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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通过分析�药物经济学�杂志文献发表热点,寻求药物经济学研究的动向。方法:以文

献标题为研究对象, 运用 FoxPro 2�5 数据库系统对标题主题词进行分类统计。结果: 药物经济学

文献中理论方法研究占 15�04% ,应用研究占 60�96% ,其它占 24�00%, 其中方法研究最多者为成

本- 效用分析, 占理论方法文献的 16%,应用研究中疾病以中枢系统、免疫系统、呼吸系统为主,药

物以抗微生物用药、作用于血液系统的药物、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的药物为主。结论:药物经济学

研究热点是: � 疾病和药物的药物经济学评价; � 成本- 效用分析的方法和应用研究; � 疾病中的
精神性疾病、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感染、哮喘等慢性病; �药物中的抗微生物药、化疗辅助用药、抗精

神病药等; �处方管理和药品消耗控制。其中理论方法研究和应用研究比例趋于稳定;疾病和药物

的经济学研究倾向于建立某类疾病或某类药物的经济学模型;生命质量理论研究趋于成熟而应用

日益广泛;药物的流行病学研究可能成为新的研究生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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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药物经济学起源于卫生经济学,自本世纪

80年代初发展成为独立学科后, 在药学实践中

发挥了重要的评价指导作用。目前国内外涉及

药物经济学研究的杂志很多, 但文献大多比较

分散, 如国内的�药学实践杂志�1995年开辟药
物经济学专栏后,每年发表若干篇文献,国外的

�药师� ( Am- Pham . )、�临床治疗学�( Clin -

T her)等杂志每年也只有几篇文献报道。美国

出版的�药物经济学� ( PharmacoEconomics) 杂

志目前是国内外唯一的以介绍药物经济学理论

和应用为主的专业杂志, �药物经济学�杂志上

发表的文章基本上反映了全球药物经济学研究

的方向和现状。本研究以�药物经济学�杂志为

研究对象,对自 1992年起创刊 7年来所发表的

文章进行统计分析, 得出近期国际上药物经济

学研究的热点和方向, 供从事药物经济学研究

的人员参考。

1 � 资料和方法

通过 Internet网访问�药物经济学�杂志主

页,将 1992 年 1 月~ 1998年 5月期间发表于

该杂志上的全部文献标题下载到软盘上, 总共

获得 871篇文献。按照文献标题提示的研究重

点,将文献分成 3 大类(理论方法研究、应用研

究及其它研究)。运用 FoxPro 2�5数据库系统
建立主题词数据库,统计相应主题词出现频率,

找出 3类研究的发展状况, 并对各类研究的重

点、涉及疾病和药物进行深入研究,从中归纳出

药物经济学研究的热点, 初步揭示今后研究发

展方向。

2 � 结果

2�1 � 总体情况
将药物经济学有关概念、原理、准则、方法

的不涉及具体疾病或药物的研究以及有关分析

模型列入理论方法研究类; 药物经济学方法在

疾病和药物评价中的应用列入应用研究,其余

(如药政管理,制药工业,药物流行病学等)归为

其它类。文献分类情况见表 1(百分比为当年

所占比重,合计百分比为总比重)。

分别计算理论方法文献和应用文献在各年

文献数中所占比例,并计算各自的累积比例(以

理论研究为例:累积比例= 理论研究文献数/文

献总数 � 100%) ,将比例对年份作图,结果见图

1。

2�2 � 理论方法研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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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 理论与应用研究比重分布曲线
� � � 各年理论研究比重 � � � 理论研究累积比重 � � � 各年应用研究比重 � � � 应用研究累积比重

表 1 � �药物经济学�文献分类

年份 文献数
理论方法类

数量 百分比( % )

应用类

数量 百分比( % )

其它类

数量 百分比( % )

1992 134 39 29�10 65 48�51 30 22�39

1993 99 12 12�12 68 68�69 19 19�19

1994 164 18 10�98 101 61�59 45 27�43

1995 125 12 9�60 87 69�60 26 21�80

1996 156 19 12�18 89 57�05 58 30�77

1997 138 21 15�22 92 66�67 25 18�11

1998 55 10 18�18 29 52�73 16 29�09

合计 871 131 15�04 531 60�96 209 24�00

� � 药物经济学理论研究涉及很广,难以作出

分类统计, 而方法研究则有可比性。考察各年

药物经济学 4大基本研究方法(最小成本分析、

成本- 效果分析、成本- 效益分析、成本- 效用

分析)的研究情况,分别计算占各年理论方法研

究的比重,结果见下表:

