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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事项】 

◆ 7月 1日，国家卫健委会同国家中医药局共同发布了《第一批国家重

点监控合理用药药品目录（化药及生物制品）》，旨在加强合理用药管

理以及用于公立医院考核等工作中。同时对各地提出以下 4点要求：

1）制定各省级和各医疗机构目录；2）重点监控目录内药品的临床使

用；3）加强目录外药品的处方管理；4）加强药品临床使用监测和绩

效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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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与 2018 年 12 月 12 日国家卫健委发布《关于做好辅助用药临床应用管理

有关工作的通知》中提出的“国家辅助用药目录”不同，这次印发的目录名称

是“国家重点监控合理用药药品目录”，由“辅助用药”变为“合理用药”，虽

然语调稍为缓和，但基本思路还是一致的。 

此次国家重点监控合理用药药品目录包含 20 个品种，2018 年样本医院端

合计销售额达 138.25 亿元，同比下滑 25.38%，所有品种销售额均大幅下滑，

其中神经节苷脂、磷酸肌酸钠、复合辅酶、鼠神经生长因子、胸腺五肽、骨肽、

马来酸桂哌齐特等品种销售额同比下滑 30%以上。 

 

图表 1：第一批国家重点监控合理用药药品目录(化药及生物制品)销售额和竞争格局 

药品名称 

2018年样本

医院销售额

（亿元） 

2018年销售额

同比增长 
所属治疗小类 前五大厂家占比 

神经节苷脂 12.69  -35.60% 脑血管病用药 
齐鲁制药 60.03%、哈尔滨医大药业 14.22%、西南药

业 7.16%、北京赛升 5.73%、长春翔通 5.10% 

脑苷肌肽 7.62  -17.85% 其他神经系统用药 四环制药 70.20%、振澳制药 18.79% 

奥拉西坦 14.86  -14.75% 痴呆治疗药 

石药欧意 39.97%、世信药业 23.00%、哈三联 22.57%、

健朗药业 6.59%、河北医科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中心

5.89% 

磷酸肌酸钠 11.85  -30.44% 其他心血管系统用药 
英联生物 35.17%、奇力制药 23.69%、哈尔滨莱博通

23.32、天成药业 8.20%、Alfa Wassermaan6.92% 

小牛血清去蛋白 5.82  -29.06% 
脑血管病用药 

其他眼科用药 
奥鸿药业 100% 

前列地尔 12.90  -27.68% 周围血管扩张药 
北京泰德 36.86%、重庆药友 18.15%、力邦制药

12.20%、哈药集团 10.81%、育华药业 9.63% 

曲克芦丁脑蛋白水解物 5.52  -3.00% 痴呆治疗药 四环制药 100% 

复合辅酶 6.59  -38.01% 其他心血管系统用药 双鹭药业 100% 

丹参川芎嗪 7.13  -9.78% 其他血管扩张药 
贵州拜特 46.32%、贵州景峰 32.13%，四长制药

21.54% 

转化糖电解质 4.55  -16.92% 静脉输注液及添加剂 
扬子江药业集团上海海尼 79.27%、四川美大康佳乐

20.73% 

鼠神经生长因子 8.38  -31.56% 其他神经系统用药 
舒泰神 32.75%、未名生物 30.13%、海特生物 26.83%、

丽珠制药厂 10.30% 

胸腺五肽 6.56  -38.17% 免疫刺激剂 
海南中和 34.81%、双鹭药业 16.12%、世桥生物

15.28%、华龙生物 10.26%、国药一心 9.55% 

核糖苷酸 II 8.00  -20.60% 免疫刺激剂 吉林敖东 100% 

依达拉奉 9.58  -14.20% 脑血管病用药 
先声东元 53.06%、博大制药 16.01%、扬子江 9.26%、

天泉药业 5.87%、国药集团国瑞药业 5.56% 

骨肽 2.21  -39.18% 其他骨骼与肌肉用药 
江世药业 35.29%、哈三联 32.16%、珍宝岛 26.95%、

南京新百 1.72%、威仕生物 1.01% 

脑蛋白水解物 1.87  -29.78% 痴呆治疗药 
哈三联 21.53%、智同生物 14.55%、隆赋药业 12.73%、

吉林万通 11.03%、普德药业 9.31% 

核糖苷酸 0.03  26.91% 免疫刺激剂 澳亚生物 70.07%、天致药业 12.21%、南京新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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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8%、卫星之遥 5.55% 

