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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要点】 

◆ 样本医院整体市场看，销售增速下滑，药品销售院端市场继续承压。

2015年以来由于分级诊疗、医保控费、降低药占比、按病种付费等多

项政策的逐步推行，样本医院药品销售市场增长疲软，近年来药品销

售总额增速和销售量增速均明显下滑，预计今年全年销售额与去年持

平。而在集采购权、定价权和支付权于一身的新医保局成立大背景下，

随着抗癌药专项采购、4+7 带量采购以及上海、深圳、广州等地进行

GPO试点等相关政策的落地推进，未来医院终端药品尤其是仿制药降

价趋势较为确定。 

◆ 抗肿瘤药销售占比升至第二，在样本医院用药结构中仍持续上行。与

国外靶向药物主导抗肿瘤市场不同，国内抗肿瘤药物仍以植物药和抗

代谢药为主，随着靶向性好、特异性高的替尼类和单抗类抗肿瘤药的

临床价值日益凸显，在 2017 版医保目录和 2018版基药目录相继纳入

多款靶向抗肿瘤药物以来，靶向抗肿瘤药物销量大幅提升，可见“以

量补价”之路还是可行的，未来抗肿瘤用药结构仍将继续调整。 

◆ 心血管疾病用药价格下行，带量采购加快进口替代进程。一方面由于

分级诊疗政策的推行，销售市场分流造成样本医院销量增速下滑；另

一方面多个心血管用药重磅品种专利陆续到期后仿制药上市销售造

成平均药价回落，样本医院心血管系统用药在量价方面承压颇重，渠

道下沉或将带来新的发展动力。此外，4+7带量采购 31个品种中有

10个心血管系统用药品种，随着带量采购政策推行以及未来带量采购

地区拓展，心血管系统用药在价格下行之势下将加快进口替代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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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样本医院药品销售情况 

1.1. 整体市场看：销售增速下滑，药品院端承压 

从 PDB 样本医院药品销售情况来看，整体药品销售市场增长疲软，近年来

药品销售总额增速和销售量增速均明显下滑，药品的医院端销售继续承压。2018

年前三季度样本医院药品销售额达 1703 亿元，同比增长 0.61%；销售量达 264

亿，同比下滑 0.13%。2015 年以来由于分级诊疗、医保控费、降低药占比、按

病种付费等多项政策的逐步推行，近年来样本医院药品销售额和销售量增速明

显下滑且增幅差值收窄，平均药价增速回落。分季度来看药品销售总额同比增

长显著放缓甚至出现负增长，预计今年全年来看样本医院药品销售情况可能与

去年持平。 

而在集采购权、定价权和支付权于一身的新医保局成立大背景下，随着抗

癌药专项采购、4+7 带量采购以及上海、深圳、广州等地进行 GPO 试点等相关

政策的落地推进，未来医院终端药品降价趋势较为确定。在当前医院终端面临

渠道下沉和谈判降价等因素造成的样本医院药品销售市场增长乏力的情况下，

由之前的追求整体市场扩容向看重品种精耕细作进行高质量发展转变则不失为

一个更好的选择，这样可以凭借医院终端强大的渠道、专业的平台、庞大的患

者资源更好的实现药品销售，从而带动整个药品销售市场步入新的发展阶段。 

 

图表 1：2012-2018 前三季度样本医院药品销售情况 

 

资料来源：PDB，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图表 2：分季度看样本医院药品销售情况 

 
2016 2017 2018 

Q1 Q2 Q3 Q4 Q1 Q2 Q3 Q4 Q1 Q2 Q3 Q4 

销售额 

（亿元） 
531.3 551.4 565.6 540.2 539.8 559.9 593.6 529.7 543.3 567.1 593.2 / 

单季度 

同比增速 

(%) 

11.91 7.96 5.20 5.32 1.60 1.54 4.95 -1.94 0.65 1.29 -0.07 / 

 

资料来源：PDB，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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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分大类看：药品销售分化明显，用药结构调整持续推进  

从近年来样本医院各治疗大类销售占比情况来看，抗感染药、心血管系统

用药、血液和造血系统用药、神经系统用药、抗肿瘤药以及消化系统用药这前

6 大类名单未变但排名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从 2012 年至 2018 年前三季度，

表现较为弱势的是抗感染药（销售占比下滑 1.84pct）和心血管系统用药（销

售占比下滑 2.21pct），表现中性的是血液和造血系统用药（销售占比下滑

0.33pct）、神经系统用药（销售占比下滑 0.02pct）和消化系统用药（销售占

比提升 0.09pct），表现强势亮眼的是抗肿瘤药（销售占比提升 1.99pct）。各大

类药品销售分化明显，意味着医院终端用药结构调整持续推进中。 

 

图表 3：2012-2018 前三季度样本医院各治疗大类销售占比 

 

资料来源：PDB，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1.2.1 抗感染药：稳居首位，低速增长 

自 2012年国家卫计委医政医管局发布《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以来，

限抗令政策不断升级，而抗生素作为抗感染药占比最高的类别随着“限抗”政

策推行带动抗感染药在样本医院销售中比重下滑。从 2012-2018 前三季度样本

医院抗感染药销售情况来看，抗感染药虽然受限抗令政策影响但由于其具有一

定的临床刚需性而整体市场仍处于稳步增长。分季度来看抗感染药销售情况可

见其与病毒型流感等爆发有关、有一定的季节性，例如 2018Q1就是因为流感因

素导致抗感染药同比大幅增长，整体来看抗感染药销售的季度同比波动较为明

显。经过近年来政策导向的明确及实施，抗感染药使用已逐步向更规范化的方

向发展，日后新的限抗相关政策措施对抗感染药物市场的影响边际效应减小，

整体市场仍将保持较为稳定的低速增长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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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2012-2018前三季度样本医院抗感染药销售情况 

 

资料来源：PDB，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图表 5：分季度看样本医院抗感染药销售情况 

