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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价药潘生丁消失迷局
十几元一瓶的抗血栓药潘生丁难觅踪影；原料供应存垄断，成本上涨厂家停产

包括北京在内，全国多地的医院、药房里，用于预防血栓栓塞性疾病的潘生丁消失了。当这种供应数十年的基本药物消失后，

潘生丁危机已经转化为需要这种廉价高效药物患者的危机，有患者辗转全国各地求药而不可得。已经形成危机的还有鱼精蛋白、

银翘冲、维脑路通等大量廉价药，这些老百姓耳熟能详的廉价药已难在药店找到。

廉价药缘何消失？记者调查，除了原料市场价格走高、原有的医保招投标和政策限价制度影响之外，医院、医生、医药中间商、

药厂等多个环节的各自利益诉求也是形成潘生丁危机的因素。

34℃的天气里，80岁的胡
青沿着记忆中的路线，走了近
4公里，隐约记着公交站东边
不远处有一家金象大药房，但
不知不觉走了两站地都没有
找到。胡青靠在路边的石阶
上，喘着粗气，额上的汗沁出
一层又附上一层，80 岁的他
已经难以承受这高温天里两
站地的路程。

找药，给 15 岁的外孙女
小冉找药成了胡青心心念念
的事情。2个多月来，每天吃
完饭，胡青就坐着公交车，一
看到路边有药店，便下车进店

问询。
潘生丁（双嘧达莫片）已

经陪伴了外孙女小冉整整 10
年。从5岁到15岁，小冉每天
服用潘生丁的剂量也从 1 片
变成了 4 片。16.7 元一瓶的
潘生丁，是防止心血管扩张、
抗血栓形成的廉价药。对于
自小患有川崎病的小冉来说，
潘生丁已经成了日常必需品，
家里的空药瓶都可以堆成一
座小山。

7月，胡青照常去北京儿
童医院开药，却发现医院已经
没有了潘生丁。继而他又去

了曾经买到过潘生丁的北京
大学第一医院，结果还是没
有。按照一天 4 片的剂量，
100片一瓶的潘生丁，仅够小
冉服用25天。只剩下三瓶潘
生丁的小冉一家，顿时慌了
神。

两个月的时间里，小冉一
家跑遍了家附近的百姓阳光、
金象等药房，得到的信息都是
没有货。反复到阜外医院、友
谊医院、北京儿童医院、北京
大学第一医院等医院挂号，都
被医生告知没有此药。各大
医院药房的电话，胡青一笔笔

记在本子上，时不时翻出来拨
打问询，乞求的语气下，得到
的答复依然是“没有药”、“厂
家断货了。”大半个北京城，小
冉一家无论是找熟识的医生，
还是托亲戚朋友，都没有收获
到一瓶潘生丁。

难寻踪迹的廉价药不仅
潘生丁一种。据媒体报道，复
方新诺明针剂、注射用促皮质
素（ACTH）、维脑路通片、鱼
精蛋白、他巴唑……这些有需
求、疗效佳、价格低廉的药品，
不知缘由地销声匿迹于医药
市场江湖中。

当在北京市大大小小的
医院、药房都没有找到潘生
丁后，小冉一家最后的一线
希望寄托在了天津力生制药
股份有限公司身上。胡青拨
通了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的电话，然而这家生产
潘生丁已数十年的老药厂，
却依旧没有给他一份尘埃落
定的心安。

