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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调查陕西省药品短缺现状，分析短缺原因，为保障药品供应提供参考。方法：依托陕西省

药品短缺监测平台，收集 2016 年 5 月至 2017 年 4 月期间短缺药品的通用名、剂型、规格、价格等信息，

通过描述性统计方法分析药品短缺现状和特征，探索药品短缺原因。结果：共收集药品短缺信息 187 条，

登记短缺药品 109 种，平均每种药品短缺频次为 1.72 次。化学药品、中成药和生物制剂均出现不同程度

的短缺，化学药品中抗肿瘤药短缺最为严重。对短缺药品的特征进行统计，发现大部分为生产厂家较少

和采购价格较低，基本药物和注射剂更容易出现短缺。结论：陕西省药品短缺形势不容乐观，短缺药品

品种多，覆盖疾病种类广，具体短缺原因尚不明确。建议完善药品短缺监测平台；加强对制药企业的日

常监管；安排专人指导制药企业进行整改；定点生产常见易短缺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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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drug shortage in Shaanxi Province, to analyze the 
reasons for the shortage and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ensuring the drug supply. Methods: The generic names, 
dosage forms, specifications, prices and other information of drugs in shortage from May 2016, to April 2017 were 
collected based on the Shaanxi Provincial Drug Shortage Monitoring Platform.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method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rug shortage. The reasons for the drug shortage 
were also explored. Results: A total of 187 pieces of information on the drug shortage were collected, 109 kinds 
of drug were registered drugs in shortage, and the average frequency of each drug shortage was 1.72. Chemic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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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rietary Chinese medicines and biological agents were in shortage to varying degree. The shortage of 
anticancer drugs of the chemicals was most serious. Most of the drugs in shortage were drugs with lower purchase 
price and fewer manufacturers. Essential drugs and injections were more prone to shortage. Conclusion: The 
situation of drug shortages in Shaanxi Province, for example, many kinds of drugs in shortage covering a wide 
range of diseases, was not optimistic. The specific reasons for drug shortages were undefined. It was suggested 
that drug shortage monitoring platform should be improved, supervision of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rectification of the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should be enhanced, and enterprises should be 
designated to produce common drugs in shortage to improve the drug supply.
Keywords： drug shortage; monitoring platform; purchase price; essential drugs; designated to produce; policy 
advice

药品短缺指的是药品断货、供应不足或供应不

及时。2012年，世界卫生组织（WHO）指出药品

短缺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难题[1]。法国的一项研究
[2]表明，药品短缺已经对21个国家的卫生健康体系

产生严重影响，包括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不

发达国家。我国的药品供应和流通秩序尚不规范，

短缺药品品种数较多，覆盖的疾病范围广，化学药

品、生物制品和中成药均出现不同程度的短缺[3]；

基本药物、低价药品短缺问题更加突出，药品供应

无法满足患者需求，已经影响到公众的身体健康和

生命安全[4]。本研究采用描述性统计方法，以陕西

省为调研地区，统计2016年5月-2017年4月期间的

药品短缺信息，分析药品短缺现状及特征，为有针

对性地解决我国药品短缺问题提供实证支持。

1   方法
1.1   资料来源

资料来源于陕西省药品短缺监测系统。该系

统在省内设定了15个监测医疗机构（监测点），对

其报送的短缺药品信息进行核查。各监测点每月通

过省级药品集中采购平台报送药品短缺信息。本文

主要分析2016年5月-2017年4月期间陕西省药品短

缺监测系统收集的信息，具体内容包括短缺药品的

通用名、剂型、规格、价格、是否为基本药物、生

产厂家数量、药理作用等信息。

1.2   分析方法

采用Excel 2007软件录入、收集数据，导入

SPSS 18.0进行统计分析。参照2012版《国家基本

药物目录》中药品的分类，对短缺药品的药理作

用、是否为基本药物进行分析；参照2014年公布的

《国家发展改革委定价范围内的低价药品清单》，

对短缺药品是否属于低价药进行分析；通过国家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数据查询网站查询每种短缺药

