 19. 00 17. 86 18. 31

肯定阅读 49. 00 64. 00 71. 43 60. 92

3� 讨论

3. 1� 职业性质和工作强度可能对感冒发生率有影

响 � 军队士兵年患感冒次数明显多于在校的大学
生,提示职业性质和职业工作强度可能对感冒的发

生有影响。由于军队士兵平时执勤或训练比较紧

张,训练强度大, 容易造成过度疲劳, 降低免疫力,而

且,执勤或训练不会因气候变化而中止,因此, 军队

士兵经常会处于气温、风雨等剧烈变化的环境中,导

致感冒发生率高。所以, 对于会因职业性质和工作

强度影响感冒发生的人群,应注意防护措施,避免急

冷急热,适当休息。

3. 2� 文化层次与知识水平对是否寻求医学专业

帮助有一定影响 � 文化程度高的大学生似乎更相
信自我药疗, 一是他们了解感冒的性质和发生原

因,二是了解感冒的自愈率较高, 因此, 在调查中

发现大学生中选择自我药疗的比例接近一半。而

且有 1 /3的大学生更认为感冒是可以无药自愈

的。在获取药品信息的方式上, 大学生阅读说明

书的比例明显高于战士, 而战士们则喜欢询问医

生和药店的执业药师。服药之前不阅读说明书的

情况在战士中的比例是大学生中比例的 3倍之

多。提示医院的临床药师和药店的执业药师应根

据消费对象有针对性地开展用药咨询活动, 以提

高患者的合理用药水平。

3. 3� 感冒的预防和及时处理有助于缩短缓解或

治愈时间 � 表 6显示部队战士虽然感冒发生率比

较高, 但是, 感冒的缓解和痊愈率较高, 病程明显

低于学生。对照这三组群体在感冒后的用药行

为,部队士兵因卫生队在军营内部医疗保健条件

相对便利,寻医吃药的比重高, 说明感冒的及时治

疗或应对措施有利于恢复健康。因此, 应当普及

感冒的预防和治疗知识, 及时的预防和治疗只需

要消费很少的药物资源。例如, 普通感冒初起, 服

用常用抗感冒药, 复方对乙酰氨基酚一片往往即

可生效。

3. 4� 普及基本用药知识, 避免感冒药的不合理使

用 � 感冒的治疗虽然简单, 但是, 由于药品市场的

复杂性, 需要提醒人们在用药中要咨询医生或药

师,或者注意阅读药品说明书, 避免盲目用药、重

复用药和盲目使用抗菌药物, 以免造成不必要的

损害。例如, 市售抗感冒药, 如白加黑、感康、泰

诺、日夜百服宁、新康泰克、快克、康必得等二十几

种常用药都含有对乙酰氨基酚, 只是商品名称、剂

型、辅助药物不同罢了。

3. 5� 本研究的局限性 � 由于受到研究相关因素的
制约如样本采集的可能性、便捷性, 以及研究的人

力、物力所限, 本研究只涉及了青年人中的部分群

体, 因此, 本研究的结论仅应适应于该群体。至于其

他职业的或社会的青年群体的感冒用药行为, 还需

要做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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