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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20 年天津市津南医院抗脑血管病药的使用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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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调查分析 2018—2020 年天津市津南医院抗脑血管病药的应用情况及趋势，为医院抗脑血管病药的科学管理

和合理应用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数据回顾性方法，对天津市津南医院抗脑血管病药的用药总金额、用药总数量及构成比、

限定日计量（DDD）值、用药频度（DDDs）及日均费用（DDC）等数据进行统计与分析。结果  天津市津南医院共有 24 种

抗脑血管病药，抗脑血管病药的销售金额逐年下降。2018—2019 年，口服抗脑血管病药中口服水解蛋白、胞磷胆碱钠片和

长春西汀片（5 mg）的销售金额排名始终排名前 3 位，且 2020 年胞磷胆碱钠片的销售金额排名居首位。注射用抗脑血管病

药中除 2019 年的银杏叶提取物注射液，丁苯酞氯化钠注射液、奥拉西坦注射液、银杏叶提取物注射液的销售金额排名始终

居前 3 位。口服抗脑血管病药中除了 2020 年的奥拉西坦胶囊，奥拉西坦胶囊、盐酸氟桂利嗪胶囊、胞磷胆碱钠片的 DDDs

排名始终居前 3 位。注射用抗脑血管病药中除了 2020 年的注射用七叶皂苷钠（10 mg）和 2019 年的银杏叶提取物注射液，

其他时间二者的 DDDs 排名均在前 2 位。2018—2020 年，除了口服水解蛋白 DDC 值高于 50 元外，其他口服抗脑血管病药

的 DDC 均低于 10 元。2018—2020 年，除了丁苯酞氯化钠注射液和注射用奥拉西坦 DDC 值高于 200 元，其他类注射用抗脑

血管病药的 DDC 值均低于 200 元。结论  天津市津南医院抗脑血管病药的管理比较规范，药物使用大致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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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usage of anti-cerebral vascular disease drugs in Tianjin Jinnan 

Hospital from 2018 to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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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and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and trend of anti-cerebrovascular disease drugs in Tianjin Jinnan 

Hospital from 2018 to 2020,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scientific management and rational application of anti-cerebrovascular 

disease drugs in Tianjin Jinnan Hospital. Methods  Data retrospective method was used to calculate the total amount of anti-

cerebrovascular disease drugs used in Tianjin Jinnan Hospital. The total consumption sum, total quantity and composition ratio, DDD 

value, DDDs and DDC of anti-cerebrovascular drugs in Tianjin Jinnan Hospital were analyzed statistically. Results  There are 24 

kinds of anti-cerebrovascular disease drugs in Tianjin Jinnan Hospital. The sales amounts of anti-cerebrovascular disease drugs were 

decreasing year by year. From 2018 to 2019, the sales amounts of Oral Protein Hydrolysate, Citicoline Sodium Tablets, and Vinpocetine 

Tablets (5 mg) always ranked the top 3, and the consumption sum of Citicoline Sodium Tablets ranked the first in 2020. In addition to 

Extract of Ginkgo Biloba Leaves Injection in 2019, the sales value of Butylphthalide and Sodium Chloride Injection, Oxiracetam 

Injection, and Extract of Ginkgo Biloba Leaves Injection always ranked the top 3. In addition to the DDDs of Oxiracetam Capsules in 

2020, the DDDs of Oxiracetam Capsules, Flunarizine Hydrochloride Capsules, and Citicoline Sodium Tablets always ranked the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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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cept for Sodium Aescinate for injection (10 mg) in 2020 and Extract of Ginkgo Biloba Leaves Injection in 2019, the DDDs of 

both of them ranked top 2 in other times. From 2018 to 2020, DDC values of other oral anti-cerebrovascular drugs were all less than 

10 yuan, except DDC values of Oral Protein Hydrolysate were higher than 50 yuan. From 2018 to 2020, the DDC values of other anti-

cerebrovascular diseases drugs for injection were all lower than 200 yuan, except that the DDC values of Butylphthalide and Sodium 

Chloride Injection and Oxiracetam for Injection were higher than 200 yuan. Conclusion  The management of anti-cerebral vascular 

drugs in Tianjin Jinnan Hospital is relatively standardized, and the use of drugs is generally reasonable. 

