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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网员医院分布情况

2019年 CMEI医院覆盖分布图

CMEI网员医院数

0~20
21~40
41~60
61~80
81~100

4个直辖市，22个省，5个自治区

270余个地级市或县级市

网员单位近1500家

以三级和二级医院为主

占全国二三级医院总数的13%

三级甲等样本医院占全国三甲医院的半数以上

+14%

814

2019年2018年

926家家



报告总体框架

全药情况 基本药物

配备品种医保药品

使用金额 使用频度

当年静态数据分析

五年动态变化分析

本报告分三个部分展开，分析了年度医院药品使用及近5年趋势变化情况。



全药品种数情况（通用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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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内院均配备品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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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部西部中部东部

样本总体

2,145

在全药方面， 2019年上半年样本医院通用名层面品种总数为2145种，从医院级别来看三级医院使用全药总品种数为2122种，二级

及以下医院使用全药总品种数为1888种。从地区来看，东部地区医院使用全药品种数最多，为2024种；东北部地区最少，为1654种。

近5年各级医院对药品使用品种数略有下降。



全药品种数情况（通用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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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素类制剂
肌肉骨骼系统
生殖泌尿系统
感觉系统
杂类
呼吸系统
皮肤病用药
血液系统
心血管系统
抗肿瘤免疫调节
抗感染药物
神经系统药物
消化系统

48%

5年全药各ATC大类品种数 2019上半年ATC大类品种占比19比14品种增幅ATC大类简称

说明：本图中，各ATC大类采用简称表示

从ATC大类来看，品种数量结构相对稳定，近年来品种数增幅最高的为抗肿瘤和免疫调节剂（5年品种增幅达10%）。全药使用品种总数

TOP3的ATC大类为消化系统及代谢药、神经系统药物和全身用抗感染药物，品种总数前4位的大类占总品种数的比例接近50%。



全药金额及频度情况

样本总体

院均使用金额院均使用频度

院均使用金额
（百万元）

院均使用频度
（十万）

二级及
以下

三级样本总体

2019上半年各级医院院均金额、院均频度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北部

2019上半年各地院均金额、院均频度

日均费用
（元） 13.0 13.7 8.0

0 250

二级及以下三级

（百万元）20 0（百万）

从医院级别看，三级医院全药院均使用金额是二级及

以下医院的4.7倍，使用频度是二级及以下医院的近3倍。

从地区来看，东部地区医院全药院均使用金额、使用

频度最高，东北部最低。



全药金额及频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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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使用金额） 二级（使用金额） 样本总体（使用金额）
三级（使用频度） 二级（使用频度） 样本总体（使用频度）

近5年全药使用金额、使用频度增速情况

201620152014 2017 2018 2019H1

近5年全药日均费用（元）情况

Ø 5年来，样本医院全药使用金额，使用频度增速在2018年略有回升。二级医院使用频度增速在2018年超过三级医院后，

在2019年上半年有所回落。

Ø 样本总体全药日均费用2019年上半年增长至13.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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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药ATC分类金额占比情况

肌肉骨骼系统

呼吸系统

杂类

心血管系统 11.0

神经系统药物 13.1

血液系统 13.3

消化系统 15.6

抗感染药物 16.9

抗肿瘤免疫调节 15.5

抗寄生虫药

皮肤病用药

感觉系统

生殖泌尿系统

激素类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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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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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13.7

14.0

16.3

18.0

2019H1
19比14

金额占比变化

近5年不同ATC大类使用金额占比（%）变化情况

ATC大类简称

说明：本图中，各ATC大类采用简称表示

Ø 对全药不同ATC分类品种的使用金额占比情况进行分析，5年内不同ATC分类使用金额变化幅度均<2.5%。

Ø 2018年抗肿瘤和免疫调节剂的使用金额占比首次超过全身用抗感染药物后，在2019年上半年持续上升，占比达18%，是5年来金额占比增幅

最大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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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药ATC分类频度占比情况

