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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通过对西安市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县级公立医疗机构进行调查，了解基本药物制度在西安

地区县级公立医疗机构的实施情况，为更好地推行基本药物制度提供参考。方法：采用回顾性研究方

法，分析2013-2015年西安市县级公立医疗机构的相关统计报表，将数据录入EXCEL数据库进行分析，

研究药品配备率、药品收入、药占比、门急诊次均药品费用、住院次均药品费用等指标。结果：2013-

2015年，西安市县级公立医疗机构基本药物配备率分别为59.18%、60.06%、65.04%；基本药物平均销售

金额比例分别为34.78%、38.90%、48.21%；药占比分别为41.99%、39.52%、38.48%；门诊次均医疗费

用年平均增长率为8.85%，门诊次均药品费用年平均增长率为4.38%；住院次均医疗费用年平均增长率为

6.33%，住院次均药品费用年平均增长率为1.92%。结论：西安市县级公立医疗机构基本药物的配备和使

用趋于合理，药占比逐步降低，但仍然维持较高水平。药品费用年增长率低于医疗总费用年增长率，基

本药物制度的实施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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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essential medicine system in county-level 
public medical institutions of Xi'an and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further implementation of the system through 
investigation in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essential medicine system in county-level public medical institutions 
of Xi'an. Methods: The relevant statistical data of county-level public medical institutions of Xi'an from 2013 to 
2015 were analyzed by using the method of retrospective research. The data were put into Excel database. The 
rate of essential medicine preparation, medicine income, medicine income proportion, the average outpatient 
medicine fee per visit and the average inpatient medicine fee per visit were analyzed. Results: The rate of 
essential medicine preparation in county-level public medical institutions of Xi'an from 2013 to 2015 was 5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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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6% and 65.04% respectively, the average sale amount of essential drugs was 34.78%, 38.90% and 48.21% 
respectively, the medicine income proportion was 41.99%, 39.52% and 38.48% respectively, the average annual 
growth rate of outpatient medical fee per visit was 8.85%, the average annual growth rate of outpatient medicine 
fees per visit was 4.38%, the average annual growth rate of inpatient medical fee per visit was 6.33%, and the 
average annual growth rate of inpatient medicine fee per visit was 1.92%. Conclusion: The preparation and use 
of essential medicines in county-level public medical institutions of Xi'an became more and more rational. The 
medicine income proportion gradually reduced but it still maintained a high level. The annual growth rate of 
medical fee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otal medical fee, indicating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essential medicine 
system had effects to a certain extent.
Keywords:  essential medicine system; county-level public medical institutions; effects of implementation; 
evaluation

2009年8月18日，我国开始正式实施国家基本

药物制度。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对基本药物的保

障供应和合理使用、改革医疗机构“以药养医”状

况、减轻群众的用药负担有着重要意义。县级公立

医院作为县域内的医疗卫生服务中心、农村三级医

疗卫生服务网络的龙头和城乡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

纽带，是政府向县域居民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

重要载体，承担着县域居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

疗，危急重症患者救治和疑难病症的初诊、转诊及

部分公共卫生服务、自然灾害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医疗救治等工作。本文以西安市县级公立医疗机构

为研究对象，调查分析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效果，

为西安市进一步推广使用国家基本药物并制定符合

实际情况的推广计划提供依据。

1   研究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西安市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29家县级公立医