Key words: anti-cerebral vascular disease drug; sales amount; DDDs; DDC; Oral Protein Hydrolysate; Citicoline Sodium Tablets; 

Vinpocetine Tablets; Extract of Ginkgo Biloba Leaves Injection 

 

脑血管病系由于脑血管壁病变、血液成分和

（或）血流动力学改变等引起的局限性和（或）弥漫

性神经功能障碍，脑卒中则为急性发病的脑血管

病。脑血管病发病率和复发率较高，是临床病残和

病死的重要原因。根据《中国心血管病报告 2013 概

要》[1]，我国脑血管病患病率明显上升，城市高于

农村，其中缺血性卒中占 66.40%，出血性卒中占

23.40%，数据揭示了我国心脑血管病的危险因素呈

明显增加趋势。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脑卒中发病

率最高的国家，同时也是脑卒中疾病负担最重的国

家，由此可见，脑卒中已对人类健康造成严重威胁，

严重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因此其预防和控制应成为

政府和医务工作者刻不容缓的任务。 

脑血管病是一组多危险因素性疾病，当某一个

体存在 1 项或多项危险因素时，其罹患脑卒中的风

险明显增加。《中国卒中一级预防指南 2010》[2]指

出：年龄＞55 岁人群，年龄每增长 10 岁，脑血管

病发生率增加 1 倍，年龄的增长可对脑血管病的治

疗和预后产生不利影响。诸多危险因素以不同作用

形式影响着脑血管病的发生与发展，为了减少脑血

管病的发生和实现，对脑卒中进行有效预防和控制

迫在眉睫。 

天津市津南医院是位于天津市津南区最大的

二级甲等综合性医院，其中脑系科是医院的特色科

室之一，随着收治病患人数的增多，加强抗脑血管

病药的使用管理，促进其合理应用成为迫在眉睫的

事情。现对天津市津南医院 2018—2020 年抗脑血

管病药的使用情况及变化趋势进行统计分析，评价

天津市津南医院抗脑血管病药的应用合理性，为解

抗脑血管病药的管理工作和临床合理用药提供参

考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查询天津市津南医院网络信息系统（HIS），调

取 2018 年 1 月—2020 年 12 月抗脑血管病药的相关

信息，包括药品名称、药品规格、销售金额、使用

数量等数据。 

1.2  方法 

采用世界卫生组织（WHO）推荐的限定日剂量

（DDD）分析法，计算各抗脑血管病药的用药频度

（DDDs）、日均费用（DDC）和药品销售金额排序，

分析评价 2018—2020 年医院抗脑血管病药的使用

情况。DDD 值参照《中国药典》2015 年版[3]、《新

编药物学》（第 17 版）[4]和药品说明书中推荐的平

均日剂量制定。DDDs 值越大，表示患者对该药的

选择倾向性越大。DDC 值反映患者应用该药的平均

日费用，代表了该药的使用成本，DDC 越大，表明

患者经济负担越重。 

DDDs＝该药年消耗量/该药 DDD 值 

DDC＝该药年销售金额/该药 DDDs 值 

1.3  统计学方法 

将药品的销售数量、销售金额和 DDD 值录入

Excel 2007，计算出各类抗脑血管病药 2018—2020

年的 DDDs、DDC，最后进行排序比较。 

2  结果 

2.1  抗脑血管病药种类 

天津市津南医院共有 24 种抗脑血管病药，涵

盖口服、注射 2 种剂型。口服剂型 10 种，包括盐酸

氟桂利嗪胶囊、甲磺酸倍他司汀片、口服水解蛋白、

尼麦角林胶囊、丁苯酞软胶囊、长春西汀片（10 mg、

5 mg）、胞磷胆碱钠胶囊、胞磷胆碱钠片、奥拉西坦

胶囊；注射剂共 14 种，分别是长春西汀注射液（30 

mg、10 mg）、注射用七叶皂苷钠（10 mg、5 mg）、

奥拉西坦注射液、注射用奥拉西坦、银杏叶提取物

注射液、注射用小牛血去蛋白提取物、注射用单唾

液酸四己糖神经节苷脂钠、单唾液酸四己糖神经节

