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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通过对云南省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进行调查，了解基本药物制度在云南

省各个地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实施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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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2016 年云南省 16 个州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相关统计报表，将数据录入 EXCEL 数

据库，分析基本药物配备率、使用金额占比、年诊疗量等指标。结果：2013-2016 年，云南省 16 个州市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配备率分别为 92.71%、92.25%、92.98%、91.58%；基本药物平均使用金额比

例分别为 92.8%、92.1%、91.2%、91.8%；年诊疗量平均增幅为 4.99%。结论与建议：云南省基本药物制

度实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进一步加强药品采购配送监管，加强医院与基层医疗

机构的衔接，加快药品采购平台信息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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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essential medicine system in primary medical 
and health institutions in Yunnan Province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primary medical and health institutions 
implementing the essential medicine system in Yunnan Province and provide references for better implementation 
of the essential medicine system. Methods: Retrospective research method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relevant 
statistical reports of the primary medical and health institutions in 16 cities in Yunnan Province from 2013 
to 2016. The data were put into the EXCEL database to analyze the indicators such as the essential medicine 
allocation rate, the proportion of the use amount, and the annu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Results: From 2013 
to 2016, the essential medicine allocation rate of primary medical and health institutions in 16 cities in Yunnan 
Province was 92.71%, 92.25%, 92.98%, and 91.58% respectively, the average use amount of essential drugs was 
92.8%, 92.1%, 91.2%, and 91.8% respectively, the average annual increase in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was 4.99%. 
Conclusion and Suggestion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essential medicine system in Yunnan Province has 
achieved certain results,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strengthen the supervis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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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ug procurement and distribution, strengthe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hospitals and primary medical institutions, 
and accelerate the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of the drug purchasing platform.  
Keywords:   essential medicine system; primary medical and health institution; effect of implementation; 
evaluation

“基本药物”的概念由世界卫生组织于1977

年提出，是指适应基本医疗卫生需求，剂型适宜、

价格合理、保证供应、基层能够配备、国民可公平

获得的药品[1]。基本药物制度是WHO推行的较为成

功的全球性卫生政策，其主要目标是提高药品可获

得性、保证药品可负担性、促进药品合理使用[2]。

自我国2009年基本药物制度实施以来，在基本药物

销售价格、公众用药负担、医疗卫生机构门诊服

务量和基本药物可及性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2010年5月，云南省卫生厅等8部门发布了“云卫

发[2010]484号”《关于印发云南省贯彻国家基本

药物制度实施意见（试行）的通知》[3]（以下简称

《通知》）。《通知》制定了三个实施步骤：试点

阶段，推进阶段，完善阶段。以昆明市、曲靖市、

玉溪市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试点，按不同比例使

用基本药物，到2011年，初步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

度，到2020年，全面实施规范的、覆盖城乡的国家

基本药物制度。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是深化医

药卫生改革的重大举措，为了评估云南省目前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的配备及使用情况，本文以

云南省16个州市部分地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研究

对象，选择代表性指标对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效果

进行评价[4]，并对现阶段存在问题提出相应建议，

为云南省进一步推广使用国家基本药物和制定符合

情况的推广计划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以2012年版基本药物目录及2012年版增补目录

为依据，对云南省16个州市2013-2016年330家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使用品种、金额及相关信息

进行问卷调查，分析2013-2016年基本药物在基层

医疗机构的使用情况及存在的问题。

1.2   问卷设计

以专家咨询和文献研究为基础，结合云南省

实际情况，设计调查问卷，问卷分为A、B、C、D

四个部分：A部分为受访单位的基本情况，包括医

院类别、药品配备情况、药品采购情况等；B部分

为基本药物采购与配送的基本情况，包括基本药物

和非基本药物的采购途径、医院药品配送商、配送

企业提出更换订单产品的情况等；C部分为基本药

物的使用情况；D部分为开放式问答题，收集基层

医疗机构在实施基本药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意见

建议。

1.3   统计分析方法

采用EpiData3.1软件录入调查数据，经逻辑

检查后建立数据库，采取回顾性研究方法，利用

Excel软件进行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调查问卷回收情况

本次调查共发放320份问卷，实际回收问卷330

份（部分基层医疗机构主动填报问卷，实际增加

了10份调查问卷），回收率103.1%。经严格筛选

后，发现其中的11份有漏填一项及一项以上，视为

不合格问卷，合格问卷共319份，合格率96.7%。

319个被调研基层医疗机构中，医院床位数平均为

30张，卫生人员数平均为31人，临床药师数平均为

1人，服务人口平均为3万人。

2.2   不同州市基层医疗机构基本药物配备情况

2013-2016年，云南省16个州市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基本药物平均配备品种数分别为229、238、

245、250种；基本药物平均配备率为92.71%、

92.25%、92.98%、91.58%。其中，文山州的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2016年基本药物平均配备品种数较

2013年有所下降，其余15个州市均有不同程度的上

升。除昆明市、保山市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2016年

基本药物配备率较2013年有所上升，其余州市均出

现配备率下降的情况，配备率最低的州市是西双版

纳州，仅86.70%，详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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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云南省 16 个州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使用金额占比情况

