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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带量采购对乌鲁木齐市第四人民医院 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抗抑郁
药使用情况分析 

赵娟，武芳，张鑫，杨辉 

乌鲁木齐市第四人民医院 药剂科，新疆 乌鲁木齐  830000 

摘  要：目的  对“4＋7”带量采购 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SRIs）抗抑郁药的使用情况进行分析，为医院药事管理提供

参考。方法  调取乌鲁木齐市第四人民医院信息系统（HIS）中带量采购实施后 1 年（2019 年 11 月 20 日—2020 年 11 月 20

日）和实施前 1 年（2018 年 11 月 19 日—2019 年 11 月 19 日）医院 SSRI 类抗抑郁药的使用数量、销售金额、用药频度（DDDs）、

日均费用（DDC）等进行分析。结果  “4＋7”带量采购政策实施后，帕罗西汀的销售金额显著下降，艾司西酞普兰使用

片数有所增长。帕罗西汀的 DDDs 值与去年持平，艾司西酞普兰的 DDDs 值有小幅的增长。帕罗西汀与艾司西酞普兰的 DDC

值与去年同期相比均有明显下降。结论  “4＋7”采购政策实施后，乌鲁木齐市第四人民抑郁症患者的用药负担显著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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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implementation of “4＋7” procurement with quantity on the using of 

SSRIs antidepressants in The Fourth People's Hospital of Urumq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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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use of SSRIs antidepressants in implementation of “4＋7” procurement with quantity, an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hospital pharmacy management. Methods  Quantity, consumption sum, DDDs, and DDC of SSRI 

antidepressants after implementation (November 20, 2019 — November 20, 2020) and implementation (November 19, 2018 — 

November 19, 2019)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information system of Urumqi No. 4 People's Hospital for analysis. Results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4＋7” procurement with quantity, consumption sum of paroxetine dropped significantly, and the usage quantity of 

escitalopram was increased, DDDs of paroxetine were the same as last year, DDDs of escitalopram increased slightly. DDC values of 

paroxetine and escitalopram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compared with the same period last year. Conclusion  After implementation of 

“4＋7” procurement with quantity, the medication burden of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showed a significant decr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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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1 月 20 日新疆乌鲁木齐市统一执行

21 个“4＋7”中选结果。第一批“4＋7”带量采购

中选品种含 2 种选择性 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类

（SSRIs）抗抑郁药，分别是草酸艾司西酞普兰片和

盐酸帕罗西汀片。 

抗抑郁药物治疗是当前各种抑郁障碍的主要

治疗方法，主张首选安全性高、疗效好的第 2 代抗

抑郁药物，其中去甲肾上腺素再摄取抑制剂

（SNRIs）、SSRIs 属于 A 级推荐药物[1]。SSRIs 含以

下 6 类：氟西汀、舍曲林、帕罗西汀、氟伏沙明、

西酞普兰、艾司西酞普兰。而首批“4＋7”仅涉及

帕罗西汀和艾司西酞普兰。乌鲁木齐市第四人民

医院创建于 1938 年，目前是全疆最大的公立精

神专科医院，具有较齐全的抗精神病药物和第二

类精神药品，开具处方也更加频繁。本研究就“4

＋7”带量采购实施前后 1 年乌鲁木齐市第四人民

医院 11 个品规的 SSRIs 应用状况展开探讨，分析

其对院内 SSRIs 抗抑郁药应用状况的影响，为医疗

机构今后的药事管理给予指导与借鉴。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所有数据均来源于乌鲁木齐市第四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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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系统（HIS），调取带量采购实施后 1 年（2019