苷脂钠注射液、注射用脑蛋白水解物、注射用盐酸

川芎嗪、丁苯酞氯化钠注射液、胞磷胆碱钠注射液。 

2.2  各种类抗脑血管病药的销售金额及构成比 

2018—2020 年天津市津南医院抗脑血管病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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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金额逐年下降，但其构成比呈现先下降后上升

趋势；口服剂型的抗脑血管病药的销售金额逐年下

降，到 2020 年其构成比低至 19.09%；注射剂型的

抗脑血管病药的销售金额呈现先下降后上升趋势，

构成比逐年增高，2020 年达到了 80.91%，见表 1。 

2.3  口服抗脑血管病药的销售金额及构成比 

2018—2019 年，口服水解蛋白、胞磷胆碱钠片、

长春西汀片（5 mg）的销售金额排名始终排名前 3

位，且 2020 年胞磷胆碱钠片的销售金额排名居首

位。盐酸氟桂利嗪胶囊、甲磺酸倍他司汀片、胞磷

胆碱钠胶囊、丁苯酞软胶囊、长春西汀片（10 mg）

和奥拉西坦胶囊的销售金额排名呈现上升趋势；口

服水解蛋白、尼麦角林胶囊和长春西汀片（5 mg）

的销售金额排名呈现下降趋势，见表 2。 

 

表 1  2018—2020 年抗脑血管病药的销售总金额及构成比 

Table 1  Consumption sums of anti-cerebral vascular disease drugs from 2018 to 2020 

类别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销售总金额/万元 构成比/% 销售总金额/万元 构成比/% 销售总金额/万元 构成比/% 

口服剂型  165.88  28.31 130.29  23.86     98.54   19.09 

注射剂型  420.12  71.69 415.69  76.14    417.53   80.91 

合计  586.00   6.14 545.98   5.00    516.07    5.09 

总药品 9 543.64 100.00 10 908.72 100.00  10 141.06  100.00 

 

表 2  2018—2020 年口服抗脑血管病药销售金额及构成比 

Table 2  Consumption sums of oral anti-cerebral vascular disease drugs from 2018 to 2020 

药品名称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销售金额/万元 构成比/% 排名 销售金额/万元 构成比/% 排名 销售金额/万元 构成比/% 排名 

口服水解蛋白 69.31 11.83  1 32.02 5.87  2  2.06  0.40  7 

胞磷胆碱钠片 52.82  9.01  2 53.76 9.85  1 64.59 12.52  1 

长春西汀片（5 mg） 14.90  2.54  3 15.41 2.82  3  2.51  0.49  6 

尼麦角林胶囊  6.60  1.13  4  0.64 0.12 10  0.01  0.00 10 

盐酸氟桂利嗪胶囊  5.85  1.00  5  6.78 1.24  5  7.88  1.53  3 

甲磺酸倍他司汀片  4.64  0.79  6  7.12 1.30  4  6.90  1.34  4 

胞磷胆碱钠胶囊  3.81  0.65  7  3.74 0.69  7  3.61  0.70  5 

丁苯酞软胶囊  3.01  0.51  8  4.78 0.87  6  8.71  1.69  2 

长春西汀片（10 mg）  2.71  0.46  9  3.71 0.68  8  1.89  0.37  8 

奥拉西坦胶囊  2.21  0.38 10  2.33 0.43  9  0.38  0.07  9 

 