近5年不同ATC大类使用频度占比（%）变化情况

抗寄生虫药

皮肤病用药

感觉系统

杂类

肌肉骨骼系统

激素类制剂

生殖泌尿系统

抗肿瘤免疫调节

呼吸系统

抗感染药物

神经系统药物 11.2

血液系统 13.8

消化系统 21.7

心血管系统 21.3

11.2

14.0

21.7

21.6

11.4

14.2

21.4

21.4

11.6

13.9

21.2

21.5

11.9

13.7

21.2

21.9

11.8

13.6

21.1

22.2

19比14
频度占比变化ATC大类简称

说明：本图中，各ATC大类采用简称表示

Ø 对全药不同ATC分类品种的使用频度占比情况进行分析，5年内不同ATC分类使用频度变化幅度均<1%。

Ø 心血管系统药物使用频度占比自2017年以来持续位居第一。



全药不同剂型采购金额、频度占比情况

2019上半年各剂型使用占比（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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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5年全药不同剂型使用金额、使用频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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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药不同剂型使用金额、频度占比情况进行分析，使用金额占比最高为注射剂型，使用频度占比最高为口服剂型，近年来口服剂型金额

、频度占比略有上升，注射剂略有下降。用药结构在剂型层面趋于合理。



基本药物使用情况

18.2% 17.4% 17.1% 17.4% 17.7%

31.8% 32.5%

12.7% 12.2% 11.9% 12.2%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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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6% 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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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34.5% 34.0% 33.0%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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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使用频度） 二级（使用频度） 样本总体（使用频度）

