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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成药是我国历代医药学家经过千百年医疗实践总结出

的有效方剂的精华。用传统方法制作的中成药包括蜜丸、水

丸、冲剂、糖浆、膏药等，用现代制药方法制作的有片剂、注射

剂、胶囊、口服液等[1]。中成药作用温和、疗效确切，近年来应

用日益广泛，但不良反应也在增多。我院系中西医结合骨科

专科医院，为了解我院儿科中成药的使用特点和趋势，笔者就

我院儿科2010－2012年中成药的使用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统计我院计算机管理系统中 2010－2012年儿科的中成

药出库数据，包括用药人数、中成药品种、出库数量、销售金

额等。

1.2 方法

参考2010 年版《中国药典·临床用药须知》（中药成方制剂

卷）和《新编药物学》（17版）[2-3]，对中成药的品种进行分类。采

用世界卫生组织（WHO）推荐的限定日剂量（DDD）作为定量

评价指标 [4]，具体数值参照药品说明书和《实用儿科药物手

册》[5]确定。用某药的年消耗量除以DDD可得到其用药频度

（DDDs），即每天使用该药的人数。某药的DDDs 越大，表明

选择该药的可能性越大，可间接反映该药的用药动态和用药

结构。对DDDs和销售金额进行排序，并计算其序号比值以反

映药品费用与DDDs的同步性，比值接近1时说明该药的销售

金额与临床使用率较为同步，兼顾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比

值小于 1时说明该药价格较昂贵，临床使用率相对较低，经济

效益好于社会效益；比值大于1时则刚好相反。

2 结果
2.1 中成药分类销售情况

各年度儿童用中成药分类销售情况统计见表1。

由表1可见，各类儿童用中成药的品种数大体呈逐年增加

趋势，销售金额以年均约10％的速度增长，说明其疗效得到临

床认可，使用范围不断扩大，使用率逐步提高。其中，清热剂、

解表剂、止咳化痰平喘剂、健脾消食剂、补益剂的销售金额每

年均列前5位（外用及其他药除外）。2012年，这5大类药品种

数之和占总品种数的 29.82％，销售金额占总销售金额的

52.04％。由于小儿腹泻在临床较为常见，因此止泻固涩剂的

销售金额也较大。

2.2 不同剂型中成药的销售情况

各年度不同剂型中成药的销售情况统计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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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各年度不同剂型中成药的销售情况统计

Tab 2 Consumption of different dosage forms of Chinese

patent medicines during 2010－2012

剂型

颗粒剂、散剂
口服液、糖
浆、露剂
片剂、胶囊剂
注射剂
丸剂
栓剂
酊剂、洗剂、贴
剂
气雾剂、喷雾剂
合计

2010年
销售金
额，万元

32.18
31.24

29.54

27.32

13.18

8.43
7.52

5.25

154.66

占比，
％

20.81
20.20

19.10

17.66

8.52

5.45
4.86

3.39

100

排序

1
2

3

4

5

6
7

8

2011年
销售金
额，万元

33.08
31.54

31.73

31.58

15.67

10.42
9.76

6.09

169.87

占比，
％

19.47
18.57

18.68

18.59

9.22

6.13
5.75

3.59

100

排序

1
4

2

3

5

6
7

8

2012年
销售金额，

万元
35.65
33.97

34.85

34.92

17.02

11.99
11.24

8.25

187.89

占比，
％

18.97
18.08

18.55

18.59

9.06

6.38
5.98

4.39

100

排序

1
4

3

2

5

6
7

8

由表2可见，颗粒剂和散剂的销售金额3年来始终排在第

1位；口服液、糖浆剂、露剂在儿科的用量也较大；注射剂的销

售金额呈增长态势，排位逐年上升。另外，气雾剂、喷雾剂等

局部给药方式能使药物有效成分快速抵达患处、使用方便，因

此销售金额增长较快，年均增速达25.02％。

2.3 销售金额排序列前10位的药品

各年度销售金额排序列前10位的药品统计见表3。

由表3可见，3年中四磨汤口服液的销售金额一直稳居第

1位；小儿豉翘清热颗粒的销售金额呈逐年上升趋势，2011、

2012年均排在第 2位；安儿宁颗粒的销售金额排序从第 2010

年的第 10位上升至 2012年的第 3位，原因在于近年来甲型

H1N1流感和手足口病的暴发使其应用急剧增多。排名第4～

10位的中成药的销售金额也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2.4 DDDs排序列前10位的药品及其与销售金额的排序比

