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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年—2021 年 6 月国内药品短缺研究可视化分析 
    

李晓荷，陈震*(郑州大学药学院，郑州 450001) 
 

摘要：目的  基于文献分析中国药品短缺问题的研究现状，探讨中国药品短缺原因及特点，为完善中国药品短缺应对措

施提供参考。方法  检索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和维普数据库中 1989 年—2021 年 6 月中国药品短缺相关中文文献，利

用可视化分析软件 CiteSpace，对文献的发表时间、作者、研究机构、关键词，以及药品短缺原因等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共有 400 篇文献纳入研究，中国药品短缺的研究文献数量从 2011 年起呈现出明显的增长趋势，作者和研究机构合作网络

分散，研究团队以高校和研究所为主；关键词“药品供应链”“国家基本药物”政策以及“药品价格”方面是药品短缺领

域的研究重点，“监测预警”是该领域新的研究趋势。结论  针对中国药品短缺问题研究的系统性尚需提高。现有研究文

献提示，供应链中的生产环节是引起中国药品短缺的主要环节，药品价格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国家基本药物在短缺药品

中占比较高，这些问题需要关注并值得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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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ualization Analysis of Drug Shortage Studies in China from 1989 to June 2021 
 
LI Xiaohe, CHEN Zhen*(College of Pharmacy,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research on drug shortage in China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the reason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drug shortage were described,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countermeasures of 
drug shortage in China. METHODS  Chinese literatures related to drug shortage in China from 1989 to June 2021 were 
retrieved from CNKI, Wanfang database and VIP database. The visualized analysis software CiteSpace was used to statistically 
analyze the publication time, authors,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keywords of the obtained literatures, as well as the reasons for 
drug shortage. RESULTS  A total of 400 articles were selected. The number of research documents on drug shortage in China 
had shown an obvious trend of growth since 2011, but the cooperative network between author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was 
scattered, and the research teams were mainly universities and study institutes. Keywords “drug supply chain” “national essential 
medicine” and “drug price” were the research focus in the field of drug shortage, “monitoring and early warning” was the new 
trend in the field of drug shortage. CONCLUSION  The systematic research on drug shortage in China need to be improved. 
Existing research literatures indicate that the production link in the supply chain is the main link causing drug shortage in China, 
drug price is an important factor, and national essential drugs account for a relatively high proportion in shortage drugs. These 
problems need to be paid attention and deserve further study. 
KEYWORDS: drug shortage; visual analysis; visual knowledge graph; pharmaceutical supply chain; productio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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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短缺是全球性难题，世界上很多国家或

地区都存在药品短缺情况[1]。中国也存在药品短缺

问题，该领域研究者开展的研究工作为中国政府

制定预防和应对措施提供了重要参考，但目前尚

无对药品短缺学术论文进行计量学分析的相关研

究。CiteSpace 软件是研究者们绘制知识图谱 常

用的工具，其主要功能是通过关键词共现、机构

分布、作者合作等可视化功能，科学地展示和分

析某领域的研究主题和热点动向。本研究借助

CiteSpace 软件工具对 1989 年—2021 年 6 月中国

药品短缺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以分析该领域的

研究现状和研究热点，探讨中国药品短缺的原因

和特点，为进一步完善中国应对药品短缺政策提

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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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普数据库的期刊数据库，检索词为“药品短缺”

“短缺药品”或“药物短缺”，检索年份设置为 1989
年—2021 年 6 月，利用 CiteSpace 软件(版本号 5.8.R1)
对文献的发表时间、作者、研究机构及关键词等