 
2016 2017 2018 

Q1 Q2 Q3 Q4 Q1 Q2 Q3 Q4 Q1 Q2 Q3 Q4 

销售额 

（亿元） 
85.53 82.45 84.89 80.95 83.48 82.84 89.60 80.71 91.08 83.30 86.39 / 

单季度 

同比增速 

(%) 

12.41 6.15 2.90 6.96 -2.40 0.47 5.55 -0.30 9.10 0.56 -3.58 / 

 

资料来源：PDB，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1.2.2 抗肿瘤药：升至第二，持续上行 

从 2012-2018 前三季度样本医院抗肿瘤药销售情况来看，虽然其销售增速

也跟样本医院整体药品销售一样呈现放缓的趋势，但其 5 年复合增长率达 10%

以上，其销售额从今年 Q2 开始小幅反超血液和造血系统用药销售额，并在 Q3

扩大差值，目前抗肿瘤药在样本医院药品销售占比中已稳居第二位。并且从分

季度情况来看，今年前三季度抗肿瘤药均保持环比增长状态，意味着其在样本

医院用药结构中仍保持持续上行态势。此外生物技术用药中的利妥昔单抗、曲

妥珠单抗、贝伐珠单抗等多个大分子靶向药其实也属于抗肿瘤药物，但在此并

未一起计入抗肿瘤药这一大类，若把这几个单抗类抗肿瘤药一起计入抗肿瘤药

这一治疗小类的话，抗肿瘤药 2018年前三季度销售额达 220亿以上，同比增长

9%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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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6：2012-2018前三季度样本医院抗肿瘤药销售情况 

 

资料来源：PDB，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图表 7：分季度看样本医院抗肿瘤药销售情况 

 
2016 2017 2018 

Q1 Q2 Q3 Q4 Q1 Q2 Q3 Q4 Q1 Q2 Q3 Q4 

销售额 

（亿元） 
53.79 56.81 59.93 56.31 56.64 61.14 66.60 58.64 60.57 65.97 70.19 / 

单季度 

同比增速 

(%) 

13.60 9.99 7.98 7.44 5.30 7.62 11.13 4.14 6.94 7.90 5.39 / 

 

资料来源：PDB，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1.2.3 心血管系统用药：占比下滑，持续调整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和发病年轻化现象的出现，我国高血压、高血脂和

冠心病患病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但其与心血管系统用药在样本医院销售情况

并不一致。从 2012-2018 前三季度样本医院销售数据来看，心血管系统用药销

售额增速下滑明显且快于样本医院整体药品市场销售额降幅，原因有以下两点：

1）销售市场分流造成样本医院销量增速下滑，由于心血管疾病慢病管理越来越

受到患者重视以及分级诊疗政策的推行，心血管系统用药销售从医院终端向零

售终端分流、从等级医院向基层医院分流；2）专利到期后仿制药上市销售造成

平均药价回落。分季度来看，近两年样本医院心血管系统用药销量变化不大，

但销售额下滑明显，也意味着药品降价与样本医院心血管系统用药占比下滑有

关。 

而 4+7 带量采购 31 个品种中心血管系统用药品种最多，包括阿托伐他汀、

瑞舒伐他汀、厄贝沙坦、氨氯地平、厄贝沙坦+氢氯噻嗪、卡托普利、福辛普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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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诺普利、氯沙坦、依那普利等 10个品种。此次带量采购药品降价幅度之大可

见国家实施带量采购政策的决心和新医保局为达到降低医保支出这一目的彰显

出的强势话语权，随着带量采购政策的推行以及未来带量采购地区、带量采购

品种的拓展，未来心血管系统用药价格将持续下行。 

 

图表 8：2012-2018 前三季度样本医院心血管系统用药销售情况 

 

资料来源：PDB，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图表 9：分季度看样本医院心血管系统用药销售情况 

 
2016 2017 2018 

Q1 Q2 Q3 Q4 Q1 Q2 Q3 Q4 Q1 Q2 Q3 Q4 

销售额 

（亿元） 
60.75 61.45 60.50 60.22 59.65 59.31 59.38 55.31 55.34 56.38 56.59 / 

单季度 

同比增速 

(%) 

8.04 3.92 0.78 0.25 -1.81 -3.48 -1.85 -8.15 -7.23 -4.94 -4.70 / 

销售量 

（亿） 
18.88 18.33 18.70 18.94 18.64 18.64 19.06 18.37 18.39 18.51 18.67 / 

单季度 

同比增速 

(%) 

7.33 2.06 -0.05 0.64 -1.27 1.69 1.93 -3.01 -1.34 -0.70 -1.94 / 

 

资料来源：PDB，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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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分小类看：第一销售梯队稳定，第二销售梯队调整 

从样本医院治疗小类销售情况来看，位于第一销售梯队的头孢菌素类、静

脉输注液及添加剂、免疫刺激剂、脑血管病用药和质子泵抑制剂依旧是销售额

排名前五的治疗小类，而抗代谢药、其他抗凝药、镇痛药、降血脂药、单克隆

抗体、造影剂等位于第二销售额梯队的小类均保持着较快增长，其中镇痛药、

单克隆抗体和降血脂药 5 年复合增长率均在 14%以上，近年来各治疗小类销售

额显著增长，在销售额排名榜上也前进较多。 

 

