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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是一种常见的精神疾病，属情感性障碍，主

要表现为显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近年来，抑郁症的发

病率呈上升趋势，药物及酒精滥用、自杀和心血管疾病

发病率的增加也与抑郁症相关[1]。根据世界精神病协会

的统计显示，全球抑郁症患者正以每年11.3％的增长率

不断增加，预计到 2020年，抑郁症将成为仅次于心血管

疾病的危害人类健康的第二大疾病，将占全部疾病总负

担的5.7％[2]。流行病学资料显示，西方国家抑郁症的终

身患病率约为16％，而国内一项面对四省市区域人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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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了解浙江省抗抑郁药的使用情况，为促进临床合理用药提供参考。方法：采用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限定日剂量

（DDD）分析法，对浙江省11家医院2013－2017年抗抑郁药的销售金额、主要品种、用药频度（DDDs）和日均费用（DDC）及排序比

（B/A值，即为某药品销售金额排序/某药品DDDs排序，该值＜1说明药品价格较高，反之说明药品价格较低）等进行统计分析。结

果：浙江省11家医院2013－2017年抗抑郁药销售金额逐年上升，由2013年的323.52万元上升至2017年的456.91万元，但抗抑郁

药占所有药物销售金额的比例较稳定，约在0.47％～0.50％之间；氟西汀、度洛西汀、奥氮平以及文拉法辛的销售金额较高，占比

维持在前5位，艾司西酞普兰的销售金额占比涨幅较大（占比由2013年的第8位上升至2017年的第1位）；5年内，氟西汀、帕罗西

汀以及舍曲林的DDDs基本均位列前3，奥氮平、喹硫平以及度洛西汀的DDC位列前3；总体上B/A值＜1的药物包括度洛西汀、奥

氮平、文拉法辛以及喹硫平等，B/A值＞1的药物有帕罗西汀和舍曲林。结论：浙江省11家医院抗抑郁药的临床使用结构较为合

理，选择性5-羟色胺（5-HT）再摄取抑制剂和选择性5-HT和去甲肾上腺素（NE）再摄取抑制剂两类药物占据主导地位；新型抗抑郁

药艾司西酞普兰体现出较好的临床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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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application of antidepressants in Zhejiang province an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rational drug use in clinic. METHODS：WHO-recommended defined daily dose（DDD）method was used to statistically analyze

consumption sum，main types，defined daily dose system（DDDs），daily drug cost（DDC）and ranking ratio（B/A value，i.e.

consumption sum rank/DDDs rank，B/A＜1 means the price of drugs was higher，whereas the price of drugs was lower） of

antidepressant drugs in 11 hospitals from Zhejiang province during 2013-2017. RESULTS：The consumption sum of antidepressants

was increased year by year in 11 hospitals from Zhejiang during 2013-2017，and increased from 3 235 200 yuan in 2013 to 4 569 100

yuan in 2017；the proportion of consumption sum of antidepressants in total consumption sum of all drugs kept stable，ranging

from 0.47％ to 0.50％ . The top 5 drugs by consumption sum were fluoxetine， duloxetine， olanzapine and venlafaxine；

consumption sum of escitalopram accounted for a larger increase（proportion ration increased from 8th place in 2013 to first place

in 2017）. Within 5 years，DDDs of fluoxetine，paroxetine and sertraline took up the first 3 place；DDC of olanzapine，quetiapine

and duloxetine took up the first 3 place；the drugs with B/A value＜1 included duloxetine，olanzapine，venlafaxine and quetiapine，

etc；the drugs with B/A value＞1 were paroxetine and sertraline. CONCLUSIONS：The use of antidepressant drugs in 11 hospitals

from Zhejiang province is rational in structure；selective 5-hydroxytryptamine（5-HT）reuptake inhibitors（SSRI），selective 5-HT

and noradrenaline reuptake inhibitor（SNRI） take up the predominant place. New antidepressant drug escitalopram shows a good

clinical prospect.

