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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8 年咸阳市中心医院中药注射剂的使用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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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分析咸阳市中心医院中药注射剂的使用情况，为临床合理用药提供参考。方法  调取 2016—2018 年咸阳市

中心医院中药注射剂的用药数据，对中药注射剂的品种、销售金额、用药频度（DDDs）、日均费用（DDC）及销售金额排

序（B）和 DDDs 排序（A）的比值（B/A）进行统计、排序和分析。结果  2016—2018 年咸阳市中心医院中药注射剂的销

售金额逐年递减，品种构成相对稳定，以理血剂最多，其次为抗肿瘤类，其销售金额连续 3 年居于前 2 位；具体中药注射剂

销售金额前 10 位的多为理血剂和抗肿瘤类药物，其中注射用丹参多酚酸盐的销售金额连续 3 年居于首位；舒血宁注射液、

注射用血栓通、醒脑静注射液的 DDDs 连续 3 年居于前 3 位；在 DDDs 排名前 10 位的中药注射剂中，大多数品种的 DDC

在 100 元以下；大多数中药注射剂品种的 B/A 接近 1，用药同步性较好。结论  咸阳市中心医院中药注射剂的使用基本合理，

但仍存在一些问题，须继续加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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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usa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jection (TCMI) in Xianyang Central Hospital,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clinical rational use of TCMI. Methods  The medication data of TCMI in Xianyang Central Hospital from 2016 to 2018 

were collected. Then varieties, consumption sum, defined daily dose system (DDDs), defined daily cost (DDC), and the ratio (B/A) of 

sequence of consumption sum (B) and sequence of DDDs (A) were statistically ranked and analyzed. Results  Consumption sum of 

TCMI decreased year by year from 2016 to 2018. Varieties composition of TCMI were relatively stable, in which blood regulating 

drugs accounting for the largest proportion, followed by anti-tumor drugs. Consumption sum of blood regulating drugs and anti-tumor 

drugs ranked the top 2 in three consecutive years. The top 10 varieties ranked by consumption sum of single type were mainly in blood 

regulating drugs and anti-tumor drugs, among which Salvianolate for injection ranked the top in three consecutive years. DDDs of 

Shuxuening Injection, Xueshuantong for injection, and Xingnaojing Injection ranked the top 3 in three consecutive years. In DDDs of 

top 10 TCMI, DDC of most TCMI were less than 100. B/A values of most TCMI closed to 1, showing the synchronicity was better.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TCMI in Xianyang Central Hospital is basically rational.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and 

the medication management should be strengthe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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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注射剂是指饮片经浸提、纯化后制成的供

注入人体内的溶液、乳状液及临用前配制成溶液的

粉末或浓溶液的无菌制剂[1]。自 20 世纪 40 年代我

国第 1 个中药注射剂柴胡注射液问世以来，我国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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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上市的中药注射剂有 134 种[2]，广泛用于心脑血

管疾病、感染性疾病、肿瘤、危重疾病等的治疗。

然而随着中药注射剂临床应用的日益广泛，其药品

不良反应的报道也日渐增多，中药注射剂的安全问

题受到社会广泛关注[3]。咸阳市中心医院是咸阳地

区集医疗、急救、教学、科研、保健、康复为一体

的三级甲等综合性公立医院，年诊疗人数约 67 万人

次，年收治住院患者约 5.6 万人次，中药注射剂的

使用在患者诊疗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通过

对咸阳市中心医院 2016—2018 年中药注射剂的品

种、销售金额、用药频度（DDDs）及日均费用（DDC）

等情况进行统计分析，以较全面地了解中药注射剂

的使用情况，为临床合理用药提供有效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利用医院计算机HIS 系统查询咸阳市中心医院