图表 10：2018年前三季度样本医院销售额排名前 20的治疗小类 

排

名 
治疗小类 所属大类 

2018年前三季度

销售额（亿元） 

2012年销

售额排名 

2012-2017 

CAGR 
品种举例 

1 头孢菌素类 抗感染药 94.94 1 2.38% 头孢唑肟、头孢他啶 

2 静脉输注液及添加剂 血液和造血系统用药 74.52 2 4.13% 氯化钠、氨基酸 

3 免疫刺激剂 免疫调节剂 65．86 4 7.02% 人免疫球蛋白、rhG-CSF 

4 脑血管病用药 神经系统用药 64.24 3 4.35% 丁苯酞、依达拉奉 

5 质子泵抑制剂 消化系统用药 52.74 5 7.64% 雷贝拉唑、艾普拉唑 

6 抗代谢药 抗肿瘤药 41.45 10 10.66% 培美曲塞、卡培他滨 

7 其他抗凝药 血液和造血系统用药 41.12 9 9.38% 氯吡格雷、利伐沙班 

8 镇痛药 神经系统用药 35.95 29 20.35% 地佐辛、瑞芬太尼 

9 降血脂药 心血管系统用药 34.65 16 14.51% 阿托伐他汀、瑞舒伐他汀 

10 植物药 抗肿瘤药 34.18 7 6.29% 紫杉醇、多西他赛 

11 单克隆抗体 生物技术用药 33.18 28 16.76% 利妥昔单抗、曲妥珠单抗 

12 痴呆治疗药 神经系统用药 32.15 12 8.55% 奥拉西坦、长春西汀 

13 肝病用药 消化系统用药 31.34 8 5.45% 异甘草酸镁、腺苷蛋氨酸 

14 造影剂 杂类 31.19 20 13.77% 碘克沙醇、碘海醇 

15 平喘药 呼吸系统药物 27.50 24 14.71% 布地奈德、孟鲁司特 

16 其他内酰胺类 抗感染药 26.21 14 8.92% 美罗培南、比阿培南 

17 免疫抑制剂 免疫调节剂 26.08 21 10.21% 他克莫司、吗替麦考酚酯 

18 青霉素类 抗感染药 25.57 11 2.54% 哌拉西林+他唑巴坦 

19 肿瘤疾病用药 抗肿瘤药 25.42 15 12.61% 参芪扶正注射液 

20 抗真菌药 抗感染药 23.80 27 11.14% 伏立康唑、卡泊芬净 
 

资料来源：PDB，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rhG-CSF：重组人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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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镇痛药：严格管控，理性发展  

    镇痛药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分为麻醉性镇痛药（主要为阿片类镇痛药）

和非麻醉性镇痛药。其中麻醉性镇痛药的过量使用会产生依赖性，因此国家对

其生产供应和终端使用都严格加以管理和限制。 

随着老龄化进程加快、患病人数增加，与此伴随的住院手术数量迅速增加，

从而带动镇痛药市场扩容。从 2012-2018 前三季度样本医院镇痛药销售情况来

看，其销售额近年来保持 15% 以上的快速增长，并且分季度来看近年同比也保

持着双位数增长态势，销售额排名榜上从 2012 年的 29 位快速上升至今年三季

度的第 8位，5年复合增长率高达 20%以上。 

未来在国家加强阿片类镇痛药管理的同时，整个镇痛药市场仍将保持理性

增长，主要原因有以下三点：1）多种疼痛用药需求仍有提升空间，随着人们对

于减轻疼痛、舒适生活的追求提升，那么头痛、关节痛、偏头痛、牙痛、肌肉

痛、神经痛等常见疼痛用药需求也将提升；2）癌痛规范化诊疗意识还有待提升，

大部分癌痛患者由于“癌痛不是病”的观念忽视癌痛治疗从而未能接受规范化

的镇痛治疗，患者正确认识癌痛以及合理用药理念有待转变；3）分娩镇痛普及

率有望提升，今年 11月国家卫健委发布《关于开展分娩镇痛试点工作的通知》，

将在 2018 至 2020 年于全国开展分娩镇痛试点，随着政策导向下试点工作推进

以及观念转变，分娩镇痛普及率有望提升。 

 

图表 11：2012-2018前三季度样本医院镇痛药销售情况 

 
资料来源：PDB，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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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2：分季度看样本医院镇痛药销售情况 

 
2016 2017 2018 

Q1 Q2 Q3 Q4 Q1 Q2 Q3 Q4 Q1 Q2 Q3 Q4 

销售额 

（亿元） 
8.07 9.16 9.46 9.15 9.38 10.33 11.04 10.30 10.58 12.34 13.03 / 

单季度 

同比增速 

(%) 

24.15 21.00 16.65 18.52 16.23 12.77 16.70 12.57 12.79 19.46 18.03 / 

 

资料来源：PDB，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1.3.2 单克隆抗体：日益主流，前景广阔  

近年来单抗药物凭借靶向性好、特异性高和毒副作用低等特点在临床使用

中所占比重日益加大，2017 年全球畅销药 TOP10中有 5 个药品都属于单克隆抗

体，单抗药物的全球市场发展迅速。从 2012-2018 前三季度样本医院单抗销售

情况来看，其近年来保持高速增长态势，5年复合增长率达 16%以上。 

单抗药物优异的临床疗效历经多年临床检验而日益获得医患认可，国家为

了降低药价进一步提高其患者可及性采取了系列措施，先是 2017年国家新版医

保目录纳入曲妥珠单抗、贝伐珠单抗、利妥昔单抗和雷珠单抗，后是 2018年抗

癌药医保准入专项谈判纳入西妥昔单抗。分季度来看今年前三季度单抗药物销

售额同比均保持大幅提升，其中 Q3同比高达 37%，可见去年纳入医保对单抗药

物在样本医院的放量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接下来再叠加西妥昔单抗放量，未

来国内单抗药物市场增长确定性较高。 

 

图表 13：2017 年全球畅销药 TOP10  图表 14：2012-2018 前三季度样本医院单抗销售情况 

 药品通用名 销售额（亿美元） 治疗小类 

1 阿达木单抗 189.08 单克隆抗体 

2 伊那西普 82.34 免疫抑制剂 

3 来那度胺 81.87 其他抗肿瘤药 

4 英夫利西单抗 77.34 单克隆抗体 

5 利妥昔单抗 75.08 单克隆抗体 

6 曲妥珠单抗 71.28 单克隆抗体 

7 贝伐珠单抗 67.96 单克隆抗体 

8 阿柏西普 62.58 其他眼科用药 

9 利伐沙班 61.51 其他抗凝药 

10 甘精胰岛素 60.19 胰岛素 
 

 

