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调查报告!

患者用药心理调查与治疗依从性的关系研究

易晓玲!陈开文!尹
!

华!陈小勇!徐道英

"重庆市涪陵中心医院药剂科
!

"#6###

#

!!

摘
!

要"目的
!

从心理的角度去探讨解析用药心理表现与治疗依从性的关系!分析把握不同心理状态类型!为提高治疗依从

性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

采用反馈式问卷调查方式!对
"+%

例患者从思维%观念%情感%行为等方式评价和揭示各方面用药心理行

为特点和治疗依从性的关系$结果
!

某些偏倚心理具两面性$正常心理与偏倚心理有时可表现出一致的用药行为$偏倚心理各

类型平均不依从率与患者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高%低学历组在轻视心理中产生的不依从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

应注

意内因和外因对偏倚心理各类型的影响!采取疏导式%矫正式的方法进行用药行为干预!唤起社会对用药心理状态的关注与重视!

从而提高治疗依从性$

关键词"心理过程用药心理&偏倚心理&正常心理&治疗依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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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的基本观点认为行为(语言(表情和姿态是心理现

象的外在
"

要素)

$

*

'人的心理现象及状态包括正常心理和异

常心理$偏倚心理%#患者在用药以及治疗过程中心理状态的实

时表现又由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而产生#包括人们所处的不同

环境(不同地位(不同经济条件(疾病的严重程度等'对患者而

言#给药或用药应包括遵照医嘱(按给药方案用药及坚持完成

整个疗程#统称治疗依从性$

=/B

G

D0A4=9

%

)

%

*

'现在国内外都比

较重视对治疗依从性这方面的研究#其方法有自我报告法(档

案记录法(药物用量计数法(药物浓度监测法和药物疗效评价

法等)

1

*

#但从心理的角度去认识和探讨不同心理类型特点与用

药依从性的相互关系报道较少'本文通过对患者用药依从性

的情感反应进行用药心理调查#从心理的角度去评价和揭示用

药心理与治疗依从性的关系#用心理学的方法(理性健康的心

理去思考和建立新的认知模式#纠正和调治患者的错误用药心

理行为和习惯#在提高治疗依从性的基础上#发挥出药物治疗

的最好疗效'

>

!

资料与方法

采用反馈式问卷调查方式#对本院
%##N

年
$

!

$$

月就诊

患者
"+%

份问卷进行调查'共计发放问卷调查表
N$#

份#其中

有效问卷
"+%

份#有效回收率
-!*$1,

'对患者常见用药方

式(用药习惯(用药情绪等内容共
$1

项$每一项回答为多选%拟

定问卷调查表#从思维(情感(行为等方面评价分析并揭示各层

面用药心理行为特点与治疗依从性的关系'在
"+%

份问卷调

查中#门诊患者
$"+

例#住院患者
1%N

例#男
%+6

例#女
$-"

例#

年龄为
!*N

!

-#

岁#其中小于
$6

岁
%+

例#

$6

!#

!#

岁
11+

例#

!#

!

-#

岁
$#6

例#文化程度为大专以上学历
$+N

例#中学及以

下学历
%-+

例'根据心理学原理#从调查表依从与不依从项下

分析探讨用药心理类型#并采用大样本法
L

检验的统计方法

对调查资料中相关数据进行总体率比较的
L

检验#根据统计

量计算#以
;

#

#*#N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患者与用药依从性
!

在
"+%

份问卷调查表中有
%%*!+,

具不依从性表现#

"+*+1,

具依从性表现#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在总
%%

项不依从内容中统计
!#

!

-#

(

$6

!#

!#

(

#

$6

岁

各年 龄 段 总 平 均 不 依 从 率 分 别 为
$-*1%,

(

%1*$-,

和

$6*1",

#各年龄段的不依从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患者用药心态及心理类型归类与依从性
!

根据调查表内

容归纳出正常心理存在着依赖(信任(期待(促进心理各类型#

具依从性&测试表明#用药心态不同#且用药心理状态之一的偏

倚心理也具有不同类型#包括焦躁求快心理(轻视心理(固执探

究心理(抗药心理$厌药(放弃(阻碍%#均不具依从性'

?*@

!

偏倚心理各类型的归属表现项与依从性
!