2016—2018 年中药注射剂的销售数据，包括药品名

称、规格、用药数量、销售金额等。中药注射剂的

纳入以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标识为准，不

包含植物药中提取的单体或有效部位的“国药准字

H”药品。药品分类参照《中成药临床应用指导原

则》[4]按功能主治进行分类。 

1.2  方法 

参考世界卫生组织（WHO）推荐的限定日剂量

（DDD）分析法，采用 Excel 2013 软件对中药注射

剂的销售金额、DDDs、DDC 及销售金额排序（B）

和 DDDs 排序（A）的比值（B/A）进行统计分析。 

DDD 值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临床用药须

知•中药成方制剂卷》（2015 年版）[5]、药品说明书

并结合临床实际用药情况确定。用药频度（DDDs）

对一品多规中药注射剂，将各自 DDDs 相加，得到

该药的总 DDDs，DDDs 值越大，说明该药的使用

频率越高，反映临床对该药的选择倾向性越大。限

定日费用（DDC）为患者使用该药的日均费用，DDC

值越大，表明患者的经济负担越重。排序比（B/A）

反映药品销售金额与用药人数或用药频度的同步

性，比值越接近 1.0，同步性越好。 

DDDs＝某药品的年消耗量/该药的 DDD 值 

DDC＝某药品的年消耗金额/该药的 DDDs 值 

B/A＝销售金额排序/DDDs 排序 

2  结果 

2.1  中药注射剂的销售金额及构成比 

2016—2018 年中药注射剂的销售金额分别为

2 288.24、2 032.57、1 780.26 万元，占药品销售金

额的比例分别为 9.56%、8.56%、6.96%，销售金额

和构成比均呈逐年下降的趋势，见表 1。 

表 1  中药注射剂的销售金额及构成比 

Table 1  Consumption sum and propor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jection 

年份 药品金额/万元 中药注射剂金额/万元 构成比/% 增长率/% 

2016 23 938.09 2 288.24 9.56  

2017 23 742.61 2 032.57 8.56 −11.17 

2018 25 572.11 1 780.26 6.96 −12.41 

 

2.2  各类中药注射剂的销售金额及构成比 

2016—2018 年中药注射剂品种构成相对稳定，

均为 7 类 21 种，仅在理血剂和抗肿瘤类药物品种数

上有所调整，其中理血剂包括注射用丹参多酚酸盐、

舒血宁注射液、注射用血栓通、注射用血塞通、疏

血通注射液、丹红注射液、红花注射液、丹参注射

液、注射用灯盏花素；抗肿瘤药物包括鸦胆子油乳

注射液、康莱特注射液、复方苦参注射液、康艾注

射液；补益剂包括参芪扶正注射液、生脉注射液、

参麦注射液、黄芪注射液；清热剂包括喜炎平注射

液、痰热清注射液；开窍剂包括醒脑静注射液；温

里剂包括参附注射液；解表剂包括柴胡注射液。3

年来，理血剂和抗肿瘤类中药注射剂的销售金额始

终位列前 2 位，除开窍剂外各类中药注射剂的销售

金额均逐年递减，见表 2。 

2.3  具体中药注射剂的销售金额、DDDs 和排序 

销售金额排名前 10 位的中药注射剂多为理血

剂，其次为抗肿瘤类药物，其中注射用丹参多酚酸

盐的销售金额连续 3 年居首位。DDDs 排名前 10 位

的中药注射剂中，仍以理血剂为主，2016—2018 年

分别为 8、7、6 个，其中舒血宁注射液、注射用血

栓通、醒脑静注射液的 DDDs 连续 3 年居前 3 位，

中药注射剂的销售金额、DDDs 及排序分别见表 3、4。 

2.4  具体中药注射剂的 DDC 和 B/A 

除 2017 年进入医院药品目录的康艾注射液外，

2016—2018 年 DDC 均在 100 元以上的中药注射剂

未发生变化，分别为康莱特注射液、喜炎平注射液、

参芪扶正注射液、参附注射液、复方苦参注射液、

丹红注射液、注射用丹参多酚酸盐、疏血通注射液。

大多数中药注射剂的 B/A 接近 1，但部分品种同步

性较差，丹参注射液连续 3 年 B/A＞1.5，注射用丹

参多酚酸盐连续 3 年 B/A＜0.5。见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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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类中药注射剂的销售金额及构成比 

Table 2  Consumption sum and proportion of different categori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jection 

药品种类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品种数/个 金额/万元 构成比/% 品种数/个 金额/万元 构成比/% 品种数/个 金额/万元 构成比/% 

理血剂  9 1 363.56  59.59   8 1 135.12  55.85   8 1 027.83  57.73 

抗肿瘤  3  366.27  16.01   4  284.26  13.98   4  265.56  14.92 

清热剂  2  212.77   9.30   2  195.13   9.60   2  153.46   8.62 

补益剂  4  163.49   7.14   4  124.97   6.15   4  114.98   6.46 

开窍剂  1  146.99   6.42   1  268.79  13.22   1  205.83  11.56 

温里剂  1   35.00   1.53   1   24.15   1.19   1   12.56   0.71 

解表剂  1   0.16   0.01   1    0.15   0.01   1    0.04    0.002 

合计 21 2 288.24 100.00  21 2 032.57 100.00  21 1 780.26 100.00 

 