疗机构，包括10家综合医院、12家中医医院、7家

妇幼保健院。

1.2   研究内容 

西安市县级公立医疗机构基本药物配备、使

用、收支情况及发展变化趋势。

1.3   研究方法 

通过西安市卫计委基本药物数据直报系统，

提取西安市13个区县共29家县级公立医疗机构

2013-2015年3年的基本药物使用数据及收支情

况，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利用EXCEL表进行数

据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不同区县县级公立医疗机构分布情况 

截至2015年底，西安市13个区县（A-M代表13

个区县，下同）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县级公立医疗

机构共29家，具体情况见表1。

2.2  不同区县县级公立医疗机构基本药物配备情况

2013-2015年，西安市13个区县的县级公立医

疗机构基本药物平均配备品规数分别为564个、582

个、674个；基本药物平均配备率分别为59.18%、

60.06%、65.04%。其中A、E、F 等3个区县的县级

公立医疗机构2015年基本药物配备品规数及配备率

较2013年有所下降，其余10个区县均有不同程度的

上升。2015年，基本药物配备率最高的区县是D，

配备率达到93.73%；配备率最低的区县是K，配备

率为54.98%。详见表2。

2.3  不同区县县级公立医疗机构基本药物使用情况

2013-2015年，西安市13个区县的县级公立

医疗机构基本药物平均销售金额分别为1098.48万

元、1352.66万元、1709.96万元；基本药物平均销

售金额比例分别为34.78%、38.90%、48.21%。其

中 10个区县的县级公立医疗机构基本药物平均销

售金额占比呈现不同程度的上升。截至2015年，

有9个区县的县级公立医疗机构基本药物销售金额

占比达到了政府要求，未达标的4个区县为F、G、

L、M，其基本药物销售金额占比分别为48.24%、

44.09%、39.61%、42.07%。具体情况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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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西安市各区县县级公立医疗机构构成情况

县（区） 医院总数 / 家 综合医院 / 家 中医医院 / 家 妇幼保健院 / 家

A 3 1 1 1

B 1 —— 1 ——

C 1 1 —— ——

D 2 1 1 ——

E 1 —— 1 ——

F 1 —— 1 ——

G 2 1 1 ——

H 3 1 1 1

I 3 1 1 1

J 3 1 1 1

K 3 1 1 1

L 3 1 1 1

M 3 1 1 1

合计 29 10 12 7

注：“——”代表无此类医疗机构。

表 2   西安市各区县县级公立医疗机构基本药物配备情况

县（区）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全部

药品品

规数 / 个

基药品

规数 / 个

基药 

配备率 /%

全部 

药品品

规数 / 个

基药品

规数 / 个

基药 

配备率 /%

全部 

药品品

规数 / 个

基药品

规数 / 个

基药 

配备率 /%

A 685 528 77.04 599 307 51.25 566 395 69.74 

B 232 133 57.22 230 137 59.63 230 138 60.00 

C 353 304 86.08 348 310 89.08 350 312 89.21 

D 668 620 92.81 693 624 90.01 1469 1377 93.73 

E 132 105 79.50 139 89 64.03 126 85 67.68 

F 522 367 70.37 520 365 70.23 490 341 69.59 

G 1224 718 58.65 1218 754 61.89 1202 762 63.40 

H 1410 902 63.98 1429 917 64.16 1501 965 64.27 

I 1686 902 53.52 1801 970 53.85 1809 1027 56.78 

J 1292 692 53.56 1293 790 61.08 1345 837 62.22 

K 1490 720 48.33 1635 829 50.70 1692 930 54.98 

L 1002 520 51.88 949 562 59.22 892 571 64.00 

M 1692 820 48.48 1732 906 52.31 1797 1020 56.77 

平均值 953 564 59.18 　 968 582 60.06 　 1036 674 6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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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西安市各区县县级公立医疗机构基本药物使用情况

2.4   不同区县县级公立医疗机构药品收入及药占

比变化情况

2013-2015年，西安市13个区县的县级公立医

疗机构药品总收入分别为44590.63万元、48609.49

万元、50695.62万元，呈逐年上升趋势，年平均

增幅为6.65%；药品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41.99%、39.52%、38.48%，呈逐年递减，年平均

