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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统计分析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某院中药注射剂的应用情况及销售趋势，为该院的药品供应等方面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从某院的医院信息管理系统（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ＨＩＳ）上将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２年内所有中药注射剂的处方信
息和销售数据进行整理和汇总，利用Ｅｘｃｅｌ软件对药品销售金额等数据进行排序，分析主要的药物类别、占比及其年销售
情况。结果：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该院中药注射剂品种均为１１种，主要药物类别为清热解毒类、活血化瘀类、滋阴补肾类和扶正
培本类。与２０１５年比较，２０１６年中药注射剂的年销售总额有所增加，活血化瘀类药物品种数有所增加，扶正培本类的销
售总额及其占比的变化明显。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院内排名前５位的中药注射剂均为喜炎平、舒血宁、痰热清、醒脑静和疏血通
注射液，但这些药物占中药注射剂销售总额比例的年增长率变化均不明显。结论：某院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中药注射剂品种供
应稳定，２０１６年扶正培本（抗癌）类中药注射剂的销售总额及其占比均增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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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中医理论在国际范围内学术地位的提高，
中药制剂的创新和发展态势异常迅猛。中药注射剂

品种为中药制剂新技术发展和创新的成果。鱼腥

草、香丹、刺五加等均为中药注射剂产品，中药注射

剂是从中草药中提取、纯化其活性成分而制成的液

态注射剂，可供通过肌肉、穴位、皮内、皮下、静脉等

途径注入机体内，治疗心脑血管、呼吸系统和肿瘤疾

病，或用于抢救危重急症患者［１］。中药注射剂有中

药之疗效稳定、作用温和的优势，同时兼具西药制剂

药效迅速的优点。近年来国内中药注射剂品种越来

越多，为临床治疗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其在国内医疗

机构的应用逐年增长，年均销售额约１７０亿元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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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与之同时，中药注射剂在国内医疗机构的处方

应用、销售等情况也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２３］。本

研究旨在通过对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某院中药注射剂的
处方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为药品供应等临床需要

提供参考。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所有药品处方量信息均来源于院内
ＨＩＳ系统（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医院管理信息系
统）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全年的药品出库和销售记录。
１２　分析方法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医院采购和供应的
中药注射剂均为经国家核准、具有批准文号的中药

注射剂。对全部已销售的中药注射剂的药品类别、

出库和销售的总销售金额进行汇总，分析每年药品

销售总金额变化最大的中药注射剂类别及其占比。

药品分类方法参照相关文献［４５］。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Ｅｘｃｅｌ软件对药品销售金额
等数据进行排序，分析主要的药物类别、占比及其年

销售情况。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软件处理数据，计数
资料的比较用χ２检验，等级数据用秩和检验。以 Ｐ
＜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中药注射剂不同用药系统种类及其占比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院内供应的中药注射剂品种总数
均为１１种，不同用药系统的品种数及其占比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中药注射剂不同用药系统种类及其占比

作用系统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心脑血管 ５（４５４６％） ６（５４５５％）
骨骼肌肉 ０（０％） ０（０％）
肿瘤疾病 ３（２７２７％） ２（１８１８％）
呼吸 ２（１８１８％） ２（１８１８％）
消化 １（９０９％） １（９０９％）
合计 １１（１０００％） １１（１０００％）
Ｕｃ ００２０
Ｐ ０８７８

２２　不同用药系统中药注射剂的年销售总额及其
占比　与２０１５年比较，２０１６年院内供应的中药注射
剂的年销售总额有所增加，但不同用药系统中药注

射剂占总的药品年收入的比例变化不明显（Ｐ＞
００５）。见表２。
２３　不同作用功效中药注射剂的种类及其占比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院内供应的中药注射剂主要药
物类别为清热解毒类、活血化瘀类、滋阴补肾类和扶

正培本类；与２０１５年比较，２０１６年活血化瘀类的占
比有所增加。见表３。

表２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不同用药系统中药注射剂
的年销售总额及其占比

作用系统

２０１５年
年销售总

金额（万元）

占年药品总收

入比例（％）

２０１６年
年销售总

金额（万元）

占年药品总收

入比例（％）

心脑血管 ３０６２０ ４４３６ ３２０９４ ４１１３
肿瘤疾病 ３７９５ ５５０ ７３２２ ９３８
呼吸 ３３５１４ ４８５５ ３６９６１ ４７３７
消化 １０９４ １５８ １６４９ ２１１
合计 ６９０２３ １０００ ７８０２６ １０００
χ２ ０２１０
Ｐ ０８４０