近5年基药使用金额、使用频度占比情况

2012版基本药物 2018版基本药物

2014至2018年，基本药物使用金额及频度占比略有下降。2018年目录调整后，各级医院基本药物使用金额、频度占比均有所上升

，在使用金额占比方面，二、三级医院的差距正在缩小。



基本药物使用情况——12版与18版对比

12版基药

18版基药

品规数 金额占比 频度占比

12.1 %

27.2 %

31.3 %

47.1 %

日均费用（元）

12版基药目录与18版基药目录比较

5.0

7.5

以2019年上半年数据为基础，对比两版基本药物，使用品规数由783个增长至1052个，金额占比由12.1%增长至27.2%，使

用频度占比由31.3%增长至47.1%，日均费用由5元增长至7.5元。基本药物的保障水平大幅度提升。



基本药物使用情况——12版与18版对比

ATC大类简称

抗肿瘤免疫调节

呼吸系统

心血管系统

激素类制剂

神经系统药物

肌肉骨骼系统

皮肤病用药

消化系统

抗感染药物

生殖泌尿系统

感觉系统

血液系统

杂类

抗寄生虫药

12版基药

43

48

62

21

100

21

42

112

129

27

18

114

32

13

18版基药

78

78

99

32

146

28

52

138

158

33

22

139

35

13

21.9
22.2
22.2

46.0

23.8
33.3

22.5
23.2

52.4
59.7
62.5

81.4

品规增幅（%）

12版与18版基药目录品规数变化情况

说明：本表中，各ATC大类采用简称表示

以2019年上半年数据为基础，对比12版与18版基药目录，整体品规数增幅34.4%，其中肿瘤免疫调节药品规增幅达81.4%。



基本药物使用情况——12版与18版对比

 以2019年上半年数据为基础，对比12版与18版基药目录，整体金额增幅124.7%

ATC大类简称

抗寄生虫药

感觉系统

呼吸系统

抗肿瘤免疫调节

肌肉骨骼系统

心血管系统

激素类制剂

神经系统药物

皮肤病用药

抗感染药物

生殖泌尿系统

消化系统

血液系统

杂类

12版基药

4.2%

1.8%

3.5%

5.6%

1.3%

13.2%

8.3%

7.9%

4.3%

10.9%

15.4%

13.9%

31.7%

6.0%

18版基药

98.4%

17.6%

34.2%

28.3%

5.1%

40.5%

24.5%

23.0%

10.9%

23.9%

24.9%

22.0%

40.3%

7.2%

27.1

61.8

21.0

191.9

58.6

193.8
207.5

118.9
150.4

294.4
404.2

868.0
894.3

2,253.8

使用金额增幅（%）

12版与18版基药目录使用金额占比及绝对值变化情况

说明：本表中，各ATC大类采用简称表示



基本药物使用情况——12版与18版对比

        以2019年上半年数据为基础，对比12版与18版基药目录，整体使用频度增幅50.8%。

ATC大类简称

抗寄生虫药
呼吸系统
感觉系统

皮肤病用药
心血管系统

抗肿瘤免疫调节
肌肉骨骼系统

抗感染药物
神经系统药物
生殖泌尿系统

消化系统
激素类制剂

杂类
血液系统

12版基药

17.1%

9.3%

4.1%

4.8%

20.7%

8.5%

5.9%

22.8%

43.9%

21.1%

26.4%

65.8%

4.6%

71.3%

18版基药

95.1%

35.1%

11.4%

12.1%

49.4%

18.7%

12.2%

44.4%

60.7%

28.0%

35.0%

81.8%

5.0%

76.8%

24.3
32.5
32.6
38.2

94.9
107.7
119.2
138.9
150.6

181.1
277.1

456.0

使用频度增幅（%）

12版与18版基药目录使用频度占比及绝度值变化情况

说明：本表中，各ATC大类采用简称表示



基本药物使用情况——12版与18版对比

2019上半年，18版基药增补调整的品种

内，心血管系统药物占使用频度增量的40.2%，

抗肿瘤及免疫调节剂占使用金额增幅的27.0%，

相关用药人群是2018版目录调整的最大受益

者。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神经系统药物

心血管系统

抗肿瘤免疫调节

呼吸系统

抗感染药物

消化系统

血液系统
激素类制剂

皮肤病用药

肌肉骨骼系统

生殖泌尿系统

感觉系统

杂类

抗寄生虫药

品规数增幅 使用金额增幅 使用频度增幅

说明：本图中，各ATC大类采用简称表示

18版基药新增品种的品规数、使用金额、使用频度在各ATC大类间分布情况

抗肿瘤
免疫调节

心血管
系统



医保药品使用情况

c 二级及以下医院

b 三级医院

a 样本总体

f 二级及以下医院

e 三级医院

d 样本总体

a b
c

de f

使用金额占比

82.8%

82.7%

84.7%

使用频度占比

87.1%

86.5%

91.9%

样本总体 二级及
以下

三级

日均费用（元）

品种数

12.3 13.1 7.3

2019上半年17版医保使用情况

80~90 %

2019年上半年，医保药品品种数为1252种，使用金额占比达82.8%，使用频度占比达87.1%，日均费用12.3元。

自2017年新版目录颁布之后，医保药品使用金额及使用频度占比显著提升，使用金额占比方面，二、三级医院之间的差距明显缩小。



医保药品使用情况

75.6% 75.1% 74.8% 74.7%

82.5% 82.8%

85.4% 85.5% 85.3% 85.0%
87.1% 87.1%

70.0%

75.0%

80.0%

85.0%

90.0%

95.0%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109H1

三级（使用金额） 二级（使用金额） 样本总体（使用金额）

三级（使用频度） 二级（使用频度） 样本总体（使用频度）

2009版医保药品 2017版医保药品

近5年医保使用金额、使用频度占比情况

自2017年新版目录颁布之后，医保药品使用金额及使用频度占比显著提升，使用金额占比方面，二、三级医院之间的差距明显缩小。



医保使用情况——17版目录与19版目录对比情况

125217版医保

19版医保

品种数 金额占比 频度占比

82.8 %

日均费用（元）

17版医保目录与19版医保目录比较

12.3

12.31252待更新 82.8 %

87.1 %

87.1 %

2019年上半年，医保药品品种数为1252种，使用金额占比达82.8%，使用频度占比达87.1%，日均费用12.3元。

自2017年新版目录颁布之后，医保药品使用金额及使用频度占比显著提升，使用金额占比方面，二、三级医院之间的差距明显缩小。



两轮国家谈判品种使用情况

医保支付标准>5000元的谈判品种价格下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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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妥昔单抗（500 MG 50 ML）