KEYWORDS Antidepressants；Consumption sum；Defined daily dose system；Daily drug cost；Analysis of drug use；Zhejia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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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结果显示，该区域抑郁症的患病率约为 6％[3]，

国内外的差距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国内患者对于抑郁症

的认识不足和就诊率低造成的，潜在的患病人数应该远

远不止这个数据。可见，抑郁症的诊断和治疗是目前亟

待解决的问题。药物仍然是抑郁症治疗的主要手段，目

前临床使用的抗抑郁药种类很多，包括单胺氧化酶抑制

剂（MAOI）、三环类抗抑郁药（TCA）、选择性 5-羟色胺

（5-HT）再摄取抑制剂（SSRIs）、选择性去甲肾上腺素

（NE）再摄取抑制剂（NARI）、选择性 5-HT和NE再摄取

抑制剂（SNRIs）、NE和特异性5-HT能抑制剂（NaSSA）、

5-HT拮抗/回收抑制剂（SARI）、NE和多巴胺（DA）再摄

取抑制剂（NDRI）、褪黑素类似物以及植物类药等，抗抑

郁药的使用可以有效地减轻抑郁症患者的症状，提高其

生活质量。为了解浙江省抗抑郁药的使用情况及趋势

及用药结构是否合理，笔者对浙江省 11家医院 2013－

2017年抗抑郁药进行统计，分析其用药规律及特点，以

期为促进临床合理使用抗抑郁药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浙江省11家医院2013－2017年抗抑郁药的使用情