表 3  具体中药注射剂的销售金额及排序 

Table 3  Consumption sum and ranking of specific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jection 

药品名称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金额/万元 排名 金额/万元 排名 金额/万元 排名 

注射用丹参多酚酸盐 343.08  1 390.23  1 369.30  1 

舒血宁注射液 333.81  2 244.62  3 179.31  4 

注射用血栓通 276.46  3 221.48  4 194.48  3 

喜炎平注射液 172.82  4 123.07  6  81.55  8 

鸦胆子油乳注射液 168.60  5 123.72  5  88.63  6 

醒脑静注射液 146.99  6 268.79  2 205.83  2 

疏血通注射液 130.76  7  73.31 11  82.91  7 

丹红注射液 124.78  8  88.21  7 125.58  5 

参芪扶正注射液 118.93  9  66.30 13  47.59 13 

复方苦参注射液 110.15 10  78.30 10  72.42  9 

注射用血塞通  92.36 11  79.53  9  57.85 12 

康莱特注射液  87.52 12  81.92  8  69.63 11 

红花注射液  45.45 13  31.37 15  11.98 18 

痰热清注射液  39.95 14  72.06 12  71.91 10 

参附注射液  35.00 15  24.15 16  12.56 17 

生脉注射液  22.29 16  21.17 17  39.11 14 

参麦注射液  19.32 17  35.81 14  27.07 16 

丹参注射液  15.48 18   6.37 18   6.42 19 

黄芪注射液   2.95 19   1.69 19   1.21 20 

注射用灯盏花素   1.38 20     

柴胡注射液   0.16 21   0.15 21   0.04 21 

康艾注射液     0.32 20 34.88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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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具体中药注射剂的 DDDs 及排序 

Table 4  DDDs and ranking of specific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jection 

药品名称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DDDs 排名 DDDs 排名 DDDs 排名 

舒血宁注射液 34 628.45  1 29 234.95  2 22 457.80  2 

注射用血栓通 30 828.80  2 30 737.73  1 25 990.80  1 

醒脑静注射液 17 078.33  3 26 206.67  3 21 258.33  3 

丹参注射液 16 563.33  4  7 624.00  9  7 924.00 11 

鸦胆子油乳注射液 14 045.50  5 11 247.50  7  8 416.50  9 

注射用丹参多酚酸盐 13 171.25  6 16 230.25  4 15 823.25  4 

红花注射液 11 928.50  7  9 074.00  8  3 633.00 15 

注射用血塞通 11 060.24  8 15 034.07  5 10 744.34  7 

疏血通注射液 10 891.00  9  6 652.67 11  7 945.00 10 

丹红注射液  9 157.33 10  7 313.33 10 10788.67  6 

喜炎平注射液  8 496.80 11  6 619.73 12  4 616.00 13 

参芪扶正注射液  7 658.00 12  4 767.00 16  3 535.00 16 

复方苦参注射液  7 400.50 13  5 999.25 13  5 595.75 12 

黄芪注射液  6 001.33 14  3 634.67 18  1 950.00 17 

痰热清注射液  5 963.00 15 12 090.50  6 12 361.00  5 

生脉注射液  4 788.50 16  5 120.50 15  9 698.00  8 

柴胡注射液  4 005.33 17  3 726.67 17   968.67 21 

参附注射液  2 341.33 18  1 920.83 19  1 052.00 20 

参麦注射液  2 218.83 19  5 396.17 14  4 103.00 14 

康莱特注射液  1 399.00 20  1 487.50 20  1 280.50 19 

注射用灯盏花素   342.14 21     

康艾注射液      12.00 21  1 321.20 18 

 

表 5  具体中药注射剂的 DDC 和 B/A 

Table 5  DDC and B/A of specific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jection 

药品名称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DDC/元 B/A DDC/元 B/A DDC/元 B/A 