在问卷调查提

问项中根据心理特征与治疗依从性的相互关系#归纳筛选出从

属于偏倚心理各类型的具体归属表现项#其中焦躁求快心理包

-6#1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1#

期



含依从与不依从而具两面性'

1

组类型平均不依从率分别为

%"*%-,

(

%$*#$,

(

%N*!+,

'轻视心理中表现项之一的不按

时(按疗程服药包括!认为是小病(症状好转(相信自身抵抗力

1

项的平均不依从率为
%",

#见表
$

'焦燥求快心理平均依从

率为
"%*+-,

#见表
%

'

表
$

!!

偏倚心理各类型与不依从率

偏倚心理类型 具体表现项
#k"+%

不依从率

$

,

%

焦躁求快心理 不接受某品牌及厂家
$6" 16*-6

求新求贵
+% $N*%N

听信药品广告
"N -*N1

听信祖传秘方
%6 N*-1

听信经验用药
$N% 1%*%#

自行加量$疾病严重或效果不明显时%

%#+ "1*6N

轻视心理 症状好转时自行减量
-N %#*$%

症状好转时自行停药
!$ $%*-%

认为是小病
66 $6*!"

症状好转
$%" %!*%+

相信自身抵抗力
$%6 %+*$$

抗药心理 不接受异味药物
$6- "#*##

对医生信任度不高
$! 1*16

事先知道不良反应
$"$ %-*6+

经济条件不佳$药品价格过高%

$%N %!*"6

慢性病自行停药(减量
$1N %6*!#

表
%

!!

焦躁求快心理与依从率

焦躁求快心理
#k"+%

依从率$

,

%

接受调换常用药品的厂家
$$N %"*1!

接受用药品种多(方案复杂
$!N 1"*-N

接受药片大(口感差(异味药物
$!! 1N*$!

接受药品不良反应
1!% +!*!-

表
1

!!

高'低学历组偏倚心理总类型与平均不依从率

偏倚心理类型
大专以上文化

$

#k$+N

#平均
,

%

中学及以下文化

$

#k%-+

#平均
,

%

;

轻视心理
1#*6N $-*N%

#

#*#$

探究(焦躁求快心理
$6*+$ $"*#N

"

#*#N

抗药心理
%-*## %"*-$

"

#*#N

?*A

!

不同文化程度产生的偏倚心理与不依从结果
!

在抗药心

理中#统计出其中对医生信任度不高这一项中产生的不依从

率#高学历组
%$*$",

#低学历组
1N*!-,

#

;

#

#*#$

&另外由于

药品价格过高或过低产生的抗药心理#高(低学历组不依从率

分别为
1!,

和
%%*N!,

#

;

#

#*#$

#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轻视心理中认为是小病和相信自身抵抗力#其不依从率高(低

学历组分别为
%!*%-,

(

$%*+-,

和
%N*+$,

(

+*#+,

#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

%'在探究(焦躁求快心理中自行加量项

下#高(低学历组分别为
%6*##,

和
$N*"-,

#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

#*#N

%'统计高(低学历组偏倚心理总类型与平均不依

从率#见表
1

'

@

!

讨
!!

论

研究结果显示#虽然偏倚心理有多种类型#均具有不依从

性#但偏倚心理中的焦躁求快心理可产生依从或不依从而具两

面性#当疾病严重或某些症状暂时不能缓解而产生焦躁求快心

理时#患者用药不会产生厌烦情绪#期盼治疗疗程短而具有依

从性#其平均依从率$

"%*+-,

%高于平均不依从率$

%"*%-,

%'

这一表现也存在于正常心理的用药行为中#说明正常心理与偏

倚心理有时可表现出一致的用药行为#即同一行为可包含多重

心理状态或类型'焦躁求快心理产生的依从性以可接受药物

不良反应为最高#达
+!*!-,

#说明患者在用药观念上已接受

了药物不良反应作为药品特殊性之一而具有的两面性特征'

当然接受程度与用药知识的教育(阅读药品说明书(医生护士

的提醒提示等有关'

调查显示各年龄段不依从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说明对于

已步入老年的高龄患者来说#他们对于疾病的康复与年青人具

有一致的积极主动的用药需求#同样渴望早日康复(更长寿(更

健康'由焦躁求快心理和抗药心理产生的不依从与文化程度

高低关系不明显#而轻视心理产生的不依从#高学历组明显高

于低学历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这可能与高学历

组年纪较轻#工作太忙或相信自身抵抗力而出现自行减量以及

不按规定疗程和次数服药的行为有关'