2.4  注射用抗脑血管病药的销售金额及构成比 

除 2019 年的银杏叶提取物注射液，丁苯酞氯

化钠注射液、奥拉西坦注射液、银杏叶提取物注射

液的销售金额排名始终居前 3 位。2018—2020 年，

注射用七叶皂苷钠（10 mg）、注射用奥拉西坦、注

射用单唾液酸四己糖神经节苷脂钠、长春西汀注射

液（30 mg）的销售金额排名呈现下降趋势；注射用

盐酸川芎嗪、注射用七叶皂苷钠（5 mg）、胞磷胆碱

钠注射液的销售金额排名呈现上升趋势，见表 3。 

2.5  口服抗脑血管病药的 DDDs 及排名 

除了 2020 年奥拉西坦胶囊的 DDDs，奥拉西坦

胶囊、盐酸氟桂利嗪胶囊、胞磷胆碱钠片的 DDDs

排名始终居前 3 位。其他类药物的 DDDs 排名基本

稳定，无明显波动。丁苯酞软胶囊、甲磺酸倍他司

汀片、胞磷胆碱钠胶囊的 DDDs 排名呈现逐年上升

趋势；长春西汀片（5 mg）、尼麦角林胶囊和口服水

解蛋白的 DDDs 排名呈现逐年下降趋势，见表 4。 

2.6  注射用抗脑血管病药的 DDDs 及排名 

除 2020年的注射用七叶皂苷钠（10 mg）和2019

年的银杏叶提取物注射液，其他时间二者的 DDDs

排名均在前 2 位。注射用单唾液酸四己糖神经节苷

脂钠的排名稳定，其他各类注射用抗脑血管病药的 
 



第 37 卷第 1 期  2022 年 1 月      现代药物与临床    Drugs & Clinic      Vol. 37 No. 1 January 2022 

   

·164· 

表 3  2018—2020 年注射用抗脑血管病药销售金额及构成比 

Table 3  Consumption sums of injectionl anti-cerebral vascular disease drugs from 2018 to 2020 

药品名称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销售金额/元 构成比/% 排名 销售金额/元 构成比/% 排名 销售金额/元 构成比/% 排名 

银杏叶提取物注射液 1 074 713.32 18.34  1 396 933.71  7.27  4 1 071 133.20 20.76  2 

丁苯酞氯化钠注射液 677 302.20 11.56  2 606 262.50 11.10  3 2 256 152.40 43.72  1 

奥拉西坦注射液 461 640.19  7.88  3 1 365 430.51 25.01  1 688 846.66 13.35  3 

注射用七叶皂苷钠（10 mg） 350 091.28  5.97  4 374 973.83  6.87  5 54 759.32  1.06  5 

注射用奥拉西坦 349 301.50  5.96  5 315 436.00  5.78  6 2 782.00  0.05  7 

长春西汀注射液（10 mg） 278 928.00  4.76  6 616 720.00 11.30  2 3 687.44  0.07  6 

单唾液酸四己糖神经节苷脂

钠注射液 

251 264.50 4.29  7 — — — — — — 

注射用单唾液酸四己糖神经

节苷脂钠 

228 454.50 3.90  8    5 924.50  0.11 11 — — — 

长春西汀注射液（30 mg） 227 445.60  3.88  9   94 672.00  1.73  9 1 707.20  0.03 10 

注射用小牛血去蛋白提取物 150 889.77  2.57 10 — — — — — — 

注射用脑蛋白水解物 81 668.00  1.39 11  136 000.00  2.49  8 2 060.00  0.04  9 

注射用盐酸川芎嗪 47 068.38  0.80 12   76 576.86  1.40 10 25 643.34  0.50  8 

注射用七叶皂苷钠（5 mg） 21 821.50  0.37 13  167 513.50  3.07  7 67 963.00  1.32  4 

胞磷胆碱钠注射液 613.88  0.01 14      486.08  0.01 12 567.28  0.01 11 

 

