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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年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活血类中药注射剂使用合理性
分析 

王磊，陈鹏，臧滨，王玉龙，柴士伟*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国家中医针灸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天津  300381 

摘  要：目的  对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019—2020 年活血类中药注射剂使用合理性进行分析总结，为临床合理用

药提供参考。方法  通过医院信息系统和 Excel 软件统计分析 2019 年 1 月—2020 年 12 月活血类中药注射剂的使用情况。结

果  2020 年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活血类中药注射剂应用较 2019 年整体下降 20.68%，但占中成药总体金额的比例

基本持平；活血类中药注射剂 2019 年和 2020 年销售金额与使用频度最高的品种固定，均为注射用血栓通（冻干）；2020 年

活血类中药注射剂的平均日费用整体下降，并且同步性更加合理；活血类中药注射剂使用受到了新冠疫情的一定冲击，但医

疗政策对活血类中药注射剂应用的影响更大。结论  活血类中药注射剂是医院用药的重要组成部分，应用相对合理，继续提

高合理用药水平，能够保证其在临床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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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ionality analysis of blood-activating TCM injections in First Teaching 

Hospital of Tianji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rom 2019 to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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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Teaching Hospital of Tianji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ational Clinical Research Center for Chinese 

Medicine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Tianjin 30038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and summarize the use and rationality of blood-activating TCM injections in First Teaching Hospital 

of Tianji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rom 2019 to 2020,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rational drug use in clinic. 

Methods  The hospital information system and Excel software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use of TCM injections for promoting blood 

circulation from January 2019 to December 2020. Results  In 2020 the application of blood-activating Chinese medicine injections in 

our hospital decreased by 20.68% compared with 2019, but the proportion of total Chinese patent medicine was basically the same. 

Xueshuantong (freeze-dried) for injection is the blood activati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jection with the highest sales amount 

and use frequency in 2019 and 2020. The average daily cost of blood-activating TCM injections in 2020 decreased as a whole, and the 

synchronization was more reasonable. Although the use of blood-activating TCM injections has been affected by COVID-19, medical 

policies have a greater impact on the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jections. Conclusion  Blood-activati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jec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hospital medication, and its application is relatively reasonable, and continue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rational drug use, so that it can play a greater role in clinical practice. 

Key words: blood-activating TCM injection; clinical use; rational drug use; Xueshuantong for injection; COVID-19 epidemic 

 

中药注射剂是中药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种

中药创新制剂，它的出现得益于基础药理、提取分

离等技术的发展，是现代药剂学与传统中药结合的

产物，相比传统中药具有起效迅速、使用方便、生

物利用度高等优点。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始建于 1954 年，现为三级甲等医院、全国百佳医

院、天津市中医医学中心，日均门诊量近 1 万人次，

年出院患者 6 万余人次，医、教、研及综合服务水

平位居全国中医院前列。活血类中药注射剂作为最

为常见的中药注射剂种类之一，在慢病治疗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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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广泛使用，是医院用药组成的一个重要部分。本

研究对 2019—2020 年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活血类中药注射剂使用情况进行统计，并对比分

析，评价活血类中药注射剂的使用情况与其应用的

合理性，为新形势下临床合理用药提供依据和支持。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利用医院信息系统提取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 2019 年 1 月—2020 年 12 月活血类中药注

射剂使用数据，包括中药注射剂药品名称、代码、

规格、使用数量、销售金额、生产厂家等信息。通

过 Excel 软件对数据进行归类后统计分析。纳入的

中药注射剂均以药品批准文号中“国药准字 Z”标

识为准，不包含“国药准字 H”的植物药单体提取

物或有效部位提取物。 

1.2  方法 

应用 Excel 软件分析活血类中药注射剂和整体

中药注射剂应用及占比情况。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推荐的限定日剂量（DDD）分析方法以及

医院信息系统导出的数据，对各种中药注射剂用药

频度（DDDs）、药品限定日费用（DDC）及排序比

（B/A）进行计算，并对所得出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中药注射剂的 DDD 值依据药品说明书中成人日常

