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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政策·

陕西省零售药店药品价格与可获得性评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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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析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对陕西省零售药店药品价格与可获得性产生的影响，为政策
调整提出相应建议。方法：利用第二版ＷＨＯＨＡＩ标准化调查方法，分别于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２年对陕西省６个地
市的３６家和７２家零售药店进行调查，将４４种药品的价格、可获得性和可负担性数据进行比较。结果：样本药
店中原研药和最低价格仿制药的可获得性略有降低；原研药的零售价明显降低，而最低价格仿制药零售价升

高，慢性病药物零售价升高较明显；两年来，患者对药物的支付性明显提高。结论：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后陕西

省零售药店原研药品价格降低，患者的可负担性改善明显，但调研药品的可获得性却显著降低。建议：政府部

门应进一步完善药品价格政策，加大对零售药店的扶持力度；零售药店提高药学服务水平，加强品牌基本药物

营销力度；适当降低慢性病药物仿制药的价格，减轻慢性病患者的医疗负担；开展药品价格组分研究，防止部

分药品因价格过高影响患者的可负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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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２０１１年底，我国已有 ４２万多家零售药

店。［１］零售药店作为医药市场的第二终端，在方便百

姓购药，提高自我药疗水平，保障人民身体健康等方

面发挥着重要作用。［２］２００９年新医改方案关于建立

和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中明确提出，“所有零售药

店均应配备和销售基本药物”。［３］因此，零售药店在

保证群众基本用药的可及性、安全性和有效性，减轻

群众基本用药费用负担等方面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

作用。但随着新医改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不断推

进，零售药店却面临着来自基层医疗机构更多的竞

争压力，机遇和挑战并存。［４］在现行制度框架下，基

层医疗机构可以通过财政补贴、多渠道补偿来实现

药品“零差率”销售，零售药店却不可能以购进成本

销售药品，使得零售药店的价格优势逐渐消失，零售

药店的发展面临严峻考验。［５］

本研究利用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２年对陕西省零售药

店开展的价格和可及性调研数据，通过比较药品的

可获得性、价格及可负担性数据的变化，评估国家基

本药物制度实施两年来，陕西省零售药店药品价格

和可获得性的动态变化状况，从而提出相应的对策

建议，为零售药店顺应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建设，更好

地保障人民身体健康提供实证数据支持。

１资料与方法

１１调查对象

本研究选取了陕西省 ６个地市作为调研区域

（根据人均 ＧＤＰ水平［６７］，分别选取了发达地区西

安、榆林，中等发达地区宝鸡、咸阳以及欠发达地区

渭南、商洛）。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２年在上述地市分别调

研了３６家和７２家零售药店（表１）。为进一步增加

药店样本的代表性，２０１２年各地市药店样本数较

２０１０年均不同程度增加，新增的药店在规模大小、业

态形式（单体、加盟或连锁）、地理位置等方面与原有

药店保持一致。

表１　陕西省样本地市及调研药店分布情况

经济发达程度 城市
零售药店分布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２年

发达地区 西安 ７ １２
榆林 ８ １２

中等发达地区 咸阳 ５ １２
宝鸡 ５ １２

欠发达地区 商洛 ６ １２
渭南 ５ １２

合计 ３６ ７２

注：经济发展程度是按各地区人均ＧＤＰ水平确定的。

两次调研涉及的４４种药品均相同（即每种药品

的规格、剂型均相同）。其中３１种为国家基本药物

（在２００９版《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目录》范围

内），１３种为非基本药物。４４种药品按治疗疾病类型

划分，２１种为急性病药物，２３种为慢性病药物（表２）。

表２　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２年调研涉及的４４种药品

药物类型 基本药物 非基本药物

急性病药物

（２１种）
阿昔洛韦、阿苯达唑、阿莫

西林、阿奇霉素、头孢氨

苄、头孢曲松钠注射剂、环

丙沙星、复方新诺明、红霉

素、甲硝唑、利福平、氟康

唑、硝酸咪康唑乳膏、布洛

芬、双氯芬酸钠、扑热息

痛、地西泮（１７种）

头孢拉定注射剂、氧氟

沙星、酮康唑、氯雷他定

（４种）

慢性病药物

（２３种）
氨茶碱、沙丁胺醇气雾剂、

阿替洛尔、卡托普利、依那

普利、氢氯噻嗪、阿米替

林、格列苯脲、二甲双胍、

辛伐他汀、奥美拉唑、雷尼

替丁、地高辛、丙戊酸钠

（１４种）

倍氯米松气雾剂、氨氯

地平、硝苯地平缓释片、

赖诺普利、氯沙坦、氟西

汀、格列齐特、阿托伐他

汀、洛伐他汀（９种）

合计 ３１种 １３种

１２研究方法

本研究利用第二版 ＷＨＯ－ＨＡＩ标准化调研方

法［８］，分别调研每种药品的原研药 （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ｏｒ

ｂｒａｎｄｓ，ＯＢｓ）和最低价格仿制药（Ｌｏｗｅｓｔｐｒｉｃｅｄｇｅ

ｎｅｒｉｃｓ，ＬＰＧｓ）。ＯＢｓ是指所调研药品的原研厂家生

产的同规格药品。ＬＰＧｓ是指在调研机构中发现的单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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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价格（即每片、粒、揿等）最低的仿制药品。将收集