况数据来源于《医院处方分析合作项目》，该项目是由协

和医院李大魁教授组织牵头、全国 100多家医院参与的

处方分析课堂研究，本文研究的处方数据是《医院处方

分析合作项目》的一部分，即抽取其中浙江省11家医院

（其中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8所、三级甲等专科医院1所、

二级甲等综合性医院2所）信息系统2013－2017年的用

药数据，主要抽取诊断为抑郁症患者的处方药物数据。

1.2 随机抽样方法

根据《医院处方分析合作项目》的规定抽取数据：按

季度抽取，每月随机抽取 3～4 d 门诊处方和住院医嘱

（限周一至周五，周末及节假日除外），每季度共10 d，保

证抽取数据中有两组周一至周五，每年 4个季度共 40 d

生成随机抽样日。

1.3 统计方法

采用用药频度分析法，运用Excel 2007软件统计浙

江省11家医院2013－2017年使用抗抑郁药患者的基本

资料和抗抑郁药的销售金额、用药频度（DDDs）及日均

费用（DDC）等，结合临床应用进行分类、排序、分析评

价；确定限定日剂量（DDD）值：DDD值是指为达到主要

治疗目的用于成人的平均日剂量，本文以第17版《新编

药物学》[4]规定的 DDD 值为标准。计算用药 DDDs 值：

DDDs＝某药年总用量/该药的DDD值，其值越大，反映

患者和医师对该药的选择倾向性越大，从而反映出该药

的临床用药趋势；计算 DDC 值：DDC＝销售金额/该药

DDDs，反映患者使用该药的平均日费用；计算排序比

（B/A）值：B/A＝某药品销售金额排序（B）/某药品DDDs

排序（A），反映销售金额与用药人次是否同步，其值越接

近1，表示该药销售金额与用药人次同步性越好，B/A＜

1，说明药品价格较高，B/A＞1，说明药品价格较低。

2 结果与分析
2.1 使用抗抑郁药患者基本资料

调查显示，在使用抗抑郁药的患者中，30岁以上的

人群占据了绝大部分，5年内占比在 90％左右，其中

30～59岁的中年人群服用抗抑郁药的比例最高，2013－

2017年服用抗抑郁药的患者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29岁

以下的青少年人群用药占比从 2013年的 7.63％升高到

2017年的 11.28％，增幅为 47.84％，且呈逐年上涨的趋

势。在性别分布方面，女性患者占比明显高于男性，基

本是男性患者的 2倍，5年内基本稳定维持在 66％左右

的水平。使用抗抑郁药患者的年龄、性别分布见表1。

表1 使用抗抑郁药患者的年龄、性别分布（％％）

Tab 1 Distribution table of age and gender of patients

use antidepressant drugs（％％）

因素
年龄

性别

分类
0～18岁
19～29岁
30～59岁
＞59岁
男
女

2013年
1.14

6.49

54.33

38.04

33.53

66.47

2014年
1.10

7.08

54.56

37.26

33.58

66.42

2015年
1.34

7.60

54.10

36.96

34.24

65.76

2016年
1.36

7.89

51.29

39.46

34.76

65.24

2017年
1.74

9.54

50.38

38.34

33.00

67.00

2.2 抗抑郁药销售金额分析

2013－2017年，浙江省 11家医院抗抑郁药物销售

金额呈逐年上涨趋势，相较 2013年的 323.52万元，2017

年的销售金额上涨了41.23％，达到了456.91万元，与此

同时，浙江省11家医院药物销售总金额也在逐年增加，

抗抑郁药销售金额占比基本保持稳定，约为 0.47％～

0.50％。2013－2017年抗抑郁药销售金额及其占比见

表2。

表2 2013－2017年抗抑郁药销售金额及其占比

Tab 2 Consumption sum and its proportion of antide-

pressant drugs during 2013-2017

项目
抗抑郁药总金额，万元
药物销售总金额，万元
抗抑郁药占比，％

2013年
323.52

65 876.91

0.49

2014年
362.99

73 075.71

0.50

2015年
369.64

78 314.48

0.47

2016年
421.15

85 062.28

0.50

2017年
456.91

93 153.99

0.49

具体到各个药物来看，氟西汀、度洛西汀、奥氮平以

及文拉法辛的销售金额较高，常年维持在前5位的水平；

结合历年趋势来看，除个别年份外，氟西汀、帕罗西汀的

金额占比逐年下降，而艾司西酞普兰以及喹硫平的金额

占比逐年上升，尤其是艾司西酞普兰增长迅猛，2013年

金额占比为 4.7％，排名第 8，而在 2017年金额占比达到

了 11.7％，排名第 1。2013－2017年抗抑郁药销售金额

排名前10的药物及其占比见表3。

2.3 各品种抗抑郁治疗药物DDDs及DDC

在DDDs方面，氟西汀、帕罗西汀以及舍曲林长期位

列前茅，在纳入研究的5年内，氟西汀的使用DDDs排序

逐年下降，在 2017年首次跌出前 3名；而艾司西酞普兰

DDDs 逐年上升，2013年排名第 8，而 2017年排名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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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Ds从 2013年的 9 617增长到 2017年的 44 729，增幅