 
资料来源：PDB，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PDB，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0%

5%

10%

15%

20%

25%

30%

35%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样本医院单克隆抗体销售额（亿元） 增速



                                                                             

 2017 
 

敬请阅读本报告正文后各项声明                                                                                 12 

[Table_yemei] 医药生物行业数据解读 
 

图表 15：分季度看样本医院单克隆抗体销售情况 

 
2016 2017 2018 

Q1 Q2 Q3 Q4 Q1 Q2 Q3 Q4 Q1 Q2 Q3 Q4 

销售额 

（亿元） 
6.93 7.39 8.38 7.43 8.22 9.24 9.85 8.15 9.25 10.35 13.57 / 

单季度 

同比增速 

(%) 

18.87 10.46 13.70 8.15 18.61 25.03 17.54 9.69 12.53 12.01 37.77 / 

 

资料来源：PDB，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1.3.3 降血脂药：品种老化，增长放缓 

从 2012-2018 前三季度样本医院降血脂药销售情况来看，其销售增速明显

放缓，主要是由于降血脂药物市场多年来被临床降脂效果较好的多种他汀类药

物垄断造成品种难以升级替代，但协同领跑降血脂药物市场的阿托伐他汀和瑞

舒伐他汀已过专利期面临强大的仿制药冲击以及零售终端分流，从而导致样本

医院销售增长动力不足。随着降血脂药中的两大品种阿托伐他汀和瑞舒伐他汀

均已进入 2017 版医保目录和 2018 版基药目录，未来降血脂药的渠道下沉将提

速，基层放量将更为可观。 

 

 

图表 16：2012-2018前三季度样本医院降血脂药销售情况 

 

资料来源：PDB，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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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7：分季度看样本医院降血脂药销售情况 

 
2016 2017 2018 

Q1 Q2 Q3 Q4 Q1 Q2 Q3 Q4 Q1 Q2 Q3 Q4 

销售额 

（亿元） 
9.93 10.05 10.40 10.54 10.56 10.67 11.13 10.75 11.15 11.56 11.93 / 

单季度 

同比增速 

(%) 

12.20 9.72 6.01 6.04 6.34 6.17 7.02 1.99 5.59 8.34 7.19 / 

 

资料来源：PDB，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1.4. 分药品类型看：中药承压，价量下滑 

从 2012-2018 前三季度样本医院中药销售情况来看，其销售额和销售量增

速双双延续下滑态势且从 2017年以来负增长，分季度来看销售额和销售量同比

下滑有常态化趋势，中药板块面临调整，尤其是部分非治疗必须或者临床疗效

证据不充分的品种将继续承压。 

 

图表 18：2012-2018 前三季度样本医院中药销售情况 

 

资料来源：PDB，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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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9：分季度看样本医院中药销售情况 

 
2016 2017 2018 

Q1 Q2 Q3 Q4 Q1 Q2 Q3 Q4 Q1 Q2 Q3 Q4 

销售额 

（亿元） 
28.42 29.61 29.64 29.43 26.96 28.35 29.38 24.39 23.27 24.75 23.74 / 

单季度 

同比增速 

(%) 

6.72 2.39 -1.00 1.87 -5.14 -4.26 -0.88 -17.13 -13.69 -12.70 -19.20 / 

销售量 

（亿） 
13.73 13.77 14.17 14.36 13.34 13.40 13.95 12.78 12.17 12.23 12.03 / 

单季度 

同比增速 

(%) 

5.70 0.58 -2.14 0.56 -2.84 -2.69 -1.55 -11.00 -8.77 -8.73 -13.76 / 

 

资料来源：PDB，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2. 重点品种分析 

在医保控费的大背景下药品销售需要关注多个因素，首先是质量疗效好、

临床价值高的品种才有望突出重围，其次是纳入医保目录、基药目录等有助于

加快品种放量，最后是重视品种升级替代可以保持优势。 

从 2018年前三季度样本医院 TOP20品种销售情况来看，各品种销售持续分

化，销售额排名榜单动态变化，各品种的终端用量调整仍将继续。从样本医院

更多品种今年销售情况来看，他汀类、拉唑类、单抗类等品类中有多个药品增

长较快，此外，地佐辛、伏立康唑、培美曲塞、氟比洛芬、丁苯酞、碘克沙醇、

右美托咪定等多个单品也保持着较快增长。 

 

图表 20：2018年前三季度样本医院销售额排名前 20的药品销售情况  

排名 药品通用名 所属小类 
2017年销售额

（亿元） 

2018前三季度 

销售额（亿元） 

2018前三季度 

销售额同比增速 

1 氯化钠 静脉输注液及添加剂 31.39 23.46 -1.21% 

2 人血白蛋白 血液及相关制品 32.02 22.94 -5.87% 

3 氯吡格雷 其他抗凝药 23.95 18.03 -1.36% 

4 阿托伐他汀 降血脂药 22.09 17.82 7.50% 

5 紫杉醇 植物药 20.37 15.83 1.28% 

6 美罗培南 其他内酰胺类 18.01 14.23 2.48% 

7 地佐辛 镇痛药 16.34 13.94 14.45% 

8 恩替卡韦 抗肝炎病毒药 19.96 13.78 -1.46% 

9 伏立康唑 抗真菌药 15.07 13.10 14.81% 

10 泮托拉唑 质子泵抑制剂 17.73 12.83 -6.35% 

11 莫西沙星 喹诺酮类 14.50 12.22 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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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培美曲塞 抗代谢药 14.25 12.13 14.11% 

13 奥拉西坦 痴呆治疗药 17.43 11.43 -15.96% 

14 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复方 青霉素类 14.07 11.41 8.05% 