康莱特注射液 625.60 0.60 550.75 0.40 543.73 0.58 

喜炎平注射液 203.40 0.36 185.91 0.50 176.66 0.62 

参芪扶正注射液 155.30 0.75 139.08 0.81 134.63 0.81 

参附注射液 149.47 0.83 125.71 0.84 119.40 0.85 

复方苦参注射液 148.84 0.77 130.52 0.77 129.42 0.75 

丹红注射液 136.26 0.80 120.62 0.70 116.40 0.83 

注射用丹参多酚酸盐 124.36 0.17 143.33 0.25 145.60 0.25 

疏血通注射液 120.06 0.78 110.20 1.00 104.36 0.70 

参麦注射液  81.25 0.89  22.00 1.00  52.19 1.14 

痰热清注射液  67.00 0.93  59.60 2.00  58.18 2.00 

注射用血塞通  47.32 1.38  21.54 1.80  23.29 1.71 

注射用灯盏花素  40.24 0.95     

注射用血栓通  36.79 1.50  37.19 4.00  46.06 3.00 

红花注射液  34.08 1.86  32.12 1.88  30.87 1.20 

舒血宁注射液  29.82 2.00  36.21 1.00  42.71 2.00 

鸦胆子油乳注射液  25.08 1.00  18.77 0.71  19.98 0.67 

生脉注射液  18.62 1.00  14.40 1.13  18.99 1.75 

醒脑静注射液  17.91 2.00  28.66 1.00  45.94 0.67 

丹参注射液   9.35 4.5   8.35 2.00   8.10 1.73 

黄芪注射液   4.91 1.36   4.65 1.06   6.22 1.18 

柴胡注射液   0.41 1.24   0.39 1.24   0.41 1.00 

康艾注射液   264.50 0.95 264.00 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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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3.1  中药注射剂的销售金额及构成比 