表 4  2018—2020 年口服抗脑血管病药的 DDDs 及排名 

Table 4  DDDs of oral anti-cerebral vascular disease drugs from 2018 to 2020 

药品名称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DDDs 排名 DDDs 排名 DDDs 排名 

奥拉西坦胶囊 70 436.00  1 72 288.00  1 12 972.00  5 

盐酸氟桂利嗪胶囊 57 659.00  2 66 849.00  2 77 666.00  1 

胞磷胆碱钠片 54 079.50  3 55 423.17  3 66 587.33  2 

长春西汀片（5 mg） 37 315.00  4 38 577.67  4  6 277.00  6 

丁苯酞软胶囊 14 537.83  5 24 216.83  5 30 071.67  3 

甲磺酸倍他司汀片 14 463.00  6 21 013.67  6 19 850.67  4 

尼麦角林胶囊 11 290.00  7  1 092.50 10     14.00 10 

口服水解蛋白  8 961.00  8  4 140.00  9    362.00  9 

胞磷胆碱钠胶囊  4 418.00  9  4 332.83  8  4 374.50  7 

长春西汀片（10 mg）  4 336.00 10  5 924.67  7  3 026.67  8 

 

DDDs 及排名浮动较明显。奥拉西坦注射液和胞磷

胆碱钠注射液的 DDDs 排名呈现上升趋势；长春西

汀注射液（30 mg）和注射用脑蛋白水解物的 DDDs

排名呈现下降趋势，见表 5。 

2.7  口服抗脑血管病药的 DDC 及排名 

2018—2020 年，除了口服水解蛋白 DDC 值高

于 50 元外，其他口服抗脑血管病药的 DDC 均低于

10 元，见表 6。 

2.8  注射用抗脑血管病药的 DDC 及排名 

2018—2020 年，除了丁苯酞氯化钠注射液和注

射用奥拉西坦的 DDC 值高于 200 元，其他类注射

用抗脑血管病药的 DDC 值均低于 200 元，并且各

类注射用抗脑血管药的 DDC 排名基本无变化，见

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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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018—2020 年注射用抗脑血管病药的 DDDs 及排名 

Table 5  DDDs of injectionl anti-cerebral vascular disease drugs from 2018 to 2020 