15 头孢哌酮+舒巴坦，复方 头孢菌素类 13.18 11.32 13.65% 

16 人免疫球蛋白 免疫刺激剂 14.08 10.93 2.68% 

17 多西他赛 植物药 13.12 10.40 4.15% 

18 艾司奥美拉唑 质子泵抑制剂 12.16 10.32 13.58% 

19 丙泊酚 全麻药 12.75 10.17 4.31% 

20 氨基酸，复方 静脉输注液及添加剂 13.40 10.02 -2.43% 
 

资料来源：PDB，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2.1. 氯吡格雷 

氯吡格雷是目前 PCI 术后抗血栓治疗中最常用的抗血小板药物之一。从

2012-2018 前三季度样本医院氯吡格雷销售情况来看，其销售增速持续下滑并

在今年三个单季度均保持同比负增长（2018Q1/Q2/Q3 同比增长分别为

-2.34%/-0.10%/-1.68%），2018年前三季度合计同比下滑 1.36%，主要是因为仿

制药竞争加剧导致药价下滑以及分级诊疗政策推进中渠道下沉导致样本医院销

量减少。 

从氯吡格雷生产厂家来看，乐普药业虽入场较晚但凭借低价策略已成功打

入市场，当前氯吡格雷竞争格局已从以前的赛诺菲、信立泰双寡头竞争演变至

现在的赛诺菲、信立泰、乐普药业三足鼎立。而信立泰和乐普药业的氯吡格雷

品种均已过一致性评价，未来在带量采购政策推广背景下氯吡格雷价格大概率

会继续下滑,同时国产氯吡格雷将加快进口替代之路。 

 

图表 21：2012-2018 前三季度样本医院氯吡格雷

销售情况 

 图表 22：2012-2018 前三季度样本医院氯吡格雷销售

额竞争格局 

 

 

 
资料来源：PDB，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PDB，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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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他汀类 

他汀类是国内外各大指南推荐首选的调脂药物，主要包括阿托伐他汀、瑞

舒伐他汀、匹伐他汀、普伐他汀、辛伐他汀等，其中阿托伐他汀和瑞舒伐他汀

合计占据 70%以上的市场份额。从 2012-2018 前三季度样本医院阿托伐他汀和

瑞舒伐他汀销售情况来看，这两个品种近年来均保持 10%左右的稳定增长。 

阿托伐他汀：近年来辉瑞、嘉林药业、天方药业销售占比位列前三，国产

仿制药进口替代较为缓慢。由于嘉林药业和新东港的阿托伐他汀已相继通过一

致性评价，随着医保控费、带量采购政策的推行将加大通过一致性评价品种的

采购量，后续国产阿托伐他汀将加快进口替代。 

瑞舒伐他汀：近年来阿斯利康、鲁南贝特、京新药业、正大天晴销售占比

位列前四，其中鲁南贝特市场份额提升明显。截至目前，已通过一致性评价的

厂家是正大天晴、京新药业、海正药业、先声东元药业，而鲁南贝特一致性评

价进度稍显落后，目前仍处在一致性评价申报阶段。待鲁南贝特顺利通过一致

性评价后瑞舒伐他汀竞争将更加激烈，不仅通过一致性评价品种替代原研药的

进度会加快，而且未来带量采购若按 4+7 带量采购中“唯一中标”和“低价中

标”推广，意味着有多个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国内厂家之间竞争也会加剧，那么

先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厂家在卡位战中会更占优势。 

 

图表 23：2012-2018 前三季度样本医院阿托伐他

汀销售情况 

 图表 24：2012-2018 前三季度样本医院阿托伐他汀销

售额竞争格局 

 

 

 
资料来源：PDB，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PDB，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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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5：2012-2018 前三季度样本医院瑞舒伐他

汀销售情况 

 图表 26：2012-2018 前三季度样本医院瑞舒伐他汀销

售额竞争格局 

 

 

 
资料来源：PDB，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PDB，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2.3. 拉唑类 

泮托拉唑、奥美拉唑、兰索拉唑、艾司奥美拉唑、雷贝拉唑、艾普拉唑等

拉唑类药物都属于质子泵抑制剂（PPI），能够抑制胃酸分泌，用于治疗胃酸相

关性疾病，临床用量巨大。2017 年样本医院 PPI 销售额过 70 亿，其中泮托拉

唑、奥美拉唑、兰索拉唑这 3 个品种上市较早，虽然销售额排名前三，但是占

比逐年下降，而截至今年前三季度，艾司奥美拉唑和雷贝拉唑销售额已实现反

超，销售占比升至第 2、3位，此外还有艾普拉唑由于注射剂上市较晚仍处于市

场培育期，可见 PPI 市场竞争非常激烈，产品升级替换仍在进行中，艾司奥美

拉唑、雷贝拉唑、艾普拉唑的上升势头较好，成长性更强。 

 

图表 27：2012-2018 前三季度样本医院质子泵抑制剂销售占比 

 

资料来源：PDB，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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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司奥美拉唑：是奥美拉唑的左旋异构体，在全球 PPI 市场销售额排名第一。

从 2012-2018前三季度样本医院销售情况来看，除去由于 2014年艾司奥美拉唑

专利到期和重庆莱美药业仿制药上市销售打破外企垄断造成样本医院销售额短

期波动之外，艾司奥美拉唑凭借相较于其他 PPI 具有疗程更短、疗效更稳定、

起效更快、药效更持久等优势，其样本医院销售额仍是较快增长的。从竞争格

局和剂型来看，正大天晴的艾速平®和奥赛康的奥西康®兼具剂型优势（相较于

莱美药业的胶囊剂和原研阿斯利康的片剂）和价格优势（相较于原研阿斯利康

的注射剂），因此上市以来样本医院市场份额扩大明显。随着今年以来朗木药业、

东阳光药、海思科、齐鲁制药等国内厂家的艾司奥美拉唑注射剂型相继获批，

未来国内厂家将继续加快进口替代步伐。 

 