进行统计分析。 
分析参数：时间范围设置为 1989 年—2021 年

6 月，时间分割设置为 1 年，选择标准为“Top 
N=50”(即每一个时间段中被引频次 高的前 50
个节点的数据)。文中突现图均以前 10 名为界限进

行参数设置获取得到。爆发强度表示短期内事物

大量增长的强度，在短期内该事物出现的数量越

多其值越大。 
2  结果 
2.1  发文量 

共检索得到文献 554 篇，剔除通知、声明、启

事、会议综述、医院机构介绍及无作者署名的文献

等， 终获取有效期刊论文 400 篇。1989 年—2005
年期间研究药品短缺问题的论文仅有零星发表；

2006 年—2012 年期间发文量相对平稳，但相比于

以前有明显增加；2012 年后又有增长，但 2012 年

—2015 年期间相对平稳；2016 年后呈现逐年增加，

上升趋势明显，2020 年达到 高值(54 篇)，结果

见图 1。 
 

 
 

图 1  1989 年—2021 年 6 月药品短缺学术论文发表量分布 
Fig. 1  Number distribution of academic papers published on 
drug shortage from 1989 to June 2021 

 

200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医药

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确立了国家基本药物制

度，中国政府开始关注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建设问

题；2011 年以后，国务院及相关部委针对药品供

应保障体系，特别是临床短缺药品的供应保障，

出台了一系列具体的预防和应对措施；2019 年 12
月 1 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

第九章规定了保障短缺药品的供应，这是中国首

次把解决药品短缺问题上升到法律层面。从时间

上看，在国家有关药品短缺的重要政策或法律法

规出台的前后，发文量较前一阶段有明显增加，

呈现一定的相关性。 
2.2  发文作者 

对第一作者发表论文量进行统计，依次为黄

润青 5 篇，杨悦、戴岱、王胜鹏各 3 篇。其余第

一作者的发文量均为 1~2 篇，但这些作者的总发

文量占总文献量的 98%。从合作网络来看，药品

短缺研究呈现较分散的特征，已经形成的几个核

心研究团队中，学者李璠、黄润青、段文越和王

游为代表形成一个团队，学者李勇、马爱霞、盛

亚楠、胡安琪和赵梦蕊为代表形成一个团队，但

各团队之间联系强度非常弱。从作者突现词来看，

发文量爆发强度由大到小前 3 名作者依次是冯国

忠(2.08)，戴岱(1.93)，王强(1.53)。从突现时间来

看，学者杨悦的药品短缺论文量突现时间 长

(2008 年—2013 年)。结果见图 2~3。 
 

 
 

图 2  1989 年—2021 年 6 月药品短缺文献合作作者可视化

知识图谱 
Fig. 2  Visual knowledge map of co-author of drug shortage 
literature from 1989 to June 2021 
 

 
 

图 3  1989 年—2021 年 6 月药品短缺文献作者发文量突现

前 10 名 
Fig. 3  Top 10 authors with the strongest citation bursts on 
drug shortage from 1989 to June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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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研究机构 
发文量排前 5 位的机构分别是中国药科大学

(23 篇)、沈阳药科大学(11 篇)、南京中医药大学(5
篇)、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4 篇)、山东大学(4
篇)、北京大学(3 篇)、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

院(3 篇)和西安交通大学药品安全与政策研究中心

(3 篇)。该领域合作机构网络比较分散，尚未形成

较大的合作网络。中国药科大学发文量显示出

大爆发强度 4.4，突现时间为 2017 年—2018 年；

其他 9 个研究机构爆发强度相当。可以看出，现

有的药品短缺领域研究团队主要来自高校和研究

院所。医疗机构、政府部门及其直属机构等在该

领域发表相关论文较少。结果见图 4~5。 

2.4  共现关键词与时区图谱 
药品短缺关键词共现生成节点 411 个，连线

798 条，网络密度为 0.009 5。节点越大表明关键

词出现频率越高，连线越多表明 2 个关键词共现

次数越多，连线越粗表明联系程度越强，见图 6。

除主题关键词“短缺药品”之外，文献共现频次

排前 10 位的关键词见表 1。前 3 个共现频次 高

的有意义关键词依次是“药品供应链”(51 次)、“基

本药物”(37 次)、“低价药品”(35 次)。 
图 1 显示，药品短缺文献在 2001 年前只有 2

篇，2001 年起发表量才逐渐增多。为了探析药品

短缺研究热点的动态演进过程，选取 2001 年—

2021 年 6 月的文献数据导入 CiteSpace 软件，绘制 
 

 
 