年 11 月 20 日—2020 年 11 月 20 日）和实施前 1 年

（2018 年 11 月 19 日—2019 年 11 月 19 日）医院的

用药数据，涉及药品的使用量、销售金额等。 

1.2  方法 

待数据导出，借助 Excel 来分析药品的价格、

应用片数、销售金额，并计算增长率、占比等数据。

关于药物限定日剂量（DDD），相关数据取自世界

卫生组织（WHO）官方网站，以《新编药物学》（第

17 版）[2]、《精神病学》（第 7 版）[3]、有关药品说

明书内容为参考对各药物 DDD 值加以明确。用药

频度（DDDs）为某药的消耗总剂量与此药物 DDD

值占比，通过 DDDs 取值可了解此药物在临床中的

应用频率，此值愈大，表明药物的临床应用频率愈

高。日用药金额（DDC）为某药的销售额与此药物

的 DDDs 之比。DDC 代表应用此药物每天的费用均

值，可将此数值当做用药费用的参考指标，对于医

疗保险决策提供数据借鉴[4]。 

2  结果 

2.1  “4＋7”带量采购实施前后中选品种的价格

变化 

山东京卫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草酸艾司西酞

普兰片和北京福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盐酸

帕罗西汀片为首批带量采购中标的品种，此次带量

采购后 2 种药品每片的售价降幅依次是 48%、49%，

相同品种、厂家不同的药品降幅不明显，见表 1。 
 

表 1  SSRIs 抗抑郁药价格及降幅 

Table 1  SSRIs antidepressant prices and declines 

通用名 规格 生产厂家 
药品价格/(元∙片−1) 

降幅/% 
实施前 实施后 

氟西汀分散片 20 mg×28 片 法国礼来苏州制药有限公司分装  8.98  8.98  0 

氟伏沙明片 50 mg×30 片 荷兰苏威制药有限公司  3.10  3.10  0 

氟伏沙明片 50 mg×30 片 丽珠集团丽珠制药厂  2.28  2.28  0 

盐酸帕罗西汀片 20 mg×10 片 中美天津史克制药有限公司  9.29  6.97 25 

盐酸帕罗西汀片* 20 mg×20 片 北京福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3.18  1.62 49 

盐酸舍曲林片 50 mg×14 片 辉瑞制药有限公司  5.84  5.84  0 

盐酸舍曲林片 50 mg×14 片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72  2.72  0 

氢溴酸西酞普兰片 20 mg×14 片 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  8.91  8.90  0 

氢溴酸西酞普兰片 20 mg×12 片 昆明积大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3.66  3.66  0 

草酸艾司西酞普兰片* 10 mg×7 片 山东京卫制药有限公司  7.69  4.00 48 

草酸艾司西酞普兰片 10 mg×7 片 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 14.19 11.59 18 

*表示“4＋7”带量采购中选品种；表 4 同 

* represents “4+7” selected varieties purchased with quantity, same as tablet 4 

 

2.2  “4＋7”实施带量采购对 SSRIs 抗抑郁药使用

片数和销售金额的影响 

在“4＋7”带量采购实施后 1 年，艾司西酞普

兰使用片数占 SSRIs 抗抑郁药总使用片数的

32.9%，与实施前占比基本一致，氟伏沙明、帕罗

西汀、舍曲林占比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西酞普兰

的占比有所增长，氟西汀的占比基本无变化，各品

种药物在使用片数及占比见表 2。其中中选品种盐

酸帕罗西汀片（北京福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的使

用片数有所减少，减少 3 000 片左右，减少率为 1%；

中选品种草酸艾司西酞普兰片（山东京卫制药有限

公司）的使用片数出现一定增长，增幅约 10 000 片，

呈 2%的增长率。 

表 2  “4＋7”带量采购实施前后 SSRIs 抗抑郁药使用片数

及占比 

Table 2  Comparison on the number and proportion of 

SSRIs antidepressants before and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4＋7” with quantity purchase 

通用名 
实施前 实施后 

使用片数 占比/% 使用片数 占比/% 

氟西汀 36 556.5   2.1 42 103.9   2.4 

氟伏沙明 235 426.5  13.5 219 872.9  12.3 

帕罗西汀 349 916.5  20.0 346 480.0  19.4 

舍曲林 370 512.8  21.2 338 348.2  18.9 

西酞普兰 178 109.2  10.2 252 466.0  14.1 

艾司西酞普兰 577 198.0  33.0 589 138.8  32.9 

合计 1 747 719.6 100.0 1 788 409.9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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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带量采购执行以来，氟西汀、西酞普

兰的销售金额均有所增长，增长率分别为 15%、

36%。氟伏沙明、舍曲林的销售金额均下降。各品

种药物销售金额及占比见表 3。其中中选品种盐酸

帕罗西汀片（北京福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的销售

总金额同比降低 5.7%，草酸艾司西酞普兰片（山东

京卫制药有限公司）的销售金额同比下降 5.9%。 

表 3  “4＋7”带量采购实施前后 SSRIs 抗抑郁药销售金额
及占比 

Table 3  Comparison on composition consumption sum and 

proportion of SSRIs antidepressants before and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4＋7” procurement 
with quantity  