药品名称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DDDs 排名 DDDs 排名 DDDs 排名 

注射用七叶皂苷钠（10 mg） 19 768.00  1 21 173.00  1  3 092.00  5 

银杏叶提取物注射液 11 107.00  2  4 102.25  4 11 070.00  1 

单唾液酸四己糖神经节苷脂钠注射液  3 083.00  3 — — — — 

长春西汀注射液（30 mg）  2 931.00  4  1 220.00 10     22.00 10 

注射用脑蛋白水解物  2 402.00  5  4 000.00  5     80.00  8 

注射用盐酸川芎嗪  2 399.00  6  3 903.00  7  1 307.00  6 

丁苯酞氯化钠注射液  2 374.00  7  2 125.00  8  7 908.00  2 

奥拉西坦注射液  2 356.75  8  6 970.75  3  3 930.25  3 

注射用小牛血去蛋白提取物  1 850.50  9 — — — — 

长春西汀注射液（10 mg）  1 788.00 10  3 953.33  6     23.67  9 

注射用奥拉西坦  1 632.25 11  1 474.00  9     13.00 11 

注射用单唾液酸四己糖神经节苷脂钠  1 581.00 12    41.00 12 — — 

注射用七叶皂苷钠（5 mg）  1 148.50 13  8 816.50  2  3 577.00  4 

胞磷胆碱钠注射液   523.00 14   434.00 11   506.50  7 

 
表 6  2018—2020 年口服抗脑血管病药的 DDC 及排名 

Table 6  DDC of oral anti-cerebral vascular disease drugs 

from 2018to 2020 

药品名称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DDC/

元 
排名 

DDC/

元 
排名 

DDC/

元 
排名 

口服水解蛋白 77.35  1 77.35  1 57.04  1 

胞磷胆碱钠片  9.77  2  9.70  2  9.70  2 

胞磷胆碱钠胶囊  8.64  3  8.64  3  8.25  3 

长春西汀片（10 mg）  6.26  4  6.26  4  6.26  4 

尼麦角林胶囊  5.85  5  5.85  5  5.58  5 

长春西汀片（5 mg）  3.99  6  3.99  6  3.99  6 

甲磺酸倍他司汀片  3.21  7  3.39  7  3.48  7 

丁苯酞软胶囊  2.07  8  1.97  8  2.90  8 

盐酸氟桂利嗪胶囊  1.01  9  1.01  9  1.01  9 

奥拉西坦胶囊  0.31 10  0.32 10  0.29 10 

 

3  讨论 

3.1  抗脑血管病药的销售总金额 

尽管近年来我国脑血管病的诊断治疗技术已

有很大进展，但是由于大部分脑卒中患者的病理生

理疾病过程无法逆转，因此，减少患者脑血管病经

济负担的最佳途径还是预防，特别应强调一级预

防。根据《中国脑血管病一级预防指南 2019》[5]指

出：脑血管病危险因素分为不可干预性和可干预性

2 大类，前者包括高龄、性别、低出生体质量、种

族和遗传等；后者包括高血压、糖尿病、心房颤动

及其他心脏疾病、血脂异常、肥胖、无症状性颈动

脉狭窄、吸烟、不健康生活方式（如缺乏运动、不

良饮食习惯、营养摄取不合理）、代谢综合征、酗酒、

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激素使用（如绝经后激素疗 

表 7  2018—2020 年注射用抗脑血管病药的 DDC 及排名 

Table 7  DDC of injectionl anti-cerebral vascular disease 

drugs from 2018 to 2020 

药品名称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DDC/

元 
排名 

DDC/

元 
排名 

DDC/

元 
排名 

丁苯酞氯化钠注射液 285.30  1 285.30  1 285.30  1 

注射用奥拉西坦 214.00  2 214.00  2 214.00  2 

奥拉西坦注射液 195.88  3 195.88  3 175.27  3 

长春西汀注射液（10 mg） 156.00  4 156.00  4 155.81  4 

注射用单唾液酸四己

糖神经节苷脂钠 

144.50  5 144.50  5 — — 

银杏叶提取物注射液  96.76  6  96.76  6  96.76  5 

注射用小牛血去蛋白

提取物 

 81.54  7 — — — — 

单唾液酸四己糖神经

节苷脂钠注射液 

 81.50  8 — — — — 

长春西汀注射液（30 mg）  77.60  9  77.60  7  77.60  6 

注射用脑蛋白水解物  34.00 10  34.00  8  25.75  7 

注射用盐酸川芎嗪  19.62 11  19.62  9  19.62  8 

注射用七叶皂苷钠（5 mg）  19.00 12  19.00 10  19.00  9 

注射用七叶皂苷钠（10 mg）  17.71 13  17.71 11  17.71 10 

胞磷胆碱钠注射液   1.17 14   1.12 12   1.12 11 

 

法、口服避孕药）、睡眠呼吸紊乱、血液高凝状态和

炎症等。脑血管病应以预防为首要，尤其是一级预

防，也称发病前预防，即早期干预脑血管病危险因

素，减少或延缓脑血管病的发生，做好精准的一级

预防，可以极大地降低脑血管病的发病率。 

据统计，天津市津南医院共计有 24 种抗脑血

管病药，涵盖口服和注射 2 种剂型。其中口服剂型

10 种，注射剂 14 种。基本满足我区广大患者的用

药需求。数据显示，2018—2020 年，抗脑血管病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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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销售金额呈现逐年下降趋势，说明通过对 2015—