图 4  1989 年—2021 年 6 月药品短缺领域合作机构可视化知识图谱 
Fig. 4  Visual knowledge map of cooperative institutions in drug shortage field from 1989 to June 2021 
 

 
 

图 5  1989 年—2021 年 6 月药品短缺发文量突现前 10 个机构 
Fig. 5  Top 10 institutions with the strongest citation bursts on drug shortage from 1989 to June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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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1989 年—2021 年 6 月药品短缺领域共现关键词可视

化知识图谱 
Fig. 6  Visual knowledge map of co-occurrence keywords in 
drug shortage field from 1989 to June 2021 
 
表 1  1989 年—2021 年 6 月药品短缺文献关键词共现频次

前 10 个 
Tab. 1  Top 10 co-occurrence keywords with high-frequency 
in drug shortage literature from 1989 to June 2021 

排序 频次 关键词 
1 51 药品供应链 
2 37 基本药物 
3 35 低价药品 
4 31 应对策略 
5 28 原因分析 
6 26 药品 
7 19 药品价格 
8 17 医疗卫生机构 
9 11 基本药物政策 

10 8 两票制 
 

图谱见图 7，图中共生成节点 397 个，连线 758 条，

网络密度为 0.009 6。图中节点圆圈越大代表该关

键词共现频次越大，节点所在位置代表该关键词

在文献中首次出现的时间。从图中可以看出“药

品供应链”与“药品价格”首次出现在文献中的

时间是 2005 年，“低价药品”在 2007 年首次出现，

“基本药物”与“基本药物政策”“医疗卫生机构”

于 2008 年首次出现。近几年，学者对于药品短缺

问题的研究热点由“两票制”演进到“监测预警”，

这表明了研究热点在紧随国家政策进行调整。 
为了进一步探析药品短缺的研究主题以及前

沿动态，将 10 个突现词及其突显强度和延续时间

绘图，结果见图 8。爆发强度前 3 名的关键词依次

为“药品供应链”(7.37)，“两票制”(3.28)，“基本

药物”(3.14)。关键词“基本药物”于 2012—2014
年间突然增多，“药品供应链”“两票制”于 2017
—2019 年间爆发式增多，其中“药品供应链”突

现更为明显。 
关键词是对论文主题的核心概括，通过关键

词分析可较为准确获得药品短缺问题研究的主题

与热点。结合 CiteSpace 软件做出的关键词共现图、

关键词突现词图谱，关键词时区图谱，可以看出

药品短缺研究的重点主题为“药品供应链”，其次

是“国家基本药物”“药品价格”等，其中“低价

药品”等价格方面关键词出现较多，“监测预警”

代表药品短缺领域新的研究热点和趋势。 
 

 
 

图 7  2001 年—2021 年 6 月药品短缺领域关键词时区图谱 
Fig. 7  Keywords time zone map in drug shortage field from 
2001 to June 2021 
 

 
 

图 8  1989 年—2021 年 6 月药品短缺研究前 10 个突现词 
Fig. 8  Top 10 keywords with the strongest citation bursts 
on drug shortage from 1989 to June 2021 
 
3  讨论 

本研究从 400 篇文献中筛选得到 62 篇实证文

献，排除含有相同数据的文献后， 终得到 59 篇

实证文献，其中有具体统计数据的涉及药品短缺

原因分析的有 30 篇，涉及基本药物数据的有 23
篇，涉及短缺药品类别数据的有 30 篇。对这些文

献进行分析，以探讨中国药品短缺的原因、基本

药物的短缺情况等。 
3.1  中国药品短缺的原因分析 

对筛选出的 30 篇涉及短缺原因的文献进行分

析，结果显示，把引起药品短缺的第一原因归属为

药品供应链相关因素的文献有 25 篇，占比 83.33%。

其余 5 篇文献把引起药品短缺的第一原因分别归属

为政策因素(1 篇)、药品自身因素(4 篇)。 
药品供应链涉及药品的生产、流通与使用环

节。25 篇文献中，仅有 1 篇文献统计数据表明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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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短缺 大原因为流通性短缺，数据来源为江西