本研究对心理状态的整体分析表明#人的活动方式和用药

行为可反映出人的基本心理类型'不同心理类型和状态可产

生不同的用药行为'不依从心理状态有时为一种#有时是多种

同时或交替产生#由于多因素的影响#有的还可互为转归'如

当得知所患疾病不能治愈或没有希望时#可由焦躁求快心理转

归为抗药心理#有的或直接产生抗药心理'

虽然具有偏倚心理的人数不是大多数#但偏倚心理会干扰

阻碍疾病康复过程#临床工作者不能忽略这些少数不良心理对

自身用药的影响及用药效果'临床工作者要仔细观察患者就

诊时的心理状态#也就是患者对疾病的态度以及产生的多种情

绪表现#探究与重视不良心理产生的原因#从源头预防不良用

药行为的发生'另外注重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策略#如对有特

殊疾病的患者#针对不同心理患者而采取不同的劝说策略#打

消患者对治疗的疑虑#建立可信赖的医患关系)

"

*

#帮助患者寻

求心理咨询和获得情感支持#端正对疾病的认识#增强克服偏

倚心理的自信心#用正确的心态去积极治疗疾病#提高治疗依

从性'

良好的医患关系本身就具有治疗上的价值)

N

*

'医生自身

素质(言行在患者遵医行为中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药师规范

的专业语言#能帮助患者产生对医师治疗方案和所选药物的信

任心理)

!

*

'通过鼓励(解释(礼貌等情感的交流以及医生良好

的职业道德和过硬的医疗技术#调动患者主观能动性#可帮助

病人改善不良心境或行为#通过取得病人的信赖#减少不依从

心理因素'

对疾病严重#没有求治和康复信心与要求并拒绝接受治疗

的患者#应帮助其建立信心和希望#给予鼓励与支持#克服抗药

心理和轻视心理#坚定信念#主动配合治疗#发挥药物的最佳

疗效'

#-#1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1#

期



患者对药物治疗的满意度较低与疾病自身性质及患者对

治疗期望的主观要求有关)

+

*

'患者疾病严重#其要求治愈期望

值就高'医务人员应帮助患者认识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加强

健康教育#多介绍常见疾病和康复用药知识#可避免产生探究(

焦躁求快心理#避免盲目轻信广告和听信祖传秘方等'提醒和

讲解常见药物不良反应#使其对药物知识有更加全面的了解#

避免产生抗药心理'在抗药心理中以不接受异味药物的不依

从率最高#提示药学工作者在药物的剂型开发上要注重符合患

者的心理需求#如对药物色彩(味觉(剂型(包装的喜好等#改进

药物剂型#研制出符合+三小,+三效,+五方便,的新制剂)

6

*

'避

免使用贵重药品#减轻患者经济负担#杜绝大处方#简化用药方

案#明确诊断#准确用药#从而提高用药依从性'

A

!

结
!!

论

良好的治疗依从性与患者积极健康向上的信念以及良好

的心理状态密切相关'异常心理状态在加重躯体疾病的同时#

还会导致特殊患者的行为退化和异常)

-

*

'所以纠正和调治用

药偏倚心理#唤起社会对患者用药心理现状的关注与重视#是

医务工作者的责任'施加平等)

$#

*利用文献计量学分析的方法

统计国内心理治疗研究的平均效果是正向的'所以注重对患

者的正确引导和指导是提高治疗依从性的关键'对偏见(偏

信(依赖(固执这些人格特点的反映#医务人员应进行疏导式(

矫正式的方法进行用药行为干预#纠正错误心理认知活动#引

导正确的医疗行为$用药心理%和进行合适的心理治疗'

药物心理效应是一种综合效应#药物的生理效应与心理效

应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积极的心理效应可增强药物的生理效

应'精神因素直接影响心理活动#使之产生情绪变化)

$$

*

'健

康信念是人们接受劝导(改变不良行为(采纳健康促进行为的

关键)

$%

*

'加强健康信念可以增强患者积极的心理效应并转化

为积极的健康行为而具有良好的依从性'患者积极主动的用

药需求作为内因与家庭(医疗环境(医生(护士(药师(药品(信

息等众多的外因共同影响患者用药心理以及整个治疗过程'

如果在用药过程中产生和包含的促进因素越多#对患者的支持

和帮助就越多#患者心理就会朝着良性(健康的方向发展'也

就是要体现出医患互动关系中患者所具有的主动性)

$1

*

'因

此#医务人员需要利用积极的心理因素促使培养积极的情绪状

态#用积极的服药心理#激活内分泌和潜在的免疫功能#增强药

物的生理效应#使之产生良好的心理效应#提高治疗依从性#提

高用药质量和合理用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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