表 2 � 药物经济学基本方法研究情况

年份 理论文献数
最小成本

数量 百分比( % )

成本- 效果

数量 百分比( % )

成本- 效益

数量 百分比( % )

成本- 效用

数量 百分比( % )

1992 39 0 0 3 7�7 2 5�2 10 25�9

1993 12 0 0 2 16�7 0 0 3 25�0

1994 18 0 0 2 11�1 0 0 1 5�6

1995 12 0 0 2 16�7 0 0 2 16�7

1996 19 0 0 2 10�5 1 5�3 1 5�3

1997 21 1 4�8 4 19�0 0 0 2 9�5

1998 10 0 0 2 20�0 1 10�0 2 20�0

合计 131 1 0�76 17 13�0 4 3�1 21 16�0

2�3 � 疾病的药物经济学研究
对文献标题中所涉及的疾病进行分类统

计,共有 396篇文献研究了 9大类疾病,按各类

文献篇数多少排序,结果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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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主要疾病研究情况表(单位:篇)

年份 总数
疾病种类

中枢系统 免疫系统 呼吸系统 循环系统 消化系统 泌尿系统 肿瘤 内分泌疾病 血液病

1992 34 7 5 6 7 3 1 6 0 0

1993 41 3 6 8 5 6 2 6 1 1

1994 76 4 8 6 7 12 2 5 16 5

1995 60 10 8 6 8 7 17 3 0 1

1996 77 10 8 18 6 5 7 7 2 4

1997 81 24 11 3 9 5 6 6 2 5

1998 27 7 3 0 3 1 2 0 0 3

总计 396 65 51 47 45 39 37 33 21 19

2�4 � 药物的经济学评价
将文献中所研究的药物按�新编药物学�

(第十四版)分类方法进行分类, 共有 19 类药

物,在 245篇讨论药物的文献中,研究最多的是

抗微生物用药,其次是血液系统用药、主要作用

于中枢神经系统药物和主要作用于循环系统药

物。具体情况见下表。

表 4 � 重点药物研究情况表(单位:篇)

年份 抗微生物药 作用于血液系统影响造血功能药 主要作用于中枢神系统药 主要作用于循环系统药

1992 10 7 4 5

1993 9 4 4 1

1994 7 13 3 4

1995 12 5 8 0

1996 8 6 6 2

1997 7 6 9 12

1998 6 2 5 1

合计 59 43 39 25

3 � 讨论
3�1 � 理论和方法研究
� � 从图 1可以看出,理论方法研究是 1992年

�药物经济学�发表的热点, 比重达到全年文献

的近三分之一, 1993年则锐减, 以后缓慢下降,

究其主要原因可能是杂志创刊之初以引进、宣

传、介绍药物经济学理论方法为重点,故在有关

文献数量上与其他年份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3�1�1 � 药物经济学 4大基本方法(最小成本、

成本- 效果、成本- 效益、成本- 效用)研究依

然是理论方法研究的重点。在历年理论研究中

所占比例分别为 38�5%、41�7%、16�7%、
33�3%、21�1%、33�3%、50�0%, 总比 重为

32�8%,可见 1993年 4大方法研究是药物经济

学理论研究的热点。从表 2 可以看出, 4 种方

法中成本- 效用分析文献数最多为 21篇,占整

个理论方法研究的 18�2% ,主要贡献是生命质

量研究, 共有 16 篇, 1992 年就有 9 篇; 其次是

成本- 效果分析 17篇,且呈上升趋势; 再次成

本- 效益分析,只有 4篇,均为采用生存质量调

整年( QALYs)方法进行研究; 而最小成本分析

7年中只有 1篇。对基本研究方法的重视说明

药物经济学研究中如何进行成本测量目前仍是

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特别是对刚开展药物经

济学研究的我国学者来说, 这一点尤为重要。

3�1�2 � 统计学作为药物经济学的基础学科受
到重视。有关统计学和数学计算方法、数据处

理模型的文献共有 13篇,在整个理论方法研究

中亦占有不小比重。

3�1�3 � 药物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和前途深受研
究者的关注。有关对现在、未来工作的思考、药