2017 年抗脑血管病药的用药分析[6]，医院采取各类

积极有效的整改措施，罹患脑血管疾病的人群数呈

现稳定性减少，用药量也逐年减少，用药趋势趋于

平稳下降。 

3.2  各类抗脑血管病药的销售金额 

2018—2019 年，口服水解蛋白、胞磷胆碱钠片

和长春西汀片（5 mg）的销售金额排名始终排名前

3 位，且 2020 年胞磷胆碱钠片的销售金额排名居首

位。其中胞磷胆碱是一只价格较为低廉的普通药

品，胞磷胆碱为脑代谢激活剂，为核酸的衍生物，

是合成卵磷酯的主要辅酶。能够促进脑细胞呼吸，

改善脑功能，增强上行网状结构激活系统的功能，

促进苏醒，降低脑血管阻力，从而改善脑血循环、

脑缺氧和脑物质代谢，是构建人体生物膜的重要组

成成分，因有着以上优点，在临床上应用最为广泛。

但 Saurabh 等[7]对胞磷胆碱的功能进行 1 项临床试

验以及文献综述分析，通过神经学评估结果支持或

认为胞磷胆碱只是类似于安慰剂的作用，经过对试

验的具体分析，得出胞磷胆碱的确对改善功能预后

有效，但该药物在神经恢复、改善适应力和认知方

面的作用仍处于无证据支持状态。近年来，胞磷胆

碱成为临床医生治疗脑卒中和外伤性脑损伤的希

望，但在 ICTUS 和 COBRIT 试验后，这种思想逐

渐消失，在神经学、家庭适应和认知结果方面均出

现了负面结果，这突出了国际层面上的问题，并表

明将需要大规模的临床试验来证明胞胆碱单药治

疗脑血管疾病的使用是否合理。 

口服水解蛋白适用于低蛋白血症以及各种疾

病所致的营养不良、全身脏器衰竭、亦可用于烧伤、

烫伤、骨折及术后伤口愈合不良等，Saleh 等[8]为研

究口服水解蛋白对妊娠期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的

影响做了 1 项临床试验，发现在 2 型糖尿病患者中，

一种基于酪蛋白的水解蛋白已被证明可增加血浆

胰岛素并降低血糖，在妊娠期糖尿病患者中，8.5 g/次，

2 次/d 酪蛋白水解物没有促胰岛素作用，但确实适

度降低了血糖水平，提示胰岛素敏感性增加，具体

作用机制还有待进一步发现。 

除了 2019 年的银杏叶提取物注射液，丁苯酞

氯化钠注射液、奥拉西坦注射液、银杏叶提取物注

射液的销售金额排名始终居前 3 位。美国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批准的唯一治疗缺血性中风的药物是

重组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剂（rtPA），但由于 rtPAs

治疗时间窗较严格且窄，目前仅有 2%～5%的脑卒

中患者经过评估可接受 rtPAs 治疗，缺血性脑卒中

是一种涉及多种机制的复杂疾病，多靶点药物可能

比单靶点药物更有效，dl-3-n-丁苯酞（NBP）是在 l-

3-n-丁苯酞的基础上从芹菜籽中分离得到的合成化

合物，消旋体 3-正丁苯酞（dl-NBP）于 2002 年被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缺血性脑卒中