用剂量及临床实际用药情况，并结合相关文献研究

确定。DDDs 值越大，表明该药品在临床应用中选

择倾向性越大，使用频度越高。DDC 表示患者使用

该药品的平均日费用，DDC 值越大表明该药为患者

形成的经济负担越高。B/A 反映药品销售金额与用

药频次的同步性，B/A＞1.5 表明该药品相对价格较

低，B/A＜0.5 表明患者所承担的费用高，比值越接

近 1.0 表明同步性越好。 

DDDs＝药品的消耗总量/该药品的 DDD 

DDC＝药品的年销售总金额/该药品的 DDDs 

B/A＝药品销售金额排序/该药品 DDDs 排序 

2  结果 

2.1  医院活血类中药注射剂总体销售情况 

医院活血类中药注射剂品种数目 2020 年与

2019 年相同，均为 7 种，2019 年活血类中药注射

剂销售金额为 1 643.80 万元，2020 年为 1 303.88 万

元，较 2019 年下降幅度为 20.68%。2019 年医院活

血类中药注射剂占中药注射剂整体销售金额

33.82%，2020 年为 33.46%，占比基本持平。活血

类中药注射剂销售金额占中成药总体金额的比例

稳中略有上升，占比始终保持在 7%以上，见表 1。 
 

表 1  2019—2020 年活血类中药注射剂销售情况 

Table 1  Sales of TCM injections for promoting blood circulation from 2019 to 2020 

年份 品种数 活血类中药注射剂金额/万元 增长率/% 占中药注射剂销售金额比例/% 占中成药销售金额比例/% 

2019 7 1 643.80  33.82 7.73 

2020 7 1 303.88 −20.68 33.46 7.81 

 

2.2  活血类中药注射剂销售金额 

与 2019 年相比，2020 年活血类中药注射剂

销售金额有较大变化，丹红注射液、红花黄色素

氯化钠注射液、注射用红花黄色素销售额有所上

升，注射用血栓通（冻干）、大株红景天注射液、

银杏二萜内酯葡胺注射液、银杏内酯注射液的销

售金额下降。注射用血栓通（冻干）2019 年与 2020

年销售金额均居于首位，构成比分别为 45.39%和

43.21%，大株红景天注射液销售金额仅次于注射

用血栓通（冻干），二者合计构成比占 60%以上。

2019年注射用红花黄色素在所有活血类中药注射

剂中销售额最低，构成比为 2.96%，2020 年销售

额最低的品种为银杏内酯注射液，构成比为

1.83%，见表 2。 
 

表 2  2019—2020 年活血类中药注射剂销售金额及排序 
Table 2  Consumption sum and ranking of blood-activating TCM injections from 2019 to 2020 

药品名称 规格 
2019 年 2020 年 

金额/万元 排序 构成比% 金额/万元 排序 构成比% 

注射用血栓通（冻干） 250 mg 746.20 1 45.39 563.38 1 43.21 

大株红景天注射液   5 mL 438.44 2 26.67 268.89 2 20.62 

银杏二萜内酯葡胺注射液   5 mL 123.97 3  7.54 119.02 4  9.13 

丹红注射液  10 mL 119.49 4  7.27 178.20 3 13.67 

银杏内酯注射液   2 mL  99.61 5  6.06  23.83 7  1.83 

红花黄色素氯化钠注射液 100 mL  67.48 6  4.11  81.93 5  6.28 

注射用红花黄色素 150 mg  48.62 7  2.96  68.63 6  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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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活血类中药注射剂 DDDs 及排序 