省某县基层医疗卫生机构[2]；有 15 篇文献分析的第

一短缺原因与生产环节相关，包括原料药短缺造成

的药品无法生产问题；有 9 篇文献分析得到药品短

缺的 大原因与价格有关，主要是价格偏低，企业

生产积极性不高，价格原因占总短缺原因的比例平

均为(40.70±1.16)%，中位值 43.67%，这也可以认

为是和生产环节相关的原因。59 篇实证文献中，有

10 篇文献对“10 元以下”“低价”或“价格倒挂”

的短缺药占总短缺药品的比例进行了统计，平均占

比为(41.89±2.67)%，中位值 40.73%。 
文献数据显示，供应链因素中生产环节是引

起短缺的主要环节，药品价格是导致短缺的不可

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30 篇药品短缺原因分析

文献中，有 4 篇认为是与药品自身因素有关，第

一原因描述为“临床需求量”，这 4 篇文献的数

据大部分来源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3-6]，提示局

部性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用药短缺主要是由因

临床需求、流通配送方面的问题导致，而非生产

环节问题引发。 
3.2  中国药品短缺的特点分析 

基本药物是基于中国现阶段基本国情和基本

医疗保障制度保障能力，遴选出的防治必需、安

全有效的药品，具有价格低，占药品比例较大，

并且多为临床常用药的特点，如果出现短缺会影

响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增加患者负担[7-9]。筛选出

的 23 篇涉及基本药物短缺数据的实证文献中，基

本药物所占比例数据见表 2。 
 
表 2  1989 年—2021 年 6 月短缺药品品规中基本药物占比 
Tab. 2  Proportion of essential drugs in the drug specifications for shortages from 1989 to June 2021  

调研时间 文献数据来源 国家基本药物短缺品规构成比 
参考的国家基本

药物版本 
2007 年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65.31% – 

2010 年 1 月—2012 年 10 月 北京协和医院 22% 2009 年版 
2011 年 全国 8 个省、自治区(二级以上医疗机构 10 家，基层医疗机

构 40 家) 
73.46% – 

2012 年 6 月—2013 年 6 月 湖南省 21 家三级医院 54.6% 2012 年版 
2012 年 陕西省县级医疗机构 52.38% 2012 年版 
2012 年 安徽省立医院 77.8% 2009 年版 
2014 年—2016 年 江西省 35 家乡镇卫生院 2014 年—2016 年分别为 97.78%，

94.55%，100% 
2012 年版 

2015 年 6 月—2016 年 6 月 云南省 61 家医疗机构(三级医院 19 家、二级医院 26 家、一

级医院 16 家) 
三级医院为 47.47%，二级医院为

66.28%，一级医院为 97.58% 
2012 年版 

2015 年 江苏省 2015 年公布的集中招标采购短缺药品清单 64.5% 2012 年版 
2015 年 1 月—2017 年 6 月 四川省 78 家样本医疗机构 73.33% – 

2015 年 11 月—2016 年 12 月 北京、江苏、安徽、重庆、山西、甘肃、广西、湖北、河北、

天津、贵州、青海 12 个省 39 家医疗机构用药情况 
46.1% – 

2015 年—2017 年 陕南地区医疗机构 51.79% 2012 年版 
2016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 煤炭总医院(北京) 28.81% – 

2016 年 5 月—2017 年 12 月 国家药品供应保障综合管理信息平台，16 期监测结果快报 哨点与本省平台监测共同短缺的重

点基本药物品种占比为 76.9% 
2012 年版 

2016 年—2018 年 上海市阳光采购平台短缺药品采购记录，覆盖全市二级、三

级综合医院，专科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65.85% 2018 年版 

2016 年—2018 年 北京协和医院 39.3% 2012 年版 
2016 年—2018 年 中国部分省市 2016—2018 年间，每年平均每个省

(市)基本药物短缺占比>50%  
2012 年版 

2017 年 3 月—2017 年 6 月 陕西省基层医疗机构 62.6% 2012 年版 
2018 年 1 月—2018 年 6 月 湖北省 52 家医疗机构(其中三级医院 40 家，二级医院 12 家；