几经辗转，力生药店一
经营部找到了一些以往存货
中的潘生丁药品，供小冉一
家解燃眉之急。这却意味
着，一旦吃完了存货中的潘

生丁，找药的波折将再次回
到这户人家身上。

天津力生制药供应部工
作人员称，16.7元 100片的药
价太便宜，在原料涨价的势
头下，使得药厂不得不考虑
成本与利润，控制产量。

同样生产潘生丁的河北
某药厂，也称因原料涨价，虽
然公司还在生产潘生丁，但
产量并不大。

原料价格高，生产成本
增加，低廉的出厂价背后，药
厂缩减产量，市场中对药品
供不应求，从而出现断货。

这样的逻辑似乎在医药市场
上并不少见。

据媒体报道，2014 年，
作为当时香港联交所市值最
大的中药企业神威药业，就
放弃了曾为其带来年产值
8000 万元的双黄连注射液。
每支20ml的双黄连注射液零
售最高价格为 1.8 元，药厂
计算的成本却高于此售价 1
倍。与此同时，华北制药的
销售经理也发现自家厂商一
个月内向四川发出的青霉素
注射液，亏损了 100 多万
元。海正辉瑞制药有限公司

还在生产肿瘤化疗药放线菌
素 D，却不得不承认生产这
一救命的廉价药是“赔本赚
吆喝”。

潘生丁从市面上消失，
真的只是因为原料价格上涨
这单一的原因吗？

新政出炉，热气未消。
如果因为原料价格上涨，药
厂根据市场形势提高药品出
厂价即可保证盈利运营，断
货困境不就迎刃而解了吗？

和潘生丁一起隐匿在医
药市场江湖的，还有各方千
丝万缕的缠绕。

小冉吃了 10年天津力生
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潘
生丁，10 年培植出的信任源
于“北京大医院使用这家的潘
生丁”。

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生产的潘生丁能够在北
京公立医院售卖，经历了在投
标中与各药厂的竞争。按照
我国现行的药品集中招标办
法，所有公立医疗机构使用的
药品必须通过竞价采购。药
品投标人按照一定的程序进
行投标、竞标，从而获得该种
规格药品的中标。

药品价格由当地省级药
品集中采购管理办公室审定
公布。这个审定公布的价格
也叫中标价，中标价是医院采
购药品的最高限价，因此竞标

价为药价的决定性因素。中
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王震指
出，在一种药品原料、制作工
艺已被普遍运用的情况下，压
低价格成为药厂中标与否的
一大影响因素。

这意味着，想要在竞争中
夺标，药厂对于药品的价格需
有所控制。即使原料上涨，生
产成本增加，为保中标，药品
的竞标价将不能太高，从而在
中标价基础上调整的出售价，
也不会太高。

网上药店搜索显示，石药
集团欧意药业有限公司出产
的双嘧达莫片规格为 25mg*
100s，糖衣，零售价为 18 元。
而中标后，标注同样为25mg*
100s，糖衣规格的，由天津力
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出产的

双嘧达莫片，零售价为 16.7
元。

那药厂为何要走招标这
条路呢？

在业内有十多年经验的
陕西医药代表张强称，一旦药
品中标，则意味着保证了销
量，打开了医药市场。相较于
打广告、进药店，通过招标占
取市场份额，成为不少药商的
上选之策。

“以低价，甚至低于成本
的价格竞标，这在医药行业根
本不算秘密。”王震介绍，药企
为了赢利必然不会过多地生
产廉价药品，做亏本买卖。在
低价竞标占领市场份额后，就
可以走其他渠道卖其他的药
品。

一旦中标，中标价格就已

固定，在一定时间内，哪怕廉
价药品的原材料价格及生产
成本增加，药企都无法再次调
价。“为了保证赢利，只有采取
缩减产量或停产的方法。”张
强解释到。

廉价药在医药代理商的
口中常被简称为“普药”，用以
与高价药相区别。当普药与
高价药搭配，夺标取得市场之
后。因廉价药利润较低，投标
人就会减少廉价药的数量规
模，大力推高价药，以获取利
益。

据业内医药代表介绍，在
中标后，其获得的净利润约为
中标价的 20%。他自然会主
推高价药，廉价药只是扮演搭
配角色，向来不是他们赢利的
重点。

除了为竞标占领市场，潘生丁难以提价的原因
还在于其是基本医疗保险药品，可由基本医疗保险
基金支付。

经国家医保目录查询，双嘧达莫片即潘生丁在
国家医保中编号为 930，为甲类级别药物。据悉，基
本医疗保险药品中的甲类药物为全国基本统一的、
能保证临床治疗基本需要的药物。这类药物的费用
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给付范围，并按基本医疗保
险的给付标准支付。