表３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不同作用功效中药注射剂
的种类及其占比［种（％）］

作用类别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清热解毒类 ３（２７２７） ３（２７２７）
活血化瘀类 ４（３６３６） ５（４５４５）
滋阴补肾类 １（９０９） １（９０９）
扶正培本类 ３（２７２７） ２（１８１８）
合计 １１（１０００） １１（１０００）
χ２ ０２８０
Ｐ ０７８２

２４　不同作用功效中药注射剂的年销售总额及其
占比　与２０１５年比较，２０１６年院内供应的不同作用
机制的中药注射剂中，扶正培本类的销售总额及其

占比的变化明显。见表４。
２５　中药注射液主要品种的年销售总额及其占比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院内排名前５位的中药注射剂均
为喜炎平、舒血宁、痰热清、醒脑静和疏血通注射液，

这些药物占中药注射剂销售总额比例的年增长率变

化均不明显（Ｐ＜００５）。见表５。
３　讨论

中药注射剂是指以中医药理论为基本指导原

则，应用现代化的药剂学处理技术和方法，从中药、

天然药物中提取的单方的或复方的有效成分，制成

灭菌制剂可用于注射给药。目前已批准上市并在医

疗机构中销售应用的中药注射剂品种约有 １３４余
种［２］。根据功能主治，中药注射剂的品种包括活血

化瘀类、清热解毒类、抗肿瘤类等。根据作用系统，

中药注射剂的品种分为内科系统用药，外科系统用

药，妇产科用药等，或分为心脑血管系统、骨骼肌肉

系统、肿瘤疾病系统、呼吸系统和消化系统等。本研

究中通过对某院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的中药注射剂品种
在院的应用和销售情况做统计分析，以分析其逐年

变化趋势。

近些年来随着中药制剂的技术创新，临床上出

现了作用于不同用药系统的新制剂，不过中药注射

·７３０２·世界中医药　２０１８年８月第１３卷第８期



表４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不同作用功效中药注射剂的年销售总额及其占比

作用类别
２０１５年

年销售总金额（万元） 占年药品总收入比例（％）
２０１６年

年销售总金额（万元） 占年药品总收入比例（％）

清热解毒类 ３９８５７ ５７７０ ４４２５７ ５６７０
活血化瘀类 ２４２７７ ３５２０ ２４７９８ ３１８０
滋阴补肾类 １０９４ １６０ １６４９ ２１０
扶正培本类 ３７９５ ５５０ ７３２２ ９４０
合计 ６９０２３ １００００ ７８０２６ １００００
χ２ ０３９０
Ｐ ０６９６

表５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中药注射液主要品种的年销售总额及其占比

品种名称
２０１５年

年销售总金额（万元） 占中药注射剂销售总额比例（％）
２０１６年

年销售总金额（万元） 占中药注射剂销售总额比例（％）

喜炎平 ２５８２７ ３７４２ ２６７９５ ３４３４
舒血宁 １３７７８ １９９６ １６４８１ ２１１２
痰热清 ７６８７ １１１４ １０１６６ １３０３
醒脑静 ６３４３ ９１９ ７２９６ ９３５
疏血通 ５９３６ ８６０ ５１９０ ６６５
其他 ９４５２ １３６９ １２０９８ １５５１

中药注射液年销售总额 ６９０２３ １０００ ７８０２６ １０００
χ２ ０４７０
Ｐ ０６４２

剂品种在临床的使用总体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６７］。

目前在三级综合性医疗机构内销售和应用的主要中

药注射剂品种为３０种左右。本研究中，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院内供应的中药注射剂品种均为 １１种，表明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院内中药注射剂品种的供应品种稳
定。唐扣明等［６］研究发现，中药注射剂品种多为内

科系统的用药。在本研究中，与２０１５年比较，２０１６
年院内供应的不同用药系统的中药注射剂品种数所

占比例并无显著的变化（Ｐ＞００５），但这２年销售
的中药注射剂均为心脑血管系统中药注射剂占比最

大，此结果与文献报道［８９］一致。胡国仕等［１０］研究

结果显示，２０１３—２０１６年该院中药注射剂的销售总
金额有增高的趋势，但中药注射剂总的年销售金额

占全部药品总销售金额的比例变化不大（Ｐ＞
００５）。本研究中，２０１６年中药注射剂不同用药系
统的年销售较２０１５年有所增加，但总体上中药注射
剂品种占该院全部药品年销售金额的比例无明显增

加（Ｐ＞００５），结果表明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院内供应的
中药注射剂品种销售金额相差不大。