活血类中药注射剂品种注射用血栓通（冻干）、

大株红景天注射液 DDDs 明显高于其他品种，说明

二者使用率相对较高；银杏内酯注射液为使用率最

低的品种，且 2019—2020 年排序没有发生变化，

但 3 者 DDDs 均呈下降趋势。其余 4 个品种 DDDs

排序均发生变动，DDDs在2020年呈现上升的趋势，

见表 3。 
 

表 3  2019—2020 年活血类中药注射剂 DDDs 及排序 

Table 3  Blood-activating TCM injections ranked by DDDs from 2019 to 2020 

排序 
2019 年 2020 年 

药品名称 规格 DDDs 药品名称 规格 DDDs 

1 注射用血栓通（冻干） 250 mg 81 002.50 注射用血栓通（冻干） 250 mg 61 157.50 

2 大株红景天注射液   5 mL 21 000.00 大株红景天注射液   5 mL 12 927.50 

3 丹红注射液  10 mL  7 713.00 银杏二萜内酯葡胺注射液   5 mL 12 702.00 

4 红花黄色素氯化钠注射液 100 mL  5 879.00 丹红注射液  10 mL 11 514.50 

5 注射用红花黄色素 150 mg  4 489.00 红花黄色素氯化钠注射液 100 mL  7 188.00 

6 银杏二萜内酯葡胺注射液   5 mL  3 923.00 注射用红花黄色素 150 mg  6 338.00 

7 银杏内酯注射液   2 mL  2 521.80 银杏内酯注射液   2 mL  2 422.00 

 

2.4  活血类中药注射剂 DDC 排序及 B/A 

DDC 排序越居前的活血类中药注射剂，代表

了患者用药平均日费用越高的品种。2019 年银杏

内酯注射液、银杏二萜内酯葡胺注射液和大株红景

天注射液 DDC 值居于前 3 位，DDC 值均在 200

以上；2020 年 DDC 值高于 200 的品种只有大株红

景天注射液。活血类中药注射剂品种的 DDC 值在

2020 年普遍降低，没有平均日费用上升品种。2020

年与 2019 年相比，活血类中药注射剂 DDC 排序

变化较大，除注射用血栓通（冻干）排序为最后 1

名固定外，其余品种排序均发生了改变。2019 年

和 2020 年 DDC 值最高的品种分别为银杏内酯注

射液和大株红景天注射液，说明二者分别为这 2

年内定价较高的品种。2019 年银杏内酯注射液、

银杏二萜内酯葡胺注射液 B/A＜1，丹红注射液、

红花黄色素氯化钠注射液、注射用红花黄色素的

B/A＞1，B/A＝1 的品种只有大株红景天注射液和

注射用血栓通（冻干），在 2020 年除银杏二萜内酯

葡胺注射液和丹红注射液外其余品种 B/A 均为 1，

结果更优，见表 4。 
 

表 4  2019—2020 年活血类中药注射剂的 DDC 及 B/A 

Table 4  DDC and B/A of blood-activating TCM injections from 2019 to 2020 

药品名称 规格 
2019 年 2020 年 

DDC/元 排序 B/A DDC/元 排序 B/A 

银杏内酯注射液   2 mL 395.00 1 0.71  98.40 5 1.00 

银杏二萜内酯葡胺注射液   5 mL 316.00 2 0.50  93.70 6 1.33 

大株红景天注射液   5 mL 208.78 3 1.00 208.00 1 1.00 

丹红注射液  10 mL 154.92 4 1.33 154.76 2 0.75 

红花黄色素氯化钠注射液 100 mL 114.78 5 1.50 113.98 3 1.00 

注射用红花黄色素 150 mg 108.31 6 1.40 108.28 4 1.00 

注射用血栓通（冻干） 250 mg  92.12 7 1.00  92.12 7 1.00 

 

3  讨论 

3.1  医院活血类中药注射剂总体应用情况分析 

活血类中药注射剂销售额 2020 年较 2019 年出

现明显下降，这主要由于医疗机构受到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影响导致。新冠疫情发生后，患者为了

降低交叉感染风险，减少了就医次数，医院门诊、

住院患者人数均出现大幅降低，药品销售整体下

滑。2020 年医院药品消耗整体减少，但活血类中药

注射剂占中成药总体金额比例相对稳定，2020 年其

占中成药总体金额比例为 7.81%，较 2019 年的

7.73%有小幅度提升。医院中药注射剂根据功效主

治划分为补益类、活血类、抗肿瘤类和清热类 4 个

大类，各个大类品种数目相对平均，其中活血类中

药注射剂销售占中药注射剂整体销售金额 30%以

上，是应用最多的中药注射剂种类。院内活血类中

药注射剂广泛应用于多个临床科室，并且展现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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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效得到了医患认可，因此相对其他中成药下滑程