图表 28：2012-2018 前三季度样本医院艾司奥美

拉唑销售情况 

 图表 29：2012-2018 前三季度样本医院艾司奥美拉唑

各剂型销售占比 

 

 

 
资料来源：PDB，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PDB，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图表 30：2012-2018前三季度样本医院艾司奥美拉唑销售额竞争格局 

 
资料来源：PDB，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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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贝拉唑：从 2012-2018 前三季度样本医院销售情况来看，雷贝拉唑销售额保

持快速增长。从竞争格局和剂型来看，2015年以前样本医院只有口服剂型销售，

包括片剂和胶囊剂，有 10多家企业参与竞争且市场份额都比较稳定，随着南京

长澳制药、山东罗欣药业、江苏奥赛康的注射剂型在 2014 年、2015 年相继获

批，雷贝拉唑市场格局重新洗牌，有注射剂型的这三家企业市场份额强势提升，

其他口服剂型生产厂家销售继续承压。 

 

图表 31：2012-2018 前三季度样本医院雷贝拉唑

销售情况 

 图表 32：2012-2018 前三季度样本医院雷贝拉唑各剂

型销售占比 

 

 

 
资料来源：PDB，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PDB，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图表 33：2012-2018前三季度样本医院雷贝拉唑销售额竞争格局 

 
资料来源：PDB，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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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替尼类 

替尼类药物是一类靶向小分子药物，目前在我国市场上常见的替尼类药物

有吉非替尼、伊马替尼、厄洛替尼、索拉非尼、舒尼替尼、埃克替尼、尼罗替

尼、达沙替尼、阿帕替尼等。从 2012-2018 前三季度样本医院销售情况来看，

近两年靶向小分子药物开启高速增长阶段，而且从分季度的量价关系来看，其

销售额的增长来源于各种控费降价压力之下终端销量的大幅增长，意味着进入

2017 版医保目录和 2018 版基药目录的吉非替尼、伊马替尼和埃克替尼的“以

量补价”之路还是可行的。 

 

图表 34：2012-2018 前三季度样本医院靶向小分

子药物销售情况 

 图表 35：分季度看样本医院靶向小分子药物销售情

况 

 

 
 

销售额 

（百万元） 

销售量 

（百万） 

平均药价 

（元） 

2016Q1 455.70 2.90 157.14 

2016Q2 462.17 3.05 151.53 

2016Q3 491.98 3.50 140.57 

2016Q4 457.60 3.58 127.82 

2017Q1 492.77 3.99 123.50 

2017Q2 552.92 4.61 119.94 

2017Q3 623.44 5.43 114.81 

2017Q4 613.36 5.84 105.03 

2018Q1 726.87 6.92 105.04 

2018Q2 767.64 7.31 105.01 

2018Q3 871.29 8.76 99.46 
 

资料来源：PDB，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PDB，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吉非替尼：是首个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酪氨酸激酶选择性抑制剂，用于

治疗非小细胞肺癌。从 2012-2018 前三季度样本医院销售情况来看，吉非替尼

销售额在 2015、2016年小幅下滑之后开启高速增长，2018年 Q1/Q2/Q3分别同

比增长高达 134%/93%/52%。从量价情况来看，经过 2016 年以来的价格调整，

吉非替尼的销量提升成为销售额增长的推动力，尤其是去年 9 月已执行了新的

医保目录以来吉非替尼平均价格基本稳定，进入医保目录红利释放、样本医院

销量大幅增长。叠加今年 11 月已执行新的基药目录，渠道下沉也将带动吉非替

尼终端销量进一步提升。从竞争格局来看，2017年齐鲁制药打破原研厂家阿斯

利康的垄断，齐鲁制药的市场份额逐步攀升，2018Q3 销量占比达 33%，未来有

望凭借价格优势在渠道下沉中市场份额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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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6：2012-2018 前三季度样本医院吉非替尼

销售情况 

 图表 37：分季度看样本医院吉非替尼销售情况 

 

 
 

销售额 

（万元） 

销售量 

（万） 

平均药价 

（元） 

2015 31938.03 66.27 481.94 

2016Q1 8270.09 17.14 482.50 

2016Q2 7812.84 16.17 483.17 

2016Q3 7276.43 23.04 315.82 

2016Q4 6366.97 26.42 240.99 

2017Q1 7834.19 32.64 240.02 

2017Q2 9849.18 42.64 230.98 

2017Q3 11808.11 54.34 217.30 

2017Q4 12465.49 58.90 211.64 

2018Q1 18319.03 84.90 215.77 

2018Q2 19011.86 89.96 211.34 

2018Q3 17998.94 88.50 203.38 
 

资料来源：PDB，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PDB，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图表 38：样本医院吉非替尼销售量占比情况 

 

资料来源：PDB，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伊马替尼：属于酪氨酸激酶抑制剂，是治疗慢性髓性白血病（CML）的一线用药。

从 2012-2018 前三季度样本医院销售情况来看，伊马替尼销售额稳步增长且近

两年增速回升。从量价情况来看，去年 9 月已执行新的医保目录以来伊马替尼

“以量补价”逻辑验证还算顺利，样本医院销量逐季增长。从竞争格局看，自

2013年诺华的原研伊马替尼专利到期，随后豪森药业、正大天晴、石药集团的

伊马替尼相继上市，国产仿制药凭借价格优势快速抢占原研药市场份额，截至

2018 年前三季度原研药销量市场份额降至 28%左右。随着进口替代之路渐窄以

及一致性评价进度相差不多，豪森药业和正大天晴之间的竞争将更加激烈。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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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伊马替尼已进入基药目录，未来基层市场放量也值得期待。 

 

图表 39：2012-2018 前三季度样本医院伊马替尼

销售情况 

 图表 40：分季度看样本医院伊马替尼销售情况 

 

 
 