表1显示咸阳市中心医院2016—2018年中药注

射剂的销售金额逐年下降，其在全院药品销售金额

分别为 9.56%、8.56%、6.96%，与陕西省内同级综

合医院在文献中报道的数据基本一致 [6]。本院从

2017 年起加强中药注射剂管理，部分中药注射剂纳

入医院重点监控药品管理范畴，在限制采购量的同

时，开展中药注射剂专项点评，特别是对无指征和

超说明书用药还进行了专项整治，有效的遏制了中

药注射剂在临床的过度使用，因此年销售金额呈现

约 10%的递减。 

3.2  各类中药注射剂的销售金额及构成比 

作为一所西医综合医院，本院中药注射剂新品

种的引进非常严格，在满足临床用药需求的前提下，

尽可能不增加中药注射剂的种类，2017 年对医院药

品目录调整时，将注射用灯盏花素从目录中删除，

并新增康艾注射液。从表 2 可见，医院中药注射剂

的种类涉及理血剂、清热剂、补益剂、开窍剂、温

里剂、解表剂、抗肿瘤 7 类，21 个品种。其中理血

剂品种数最多，达 8～9 种，而理血剂分为活血祛瘀

和止血两类[3]，本次调查的理血剂均是活血化瘀类

药物，具有活血化瘀、通络止痛作用，主要用于冠心

病、心绞痛、脑栓塞、脑血管痉挛、中风偏瘫等[7]，

在治疗心脑血管疾病和控制心脑血管疾病发生发展

具有较好的优势，也愈来愈受到医务人员的重视和

患者的青睐。并且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和人

们工作、生活方式的改变，心血管疾病发生的人群

逐渐扩大，就诊患者逐年增加，使活血化瘀类中药

注射剂在此类疾病患者中的使用量维持在较高水

平，故该类药的销售金额连续 3 年位列首位，占总

中药注射剂销售金额的 55%以上，但由于医院加强

中药注射剂的管理，严格限制活血化瘀类中药注射

剂在外科系统的无指征使用，使其销售金额呈逐年

递减的趋势，占比也最低降至 2017 年的 55.85%。

其次为抗肿瘤类药物，品种数由 2016 年的 3 种增加

为 2017、2018 年的 4 种，销售金额连续 3 年排名第 2

位。近年来，临床研究结果表明抗肿瘤类中药注射剂

具有多药理作用靶点、增强患者免疫功能、减轻患者

放化疗副作用等[8]，相比西药其不良反应小、价格低，

得到临床广泛认可，因此临床用药所占比例较高。 

3.3  中药注射剂的销售金额、DDDs 及排序 

从表 3、4 可见，销售金额排名前 10 位的中药

注射剂品种变化不大，仍以理血剂和抗肿瘤类药物

居多，其中大部分药品销售金额呈逐年递减的趋势，

但注射用丹参多酚酸盐、醒脑静注射液却呈现增加

的趋势，特别是醒脑静注射液的销售金额从 2016

年排名第 6 位上升至 2017、2018 年的第 2 位，其

DDDs 也始终位列第 3 位，说明该药已越来越受到

医师们的青睐，现代研究证实，开窍类中药易透过

血脑屏障并能促进其他药物跨过血脑屏障入脑[9]，

增加药物在脑内的浓度，因此成为本院治疗脑血管

疾病的常用药物。而除醒脑静注射液外，舒血宁注

射液、注射用血栓通、鸦胆子油乳注射液、注射用

丹参多酚酸盐、注射用血塞通、丹红注射液的 DDDs

也连续 3 年排名在前 10 位，说明临床对这些药物的

选择倾向性始终较大，品种相对固定。另外，随着

2011 年全国开展抗菌药物临床应用专项整治以来，

抗菌药物的临床使用受到严格限制，而不受限制的

具有抗菌、抗炎作用的清热解毒类中药注射剂为临

床提供了新的选择[10]，开始取代部分抗菌药物原有

市场，迎来较快的增长，本院以喜炎平注射液为代

表的清热剂销售金额在中药注射剂中占有较大比

例，在急诊科、儿科等科室广泛用于上呼吸道感染、

病毒性腹泻的治疗。但在 2017 年 9 月 23 日原国家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出关于喜炎平注射液质量

问题通告责令厂家召回 3 个批号药品之后，本院暂

停喜炎平注射液的销售，2018 年才恢复其临床使用

并加强监控，要求医师严格掌握适应症应用，特别

是儿童用药，临床对该药应用的态度也趋于谨慎。

因此，喜炎平注射液无论销售金额，还是 DDDs 都

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而另一种清热剂痰热清注射

液在 2017 年销售金额明显上升，2018 年销售金额

趋于稳定，其 DDDs 也从 2016 年第 15 位，上升到

2018 年第 5 位，可见临床对于中药注射剂中的清热

剂认可和接受程度较高。 

3.4  具体中药注射剂的 DDC 和 B/A 

从表 5 可见，中药注射剂中 DDC＞100 元在

2016 年有 8 个品种，2017、2018 年有 9 个品种，其

中以抗肿瘤类的康莱特注射液 DDC 最高，3 年分别

为 625.6、550.75、543.73 元，但该药的 DDDs 较低，

与文献报道基本一致 [11]。而 2016—2018 年本院

DDDs 排名前 10 位的中药注射剂中，除注射用丹参

多酚酸盐、疏血通注射液、丹红注射液的 DDC 较

高外，其余品种的 DDC 均较低，说明本院中药注

射剂的选用相对兼顾经济和有效，但对于 DDC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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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药注射剂，也提示患者的经济负担较重，在临

床使用时应注意考虑药品价格的因素，在保证疗效

的情况下尽量减少对高 DDC 品种的使用，以降低

患者的治疗费用，减轻患者经济的负担。大多数中

药注射剂的 B/A 接近 1，说明这些药物的使用金额

与 DDDs 同步性较好；B/A＞1 的品种，其 DDC 也

较低，如丹参注射液、注射用血栓通、注射用血塞

通、红花注射液，说明这些药物用药人数众多而价

格相对便宜；B/A＜1 的品种，其 DDC 普遍较高，

如康莱特注射液、注射用丹参多酚酸盐，说明些药

物患者承担的费用较高，一方面可能使用人数少，

另一方面也可能存在过度用药现象，应引起重视并

采取措施进行干预。特别是注射用丹参多酚酸盐连

续 3 年 B/A＜0.5，同步性差，虽然该药具有抗氧化、

清除血液中的氧自由基、调节血脂代谢、抑制血小

板聚集以及改善血管内皮功能等多种功效，在改善

冠心病稳定型心绞痛患者的血流动力学、血液流变

学指标方面具有疗效确切、安全性高的特点[12]，临

床广泛认可，连续 3 年销售金额排序均居首位，其

DDDs也排名靠前，需求量呈增长趋势，但该药DDC

较高，使用时应考虑患者的经济能力，防止滥用。 

综上所述，咸阳市中心医院中药注射剂销售金

额逐年递减，主要应用于心脑血管疾病、肿瘤及感

染的治疗，使用基本合理，但仍存在一些不合理用

药现象，需进一步加强管理。在临床使用过程中，

临床医师应按照《中药注射剂临床应用指导原则》，

严格掌握中药注射剂适应症，辨证用药或辨病辨证

结合用药，杜绝超说明书用药；临床药师应深入开

展中药注射剂专项点评和用药监测，加强合理用药

宣传，共同努力促进医院的中药注射剂使用更合理、

管理更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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