物治疗的经济学评价、药物经济学结论的可信

度、药物经济学研究的偏见和易出现的偏差等

的文章占有较大比重。

3�1�4 � 其它药物经济学评价方法。包括各种
研究指标和标准在内共有 21篇。如统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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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定量指标的确定、按人头计算的效果、短期健

康效果的衡量等等。

3�2 � 应用研究
从图 1还可以看出, 与理论研究相比,药物

经济学的应用研究文献数在各年比重分布呈波

浪式而变动不大, 累积比重则稳中有升。自

1994年起基本保持在 60% 左右。按科学文献

的逻辑斯蒂曲线增长规律,疾病和药物的经济

学研究已趋成熟,需待有新的生长点(如有新的

研究方法、新的疾病谱)方能在数量上有所突

破。排除主题词含糊的文献(如某疾病的药物

经济学, 某药物的经济学评价等)外,成本研究

应用在整个研究中所占比例最高, 为 20�9% ,

在 111篇成本应用文献中限定研究范围的有成

本控制(节约) 12篇, 间接成本 8篇, 总成本和

隐性成本各 3篇,亦有研究住院成本、医院管理

成本、追加成本的文献,其余为疾病或药物的成

本测量。成本- 效用分析应用研究排在第二

位,共 71篇, 其中生命质量研究应用 59 篇, 涉

及 11类疾病,有关文献数依次为中枢神经系统

9篇,肿瘤 8篇,呼吸系统、消化系统、泌尿系统

各 7篇,循环系统 6篇。

自表 3可以看出,疾病的药物经济学研究

以中枢神经系统、免疫系统、呼吸系统、循环系

统等慢性疾病为重点, 这与人类疾病谱是一致

的, 从而进一步证明药物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意

义。疾病的药物经济学研究有较明显的年度差

异特点。如 1992~ 1995年呼吸系统疾病研究

的重点是哮喘, 而自 1996 年起则转向流感。

1994年关于肥胖症的研究多达 14篇, 是该年

研究最多的疾病; 1995 年泌尿系统疾病的 17

篇文献集中讨论了糖尿病。有些疾病研究的重

点基本不变,如免疫系统的 51篇文献中, 历年

研究工作均围绕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HIV 感染

和器官移植展开;循环系统则主要研究慢性心

衰和心肌梗塞。近两年研究较多的疾病是肝炎

和精神性疾病。

从表 4的数据可以看出抗生素的使用一直

是合理用药的研究重点, 占药物研究文献的

24�1% ,体现了药物经济学研究�将有限的卫生

资源发挥最大社会效益�的宗旨。由于癌症化

疗病人的生命质量越来越受到重视, 化疗的辅

助用药- 影响血液系统和造血功能的药物成为

药物经济学的另一重点,比重为 17�6%。老药
的经济学评价虽然占有多数, 但新药的药物经

济学研究比重逐渐增大。

药物经济学的模型研究仅涉及呼吸、消化、

泌尿、血液、肿瘤、血液系统疾病, 且数量较少,

目标判断分析系统( SOJA)应用研究较多, 有 4

篇。此外还有用于决策分析的 Battelle 模型、

Markvo 模型。

3�3 � 其他
在有关药政管理的文献中, 处方管理 55

篇,药品消耗 27 篇, 国家药品补助、偿还政策

23篇,寡用药物 5篇。对药物经济学政策研究

最为深入的国家是澳大利亚,共 13篇, 其次是

加拿大。关于药品工业生产的文献有 17篇,其

中研究的重点是如何为药品制定合适的价格。

4 � 结论

通过对�药物经济学�创刊来发表文献的查

阅和调研,可以看出�药物经济学�杂志研究的
范围很广,研究领域也不断扩展。其热点是: �

疾病和药物的药物经济学评价; � 成本- 效用

分析的方法和应用研究; � 疾病中的精神性疾
病、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感染、哮喘等慢性病; �

药物中的抗微生物药、化疗辅助用药、抗精神病

药等; �处方管理和药品消耗控制。其中理论

方法研究和应用研究比例趋于稳定; 疾病和药

物的经济学研究倾向于建立某类疾病或某类药

物的经济学模型; 生命质量理论研究趋于成熟

而应用日益广泛; 药物的流行病学研究可能成

为新的研究生长点。
(收稿: 1999- 02-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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