州市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昆明 88.2 88.1 88.2 88.3

曲靖 97.0 97.0 97.3 96.9

红河 89.7 88.0 86.7 86.0

玉溪 92.2 91.2 90.3 88.8

大理 93.5 92.1 92.9 92.3

楚雄 97.6 97.2 95.8 95.4

昭通 95.8 95.6 95.6 94.8

文山 95.2 95.1 95.0 94.9

保山 87.8 88.8 89.3 90.1

普洱 93.2 92.3 92.2 91.5

临沧 80.3 78.3 78.5 84.0

西双版纳 83.2 85.9 88.1 88.9

德宏 94.1 92.9 92.4 90.6

丽江 95.7 95.1 95.2 94.2

迪庆 94.4 92.9 90.3 88.7

怒江 93.1 91.7 91.9 92.0

平均值 92.8 92.1 91.2 91.8

2.3   不同州市基层医疗机构基本药物使用情况

2013-2016年，云南省16个州市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基本药物平均使用金额占比分别为92.8%、

92.1%、91.2%、91.8%。其中，昆明市、保山市和

西双版纳州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使用金额

占比呈现不同程度的上升。截至2016年，云南省16

个州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使用金额占比均

达到政府要求，详见表2。

2.4   不同州市基层医疗机构医疗服务数量变化情况

2013-2016年，云南省16个州市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年平均诊疗量分别为30454、30430、33395、

35245人，呈上升趋势，年平均增幅为4.99%。其

中，昆明市、丽江市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2016年年

诊疗量较2013年有所下降，其余14个州市呈现不同

程度的上升，详见表3。

2.5   药品集中采购平台使用情况

基层医疗机构在进行基本药物采购时，90%以

上的基层医疗机构使用云南省基本药物集中采购交

易系统（基层医疗机构）。关于药品集中采购平

台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68.3%的基层医疗机构

认为平台动态调整不足（未及时调整生产商、配送

商、药品价格等）；65.8%的基层医疗机构认为平

台缺乏对生产、配送企业的监督，管理不透明（短

缺、撤单、配送不到位等情况）。详见图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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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云南省 16 个州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年诊疗量变化情况

州市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昆明 19411 19354 19845 19302

曲靖 19518 21180 22498 22584

红河 36423 35353 37581 42318

玉溪 65229 54684 63225 69716

大理 25458 23980 27273 30728

楚雄 43271 47635 60524 58935

昭通 30120 23321 29108 30435

文山 22398 26076 24712 24882

保山 39295 39075 38113 43544

普洱 21213 25888 26626 29897

临沧 73179 71510 72777 79882

西双版纳 37385 49289 49775 49524

德宏 27854 35782 37690 43604

丽江 26413 19099 19920 20767

迪庆 17069 19542 20621 26702

怒江 11117 12709 13140 14562

平均值 30454 30430 33395 35245

图1   药品集中采购平台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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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3.1   基本药物配备和使用情况分析

根据“卫药政[2009]78号”《关于建立国家基

本药物制度的实施意见》精神[5]，云南省于2009年

开始实施基本药物制度。2011年，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全部配备使用基本药物，并取消药品加成。

2014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可依据自

身功能定位和服务能力，在坚持基本药物主导的

前提下，选择配备使用不得超过基本药物品种数

和销售额20%的非基本药物。2018年，云南省卫生

健康委员会将比例放宽调整至45%。本研究结果显

示，在实施2012版基本药物目录之后的4年里，云

南省16个州市基层医疗机构的基本药物平均配备品

种数为229、238、245、250种；基本药物平均配备

率为92.71%、92.25%、92.98%、91.58%；基本药

物平均使用金额比分别为92.8%、92.1%、91.2%、

91.8%。虽然调查显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

的平均配备率和使用金额比较高，但落实效果受当

地的经济状况、人口密度、交通情况等综合因素

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其中，文山州的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2016年基本药物配备品种数和配备率较

2013年呈现负增长，这可能与文山州经济、交通相

对落后，落实基本药物政策时间延迟有关。除昆明

市、保山市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2016年基本药物配

备率较2013年有所上升，其余州市均出现配备率下

降的情况。配备率最低的州市是西双版纳州，仅

86.70%，这可能与配送企业的积极性有关，对交

通不便的贫困、边远地区存在不愿配送的情况。定

性访谈中，部分医疗机构也反映有些配送企业会以

无货源为理由，更换生产厂家、品牌、包装和规

格，变相提高价格，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配备率。

3.2   医疗服务数量分析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医疗服务主要针对易

患病、常见病、多发病和慢性病等疾病的常规诊疗

服务。2013-2016年，云南省16个州市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年平均诊疗量呈上升趋势，年平均增幅为

4.99%，表明基本药物制度的推广有利于促进患者

就医[6]。其中，昆明市、丽江市的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2016年年诊疗量较2013年有所下降，这可能与上