降幅为4.26%。其中C、D、F、J等4个区县县级公

立医疗机构2015年药品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较2013

年上升；其余9个区县呈不同程度下降。详见表3。

表 3   西安市各区县县级公立医疗机构药品收入及占总收入比例

县（区）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药品收入/

万元

占总收入 

比例/%
　

药品收入/

万元

占总收入 

比例/%
　

药品收入/

万元

占总收入 

比例/%

A 519.83 42.34 474.83 39.31 335.70 29.52 

B 1530.88 69.80 1051.60 55.60 1094.40 52.49 

C 96.89 5.01 330.72 7.07 521.96 7.73 

D 868.24 30.94 922.22 35.51 1115.16 38.38 

E 149.58 13.33 206.17 17.60 126.09 12.61 

F 711.79 56.15 810.10 62.97 964.43 65.91 

G 2971.34 42.58 3462.57 42.40 3895.03 39.65 

H 4633.40 36.38 5246.40 33.07 5073.37 32.95 

I 8604.63 58.63 9293.43 58.81 9253.21 54.46 

J 4161.59 36.73 5057.39 37.74 5428.37 37.54 

K 4219.22 46.54 4635.20 45.93 4741.87 45.07 

L 8719.04 36.40 8877.05 32.00 8902.76 31.79 

M 7404.20 43.82 8833.81 43.70 9188.27 43.31 

合计 44590.63 41.99 　 48609.49 39.52 　 50695.62 3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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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西安市各区县县级公立医疗机构门急诊人次及出院人次

县（区）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门急诊 

人次/人

出院 

人次/人
　

门急诊 

人次/人

出院 

人次/人
　

门急诊 

人次/人

出院 

人次/人

A 86945 279 　 97036 278 　 103226 229

B 93144 433 　 81949 513 　 65364 602

C 25535 693 　 41265 945 　 41679 331

D 84907 3176 　 66284 3095 　 67159 3290

E 60287 798 　 58575 827 　 60335 632

F 53912 1436 　 52984 1514 　 53201 1477

G 185275 11048 　 200728 11634 　 192185 11360

H 330397 29183 　 458569 32246 　 424252 30246

I 519628 18049 　 521253 18310 　 564776 18557

J 367387 25164 　 354023 26764 　 392433 28502

K 244202 17747 　 260268 18697 　 268285 19038

L 503178 41172 　 522499 40507 　 595650 44730

M 534983 34197 　 574802 38102 　 600772 39623

平均值 237675 14106 　 253095 14879 　 263794 15278

2.5   不同区县县级公立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数量

变化情况

2013-2015年，西安市13个区县的县级公立

医疗机构平均门急诊总人次分别为237675人、

253095人、263794人，呈逐年上升趋势，年平均增

幅为5.36%；平均出院人次分别为14106人、14897

人、15278人，呈逐年上升趋势，年平均增幅为

4.08%。其中B、D、F等3个区县的县级公立医疗机

构2015年门急诊人次较2013年有所下降；其余10

个区县呈现不同程度的上升。A、C、E等3个区县

2015年的出院人次较2013年有所下降；其余10个区

县呈不同程度上升，详见表4。

2.6   不同区县县级公立医疗机构医疗药品费用的

变化情况

2013-2015年，西安市13个区县的县级公立医

疗机构平均门诊次均医疗费用分别为155.64元、

173.90元、184.26元，呈逐年上升趋势，年平均增

幅为8.85%；平均门诊次均药品费用分别为70.14

元、75.66元、76.33元，呈逐年上升趋势，年平

均增幅为4.38%。西安市县级公立医疗机构2013-

2015年平均住院次均医疗费用分别为3168.33元、

3310.48元、3581.05元，呈逐年上升趋势，年平

均增幅为6.33%；平均住院次均药品费用分别为

1249.92元、1274.73元、1298.30元，呈逐年上升趋

势，年平均增幅为1.92%。详见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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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西安市各区县县级公立医疗机构医疗药品费用