通用名 
实施前 实施后 

销售金额/元 占比/% 销售金额/元 占比/% 

氟西汀 329 539.4   3.2 378 050.0   4.8 

氟伏沙明 657 223.8   6.4 594 351.1   7.5 

帕罗西汀 2 038 430.2   19.9 1 119 363.2  14.2 

舍曲林 1 704 383.4   16.6 1 566 008.2  19.9 

西酞普兰 734 401.5   7.2 999 393.0  12.7 

艾司西酞普兰 4 800 577.9  46.8 3 221 659.5  40.9 

合计 10 264 556.3 100.0 7 878 825.0 100.0 

 

2.3  “4＋7”带量采购中选品种和非中选品种使用

片数和销售金额分析 

“4＋7”带量采购实施 1 年来，中选品种盐酸

帕罗西汀片（北京福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的使用

片数占帕罗西汀总使用片数的 73.2%，同比增长

16.5%，非中选药品使用片数出现降低趋势；其销

售金额在同种药品总销售金额中的占比下降了

33.4%，非中选品种药品的销售金额占总销售金额

的 60.2%。 

“4＋7”带量采购实施 1 年来，中选品种草酸

艾司西酞普兰片（山东京卫制药有限公司）的使用

片数占艾司西酞普兰总使用片数的 85.5%，同比下

降 4.8%。非中选品种草酸艾司西酞普兰片（西安杨

森制药有限公司）的使用片数占比从 9.7%增加到

14.5%。草酸艾司西酞普兰片（山东京卫制药有限

公司）的销售金额在艾司西酞普兰总销售金额中的

占比减少 15.3%，非中选品种的销售金额的占比绝

对值出现上升趋势，见表 4。 

 

表 4  “4＋7”带量采购实施前后中选品种和非中选品种使用片数和销售金额比较 

Table 4  Comparison of the number of the usage quantity and consumption sum of selected varieties before and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4＋7” procurement with quantity 

通用名 生产厂家 

实施前 实施后 

使用片数 

占比/% 

销售金额 

占比/% 

使用片数 

占比/% 
增幅/% 

销售金额 

占比/% 
增幅/% 

盐酸帕罗西汀片 中美天津史克制药有限公司 43.3 69.0 26.8 −16.5 60.2  33.4 

北京福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56.7 30.9 73.2  16.5 39.8 −33.4 

草酸艾司西酞普兰片 山东京卫制药有限公司* 90.3 83.4 85.5 −4.8 68.1 −15.3 

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  9.7 16.6 14.5  4.8 31.9  15.3 

 

2.4  “4＋7”带量采购中选品种使用片数和销售金

额在 SSRIs 中占比 

“4＋7”带量采购政策实施以来，中选品种盐

酸帕罗西汀片（北京福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的使

用片数占 SSRIs 药物使用片数的 14.2%，同比增长

2.8%，但销售金额占比却有所降低，降低 0.5%；中

选品种草酸艾司西酞普兰片（山东京卫制药有限公

司）的使用片数占比减少了 1.6%，销售金额在 SSRIs

药物总销售金额中的占比降幅较大，达 11.2%，见

表 5。 

 

表 5  “4＋7”实施前后中选品种使用片数和销售金额在 SSRIs 中占比情况 

Table 5  Comparison of the number of the usage quantity and consumption sum of selected varieties in SSRIs before and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4＋7” procurement with quantity 

通用名 生产厂家 

实施前 实施后 

使用片数 

占比/% 

销售金额 

占比/% 

使用片数 

占比/% 
增幅/% 

销售金额 

占比/% 
增幅/% 

盐酸帕罗西汀片 北京福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11.4  6.1 14.2  2.8  5.6  −0.5 

草酸艾司西酞普兰片 山东京卫制药有限公司 29.8 39.0 28.2 −1.6 27.8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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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4＋7”带量采购实施对 SSRIs 抗抑郁药物

DDDs 和 DDC 的影响 

“4＋7”带量采购政策实施后，西酞普兰 DDDs

增长迅速，增幅达 29.5%，其次是氟西汀；包含中

选品种的艾司西酞普兰也有所增加，但增幅较小，

仅 2%，其余品种 DDDs 均有所下降。DDC 变化最

大的是中选品种艾司西酞普兰和帕罗西汀，政策实

施前艾司西酞普兰、帕罗西汀在 SSRIs 抗抑郁药物

中 DDC 值的排名分别排在第 2、3 名，实施后艾司

西酞普兰的 DDC 排名未变化，仍居第 2；帕罗西汀

的 DDC 排名由第 3 降至第 5，两者的 DDC 值较去

年同期均有大幅下降，见表 6。 
 

表 6  “4＋7”实施前后 SSRIs 抗抑郁药的 DDDs 和 DDC 值 

Table 6  DDDs and DDC values of SSRIs antidepressants before and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4＋7” procurement with quantity 