长春西汀 6.25  -8.46% 痴呆治疗药 
润弘制药 56.33%、Gedeon Richter25.81%、智同生

物 5.86%、五洲通药业 3.11%、遂成药业 3.07% 

小牛血去蛋白提取物 1.93  -27.74% 
其他眼科用药 

脑血管病用药 

康乃尔药业 33.71%、圣泰生物 29.11%、兴齐眼药

16.72%、人福药业 14.84%、江世药业 4.58% 

马来酸桂哌齐特 3.91  -36.65% 周围血管扩张药 
四环制药 92.28%、金山生物 4.12%、一格制药 2.83%、

海思科 0.55%、齐鲁制药 0.24% 
 

资料来源：卫健委官网,PDB,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国家卫健委在通知中提到对于中药、中医类别医师应当按照《中成药临床

应用指导原则》《医院中药饮片管理规范》等，遵照中医临床基本的辨证施治

原则开具中药处方，虽然并未将中药列入此次公布的第一批国家重点监控合理

用药药品目录中，但中药的临床疗效问题仍是有待证明，尤其是中药注射剂的

安全性更为重要。在政府部门日趋严格的监管下，中药注射剂在中国公立医疗

机构终端的销售额规模回落，2018年下降至937.71亿元，同比下滑8.54%。我

们认为后续再接着出台中成药部分的合理用药目录也是有可能的，即使不出台

目录，中药管控的力度也不会放松。 

 

图表 2：2013-2018年我国公立医疗机构终端中药注射剂销售情况 

 

资料来源：米内网，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随着第一批国家重点监控合理用药药品目录的出台以及后续目录的动态

调整，临床药品使用结构持续调整中，未来只有临床疗效确定的品种才能在政

策筛选以及引导下占领市场，也促使药企加快一致性评价工作以及在药品研发

过程中注重临床疗效，从而提升上市药品质量。 

 

【风险提示】 
BE试验不及预期风险； 

药品研发过程中临床疗效不及预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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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具有中国证监会核准的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 

分析师申明： 

作者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或相当的专业胜任能力，保证报告所采用的数据均来

自合规渠道，分析逻辑基于作者的职业理解，本报告清晰准确地反映了作者的研究观点，力求独立、客观和

公正，结论不受任何第三方的授意或影响，特此声明。 

 

投资建议的评级标准： 

报告中投资建议所涉及的评级分为股票评级和行业评级（另有说明的除外）。评级标准为报告发布日后3到12

个月内的相对市场表现，也即：以报告发布日后的3到12个月内的公司股价（或行业指数）相对同期相关证

券市场代表性指数的涨跌幅作为基准。其中：A股市场以沪深300指数为基准；新三板市场以三板成指（针对

协议转让标的）或三板做市指数（针对做市转让标的）为基准；香港市场以恒生指数为基准；美国市场以标

普500指数为基准。 

 

股票评级 

买入：相对同期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性指数涨幅15%以上； 

增持：相对同期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性指数涨幅介于5%～15%之间； 

中性：相对同期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性指数涨幅介于-5%～5%之间； 

减持：相对同期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性指数涨幅介于-15%～-5%之间； 

卖出：相对同期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性指数跌幅15%以上。 

 

行业评级 

强于大市：相对同期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性指数涨幅10%以上； 

中性：相对同期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性指数涨幅介于-10%～10%之间； 

弱于大市：相对同期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性指数跌幅10%以上。 

 

免责声明： 

本研究报告由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制作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省除

外）发布。 

本研究报告仅供本公司的客户使用。本公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本公司的当然客户。 

本研究报告是基于本公司认为可靠的且目前已公开的信息撰写，本公司力求但不保证该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

性，客户也不应该认为该信息是准确和完整的。同时，本公司不保证文中观点或陈述不会发生任何变更，在

不同时期，本公司可发出与本报告所载资料、意见及推测不一致的报告。本公司会适时更新我们的研究，但

可能会因某些规定而无法做到。除了一些定期出版的报告之外，绝大多数研究报告是在分析师认为适当的时

候不定期地发布。 

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也没有考虑到个别客户特殊

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求。客户应考虑本报告中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若有必要应寻

求专家意见。本报告所载的资料、工具、意见及推测只提供给客户作参考之用，并非作为或被视为出售或购

买证券或其他投资标的的邀请或向人作出邀请。 

本报告中提及的投资价格和价值以及这些投资带来的收入可能会波动。过去的表现并不代表未来的表现，未

来的回报也无法保证，投资者可能会损失本金。外汇汇率波动有可能对某些投资的价值或价格或来自这一投

资的收入产生不良影响。 

那些涉及期货、期权及其它衍生工具的交易，因其包括重大的市场风险，因此并不适合所有投资者。 

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所引致的任何损失负任何责任，投资者需自行

承担风险。 

本报告主要以电子版形式分发，间或也会辅以印刷品形式分发，所有报告版权均归本公司所有。未经本公司

事先书面授权，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发或公开传播本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将报

告内容作为诉讼、仲裁、传媒所引用之证明或依据，不得用于营利或用于未经允许的其它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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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删节和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