品的生产厂家数量。采用描述性统计方法，统计短

缺药品的品种数和不同药品的短缺频率，分析基本

药物、低价药、不同剂型、不同生产厂家数量、不

同药理作用的短缺药品所占的百分比。

2   结果
2.1   药品短缺品种

2016年5月-2017年4月期间，陕西省药品短缺

监测平台共收集药品短缺信息187条，登记短缺药

品109种，平均每种药品短缺频次为1.72次。短缺

最普遍的药品为去氧孕烯炔雌醇片、长春新碱、重

酒石酸间羟胺、博莱霉素、平阳霉素、硫酸镁注射

液、湿润烧伤、溴米那普鲁卡因注射液、左甲状腺

素钠片、地西泮片等。

分别将短缺化学药品、中成药和生物制剂参

照2012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中药品的分类进行

总结，具体情况见表1。由表1可以看出，化学药品

短缺最为普遍，短缺频次为153（81.8%）；中成

药次之，短缺频次为25（13.4%），主要包括阿胶

当归颗粒、除湿止痒软膏、抗病毒颗粒、清热解毒

和湿润烧伤等药品；部分生物制品，如抗蝮蛇毒血

清、脑蛋白水解物片、人纤维蛋白原也出现不同程

度的短缺。化学药品中抗肿瘤药短缺最为严重，短

缺频次为35；激素及影响内分泌药、心血管系统用

药、抗微生物药次之，短缺频次为25～15；治疗精

神障碍药、神经系统用药、维生素、矿物质类药和

解热镇痛、抗炎、抗风湿药短缺频次为14～5；消

化系统用药、诊断用药、调节水、电解质及酸碱平

衡药、皮肤科用药以及其他药品如氨基己酸、复方

α-酮酸片、糠甾醇等也出现不同程度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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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短缺药品的特征

参照2012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国家发

展改革委定价范围内的低价药品清单》对短缺药品

的特征进行分析，发现国产药物、基本药物、注射

剂和生产厂家较少的药品更容易出现短缺现象，具

体情况见表2。

由表2可以看出，几乎所有短缺信息都涉及

国产药品，仅有8.0%是进口药品。短缺进口药品

的品种数有4种，分别是京都念慈菴蜜炼川贝枇杷

膏、卡左双多巴控释片、去氧孕烯炔雌醇片和猪肺

磷脂注射液。

短缺信息中，基本药物所占比例高于非基本

药物。56.7%的短缺信息涉及基本药物，基本药物

短缺品种数为46；我国基本药物目录中的药品品种

数为520种，即8.8%的基本药物品种在我省监测期

内出现了短缺，平均每种短缺频次为1.76。43.3%

短缺信息涉及非基本药物，短缺品种数为61，平

均短缺频次为1.67；我国非基本药物品种数远高于

520种，说明非基本药物出现短缺的可能性低于基

本药物。

不同剂型的药品短缺程度有所不同，注射剂

短缺现象更为突出。短缺信息中，56.1%的信息

涉及注射剂，短缺品种数为52，平均短缺频次为

2.02；34.2%的信息涉及口服剂，短缺品种数为

44，平均短缺频次为1.45；9.6%的信息涉及其他剂

型，主要包括软膏剂、喷雾剂、眼膏剂等，短缺品

种数为11。

生产厂家少的药物品种药品短缺情况较严重。

18.7%的短缺信息所涉及的是独家生产的药品，主

要包括碘佛醇注射液、多糖铁复合物胶囊、复方丙

酸氯倍他索、京都念慈菴蜜炼川贝枇杷膏、湿润烧

伤、注射用血栓通（冻干）、左甲状腺素钠片等药

品；超过一半的短缺信息涉及药品的生产厂家数量

低于5家。

短 缺 信 息 中 大 部 分 药 品 的 采 购 价 格 比 较

低廉。短缺信息涉及采购价低于10元的药品占

62.0%，短缺品种数为78种。其中16.6%的短缺信

息涉及的药品属于2014年国家卫计委公布的低价药

品，共24种低价药品出现短缺，我国低价药品目录

中的品种数为533种，说明有4.50%的低价药品在

我省监测期内出现短缺，平均短缺频次为1.29。

表 2   2016 年 5 月 - 2017 年 4 月陕西省短缺药品特征

药品短缺来源 类型 短缺药品频次 百分比 /%

国产药物 国产 172 92.0

进口药物 进口 15 8.0

基本药物 是 106 56.7

非基本药物 否 81 43.3

短缺药品剂型 注射剂 105 56.1

口服剂 64 34.2

其他 18 9.6

低价药品 是 31 16.6

非低价药品 否 156 83.4

生产厂家数量 1 35 18.7 

2 ～ 5 67 35.8 

6 ～ 10 30 16.0 

11 ～ 20 21 11.2 

大于 20 34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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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3.1   药品短缺情况分析