各年度DDDs排序列前10位的药品及其与销售金额的排

序比统计见表4。

表3 各年度销售金额排序列前10位的药品统计

Tab 3 Top 10 medicines in the list of consumption sum dur-

ing 2010－2012

排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2010年

药品名称

四磨汤口服液
小儿消积止咳
口服液
猴枣牛黄散
小儿豉翘清
热颗粒
小儿肺热咳喘
口服液
健胃消食片
丁桂儿脐贴
小儿七星茶
颗粒
小儿智力糖浆
安儿宁颗粒

销售金
额，万元
12.32
11.78

10.97
9.56

8.44

7.35

6.54
6.12

5.45

4.29

2011年

药品名称

四磨汤口服液
小儿豉翘清
热颗粒
猴枣牛黄散
小儿消积止
咳口服液
小儿肺热咳
喘口服液
安儿宁颗粒
健胃消食片
丁桂儿脐贴

小儿智力糖浆
小儿七星茶颗粒

销售金
额，万元
12.32
12.28

10.87
10.03

8.89

7.99

7.67
7.61

6.97

6.61

2012年

药品名称

四磨汤口服液
小儿豉翘清
热颗粒
安儿宁颗粒
小儿肺热咳
喘口服液
小儿消积止
咳口服液
猴枣牛黄散
健胃消食片
丁桂儿脐贴

小儿智力糖浆
小儿七星茶颗粒

销售金
额，万元
15.39
14.68

12.89
10.97

9.49

8.84

8.32
7.95

7.60

7.11

表 4 各年度DDDs排序列前 10位的药品及其与销售金额的

排序比统计

Tab 4 Top 10 medicines in terms of DDDs and their con-

sumption sum

药品名称

健胃消食片
四磨汤口服液
小儿七星茶颗粒
丁桂儿脐贴
猴枣牛黄散
小儿消积止咳
口服液
小儿豉翘清
热颗粒
小儿肺热咳喘
口服液
小儿智力糖浆
安儿宁颗粒

2010年
DDDs

19 600.00

13 141.33

12 000.00

5 450.00

5 223.81
5 121.74

4 780.00

2 813.33

2 270.83

2 145.00

排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排序比
6.00

0.50

2.67

1.75

0.60
0.33

0.57

0.63

1.00

1.00

2011年
DDDs

20 453.33

14 474.67

12 960.78

6 341.67

3 623.33
4 360.87

6 290.00

2 963.33

2 904.17

3 995.00

排序
1

2

3

4

8
6

5

9

10

7

排序比
7.00

0.50

3.33

2.00

0.38
0.67

0.40

0.56

0.90

0.86

2012年
DDDs

22 186.67

16 416.00

13 941.18

6 625.00

4 209.52
4 126.09

7 340.00

3 656.67

3 166.67

6 445.00

排序
1

2

3

5

7
8

4

9

10

6

排序比
7.00

0.50

3.33

1.60

0.86
0.63

0.50

0.44

0.90

0.50

由表 4可见，健胃消食片的 DDDs 3年来始终排在第 1

位。这是由于消化不良是小儿最常见的胃肠道疾病，而健胃

消食片的疗效确切，单价较低廉，医保可报销，所以 DDDs 较

高。小儿豉翘清热颗粒和安儿宁颗粒的DDDs排名上升速度

较快，与厂家的强势促销有一定关系。受此影响，猴枣牛黄散

的DDDs则逐渐下降。小儿智力糖浆的DDDs排序和销售金

额3年来均保持稳定，它能调补阴阳、开窍益智，用于治疗小儿

轻微脑功能障碍综合征，如多动、情绪不稳等。治疗此类疾病

的西药主要为中枢神经兴奋剂、抗抑郁药及抗精神病药，但远

期疗效不甚理想，且不良反应较多。与之相比，中成药作用缓

和、可长期使用，因此成为了治疗该类疾病的主要选择。

3 讨论

从本次调查结果可见，我院儿科中成药的品种数逐年增

多，能充分满足临床的治疗需要；各种剂型、各种药理作用的

表1 各年度儿童用中成药分类销售情况统计

Tab 1 Consumption of Chinese patent medicines for chil-

dren during 2010－2012

药品类别

清热剂
解表剂
止咳化痰平喘剂
健脾消食剂
补益剂
止泻固涩剂
利水渗湿剂
芳香化湿剂
泻下剂
活血化瘀剂
理气剂
安神剂
止血剂
驱虫剂
祛风湿剂
温里剂
开窍剂
平肝熄风剂
外用及其他
合计
年均增幅，％

2010年
品种数

15

15

12

12

13

9

11

10

8

14

9

9

10

3

13

14

8

9

21

215

销售金额，万元
19.41

18.37

17.35

14.35

14.89

12.93

9.54

7.05

7.29

6.92

6.85

5.02

3.29

3.17

1.23

1.09

0.98

0.89

4.04

154.66

2011年
品种数

17

18

14

13

15

10

13

14

9

15

10

13

12

4

18

15

10

10

21

251

16.74

销售金额，万元
20.56

19.42

18.42

15.83

16.53

14.19

10.42

8.41

8.36

7.42

7.36

5.31

3.86

3.64

1.39

1.44

1.12

1.07

5.12

169.87

9.83

2012年
品种数

18

20

15

14

18

12

15

14

10

19

14

15

16

4

19

16

10

12

24

285

13.55

销售金额，万元
21.96

20.32

19.02

17.41

19.06

16.07

11.01

8.92

9.45

9.15

8.12

5.97

4.65

4.21

2.02

1.58

1.22

1.76

5.99

187.89

1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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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成药销售金额都有大幅度的增长，说明儿童用药市场发展