365.10％。2013－2017年抗抑郁药DDDs及排序见表4。

表 3 2013－2017年抗抑郁药销售金额前 10的药物及

其占比

Tab 3 The top 10 drugs by consumption sum of anti-

depressant drugs and its proportion during

2013-2017

排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2013年

药物

氟西汀
度洛西汀
奥氮平
帕罗西汀
文拉法辛
西酞普兰
舍曲林
艾司西酞普兰
喹硫平
米氮平

占比，
％

13.5

12.0

10.6

8.4

8.3

7.6

7.1

4.7

4.3

3.4

2014年

药物

氟西汀
奥氮平
度洛西汀
文拉法辛
西酞普兰
舍曲林
帕罗西汀
艾司西酞普兰
喹硫平
米氮平

占比，
％

14.1

11.1

10.8

8.2

7.3

5.8

5.5

5.3

4.1

3.5

2015年

药物

奥氮平
度洛西汀
氟西汀
文拉法辛
西酞普兰
艾司西酞普兰
舍曲林
帕罗西汀
喹硫平
米氮平

占比，
％

9.8

9.6

9.4

9.1

9.1

7.7

6.5

5.4

4.9

2.9

2016年

药物

度洛西汀
艾司西酞普兰
文拉法辛
氟西汀
奥氮平
西酞普兰
喹硫平
舍曲林
帕罗西汀
米氮平

占比，
％

10.4

10.0

8.0

7.9

7.9

7.8

6.5

6.2

5.4

2.4

2017年

药物

艾司西酞普兰
度洛西汀
奥氮平
文拉法辛
氟西汀
西酞普兰
喹硫平
舍曲林
帕罗西汀
米氮平

占比，
％

11.7

9.6

8.2

7.7

7.6

7.2

6.7

6.5

4.8

2.3

表4 2013－2017年抗抑郁药DDDs及排序

Tab 4 DDDs and order of antidepressant drugs dur-

ing 2013-2017

药物

氟西汀
舍曲林
帕罗西汀
度洛西汀
西酞普兰
文拉法辛
奥氮平
艾司西酞普兰
米氮平
喹硫平

2013年
DDDs

47 387

33 543

30 137

21 325

15 275

15 020

10 467

9 617

8 724

5 220

排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2014年
DDDs

58 967

35 825

26 173

22 807

18 353

18 057

12 308

14 211

11 400

6 040

排序
1

2

3

4

5

6

8

7

9

10

2015年
DDDs

41 294

45 303

33 507

21 427

23 779

21 736

13 024

22 380

10 076

7 860

排序
2

1

3

7

4

6

8

5

9

10

2016年
DDDs

40 533

48 053

45 716

26 990

22 214

23 009

12 902

34 387

9 457

11 211

排序
3

1

2

5

7

6

8

4

10

9

2017年
DDDs

42 459

53 706

45 817

27 221

20 759

24 523

13 964

44 729

10 253

12 292

排序
4

1

2

5

7

6

8

3

10

9

在DDC方面，奥氮平、喹硫平以及度洛西汀的DDC

较高，而氟西汀、舍曲林以及帕罗西汀的DDC较低，近

年用药增长趋势明显的艾司西酞普兰的DDC 也不高，

价格方面较易被患者接受。2013－2017年抗抑郁药

DDC值及排序见表5。

表5 2013－2017年抗抑郁药DDC值及排序

Tab 5 DDC and order of antidepressant drugs during

2013-2017

药物

氟西汀
舍曲林
帕罗西汀
度洛西汀
西酞普兰
文拉法辛
奥氮平
艾司西酞普兰
米氮平
喹硫平

2013年
DDC，元

9.20

6.81

8.99

18.24

16.04

17.89

32.91

15.85

12.44

26.60

排序
8

10

9

3

5

4

1

6

7

2

2014年
DDC，元

8.69

5.87

7.58

17.11

14.36

16.52

32.73

13.59

11.27

24.85

排序
8

10

9

3

5

4

1

6

7

2

2015年
DDC，元

8.46

5.32

5.99

16.63

14.09

15.46

27.73

12.64

10.64

23.26

排序
8

10

9

3

5

4

1

6

7

2

2016年
DDC，元

8.24

5.41

4.94

16.22

14.72

14.68

25.76

12.22

10.54

24.55

排序
8

9

10

3

4

5

1

6

7

2

2017年
DDC，元

8.17

5.49

4.84

16.09

15.79

14.28

26.94

11.91

10.92

24.89

排序
8

8

10

4

5

6

2

7

10

3

2.4 各品种抗抑郁治疗药物的B/A值

在药物销售金额与DDDs的同步性方面，同步性较

好的有氟西汀、西酞普兰以及米氮平等，总体上B/A值

＜1的药物包括度洛西汀、奥氮平、文拉法辛以及喹硫平

等，提示这些药物价格较高，5年内B/A均值＞1的药物

有帕罗西汀和舍曲林，提示这些药物价格较低。2013－

2017年抗抑郁药的B/A值见表6。

表6 2013－2017年抗抑郁药B/A值

Tab 6 B/A of antidepressant drugs during 2013-2017

药物
氟西汀
