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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53/2021_2022_2009_E5_B9_

B4_E5_85_AC_c26_553004.htm 药品短缺问题 近一个时期以来

，一些医院临床常用药品和必需药品发生短缺，因而贻误抢

救和治疗的案例时有发生，已经严重影响到广大人民群众的

生命和身体健康，引起了社会各方的关注。 医院短缺的药品

既有常用药，也有罕用药品。常用药主要是指各类医疗机构

普遍使用的用于常见病和多发病的治疗和抢救性药物。如抗

过敏药物苯海拉明、治疗偏头痛药物麦角胺咖啡因、治疗癫

痫病的不可替代药物苯巴比妥等。罕用药品的特点是用量相

对少，替代品也比较少。如治疗尿崩症的药物长效尿崩停，

有机磷农药的解毒药氯解磷定等。 短缺药品的主要特点是价

格低。对342种短缺药品的价格分析发现，除了因长期断货

有38.3%药品的单位常规包装价格不详外，其他211种短缺药

品的单位常规包装价格大部分在30元以下，其中有130种药品

的价格在10元以下，占61.6%。对单位常规包装价格在10元以

下的短缺药品进一步细分发现，5元以下的药品占10元以下药

品总数量的69%，3元以下的占42%。 但这些价格便宜、疗效

又好的短缺药品长期以来在临床治疗和抢救患者的过程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如新斯的明注射液每支仅0.70元左右，但它却