曲妥珠单抗（440 MG 20 ML）

硼替佐米（3.5 MG）

重组人凝血因子VIIa（1 MG）

雷珠单抗（2 MG 0.2 ML）

康柏西普（2 MG 0.2 ML）

2017年 2018年

0

20

40

60

80

1季度 2季度 3季度 4季度 1季度 2季度 3季度 4季度

贝伐珠单抗（100 MG 4 ML）

氟维司群（250 MG 5 ML）

碳酸镧（500 MG）

银杏内酯注射液（ CO 2 ML）

帕罗西汀（25 MG）

司维拉姆（800 MG）

2017年 2018年

终点值为30万~80万的谈判品种频度上升走势

万元 万元

国家医保两轮谈判品种价格均在较短时间全国范围内落实到位，大部分品种扩大了受益人群且实现了量价互换。75%的品

种使用频度增幅超过100%，参一胶囊等个别品种未实现谈判初衷，索拉非尼等品种放量后使用频度增速回落。



国家谈判品种使用情况

各医保支付标准区间的平均价格下降情况 举例：谈判放量后， 2018年1-8月部分品种金额频度增加情况

说明：本图不包含2017年1-8月无采购数据的谈判品种

17年1-8月
平均价格（元）

18年1-8月
平均价格（元）

-46.9%

-45.0%

-36.4%

-59.6%

-53.5%

-24.2%

医保支付标准区间 变化

<10元

10-100元

100-500元 350

500-1000元 964

1000-5000元 3,754

>5000元 12,504

141

613

2,065

6,635

重组人凝血因子VIIa（1 MG）

康柏西普（2 MG 0.2 ML）

重组人尿激酶原（5 MG）

替格瑞洛（90 MG）

碳酸镧（500 MG）

依维莫司（2.5 MG）

司维拉姆（800 MG）

吗啉硝唑（500 MG 100 ML）2,052

帕罗西汀（12.5 MG）4,336

西达本胺（5 MG）5,550

阿利沙坦酯（240 MG）6,236

帕罗西汀（25 MG）8,965

1,591

3,325

4,689

313

401

594

2,813

6,003

金额增长率（%）频度增长率（%） 药品通用名（规格）

国家医保两轮谈判品种价格均在较短时间全国范围内落实到位，大部分品种扩大了受益人群且实现了量价互换。75%的品种使用频

度增幅超过100%，参一胶囊等个别品种未实现谈判初衷，索拉非尼等品种放量后使用频度增速回落。



“4+7”带量采购品种使用情况

中选企业
在4+7城市

频度占比（%）

TOP3企业在样本医院频度占比（%）

Ø 89

Ø 78

伊马
替尼

右美托
咪定

蒙脱石厄贝
沙坦

赖诺
普利

福辛普
利钠

氟比洛
芬（注
射）

帕罗
西汀

氯沙
坦钾

奥氮平依那
普利

恩替
卡韦

吉非
替尼

头孢呋
辛酯

氯吡
格雷

利培酮孟鲁司
特钠

艾司西
酞普兰

阿托伐
他汀钙

氨氯
地平

厄贝沙
坦氢氯
噻嗪

替诺福
韦二吡
呋酯

瑞舒伐
他汀钙

培美曲
塞二钠

左乙拉
西坦

“4+7”带量采购品种的不同属性企业频度占比情况

在国家“4+7”带量采购政策落实方面，多数品种带量采购政策实施效果显著。厄贝沙坦等15个品种的中选企业在试点城市

用量占比达70%以上。



“4+7”带量采购品种使用情况

厄贝沙坦氢氯噻嗪

奥氮平
依那普利
帕罗西汀

替诺福韦二吡呋酯
艾司西酞普兰

赖诺普利
恩替卡韦

瑞舒伐他汀钙
蒙脱石

氯吡格雷
氯沙坦钾

头孢呋辛酯
阿托伐他汀钙

吉非替尼
氨氯地平
伊马替尼

利培酮
右美托咪定

厄贝沙坦
福辛普利钠
孟鲁司特钠

培美曲塞二钠
左乙拉西坦

氟比洛芬（注射）

2018年频度占比

2019年频度占比增长

“4+7”带量采购品种的通过一致性评价企业频度占比情况

阿托伐他汀等22个品种的国产过评品种使用频度占比高于2018年同期，氨氯地平等12个品种的原研产品市场受到不同程度的

挤占，使用频度下降幅度在5.49%-2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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