度较小。中药注射剂的疗效越来越得到医生患者认

可，在抗击疫情过程中，多种中药注射剂被纳入推

荐治疗方案，成为疫情防控的一大特色和亮点，提

升了包括活血类中药注射剂在内的中药注射剂整

体认知度[1-2]。 

3.2  不同品种活血类中药注射剂销售金额分析 

综合 2019 年与 2020 年的数据分析，注射用血

栓通销售金额远高于其他品种，其成分为三七总皂

苷，具有活血祛瘀、通脉活络的功效。医院针灸科、

心血管科为传统优势科室，针灸科拥有 400 余名医

技人员，1 000 余张住院病床，开展了以针灸干预

重大疾病的循证研究，在国内外针灸领域一直居于

领军地位，中风病、高血压病均为其临床研究的重

点方向。血管科作为冠心病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

地、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冠心病、慢性心

力衰竭、高血压病等均为科室治疗优势病种。中风

偏瘫、胸痹心痛为针灸科和心血管科住院患者的常

见症状，而注射用血栓通对此类症状患者展现出良

好疗效，故在这 2 个重点科室中均具有较高的临床

选择倾向。现代药理研究证实，三七总皂苷对心血

管疾病，尤其是高血压、冠心病、心律失常、心力

衰竭合并存在时能够多靶点发挥药效[3]，还可以降

低缺血–再灌注损伤，减轻神经功能缺损[4]，并且

能够干预视网膜神经血管单元病理改变[5]，药理作

用广泛，因此除去针灸与心血管外，具有相关治疗

需求的其他临床科室也均有应用，因此注射用血栓

通（冻干）始终保持了较高的销售额。2020 年销售

额下降的品种有 4 个，其中包含 2019 年销售额最

高的 3 个品种，销售额在 2020 年上升的品种有 3

个，但销售额的增长量远低于销售额下降品种的降

低量。2019 年活血类中药注射剂的使用有明显的集

中化现象，临床对此类注射剂品种的选择结果趋向

统一，销售额最高的 2 个品种占比超过 72%；但在

2020 年活血类中药注射剂使用集中化程度降低，各

品种销售额占比相对 2019 年差异更小，说明临床

对活血类中药注射剂的选择有多样化的趋势。 

3.3  活血类中药注射剂 DDDs 及排序分析 

注射用血栓通（冻干）和大株红景天注射液

DDDs 最高，虽然在 2020 年有了较大程度下降，但

由于其基数较大，DDDs 值仍然位于前 2 位，说明

临床对这 2 种药的用药频度最高，品种相对固定。

银杏二萜内酯葡胺注射液为康缘药业治疗心脑血

管疾病的主要产品，也是这家公司 2020 年度在全

国范围内销售额最高的品种。2020 年银杏二萜内酯

葡胺注射液在院内所有活血类中药注射剂中 DDDs

排序上升最为明显，DDDs增至 2019年的 3倍以上，

究其使用频度大幅提升的根本原因，是银杏二萜内

酯葡胺注射液经谈判纳入国家医保目录，以量换价

取得了明显效果。 

3.4  活血类中药注射剂 DDC 及 B/A 分析 

从 DDC 排名数据来看，2019 年银杏内酯注射

液、银杏二萜内酯葡胺注射液与大株红景天注射液

是患者负担最高的品种，DDC 值均位于 200 以上，

其它品种 DDC 值也多高于 100，活血类中药注射剂

整体价格普遍偏高。排序比显示，2019 年活血类中

药注射剂的 B/A 均在 0.5 与 1.5 之间，院内活血类

中药注射剂的使用情况较为合理，同步性较好，但

2020 年活血类中药注射剂的 B/A 结果更佳，同步性

更为优异。活血类中药注射剂的 DDC 在 2020 年整

体降低，银杏内酯注射液与银杏二萜内酯葡胺注射

液 2 药 DDC 下降尤为显著。银杏内酯注射液、银

杏二萜内酯葡胺注射液在 2020 年成为国家谈判药

品，价格大幅下降，两药限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脑

梗死恢复期患者，单次住院最多支付 14 d，协议有

效期 2020 年 1 月 1 日—2020 年 12 月 31 日。天津

市医保局、人社局、卫生健康委针对国家医保谈判

药品，下发了关于做好 2019 年谈判药品落地工作

的通知，在政策影响下两药 DDC 下降至不足原值

1/3，患者药费负担大大降低。活血类中药注射剂的

B/A 在 2020 年进一步优化，除银杏二萜内酯葡胺注

射液、丹红注射液外，其它品种均为 1，反映出医

院活血类中药注射剂的使用合理性进一步提高。医

院活血类中药注射剂价格下降，使用合理性提高，