近年来在临床应用的中药注射剂品种中，理血、

补益、抗肿瘤等类别中药注射剂的销售金额位居所

有中药注射剂销售的前列［１１］。有国内学者［１２］对某

市２１家医疗机构２０１５年１—５月销售金额排名前
１０位的中药注射剂进行分析。其结果发现，这 ２１
家医疗机构中销售金额前１０位的中药注射剂多为

活血化瘀类、非活血类（抗肿瘤、免疫调节等）类的

中药注射剂。崔鸿江等［１３］研究发现，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
近３年某院活血化瘀类的中药注射剂的品种数和年
销售金额均逐年下降。其分析后认为，该院需加强

活血化瘀类中药注射剂应用方面的规范性。在本研

究中，与２０１５年比较，２０１６年活血化瘀类药物品种
数的占比有所增加。

赵亮等［１４］研究对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国内４０２家医
疗机构的药品购销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这几年

国内医疗机构中对于清热解毒类中药注射剂的应用

趋于集中，认为喜炎平等清热解毒类中药注射剂在

医疗机构应用占比较高的原因，可能与政府医保政

策和宏观药品监管政策等多种因素有关。孟祥云

等［１５］考察了该院２０１３—２０１６年近４年中药注射剂
的院内销售和应用情况，分析结果发现，其院内

２０１６年品种数较前几年明显下降，且近４年中药注
射剂的销售金额也逐年下降，认为该院中药注射剂

的总体销售使用是基本合理的，但其销售金额整体

下降的趋势还需继续展开考察，以探究其合理性、安

全性、经济性等方面有无不足。还有学者［１６］对院内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中药注射剂的应用和销售进行分析
后发现，其院内中药注射剂的应用量逐年增长，而

２００９年 较 ２００７年 的 年 销 售 金 额 增 长 率 为
１７０１６％，认为这一结果明显高于同期国内其他医
疗机构内中药注射剂在院内销售的年增长率，显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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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不合理之处，故建议临床加强对中药注射剂应

用和销售的关注和监管力度。在本研究中，从主要

中药注射剂品种看，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院内排名前５位
的中药注射剂均为喜炎平、舒血宁、痰热清、醒脑静

和疏血通注射液，这一结果与如上的文献报道基本

一致。本研究结果同时发现，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销售排
名前５位的几个中药注射液品种占中药注射剂销售
总额比例的年增长率变化不明显，处于合理的范围

内，表明这些药物均为临床常用药和必备药。

在本研究中，从药物的不同作用功效的角度看，

２０１６年院内不同作用功效的中药注射剂的年销售
较２０１５年有一些增加，而２０１６年中药注射剂品种
年销售总金额占院内该年度全部药品销售金额的比

例也明显增加，尤其是扶正培本类药物。此结果表

明，院内２０１６年扶正培本类药物中药注射剂的需求
量增加明显，笔者分析认为，可能与疾病谱变化趋

势、流行病学等大背景因素有关。近年来肿瘤发病

率的增加明显，同时居民保健意识大幅度提高，使临

床对于恶性肿瘤的早期干预率有较大的提高，诸多

因素均可能造成抗肿瘤、增加免疫力等方面中药注

射剂临床用药的增加。除此之外，中药注射剂是否

被纳入国家医保范畴，也是影响其院内应用和销售

的因素之一。例如有学者［１４］对２０１３年某院６５岁
以上住院患者应用已纳入医保的中药注射剂的情况

进行分析。结果发现该院６５岁以上住院患者全年
使用中药注射剂共涉及３６种医保范围内品种，其中
甲类药品种占２５％，乙类药品种占７５％，符合被纳
入国家乙类医保的药物品种数多于甲类的这一基本

情况。因本研究中并未对销售数量做同步统计，笔

者从２０１６年中药注射剂总销售金额较前一年有所
增加、品种数却无变化，而国家对药品在医疗机构的

销售零售价推行零差价的政策可以推算出，２０１６年
中药注射剂院内的销售总量较２０１５年应该增大。
而应用扶正培本类药物，治疗疗程较长，故临床使用

量也相较其他类别的中药注射剂多。

综上所述，某院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院内中药注射剂
品种的应用和销售供应的状态稳定，其中２０１６年扶
正培本（抗癌）类中药注射剂的应用比例及年销售

总金额占比均增加明显，一定程度上提示了疾病发

病率的增加，也提醒临床药剂科等相关科室需对这

类中药注射剂在院内的应用和销售情况予以合理的

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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