较快，中成药应用范围日益广泛。

从用药特点和规律性看，由于小儿最易患呼吸系统和消

化系统疾病[6-7]，如感冒、发热、消化不良、腹泻等，因此具有解

表、解毒、宣肺止咳、平喘、消食化积等作用的中成药在患儿中

应用较多，包括清热剂、解表剂、止咳化痰平喘剂和健脾消食

剂等，这与其他文献调查研究的结果相近[8-9]。此外，补益剂的

销售金额排名靠前，这与传统认为中药无毒副作用、适宜于进

补的观念密不可分，因此用量较大。统计结果显示，中药驱虫

剂的用量较小，原因在于西药起效迅速、安全范围大、不良反

应小，是治疗小儿寄生虫病的首选。

颗粒剂和散剂的销售金额3年来始终排第1位，这是由于

采用这两种剂型的药物种类较多、稳定性好、应用范围广。口

服液、糖浆剂、露剂的口感较好、便于服用，在儿科的DDDs也

较高。气雾剂、喷雾剂等局部给药方式使用方便，能使药物的

有效成分快速抵达患处、缓解症状，与全身给药相比，不良反

应大大减少，因此销售金额增长较快。而丸剂、胶囊剂、片剂

等不利于儿童服用，患儿依从性差，使用受限。值得注意的

是，中药注射剂在使用量不断增加的同时，其不良反应的报道

也在增多，轻则产生皮疹，重则进展为过敏性休克。临床应高

度重视，坚持可使用口服制剂时不选用注射剂的原则，在使用

中药注射剂时加强监护，以便及时处理不良反应。

从单品种药物的销售金额排序来看，列前5位的药品均为

呼吸系统药和消化系统药。四磨汤口服液具有顺气降逆、消

积止痛之功效，广泛应用于儿童胃肠疾病。但是，其中的槟榔

成分使其安全性受到一定的质疑，临床使用时应将剂量、疗程

控制在安全范围内，避免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安儿宁颗粒

是藏医传统古验方，具有清热解毒、祛风化痰的功效，常用于

治疗小儿伤风感冒、肺炎、支气管炎及其引起的咳嗽和发热

等。小儿肺热咳喘口服液的镇咳效果较好、服用方便，患儿依

从性好，因此其销售金额排在第4位。根据南方医药经济研究

所“中国药品零售监测分析系统”的监测显示，该药销量在儿

童止咳祛痰药的零售市场中列第 1位，在医院、零售两大终端

均名列前茅，足见其市场影响力。小儿消积止咳口服液具有

清热理肺、消积止咳的功效，由于其进入医保目录后单价有所

降低，因此销售金额有所下滑，但依然排在前5位之列。

通过本次统计表明，我院儿科在中成药的使用上仍存在

一些问题。部分DDDs排名靠后的药品销售金额较大，主要是

一些具有滋补、保健作用的药物存在一定程度的滥用。这不

仅加重了患儿家庭的经济负担，还可能产生不良反应。因此，

临床用药应更加慎重，需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选择最佳的药

物治疗方案并合理用药，以达到最佳疗效和安全性。

中成药采用现代制剂工艺对有效成分进行提取和精制，

与传统饮片相比，不易霉变、质量稳定、服用方便；与西药相

比，作用缓和，具有标本兼治的特点，尤其对一些慢性病的疗

效较好[10]。但是有数据显示，90％的中成药没有儿童专用剂

型，也无法分剂量使用。由于儿童生理、病理情况有别于成

人，对药物的剂型、剂量有特殊要求，因此建议各药品生产厂

家加大投入，开发出一些更适于儿童服用的中成药，以提高患

儿依从性，更好地发挥药物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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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马晓伟出席第五届健康快车管委会第一次会议

本刊讯 2013年12月11日，第五届健康快车管委会第一

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健

康快车管委会主任委员马晓伟，健康快车创会主席方黄吉雯

和健康快车香港基金主席范徐丽泰出席了会议。

马晓伟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健康快车1年来的工作和医、

教、研一体的运作模式，并指出今后工作中要严把质量关，继

续将医疗质量放在第一位，加大健康快车宣传力度，以国际视

野和管理经验，把项目做好、做大、做强。

会议通过了第五届健康快车管委会成员名单，总结了健

康快车 2013年度的工作，通过了 2014年工作计划及预算。

2014年，4列火车将前往吉林、广东、山东、甘肃等8个省的9个

地区，由中山眼科中心、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汕头眼科中心等

机构选派医护人员上车开展手术，并在6个白内障治疗中心开

展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防治试点工作。会议还商议了2014年发

车仪式、慈善晚会等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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