度洛西汀
奥氮平
帕罗西汀
文拉法辛
西酞普兰
舍曲林
艾司西酞普兰
喹硫平
米氮平

2013年
1.00

0.50

0.43

1.33

0.83

1.20

3.50

1.00

0.90

1.11

2014年
1.00

0.75

0.25

2.33

0.67

1.00

3.00

1.14

0.90

1.11

2015年
1.50

0.29

0.13

2.67

0.67

1.25

7.00

1.20

0.90

1.11

2016年
1.33

0.20

0.50

4.50

0.50

0.86

8.00

0.50

0.78

1.00

2017年
1.25

0.50

0.38

4.50

0.67

0.86

8.00

0.33

0.78

1.00

3 讨论
3.1 浙江省11家医院抗抑郁药的总体使用情况

2013－2017年，浙江省抗抑郁药物的销售金额逐年

上涨，增幅超过 40％，提示浙江地区越来越多的患者接

受了治疗，需求越来越高。在接受治疗的患者中，主要

为中老年患者，但结合历年数据可见，抑郁症患者年轻

化的趋势显而易见，29岁以下的患者比例逐年升高，增

幅在5年时间里接近五成，提示目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

存在一定问题，需要家庭和社会的广泛关注。性别差异

在抑郁症的患病风险差别明显，成人流行病学研究公认

女性抑郁症检出率是男性的 2倍左右[5]，这在浙江省 11

家医院使用抗抑郁药的患者中同样如此，历年数据均显

示女性患者明显高于男性，且稳定维持在男性的2倍左

右，这一方面可能与女性在社会家庭中地位角色不同，

排解情绪方式不同有关，另一方面也可能与女性自身独

有的生理因素有关。

3.2 抗精神病药物用于抗抑郁的治疗

根据研究数据可以看到，在浙江省11家医院用于抗

抑郁症治疗的药物中，奥氮平和喹硫平常年占据销售金

额的前10位，总占比约为15％，其中奥氮平的销售金额

常年占据前5位，2015年甚至位列所有用于抗抑郁治疗

药物销售金额的第1位。奥氮平是一种噻吩苯二氮 类

衍生物，对多种神经递质受体具有亲和力，包括 DA、

5-HT、组胺以及肾上腺素受体，临床主要作为抗精神病

药物用于精神分裂症的治疗。近年来，国内外众多研究

表明奥氮平被广泛应用于抑郁症的辅助治疗，主要包括

单用或与氟西汀、艾司西酞普兰联用，其在治疗难治性

抑郁症、重度抑郁症方面效果显著，安全性好[6-10]。喹硫

平作为新型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临床上同样主要用于

精神分裂症的治疗，但是众多临床研究提示喹硫平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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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有增强疗效的效果，常见的联用药物为氟西汀、帕

罗西汀等 [11-13]。奥氮平与喹硫平不易诱发锥体外系反

应，且对多种神经递质受体具有亲和力，保证了其对抑

郁症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浙江省 11家医院中奥氮

平和喹硫平的广泛使用一方面提示浙江省抑郁症患者

中难治性重度抑郁症的比例不在少数，另一方面也提

示抗抑郁药和非典型性抗精神病药的联合使用在临床

的普遍应用。

3.3 抗抑郁药的临床选择

结合统计结果来看，浙江省11家医院医师主要选择

用于抗抑郁的药物是以氟西汀、舍曲林、帕罗西汀、度洛

西汀、文拉法辛等为代表的 SSRIs 类以及 SNRIs 类药

物。传统的MAOI类以及TCA类药物由于副作用和安

全性的问题，所占市场份额较小，有被临床淘汰的趋

势。SSRIs 类药物对 5-HT 有高度的选择性，对 DA、组

胺、肾上腺素以及胆碱能神经影响较小、不良反应少、耐

受性好、适用范围广，是目前最主要的临床选择，也是新

药研发的重点[14-15]。在浙江省 11家医院抗抑郁药销售

金额前 10名中，SSRIs药物占据 5席，以氟西汀、舍曲林

和帕罗西汀为代表，舍曲林和帕罗西汀的DDDs长期占

据前3位，而氟西汀的DDDs排序呈现出下滑趋势，新型

抗抑郁药艾司西酞普兰市场份额不断攀升，DDDs 从

2013年的第8升至2017年的第3，销售金额也从2013年

的第 8升至 2017年的第 1，艾司西酞普兰作为外消旋西

酞普兰的左旋对映体，虽然其 B/A 值在 2016年及 2017

年均＜1，价格较高，但由于其效果确切，不良反应小，不

影响患者认知和精神运动性行为，尤适用于躯体疾病伴

发抑郁且多药合用者[16]，逐渐成为抑郁症患者治疗的首

选药物[17]。SNRIs类药物能同时阻滞5-HT和NE的再摄

取，轻度抑制DA的再摄取，代表药物主要是度洛西汀和

文拉法辛，此类药物销售金额常年维持在前 5的水平，

DDDs也较为稳定，B/A值均＜1，价格较高。国外荟萃

研究数据表明，文法拉辛在SNRIs药物中疗效优于该类

型的其他药物[18]，国内多地区调查结果也显示文拉法辛

在SNRIs药物中作为主要的临床选择药物[15，19]，而浙江

省11家医院更倾向于选择度洛西汀。

综上，浙江省11家医院抗抑郁药销售金额及DDDs

逐年增加，抑郁症患者临床治疗需求越来越大，临床医

师在用药选择上更加倾向于选择疗效确切、不良反应

少、耐受性好的SSRIs类以及SNRIs类药物，新型抗抑郁

药呈现出较好临床前景，并体现出较为合理的用药结

构，这种用药结构与发达国家相似[20]。此外，非典型抗

精神病药的联合应用也逐渐被临床医师认识和接受，广

泛应用于难治性重度抑郁症患者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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