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哈尔滨居民用药行为风险 KAP 调查问卷》 

 

您好！非常感谢您参与中国居民用药行为风险 KAP 调查！本次调查为匿名

性质，您的回答仅供研究者进行统计分析，回答无对错之分。您的参与将会对促

进我国公众安全用药提供非常有意义的帮助。谢谢您的大力支持！ 

 

基本信息 

☺ 在回答之前，请您填写以下信息（请在序号上画“√”）： 

 您的性别： 

                 男        女 

 您的年龄： 

                 19-34 岁        35-49 岁      50-64 岁      65 岁以上 

 您的月收入： 

1000 元以下        1000-2000 元          2000-4000 元    

4000-6000 元       6000 元以上 

 您的居住地：  

城镇居民          农村居民                            

 您的医疗保障状况： 

社会基本医疗保险       商业保险       自费医疗         

公费医疗               其它 

 您的受教育程度： 

研究生                 本科              大专 

中专或高中            初中              小学 

 您的工作状况： 

在职                  离退休            无/失业 

 您的职业： 

企业工人               公司职员          机关干部 

医疗机构              教师              企业经营管理 

自由职业              学生              其它 

 

下面每个问题（Q）包含了您对药品及药品使用的看法与观点，将其赞同程度用数字来量化，

例如：1 代表极不赞同；2 代表不赞同，但程度不太大；依次类推；5 代表极为赞同，数字



越大表示赞同程度越高，每个题项均需给定您所认同的相应数字。您需要在同意程度的数字

下面画“√”。 

Q1、下列每个问题包含了对药品及药品使用的各种看法与观点，您是否赞同这些观点？ 

极不赞同 不赞同   一般   赞同 极为赞同 

/不清楚 

01. 生病了应该尽量打针、挂水 1       2      3      4     5 

02. 打针、挂水等注射剂药品比口服药品更安全 1       2      3      4     5 

03. 越贵的药品越安全 1       2      3      4     5 

04. 越贵的药品越有效 1       2      3      4     5 

05. 用药的品种越多疗效越好 1       2      3      4     5 

06. 用药的疗程越长越好 1       2      3      4     5 

07. 身体稍有不舒服就应该立即用药 1       2      3      4     5 

08. 保健品就是药品 1       2      3      4     5 

09. 吃过保健品可以减少药品的用量 1       2      3      4     5 

10. 口服药可以用牛奶、咖啡或饮料送服 1       2      3      4     5 

11. 营养保健品可以和药品同时服用 1       2      3      4     5 

12. 在医院输液时可以自行缩短输液时间 1       2      3      4     5 

13. 抗菌药物可以治好任何一种感冒发烧 1       2      3      4     5 

14. 抗菌药物可以杀死任何细菌和病毒 1       2      3      4     5 

15. 只要自己不滥用抗菌药，就不会产生耐药性 1       2      3      4     5 

16. 同时服用的抗菌药物种类越多，病就好得越快 1       2      3      4     5 

17. 抗菌药就是消炎药 1       2      3      4     5 

18. 服用非处方药不会有任何不良反应 1       2      3      4     5 

19. 用不完的药品应该尽可能储存在冰箱里 1       2      3      4     5 

20. 自我感觉症状减轻时可以停用药品 1       2      3      4     5 

21. 自我感觉症状减轻时可以减少药品的剂量 1       2      3      4     5 

22. 自我感觉症状加重时可以增加药品的剂量 1       2      3      4     5 

23. 自我感觉症状加重时可以更换药品的种类 1       2      3      4     5 

24. 新药的疗效和安全性肯定好于老药 1       2      3      4     5 

25. 当周围的人感冒发烧或生其他病时，可以服用抗菌药进 1       2      3      4     5 



行预防 

26. 购药时应看品牌和名气判断药品质量好坏 1       2      3      4     5 

27. 所有的药品都可以在常温下保存 1       2      3      4     5 

 

☺说明：在表示行为或活动的频率数字下面画 “√”，数字越大表示频率越大 

Q2、以下描述的是您使用药品过程中的一些行为，请圈出这些行为实际发生的频率 

q1 使用药物前存在以下问题吗？ 从不    偶尔    时常   经常  总是    

/不清楚 

29. 根据自己的经验或是广告的宣传自行购买药品 1       2      3      4     5 

30. 看病时，向医生点名要开某种药品 1       2      3      4     5 

31. 在药店购买药品时听信营业员的建议 1       2      3      4     5 

32. 持医生处方去药店购买处方药 1       2      3      4     5 

33. 对家里存放的药品进行定期检查 1       2      3      4     5 

34. 将药品摆放在小孩容易触及的地方 1       2      3      4     5 

35. 观察说明书中药品储存的条件 1       2      3      4     5 

36. 看一下药品副作用以及出现副作用后的表现 1       2      3      4     5 

37. 了解使用某个药物时的禁忌事项（喝酒、驾驶等） 1       2      3      4     5 

38. 服用药品前观察药品有效期 1       2      3      4     5 

39. 在服用药品之前查阅药品包装上的药品批准文号 1       2      3      4     5 

q2 服用药物时存在以下问题吗？ 从不    偶尔    时常   经常  总是    

/不清楚 

40. 将家里过期的药品丢弃在垃圾箱里 1       2      3      4     5 

41. 服用药品期间忘记使用药品 1       2      3      4     5 

42. 孩子不肯服药，捏着他（她）的鼻子灌药 1       2      3      4     5 

43. 服用已经超过有效期的药品 1       2      3      4     5 

44. 将药物与牛奶、茶水或者咖啡同时服用 1       2      3      4     5 

45. 用药时，每次都会考虑自身身体状况 1       2      3      4     5 

46. 为增加疗效或症状加重的时候擅自加大给药剂量 1       2      3      4     5 

47. 不注意药物的服用时间间隔 1       2      3      4     5 

48. 服药几天后，感觉没效果擅自更换药物 1       2      3      4     5 



49. 病情好转以后，自行减少剂量或停药 1       2      3      4     5 

50. 吃西药的同时擅自选择中药服用 1       2      3      4     5 

51. 把药片掰开或是研碎后再吃 1       2      3      4     5 

52. 没有在医师或药师指导下，您会将好几种药物混

着吃 
1       2      3      4     5 

  

Q3、以下描述的是您可能接触过的用药知识讲座或用药教育活动，请圈出您实际接触或开展这些

活动的频率 

从不  偶尔   时常   经常  总是 

/不清楚 

                           

53. 在我居住的小区听社区合理用药知识的讲座 1    2      3      4      5 

54. 在医院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听合理用药知识讲座 1    2      3      4      5 

55. 阅读社区居委会发放的合理用药的宣传材料 1    2      3      4      5 

56. 药师社区或街头咨询服务 1    2      3      4      5 

57. 阅读医院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发放的合理用药的宣传材料 1    2      3      4      5 

58. 通过网络、微信等阅读合理用药知识的宣传资料 1    2      3      4      5 

  

Q4、如果您接触过上述各种形式的合理用药知识的教育活动，您对开展这些活动的必要性看法如何？ 

 

极无必要 没必要  一般  有必要 极有必要 

                                                                            /不清楚 

59. 社区合理用药知识讲座 1     2     3      4      5 

60. 医院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合理用药知识讲座 1     2     3      4      5 

61. 社区居委会发放合理用药的宣传材料 1     2     3      4      5 

62. 医院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合理用药宣传材料 1     2     3      4      5 

63. 通过网络、微信等传播合理用药知识的宣传资料 1     2     3      4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