销售额 

（万元） 

销售量 

（万） 

平均药价 

（元） 

2016Q1 15261.47 180.56 84.52 

2016Q2 15591.61 190.76 81.73 

2016Q3 16358.25 207.46 78.85 

2016Q4 14244.81 204.78 69.56 

2017Q1 15561.52 221.36 70.30 

2017Q2 16944.61 254.12 66.68 

2017Q3 19756.83 288.36 68.51 

2017Q4 18071.79 293.78 61.51 

2018Q1 19160.20 313.09 61.20 

2018Q2 19091.84 317.34 60.16 

2018Q3 21788.19 377.71 57.68 
 

资料来源：PDB，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PDB，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图表 41：样本医院伊马替尼销售量占比情况 

 

资料来源：PDB，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2.5. 抗肿瘤单抗类 

与国外单抗类药物主导抗肿瘤市场不同，国内仍以植物药和抗代谢药为主，

抗肿瘤用药结构仍在调整。单抗类抗肿瘤药凭借靶向性好、特异性高在抗肿瘤

药物市场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单抗类抗肿瘤药物有利妥昔单抗、曲妥珠单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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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伐珠单抗、西妥昔单抗、尼妥珠单抗、巴利昔单抗等，其中罗氏的利妥昔单

抗、曲妥珠单抗和贝伐珠单抗在样本医院销售额遥遥领先。分季度来看这三种

药物的量价情况，可见虽然谈判纳入医保后平均药价明显下滑，但样本医院销

量显著上升，推动销售额稳步增长。 

 

图表 42：2012-2018 前三季度样本医院利妥昔单

抗销售情况 

 图表 43：分季度看样本医院利妥昔单抗销售情况 

 

 
 

销售额 

（万元） 

销售量 

（万） 

平均药价 

（元） 

2016Q1 21730.76 2.96 7341.47 

2016Q2 23324.77 3.24 7199.00 

2016Q3 25946.57 3.99 6502.90 

2016Q4 23301.72 3.65 6384.03 

2017Q1 26034.52 4.80 5423.86 

2017Q2 28052.47 5.58 5027.32 

2017Q3 29607.36 6.01 4926.35 

2017Q4 23850.41 8.10 2944.50 

2018Q1 28250.72 10.36 2726.90 

2018Q2 29104.91 10.79 2697.40 

2018Q3 33129.17 13.22 2505.99 
 

资料来源：PDB，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PDB，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图表 44：2012-2018 前三季度样本医院曲妥珠单

抗销售情况 

 图表 45：分季度看样本医院曲妥珠单抗销售情况 

 

 
 

销售额 

（万元） 

销售量 

（万） 

平均药价 

（元） 

2016Q1 17166.57 0.90 19093.06 

2016Q2 18233.16 0.90 20243.32 

2016Q3 19632.88 0.99 19831.19 

2016Q4 18671.72 0.94 19863.54 

2017Q1 20800.75 1.12 18572.10 

2017Q2 24304.80 1.34 18137.91 

2017Q3 24996.18 1.77 14122.14 

2017Q4 18604.60 2.40 7751.92 

2018Q1 21512.17 2.96 7267.63 

2018Q2 23963.11 3.20 7488.47 

2018Q3 43871.67 7.54    5818.52 
 

资料来源：PDB，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PDB，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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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6：2012-2018 前三季度样本医院贝伐珠单

抗销售情况 

 图表 47：分季度看样本医院贝伐珠单抗销售情况 

 

 
 

销售额 

（万元） 

销售量 

（万） 

平均药价 

（元） 

2016Q1 10302.29 1.99 5177.03 

2016Q2 10090.37 1.95 5174.55 

2016Q3 12349.41 2.38 5188.83 

2016Q4 11030.58 2.13 5178.68 

2017Q1 12233.07 2.51 4873.73 

2017Q2 15128.15 3.13 4833.27 

2017Q3 15247.99 4.02 3793.03 

2017Q4 14700.16 6.92 2124.30 

2018Q1 18340.36 9.18 1997.86 

2018Q2 23044.73 11.53 1998.68 

2018Q3 28597.99 14.34 1994.28 
 

资料来源：PDB，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PDB，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3.部分上市公司产品分季度销售情况 

样本医院数据库主要是统计选取的三级医院用药情况，因此在对部分区域

性销量差别明显、医院等级用量差别较大的药品进行销量放大时存在一定偏差，

而且也没有统计到零售市场和基层市场药品销售情况，因此在对药品进行整体

销量预估时也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但可以从样本医院药品销售了解一下上市

公司重点品种的放量情况以及公司的经营情况。 

 

图表 48：部分上市公司销售额排名靠前的品种今年销售情况 

公司 主要品种 
2017年销售额 

（亿元） 

2018Q1 

同比增速 

2018（Q1+Q2） 

同比增速 

2018（Q1+Q2+Q3）

同比增速 

恒瑞医药 

 

右美托咪定 6.37 3.92% 5.02% 7.42% 

多西他赛 5.63 26.61% 25.95% 20.85% 

苯磺顺阿曲库铵 4.79 1.80% 6.78% 7.67% 

碘克沙醇 4.15 43.48% 51.03% 48.20% 

碘佛醇 4.15 7.37% 8.72% 5.57% 

伊立替康 3.10 23.19% 26.90% 25.65% 

奥沙利铂 2.32 -3.64% -3.48% -3.89% 

阿帕替尼 1.60 65.63% 60.00% 66.96% 

华东医药 泮托拉唑 3.78 6.67% 8.70% 5.88% 

阿卡波糖 3.16 14.29% 12.93% 10.30% 

吗替麦考酚酯 2.67 15.87% 16.67% 15.08% 

他克莫司 2.45 33.33% 33.04% 27.62% 

环孢素 2.19 3.85% 3.77% 4.24% 

丽珠集团 参芪扶正注射液 5.29 -33.33% -36.82% -4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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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促卵泡素 2.36 4.88% 3.51% 8.94% 