综合医院 42 家，专科医院 10 家) 
27.97% 2012 年版 

2018 年 11 月—2019 年 11 月 全国医疗卫生机构短缺药品信息直报系统(辽宁省医疗卫生

机构报送信息) 
51.59% 2018 年版 

2018 年—2019 年 浙江省综合医院 55.02% – 

2019 年 广东省梅州市 54 家医疗机构(三级医院 4 家，二级医院 19
家，一级医院 31 家) 

64.16% 2018 年版 

2020 年 1 月—2020 年 6 月 梅州市县内 21 家医疗机构(其中 5 家县级医院，16 家乡镇卫

生院)  
县级医院 70%，乡镇卫生院 59% 2018 年版 

注：“–”代表文中未发现。 
Note: “–” meant it wasn't found in the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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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以上数据可知，短缺药品中基本药物平

均占比为(59.08±4.29)%，基本药物短缺问题较为

突出，对中国基本医疗保障的影响不容忽视。 
有 30 篇实证文献对短缺药品的类别进行了分

析，各药理分类药品的短缺文献数量如下：心血

管系统用药(9 篇)，抗感染药物(9 篇)，神经系统药

物(5 篇)，抗肿瘤和免疫调节剂(3 篇)，调节水、电

解质及酸碱平衡药物(2 篇)，呼吸系统用药(1 篇)，
消化系统及代谢(1 篇)。心血管系统药物与抗感染

药物等出现的频次较高。 
4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借助科学计量工具 CiteSpace 探索药品

短缺领域研究的发文情况、作者和机构分布、焦

点主题、前沿趋势，并筛选出 59 篇实证文献对中

国药品短缺的原因和特点做了进一步统计分析。 
总体而言，随着中国政府对药品短缺问题的

重视，药品短缺领域的研究论文数量呈现逐年增

长趋势，药品供应链、基本药物和药品价格是药

品短缺研究的重点话题，但作者和机构呈现非常

分散的状态，且研究力量大多为高校和研究院所

学者，相互之间缺少合作，研究的系统性不足。

实证文献分析提示，药品供应链中生产环节的各

种问题是导致中国药品短缺的 主要原因，而药

品价格是影响企业生产积极性的重要影响因素之

一；中国的短缺药品中基本药物占比较高，可能

会影响中国基本医疗保障的保障能力，需要引起

关注。由于存在文献数量较少、各文献数据收集

的口径不一致、数据的代表性也有不足等问题，

这些结论有待进一步研究确证。 
药品短缺的成因复杂，药品供应端和需求端

的因素都可能导致短缺；同时，短缺药品可能涉

及不同治疗领域[10]，各药品对于疾病防治的重要

性、发生短缺后对患者的影响程度不同，采取的

预防和应对措施也有所不同，预防和应对药品短

缺是需要多方参与的系统工程。为给中国政府提

供更有价值的参考，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可整合

多类型研究力量，组成由不同专业学科背景的多

学者组成的合作研究团队，收集权威、可靠数据

进行系统分析，确认中国药品短缺的主要原因，

进而系统性地提出预防和应对的策略和措施。 

近年来，中国政府积极努力解决药品短缺问

题，针对一些急迫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以及可

持续发展的生产供应保障长效机制建设方面做了

大量工作，但还需要出台更为细化的措施来保障

政策落实，同时需要关注药品政策的薄弱环节，

例如：①建立有效的药品价格对于药品短缺的调

节机制，并充分发挥其作用；②参考国外经验，

完善、细化药品监管机构在应对药品短缺时的监

管灵活性措施；③基于药品的临床重要性和可替

代性，细化短缺药品的分类分级管理；④明晰并

强化各利益相关方在预防药品短缺方面的责任，

充分发挥各自的监测预警作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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