能抢救垂危的重症肌无力患者；磺胺嘧啶钠注射液每支0.68元

，是治疗脑膜炎的特效药物之一；奋乃静一片不到5分钱，某

些精神病患者只要长期服用，就可以和正常人一样生活；过

去多年使用的洗肠药蓖麻油，病人使用一次只需花2.5元的药

费，由于这种药短缺，患者现在只能采用价格超过100元/次



的洗肠药。此外还有普萘洛尔（心得安）、苯妥英钠、颠茄

片、放线菌素D（更生霉素）、门冬氨酸、后马托品、苄星

（长效）青霉素、地高辛片剂、氯霉素、异丙嗪（非那根）

糖浆等都是中国药典收载的价格便宜、疗效非常好的常用药

，但大多数已经在市场上消失了。 用药短缺在各地医疗机构

普遍存在。据一些医疗机构和临床医务人员的反映，从上世

纪90年代以来，医院临床用药短缺的案例开始比较突出并呈

增长趋势，越来越多的地区出现医院用药短缺，短缺的品种

也越来越多。 “药品短缺”引发的问题： 药品短缺造成群体

性患者缺药事件频发。如用于治疗白血病的药物环磷酰胺发

生短缺，造成一些地方众多白血病患者及家属集体投诉事件

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环磷酰胺不仅疗效好，而且价格便宜

，注射液每支3.0元，而一些替代药物如异环磷酰胺每支200元

左右，这样价格的药品要长期使用，普通老百姓根本承受不

起。过去国内有很多家企业生产环磷酰胺，但近年来都陆续

停产或转产其他品种。上海华联制药原是上海地区惟一生产

环磷酰胺的国有药厂，但由于价格长期偏低，生产成本不断

提高，企业实在无力负担，2006年5月也终于停产，造成该药

品在上海地区的短缺。最近，北京等地的环磷酰胺也已告急

。据一些医学专家介绍，我国有400万白血病患者，其中一半

是儿童。这样的药品发生短缺，将对群体性患者的生命和健

康带来严重的威胁。 罕用药品短缺发生的案件近年来也越来

越多。如2003年4月陕西省岐山县安乐乡唐家岭村王录社一

家11人发生A型肉毒中毒，作为国内肉毒抗毒素惟一生产和储

备单位的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由于当时“无货”而无法提

供药品。为抢救11人的生命，国家发改委经济运行局紧急决



定，从国外进口一批A型肉毒抗毒素应急。 “药品短缺”问

题产生的原因： 一、药品生产、流通企业不愿生产或销售廉

价和销量少的药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追求利润最大

化，在有多个不同利润水平的产品面前，企业当然会选择生

产或销售能获得最大利润的产品，但同类药品中，生产、销

售利润高的并不一定是疗效最好的，临床必需的不一定是有

市场竞争力的。 二、药品审批监管不严。到上世纪90年代末

，全国有各类药厂6391家，但具有一定规模的和有自主研发

能力的企业并不多，90%以上是小企业，生产品种的97.4%是

已上市品种的同类仿制药。近年来，国家药品管理部门批准

了大量的仿制药。仅2004年，全国的新药审批就达到10009种

，其中西药类都是仿制药。如此大量的仿制药上市，很多是

低水平重复生产的替代品。这些替代品和原研药相比，主要

成分相同，疗效并没有明显改变；有些只是改变剂型、包装

，甚至仅改变药品名称，但按新药定价政策价格却可以翻几

倍甚至几十倍。比如，过去医院大量使用的普通红霉素，现

在市场上各种改头换面的仿制药竟有47种之多，它们之间没

有明显的疗效差别，但价格都是普通红霉素的10倍以上。大

量仿制药的上市，冲击了廉价药品的市场。 三、药品目录管

理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目前国家药品目录管理存在着多头

管理、重复管理和管理重点错位的问题。这些目录的制订和

监管，分散在不同的行政管理部门，目录之间存在着品种的

大量重叠。医药企业为了产品得到行政保护而扩大市场销售

，想方设法让产品进入各种目录。一些企业跑关系、走后门

，因而也产生了很多腐败行为。 四、以药养医的体制加剧了

廉价药品的短缺。据统计，我国80%的药品是通过医院医生



开的处方卖给患者的，医院处于药品零售的垄断地位。2005

年，全国医院的药费收入2988亿元，诊疗费收入2075亿元。

当年的门诊医疗费收入2918.7亿元，其中药费收入比例高

达52%。医院愿意采购高价药品，医务人员愿意给患者多开

药，开贵重药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究其原因显然和目

前以药养医的体制有直接的关系。药品的消费直接与医院和

一些医务人员的利益挂钩，越贵的药品给医院带来的加成收

入越多，给医务人员的回扣越高，廉价药品在终端消费环节

受到抑制。 解决“药品短缺”问题的对策： 一、将短缺药物

管理作为国家药品管理的重要内容。建议在国家药品管理部

门增加相应的职能和专门的机构，将短缺药品的管理作为药

品管理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运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建立开

放的短缺药品登记系统，生产企业、流通企业、医院、个人

等都可以申报、登记。建立企业基本药物停产的报告制度，

分析药品短缺的原因，进行预测和预警，提出解决的对策。

要建立药品生产流通企业、医疗机构和药品监管等部门之间

的工作协调机制和快速反应机制，一旦发生药品短缺情况，

就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组织药品供应，必要时，实行政府补贴

采购或定点生产和统一配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用药

。 二、严格药品的准入和注册管理。要提高药品准入的门槛

，鼓励企业提升研发能力。建议对所有药品进行一次重新审

查，特别是对常用药物的同类仿制品种要严格筛选，取缔那

些主要成分相同、疗效没有明显改善的药品。同时，要严格

控制新药的审批，对超过专利保护期的原研药的仿制药的生

产和上市要控制一定的数量。新药的审批不仅要考虑安全有

效和技术进步，还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考虑药品的整体结



构和用药成本，保障基本用药。 三、完善药品定价、招标政

策。在国家确定对药品实行价格管制的前提下，建议尽快对

所有药品实行国家统一定价，消除价格“双轨制”的弊端。

要完善价格管理政策，建议采取“限高和保低”相结合的定

价原则，形成药品价格双向调节机制，在对药价虚高进行控

制的同时，要对用量大、价格低的临床常用药和“孤儿药”

进行价格保护。针对药品生产的能源和原料涨价、药品生产

质量管理规范（GMP）标准提升等因素，要及时调查和相应

调整价格。要研究目前实行的药品定价和招标的体制和政策

，协调处理好定价和招标的关系。建议对目前的三段式定价

办法进行调整，要么由政府确定价格，招标时不再重复定价

；要么在招标中根据采购数量确定价格。 四、加快医疗卫生

体制改革步伐。要抓紧研究出台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方案，从

根本上解决以药养医问题。同时，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加快制

定和推行医疗机构用药规范制度，特别是针对常见病和多发

病，在基层医院推广用药规范，从技术上提供指导，促进合

理用药。要继续开展医疗服务领域有关药品回扣的反商业贿

赂行动，规范医务人员的用药行为。 五、清理各种药品目录

。建议国家在当前建立基本药物制度的工作中，整合和规范

现有的各种药品目录。选择安全、疗效好、廉价、使用方便

的药品，制定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作为全国各类综合医疗机

构必备的基本药物，包括农村和社区用药。基本药物目录品

种不宜太多，以保障基本需求和供给的普遍性为原则经专家

遴选确定。目录一旦制定，有关部门就要加强监管，特别是

对基本药物、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应规定医疗机构的备

药率，并实施严格的检查。 六、调整国家药品储备的品种



。1999年制定的《国家医药储备管理办法》规定，中央及地

方医药储备机构主要负责储备全国及地方重大灾情、疫情及

重大突发事故和战略储备所需的特种药品、专项药品及医疗

器械。从长远看，战备和突发事故是偶发情况，而一些特殊

药品短缺则是一个常态。为了充分发挥药品储备的作用，建

议在国家药品储备中增加治疗特殊疾病、罕见疾病的“孤儿

药”品种，并通过储备库及时调剂短缺药品，保证医院必需

药品的供给。 更多信息请访问：百考试题公务员网校 公务员

论坛 公务员在线题库 相关链接： 百考试题公务员加入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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