研究表明，2016年5月-2017年4月期间陕西省

药品短缺问题比较突出，许多常用药品在全省范

围内多地区均出现短缺现象。如去氧孕烯炔雌醇

片在全省出现的短缺频次为12次，说明药品短缺

具有普遍性。赵志刚等人[5]对全国11个省市42家

医疗机构的药品短缺现象分析也有类似发现。同

时，药品短缺现象存在一定差异性：很多短缺药

品的短缺频次为1~2次，说明药品短缺现象以单个

地区居多，不同地区的短缺药品品种存在差异；

不同药理作用的药品短缺程度存在差异性；抗肿

瘤药短缺程度更严重，其短缺频次明显高于其他

药理作用分类的药品；抗微生物药短缺品种数多

于其他药品，其短缺现象较普遍。在对我国东

北、华北、西北、华中、东南和西南等地区药品

短缺现象展开的调研中[6-8]，也发现不同地区的常

见短缺药品及短缺程度均存在较大差异。

药品短缺现象受药品种类、剂型、生产厂家

数量、是否为基本药物等因素影响。化学药品总

体短缺频次较高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其种类数远高

于生物制品和中成药。生物制品比化学药品和中成

药更容易出现短缺，可能是原材料短缺造成[9]，尤

其是人纤维蛋白原等人类血液制品更容易由于血源

不足导致短缺。注射剂的短缺程度比其他剂型严

重，主要原因是注射剂的生产标准严格，更容易由

于质量问题导致生产延误。据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的数据[9]表明，75%的注射剂短缺与药品

质量或生产企业的生产问题有关，其中20%的短缺

问题由药品生产企业生产延误或停产导致。独家

生产的药品或生产厂家数量较少的药品更容易出

现全国性短缺，如左甲状腺素钠片、湿润烧伤等

生产厂家较少，一旦由于质量或物流问题出现短

缺，市场上没有其他生产厂家可临时替代，就会

造成全国性断货[10]。我国基本药物短缺已经成为

一个突出的公共卫生问题，赵娴[11]等分别从医务

人员、医疗机构、医药企业和药品的定价机制等

角度进行了相关分析，提出利润问题是导致药品

短缺的重要原因。尤其是低价基本药物，其药品

流通、使用中的技术成本易被忽视，医药企业的

合理利润没有得到基本保障，最终导致生产企业

弃标，造成药品短缺[12-13]。

3.2   应对药品短缺问题的策略及建议

药品的可及性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广大群众

的基本医疗需求和身体健康。为解决药品短缺问

题，保证公众用药权益，针对短缺药品的特征，提

出以下建议。

（1）完善药品短缺监测平台建设，设置专门

部门监测、处理、公布短缺药品信息，强化相关企

业、部门和负责人上报短缺信息的责任。由专设部

门及时通知各个相关企业和机构短缺药品信息，做

好预警工作，发挥信息的决策支持作用，为医务人

员选择合适的替代疗法争取充足的时间，指导药品

流通企业合理分配药物，督促药品生产企业、批发

商等及时处理药品短缺问题[14]。

（2）为减少质量问题导致的注射剂短缺，药

监部门应加强对制药企业的日常监管和药品抽检工

作。针对出现质量问题的生产厂家，安排专人指导

企业整改，加快相关手续的审批工作。

（3）针对基本药物或低价药的短缺问题，应

优化药品招标采购政策，保障医药企业生产、配送

药品的合理利润。建议将常见易短缺基本药物纳入

定点生产药品目录中，医疗机构可直接挂网采购药

品，以保证企业的合理利润，保障基本药物和低价

药的供应。

（4）为保证人血液制品等生物制品的可及

性，建议适当放宽献血者的年龄、增加献血频

次；提高血液制品行业集中度，加大对生产规模

较大、品种较全、血浆综合利用率较高企业的政

策扶持力度[15]。

4   结论
陕西省药品短缺形势不容乐观，短缺药品品

种多，抗肿瘤药、激素及影响内分泌药、心血管系

统用药短缺较为严重。建议完善药品短缺监测平

台；加强对制药企业的日常监管；优化药品招标采

购政策，保障相关企业的合理利润；定点生产常见

易短缺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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