“进入医保的药物，涉及基本医疗保险，药价就
不会贵到哪里去。”张强认为，很多药厂主动申请药
品进入，在保证了市场的同时，也陷入了价格的制
约。“对于潘生丁这款药，又涉及医保支付的衔接问
题，药厂想要依靠市场调节价格并不容易。”对于推
出的新政，从事医药行业十多年的张强，并没有很
乐观。

“原本低廉的药品，按市场情势大幅提价后，消
费者从心理上难以接受。这种时候，药商与其提价，
不如包装一款价格更高的新药上市。”张强称，患者
及家属微妙的心理变化，都会纳入药商的考量之
中。一方是老老实实提价却失去口碑，另一方则是
改头换面名利双收。后者，成为大多数药商的选择。

“在治疗心血管疾病上，潘生丁的确是老药，价
格低廉。更为关键的是，它的副作用小，有利于老幼
患者。”10月 9日，河南郑州，一家医院的大夫王萍
说。然而，就是这样一款经典的药品，却在医生的处
方笺上渐渐消失。

潘生丁的可替代性，让西洛他唑片、氯吡格雷等
药登上了医生的处方笺。上海一公立医院心血管内
科主任医师李泽平坦言，其科室已经基本不怎么开
潘生丁给患者。

低价药品的低利润，更无法促进医生的用药积
极性。据张强介绍，医院药品价格，是在药品中标价
基础上增加了15%。在15%的固定比例下，药品本身
的价格越高，留给医院与医生的利润额也就越高。

张强坦言，不赚钱的药，医院自己也不想要。价
格略高、药效明显的药品，渐渐成为医生的新宠。选
择这样的药品，不仅意味着提成增加，还能让患者在
短期内见到疗效，被戏称为“不负如来不负卿”。

“潘生丁原料市场包销垄断，我们搞不到原料。”
天津力生制药厂供应部负责原料采购的工作人员口
中透出无奈。这家生产潘生丁数十年的药厂，急于
吐出身处下游采购市场的苦水。

潘生丁的原料市场究竟发生了什么？
9月 29日，记者联系了网上一家销售潘生丁原

料药的零售厂家，其原料药的数量依旧受到上游原
料市场的控制。25公斤一纸板桶的原料药，记者提
出需要10桶，销售人员面露难色，称原料不好进，到
货需半个月。

从两个月前的一公斤不到500元，到如今680的
价格，潘生丁原料药售价水涨船高。“货紧，价格就上
涨。”原料药销售人员对于这一现象已司空见惯。

天津力生制药供应部工作人员称，原料市场的
垄断很普遍，仅他个人了解的就有20多种原料药被
一些独大的经销商垄断控制。

在河南做了数十年医药公司代表的王庆国称，
一旦垄断形成，市场提价大幕即被拉开。

市场提价即可，为何原料难购呢？
王庆国嘿嘿一笑，提出了商战中常用的一个概

念：饥饿营销。王庆国称，只有企业营造出一种“短
缺之势”，才能将市场的主导权更牢地控制在自己手
中。

王庆国认为，廉价药难以复活的主要原因，早已
从几年前的厂家成本高、利润低、产量小，变成了如
今原料市场的人为操控。

山西大同一位专管药品生产的员工任先生也向
记者透露，原料市场的垄断肯定存在，但垄断的态势
还是要视药品本身的属性来定。越是原料稀缺、工
艺繁杂的药品，越容易形成被垄断之势。

“原料市场上游乱，下游药品价格再改革也无法
解决主要问题。”对于新出台的《关于印发推进药品
价格改革意见的通知》，凭借着数十年来对医药行业
的熟稔，王庆国对其效果保持观望。

（据新京报）

十年一药难寻

廉价药“赔本赚吆喝”

中标的天津潘生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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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方笺上的较量

难以提价的廉价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