时间/年

门诊 　 住院

次均医疗 

费用/元

次均药品 

费用/元
　

次均医疗 

费用/元

次均药品 

费用/元

2013 155.64 70.14 3168.33 1249.92 

2014 173.90 75.66 3310.48 1274.73 

2015 184.26 76.33 3581.05 1298.30 

年平均增长幅度/% 8.85 4.38 　 6.33 1.92

3   讨论
3.1   基本药物配备和使用情况分析

原陕西省卫生厅2013年出台的文件明确要

求，县级公立医院综合试点县的二级医院基本药

物销售金额比不低于50%。本研究结果显示，在

实施2012版基本药物目录之后的3年里，西安市县

级公立医疗机构的基本药物年平均配备率分别为

59.18%、60.06%、65.04%；年平均销售金额比分

别为34.78%、38.90%、48.21%，基本药物配备、

使用相关指标均呈逐年上升趋势，但年均销售金额

占比仍未达到政策要求（不低于50%）。截至2015

年，西安市13个区县中，有9个区县的县级公立医

疗机构基本药物销售金额比达到政策要求，达标

率为69.23%。其中A、E、F等3个区县的县级公立

医疗机构2015年基本药物配备率较2013年呈现负增

长；A、C、E等3个区县的县级公立医疗机构2015

年基本药物销售金额比2013年呈现负增长。这可

能与上述4个区县均属于城六区，医疗资源相对丰

富、群众对医疗服务的要求相对较高有关；也可能

是由于基本药物制度的普及和宣传存在地区上的差

异性[1]，从而影响了基本药物的使用。

3.2   药品收入和药占比情况分析

2013-2015年，西安市县级公立医疗机构的药

品年总收入逐年上升，平均增幅为6.65%；而药占

比却逐年下降，平均降幅为4.26%。这与医疗机构

基本药物的使用比例逐渐上升有关，说明在县级公

立医疗机构实施基本药物制度，会在一定程度上降

低其药品收入[2]。然而，仍有部分县级公立医疗机

构药占比上升，最终使西安市县级公立医疗机构的

药占比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38.48%）。提示药

占比虽呈总体下降趋势，但下降的幅度有待进一步

加大。

3.3   医疗服务数量分析

2013-2015年，西安市县级公立医疗机构的年

平均门急诊人次和年平均出院人次均呈逐年上升趋

势，年平均增长幅度分别为5.36%和4.08%，表明

基本药物制度的推广有利于促进患者就医[3]。其中

B、D、F等3个区县的县级公立医疗机构2015年门

急诊人次较2013年有所下降； A、C、E等3个区县

2015年的出院人次较2013年有所下降，这可能与上

述区县属于城六区，医疗资源相对丰富，人们更倾

向于去级别更高的医疗机构就医有关。

3.4   医疗药品费用情况分析

研究结果显示，2013-2015年，西安市县级公

立医疗机构的年平均门诊次均医疗费用和次均药品

费用均呈逐年上升趋势，平均增幅分别为8.85%、

4.38%；年平均住院次均医疗费用和次均药品费

用均呈逐年上升趋势，平均增幅分别为6.33%、

1.92%。医疗费用受人口增长、人口老龄化以及卫

生服务需求期望值增加等因素的影响，其合理增长

是必然现象[4]；而本研究显示，药品费用的增长幅

度明显低于医疗总费用的增长幅度，说明实施基本

药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临床合理用药[5-6]，

降低了药品费用。

4   建议
4.1  提高基本药物制度的宣传力度，扩大宣传效果

政府部门可针对各区县的不同情况，采用多

种方式，提高对基本药物制度的宣传力度，扩大

宣传范围，不仅要向医疗机构大力宣传，更要向

各区县的广大老百姓宣传，提高公众的知晓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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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真正理解国家这项惠民政策，支持和拥护基

本药物制度。

4.2   适时调整基本药物目录，优化基本药物的支

付报销政策

县级公立医疗机构面对的患者群体较为庞

大，诊疗的疾病种类繁多，基本药物目录不仅可以

满足在县级公立医疗机构就医患者的用药需求，同

时可以提高医务工作者的合理用药水平。随着社会

经济的不断发展，应及时调整基本药物目录，使目

录的构成更加合理、完善，以满足县级区域患者的

就医需求。

医疗保险作为医疗卫生费用的第三方支付机

制，有效发挥杠杆作用尤为重要[7]，为鼓励优先使

用基本药物，应该优化就诊患者在县级公立医疗机

构的就诊报销政策，提高基本药物的报销比例。

4.3   健全监督考核机制，优先合理使用基本药物

相关行政部门应加强对县级公立医疗机构的

监管，引导其加强精细化管理，提高县级公立医

疗机构基本药物的配备率和使用率，控制医疗费

用增长。同时，制定科学合理的绩效考核体系，

落实到科室直至个人，对医生开具的处方进行评

价和反馈[8]，保障基本药物的优先合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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