这与按病种付费收费政策密切相关。2020 年初，市

医保局市卫生健康委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基本

医疗保险按病种付费和收费实施范围的通知，天津

市按病种付费和收费的病种范围，扩大至 207 个，

并对部分原试点病种信息进行调整。这一政策促使

医院进一步规范了诊疗服务行为，充分参考病种付

费和收费标准，制定实施符合医疗需求的临床路

径，在保证医疗质量和安全的基础上，控制医疗成

本。因此，临床对包括药物选择使用在内的整体治

疗过程控制更加合理。 

3.5  疫情、政策对活血类中药注射剂应用的影响 

2019 年底出现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人民健康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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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严重威胁，也对医院药品应用产生了深刻影

响。为了做好疫情防治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

全与身体健康，相继出台了全力做好药品保障、建

立绿色通道和快速响应机制等一系列的措施，使得

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下的活血类中亚注射剂等医

院药品的应用没有发生剧烈变化。老年患者是活血

类中药注射剂的主要应用人群，调查显示全国老年

医保患者中药注射剂的用药人次在逐年增加[6]。老

年患者阳气衰微，脏器功能调整较差，组织器官受

损后，不仅恢复周期较长，而且容易反复。天津中

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作为中医三甲医院，就诊人

群中慢性病老年人占据比例较高，并且近年来医院

针对老年患者开展了优先候药等一系列便民举措，

提高了老年患者就医感受，使得老年患者选择就诊

倾向性更强。疫情发生后为防止患者反复就医院内

交叉感染，减少就医开药人群聚集情况，缓解医疗

机构接诊压力，2020 年 1 月底天津市发布通知实施

长期处方报销政策，对于慢性病、老年病或其他稳

定期需要长期用药的疾病，医院能够为门诊患者开

具最长 2 个月长期处方，实际减少了疫情对老年就

医患者的影响。尽管疫情期间非必要就医患者量减

少，但开具活血类中药注射剂患者多为中风等刚需

患者，药品使用数据也显示，活血类中药注射剂疫

情前后均保持较高使用频率，并未出现断崖式降低

情况。随着国家医改不断推进，各项医保政策颁布

实施，医保控费、药占比考核等一系列内容对包括

活血类中药注射剂在内的药品带来了深刻影响[7-8]，

促使了其使用更加合理。银杏内酯注射液、银杏二

萜内酯葡胺注射液为国家谈判药品，注射用血栓通

（冻干）、丹红注射液属于《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

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中成药部分，大株红景

天注射液、红花黄色素氯化钠注射液、注射用红花

黄色素为天津现行药品目录内非国家药品目录品

种。活血类中药注射剂实际应用过程中，疫情造成

的冲击，远低于医保目录动态调整、医保谈判、医

保报销对其的影响。 

现阶段国家对中医药的关注度和重视程度不

断增强，扶持力度也在不断加大，中药注射剂既遵

循传统中医药理论，又吸收了现代药物制剂的优

点，在临床治疗过程中具有独特优势备受关注。活

血类中药注射剂是中药注射剂中应用最为广泛，研

究最为活跃的品种，广泛应用于冠心病、高血压、

卒中、肿瘤等疾病的治疗中，并展现出较好疗效。

但由于其成分复杂，应用日益广泛的同时，关于其

不良反应报道也日渐增多[9-10]，同时，临床应用过

程中也存在着重复用药、超功能主治使用等不规范

现象，药学工作中应当加强用药监测和点评，对不

合理用药情况进行有效干预，促使活血类中药注射

剂应用更加安全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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