述市区医疗资源相对丰富，患者更倾向于去级别更

高的医疗机构就医有关。国家要求二级、三级医疗

机构“优先使用基本药物”，这是当前分级诊疗推

进的一个关键点，但在实际使用中并未得到严格执

行。同时，基本药物制度在大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之间缺乏有效衔接，尤其是高血压、糖尿病等

慢性疾病用药矛盾更为突出，患者经大医院诊治后

到基层医院进行康复治疗，但基层医院往往没有相

同品种的药物，患者只能到药店购买或者返流到城

市大医院。一方面，城市大医院为应对此类患者，

广开便民普通门诊，诊疗人次虚高；另一方面，因

患者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购买的药品不齐全，增加

了患者赴大医院购买药品的时间和经济成本，遭到

质疑和不信任，门诊人次不升反降，尤其是慢性病

的诊疗服务水平持续下滑。

3.3   药品采购平台使用情况分析

目前，基本药物的集中采购和配送问题较为

突出。一方面，68.3%的基层医疗机构认为药品采

购平台动态调整不足（未及时调整生产商、配送

商、药品价格等），有时会发生冻结、暂停甚至会

取消药品交易资格，这导致了基层医疗机构实际

可采购基本药物的品种比挂网品种要少很多，部分

低价、急救、慢性病等临床必需药品（如硫酸镁注

射液、葡萄糖酸钙注射液、去痛片等药品）采购不

到，导致需要备案采购的药品过多，影响医疗机构

的正常运转。另一方面，65.8%的基层医疗机构认

为平台缺乏对生产、配送企业的监督，管理不透明

（短缺、撤单、配送不到位等情况），导致平台上

药品信息与实际不符（如库存量、采购价格等）。

由于缺乏监督管理，导致药品的采购信息混乱，

如配送企业48小时配送到位率非常低，但系统显示

“已经完成”，甚至有的医疗机构在1～2个月后才

能收到货。有些配送企业仍然存在撤单以及平台下

私下调换货的情况、以没有药或价高为借口私自更

换其他非中标厂家药品，而医疗机构由于管理混乱

并未认真核对验收药品，这又导致了非网采药品的

存在。

4   建议 
4.1   加强药品采购配送监管，建立健全中标和挂

网药品准入及退出管理机制

科学评估生产及配送企业的服务能力，对因

需求分散、中标价格低而推诿配送导致配送不及

时、不到位的配送企业应依据考核标准进行严惩，

追究企业责任，由相关部门及时列入企业诚信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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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档案，并严格执行市场清退机制。对于需求量

少、偏远、交通不便的基层医疗机构，可推行县乡

村一体化配送，提高采购、配送的集中度，保证药

品的及时、充足供应[7]，特别要保障低价药和常用

药的配送供应，对边远、贫困地区实行差异化政策

倾斜，并进行考核和监管，增加配送供应积极性。

以实施药品采购“两票制”为契机，促进配送企业

整合，按照某些区域允许委托配送不算一票的趋

势，对地广人稀的地区，可以委托第三方物流参与

存储和运输条件较低的基本药物的配送[8]，从而提

高边远、贫困地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基本药物配

备率。 

4.2   加强上级医院与基层医疗机构的衔接，推进

医疗服务共同体建设 

通过政策支持、财政补助、技术帮扶等手

段，探索建立医院不同等级间协作机制，增强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的经营活力与市场竞争能力。发

挥好大医院龙头作用，以资源共享和人才下沉为

导向，建立医疗服务共同体，促进优质资源下

沉，提高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提升医疗服务

体系整体效能[9]。在具体落实时，要采取措施督促

城市大医院按规定配备基本药物、优先使用基本

药物，卫生行政部门在药品遴选时，可以地级市

为单位，牵头统一本地区药品特别是高血压、糖

尿病等慢性病药物品种，实现大医院和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用药的双向对接，既可省去老百姓购买

药品的“往返跑、多花费”，同时，也让大医院

聚焦疑难疾病、基层帮扶，切实让基层医院接得

住、看得了慢性病，有效提升医疗资源的使用效

能。通过这种方式，逐步改变目前群众自由就医

的习惯，变无序就医为有序就医，既方便群众便

捷就医，也能有效缓解大医院人满为患的现状，

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患者的负担、节约了医疗资

源，并促进了各级医院的发展。

4.3   加快药品采购平台信息化建设，建立健全监

督考核机制

1）开展基本药物集中采购使用管理系统建设

和基本药物电子监管系统建设工作，加强对药品招

标、采购、配送、使用的信息化管理。2）强化对

生产企业的供药监管，保证挂网药品供货。对于平

台中标挂网但不能采购的药品，要适时调整增补完

善。对药品状态进行及时更新，避免撤单。3）进

一步完善云南省药品集中采购平台的功能，优化操

作，完善统计功能，方便卫生行政部门的监管和医

疗机构的药品采购管理。4）平台有关部门应该积

极开展调研，广泛梳理医疗机构对平台使用过程中

的意见建议，优化平台功能，实现平台动态调整，

满足医疗机构的采购需求。5）成立平台外的第三

方监督管理机构，对平台的运行、使用进行监督考

核，若平台长期不能满足医疗机构采购需求，进行

替补，由其他单位负责此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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