艾普拉唑 2.25 35.56% 27.45% 23.49% 

鼠神经生长因子 1.36 -51.28% -44.74% -39.29% 

亮丙瑞林 2.15 16.67% 20.00% 20.00% 

伏立康唑 1.14 51.85% 33.96% 19.77% 

科伦药业 氯化钠 4.38 3.74% 2.30% 1.22% 

氨基酸，复方 2.13 -31.48% -31.53% -29.41% 

丙氨酰谷氨酰胺 1.36 -11.76% -21.43% -16.98% 

奥硝唑 1.35 -15.15% -14.71% -14.29% 

葡萄糖 1.27 -3.13% -6.15% -8.25% 

葡萄糖电解质，复方 0.66 -17.65% -20.59% -22.00% 

艾司西酞普兰 0.41 11.11% 5.26% -3.33% 

果糖 0.35 -33.33% -22.22% -18.52% 

华润双鹤 喷他佐辛 1.46 33.33% 39.13% 41.28% 

匹伐他汀 1.34 -14.71% -10.29% -6.86% 

氯化钠 1.30 -6.45% -15.87% -25.25% 

氨基酸，复方 0.89 0.00% -2.22% -2.94% 

左氧氟沙星 0.77 -33.33% -31.82% -29.03% 

氨氯地平 0.31 0.00% -6.25% -4.35% 

信立泰 氯吡格雷 7.22 -3.89% -3.32% -3.31% 

比伐芦定 0.69 18.75% 36.36% 34.62% 

头孢西丁 0.52 -28.57% -25.93% -29.27% 

头孢吡肟 0.47 -35.71% -42.31% -47.37% 

京新药业 瑞舒伐他汀 0.76 -22.73% -17.07% -15.25% 

舍曲林 0.40 10.00% 15.79% 13.33% 

地衣芽孢杆菌 0.14 0.00% 14.29% 9.09% 

人福医药 瑞芬太尼 4.28 8.25% 12.20% 13.27% 

舒芬太尼 3.66 13.25% 16.67% 15.69% 

芬太尼 0.25 0.00% 0.00% -5.26% 

亚叶酸 0.42 -27.27% -36.36% -38.24% 

小牛血去蛋白提取物 0.38 -33.33% -30.00% -26.67% 

恩华药业 咪达唑仑 1.30 21.88% 15.63% 13.27% 

依托咪酯 1.11 30.43% 33.33% 25.93% 

右美托咪定 0.49 150.00% 131.58% 112.12% 

乐普医疗 氯吡格雷 2.55 1.56% 3.94% 4.15% 

阿托伐他汀 0.31 14.29% 6.67% 4.17% 

贝达药业 埃克替尼 2.98 53.23% 48.12% 48.60% 

长春高新 重组人生长激素 2.87 16.39% 19.38% 18.06% 

奥曲肽 0.21 0.00% 0.00% -12.50% 

人促卵泡激素 0.18 25.00% 20.00% 69.23% 

安科生物 重组人生长激素 0.71 26.67% 22.58% 16.98% 

康弘药业 康柏西普 2.17 29.79% 31.37% 30.49% 

文拉法辛 0.95 4.35% 4.26% 6.94% 

莫沙比利 0.57 -13.33% -16.67% -1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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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立哌唑 0.48 0.00% 0.00% 5.56% 

德展健康 阿托伐他汀 3.84 4.30% 7.98% 9.82% 

双鹭药业 复合辅酶 10.63 -39.30% -39.29% -39.62% 

胸腺五肽 1.69 -49.02% -46.88% -45.26% 

白介素-2 0.60 -35.71% -38.71% -39.58% 

重组人粒细胞集落刺激

因子 

0.35 25.00% 25.00% 19.23% 

中国生物制药 

（01177.HK） 

氟比洛芬 11.37 12.35% 15.37% 12.80% 

恩替卡韦 8.78 -8.48% -5.26% -6.00% 

异甘草酸镁 8.19 -12.89% -11.88% -12.52% 

前列地尔 6.69 -36.63% -32.49% -30.96% 

骨化三醇 2.84 -1.43% 1.43% 1.40% 

比阿培南 2.82 -3.85% -8.67% -9.37% 

混合糖+电解质，复方 2.30 -25.81% -25.20% -27.47% 

贝前列表 1.89 2.27% 5.43% 2.82% 

雷替曲塞 1.57 16.67% 27.63% 34.45% 

帕洛诺司琼 1.45 -50.00% -48.75% -51.22% 

艾司奥美拉唑 1.41 381.82% 210.26% 122.47% 

甘草酸二铵 1.28 -15.63% -7.94% -3.06% 

唑来磷酸 1.23 25.93% 30.36% 26.37% 

噻托溴铵 0.79 15.00% 12.82% 11.86% 

卡培他滨 0.67 -17.65% -9.68% -13.46% 

瑞舒伐他汀 0.67 5.88% 6.06% 2.00% 

三生制药 

（01530.HK） 

重组人血小板生成素 5.23 82.47% 81.86% 73.44% 

重组人Ⅱ型肿瘤坏死因

子受体-抗体融合蛋白 
3.02 31.25% 33.09% 27.85% 

重组人促红细胞生成素 2.98 -16.67% -12.34% -10.43% 

石药集团 

（01093.HK） 

丁苯酞 10.71 17.28% 16.80% 13.08% 

奥拉西坦 6.67 -6.88% -8.93% -10.94% 

美罗培南 2.11 -13.33% -18.26% -14.29% 

聚乙二醇化重组人粒细

胞集落刺激因子 

2.05 187.10% 158.67% 136.03% 

 左氨氯地平 1.2 -6.25% -3.28% -2.22% 
 

资料来源：PDB，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4.风险提示 

药品降价幅度超预期； 

政策风险； 

药品销售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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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引用、刊发或转载本报告，需注明出处为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何有悖原意的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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