的治疗。多项临床研究表明，NBP 不仅能改善缺血

性脑卒中的症状，还有助于患者的长期恢复。NBP

治疗缺血性脑卒中的潜在机制可能针对不同的病

理生理过程，包括抗氧化、抗炎、抗凋亡、抗血栓

形成和保护线粒体等[9]。 

3.3  各类抗脑血管病药的 DDDs 

除了 2020 年奥拉西坦胶囊的 DDDs，奥拉西坦

胶囊、盐酸氟桂利嗪胶囊和胞磷胆碱钠片的 DDDs

排名始终居前 3 位。血管性痴呆（VaD）是老年人

痴呆的最常见原因，仅次于阿尔茨海默病，其特征

是由血管事件导致的进行性认知和行为退化，损伤

血管，损害大脑血流等。尽管最近实验和临床神经

科学的发展，但迄今并没有药物被批准用于治疗

VaD。VaD 的特点是慢性脑灌注不足导致进行性认

知损害和脑组织广泛的神经病理损伤，为减少 VaD

的认知退化和神经元损伤，迫切需要一种有效的治

疗方法。有研究表明奥拉西坦治疗 VaD 的作用机制

是增加 AKT/mTOR 信号通路，以保护细胞免受凋

亡和自噬，减轻损伤，从而促进细胞生存[10]。但奥

拉西坦的不良反应也需提高警惕，数据显示，虽然

奥拉西坦的 ADR 并不常见，新的严重的 ADR 发生

率也不高，且通过一些对症处理后大部分症状能好

转，但临床仍需加强合理使用，及时监测 ADR 的

发生，以确保患者用药的安全性和合理性[11]。 

除了 2020 年的注射用七叶皂苷钠（10 mg）和

2019 年的银杏叶提取物注射液，其他时间二者的

DDDs 排名均在前 2 位。七叶皂苷钠是一种天然植

物提取物，已被证明对神经系统疾病具有神经保护

作用。然而，它在创伤性脑损伤中的作用和潜在的

病理生理机制尚不清楚，Zhang 等[12]通过实验证

明七叶皂苷钠能改善脑外伤后神经功能，减少脑

水肿，减轻脑损伤；七叶皂苷钠还可抑制创伤性

脑损伤诱导的氧化应激、神经元细胞死亡和凋亡，

从而激活 Nrf2-ARE 通路在脑外伤后的神经保护，

但七叶皂苷钠不能在 Nrf2-小鼠脑外伤后提供神

经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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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各类抗脑血管病药的 DDC 

DDC 值反映患者应用该药的平均日费用，代表

了该药的使用成本，DDC 值越大，表明患者经济负

担越重。2018—2020 年，除了口服水解蛋白 DDC

值高于 50 元，其他口服抗脑血管病药的 DDC 均低

于 10 元。丁苯酞氯化钠注射液和注射用奥拉西坦

DDC 值高于 200 元，其他类注射用抗脑血管病药的

DDC 值均低于 200 元。 

脑血管病具有高发病率、高病死率、高致残率、

高复发率的显著特点，我国脑血管病发生率居世界

首位，多数病人为缺血性脑血管病，复发是缺血性

脑血管病病人再次入院、残疾、死亡率增加的主要

原因，在人口基数巨大的我国形势尤为严峻。我国

是脑血管病高发国家，近 30 年来，却缺乏全面的评

价方法，2019 年，1 项由 NESS-China（National 

Epidemiological Survey of Stroke in China）牵头研究

的中国脑卒中流行病学调查，以全国卒中流行病学

调查数据为基础，探讨卒中流行的地域差异，探讨

卒中流行的城乡转型及发展趋势[13]。卒中患病率呈

明显的南北梯度，1985—2013 年，北部、中部和南

部的农村地区分别增加了 2.0、1.5、1.2 倍。总体而

言，农村地区的卒中患病率高于城市地区，在中国

观察到中风流行的显著地理差异，并且随着时间的

推移而不断变化。必须实施有效的公共卫生政策和

干预措施，特别是在发病率较高的地区。 

2019 年底王拥军等再度梳理了我国脑血管病

流行病学数据，显示中国卒中人数持续、逐步增加

与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有关，高龄已成为脑卒中复

发率、病死率增加的主要原因之一，门诊脑卒中病

人约 40%是二次以上复发。因此，做好缺血性脑血

管病复发的预防工作是卒中防治的重中之重[14]。故

天津市津南医院也根据国家相关政策做出用药调

整，基本倾向基本药物目录里的药品，国家集中采

购药物，价格合理，疗效确切，不良反应较少的药品。 

综上所述，天津市津南医院抗脑血管病药的使

用数量、销售金额呈逐年下降趋势，符合我国脑血

管疾病的发展现状，管理相对比较规范，药物品种

结构日趋完善规范。但个别药物的使用仍存在不合

理应用的现象，提示临床医师在指导患者用药时应

明确用药指征，用药个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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