通用名 DDD/g 
DDDs DDC/元 

实施前 实施后 增幅/% 实施前 实施后 增幅/% 

氟西汀 0.02  36 556.5  42 103.9 13.2 9.01 8.98  0.00 

氟伏沙明 0.10 235 426.5 219 872.9 −7.1 2.79 2.70 −0.03 

帕罗西汀 0.02 349 916.5 346 480.0  −0.99 5.83 3.23 −0.80 

舍曲林 0.05 370 512.8 338 343.9 −9.5 4.60 4.63  0.01 

西酞普兰 0.02 178 109.3 252 466.0 29.5 4.12 3.96 −0.04 

艾司西酞普兰 0.01 577 198.0 589 138.8  2.0 8.32 5.47 −0.52 

 

3  讨论 

3.1  抑郁症患者的用药负担 

抑郁症属于一类高发性精神疾病。2017 年，

WHO 发布的《抑郁症及其他常见精神障碍》报告[5]

表明，2015 年在全球范围内抑郁症患者占比约为

4.4%，3 亿以上的人被抑郁症困扰，与 2005 年的抑

郁症人口数量相比，提高了 18.4%。中国家庭委员

会调研数据显示，抑郁症与抑郁症相关症状在我国

个人卫生医疗支出中的占比为 14.7%[6]。我国 2018

年个人卫生医疗支出费用的计算结果显示，因抑郁

症与抑郁症状产生的卫生花费约为 2 439.22 亿元[7]。

带量采购政策实施前，SSRIs 药物已成为抗抑郁药

的一线用药，药品消耗量也较大。有研究显示[8]，

治疗抑郁时，选择 SSRIs 治疗费用也最大，每月消

费在 300～500 元，抑郁症给个人、家庭甚至是社

会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 

3.2  “4＋7”带量采购后，中选品种使用片数及销

售金额的变化 

“4＋7”带量采购实施后，中选品种盐酸帕罗

西汀片（北京福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和草酸艾司

西酞普兰片（山东京卫制药有限公司）的价格降幅

近 50%，中选的盐酸帕罗西汀片（北京福元医药股

份有限公司）的使用片数与去年基本持平，但金额

却下降了 5.7%；中选的草酸艾司西酞普兰片（山东

京卫制药有限公司）使用片数也与去年持平，金额

下降了 5.9%。所有 SSRIs 抗抑郁药使用片数整体增

长了 2.3%，但整体的销售金额下降了 30.3%。从门

诊的就诊人次来看，医院带量采购实施这 1 年门诊

就诊人次同比增长 3.9%，而药品费用却在下降，这

得益于此次“4＋7”带量采购中选品种的价格大幅

下降，使抑郁症患者的用药负担显著降低。 

中选品种盐酸帕罗西汀片（北京福元医药股份

有限公司）占全部帕罗西汀总使用片数的比例大幅

增加，而销售金额确有大幅下降，其原因可能有[9]：

（1）医生积极响应国家带量采购的政策，尽可能先

选用中标药品，这样既减少了选择的范围，对中选

品种的应用也起到保障作用；（2）“4＋7”带量采

购后中选品种的售价显著降低，患者对中选药品的

选择意愿更强，此类药物临床应用频率也出现上

升；（3）医保政策调整，上调了原研药的自费比例，

使得部分患者对报销比例高的国产药品更为热衷。 

3.3  “4＋7”带量采购对患者的药品日均消费的影响 

结果表明，艾司西酞普兰的 DDDs 较去年同期

有小幅增长，表明医生使用该种药物的意愿更高。

帕罗西汀的 DDDs 与去年基本持平。原因可能是两

者均为 SSRIs 抗抑郁药，抗抑郁疗效大致相仿[10]，

但艾司西酞普兰较帕罗西汀安全性更好有关[11-12]。

结果表明，帕罗西汀和艾司西酞普兰的 DDC 值较

去年同期下降非常明显，说明在“4＋7”带量采购

政策实施后，这 2 种 SSRIs 抗抑郁药日均费用降低。 

综上，“4＋7”带量采购政策切实执行 1 年来，

抑郁症患者的用药负担有所减轻，作为药品集中采

购机制的一大突破，带量采购将提升临床对合理用

药的重视度，对药品综合因素（含品质、疗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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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比等）的重视度，做到让患者以低廉的价格使用

到高质量的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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