到的数据经双人双录入到２０１０版ＷＨＯＨＡＩ工作表

Ｉ中进行统计。具体研究过程参见研究报告［９］表述。

本研究采用三个评价指标，即可获得性（Ａｖａｉｌａ

ｂｉｌｉｔｙ）、中位零售价（Ｍｅｄｉａｎｒｅｔａｉｌｐｒｉｃｅ）、可负担性

（Ａｆｆｏｒｄａｂｉｌｉｔｙ）。其中，可获得性是指在所调查机构

中，可以提供某种药品的机构数占该类调查机构总

数的比例。中位零售价是指在所有调查机构中，某

种药物单位零售价格的中位数。可负担性是指按照

标准诊疗指南，在一定疗程内，使用药品标准剂量治

疗某一疾病所花费的药品总费用相当于政府部门中

非技术类工作人员的最低日薪标准的倍数。两次调

查均使用陕西省四类工资区职工最低日工资的平均

数代替政府部门非技术类工作人员的最低日薪，

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２年陕西省四类工资区职工最低日工

资的平均数分别为２２０８３３元和２９５８３３元。［１０１１］标

准治疗方案为急性病治疗期一个疗程（一般为 ７

天），慢性病治疗期３０天。

２结果

２１可获得性比较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陕西省零售药店药物的可获得

性略有降低，其中，原研药的可获得性降低３０％，最

低价格仿制药的可获得性降低６７％。而非基本药

物的原研药和基本药物的最低价格仿制药可获得性

降低的幅度较明显。

同时发现，无论是２０１０年还是２０１２年，基本药

物原研药的可获得性均最低，分别为 １２４％和

１１０％，基本药物最低价格仿制药的可获得性最高，

分别为４９５％和４０１％。此外，对于原研药来说，非

基本药物的可获得性明显高于基本药物，最低价格

仿制药的情况则与之相反。但无论是原研药还是最

低价格仿制药，慢性病药物的可获得性均略高于急

性病药物（图１）。

２２中位零售价比较

与２０１０年相比，２０１２年原研药的整体零售价降

低了２７１％，非基本药物的零售价降低较明显，降低

了４１３％。最低价格仿制药的整体零售价升高了

１０３％，主要因为基本药物的零售价升高了１０７％。

无论是原研药还是最低价格仿制药，两年来，非基本

药物的零售价均降低。此外，按照药物疾病类型，急

性病药物两年来零售价变化不是很明显，但对于慢

性病药物，两年来，原研药的零售价降低５２９％，最

低价格仿制药的零售价却升高４２１％（表２）。

图１　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２年陕西省零售药店４４种
代表药品的可获得性比较

表２　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２年陕西省零售药店调研
药品的中位零售价比较

药物分类
中位零售价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２年 中位零售价变化（％）

ＯＢｓ（１６） ３３２６ ２４２４ －２７１

其中：基本药物（７） １３８８ １２９８ －６５

　　 非基本药物（９） ４２１４ ２４７２ －４１３

　　 急性病药物（５） ２６８３ ２７０６ ０９

　　 慢性病药物（１１） ４０００ １８８５ －５２９

ＬＰＧｓ（３８） ０４１６ ０４５９ １０３

其中：基本药物（２７） ０１５０ ０１６６ １０７

　　 非基本药物（１１） １３１５ １２２３ －７０

　　 急性病药物（１７） ０４５３ ０４４２ －２４

　　 慢性病药物（２１） ０３８０ ０５４０ ４２１

注：括号中数字表示两年能进行统计对比的药品数量。

２３可负担性比较
参考ＷＨＯ《标准治疗指南》，在咨询 ＷＨＯＨＡＩ

专家之后，确定了１９种药物的标准治疗方案，从而
得到每种药物标准治疗方案所需花费的最低日工资

的倍数。

从表３可知，两年来，使用标准治疗方案治疗疾
病，患者的治疗费用降低，可负担性有了较明显的改

善。即使如此，却没有一种原研药的治疗费用低于１
日最低工资数，原研药治疗费用依旧很高，如使用奥

美拉唑原研药治疗溃疡，治疗费用是最低工资的

１３０倍，远远超过普通患者的承受能力，但如果用最
低价格仿制药治疗，治疗费用仅是最低日工资的０７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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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不过部分最低价格仿制药的治疗成本也很高，

比如用氯沙坦仿制药治疗高血压，治疗费用仍需最

低日工资的５３倍，如果使用原研药治疗费用将更
高，普通患者治疗压力相对较大。

表３　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２年陕西省零售药店部分
药品的可负担性比较

药物 类型
治疗费用为平均最低日工资的倍数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２年

抗高血压药

　氨氯地平 ＯＢｓ ７３ ５０
ＬＰＧｓ １５ １３

　氯沙坦 ＯＢｓ ８７ ６１
ＬＰＧｓ ７６ ５３

　硝苯地平缓释片 ＯＢｓ １１５ ２５
ＬＰＧｓ １７ １２

抗高血脂药

　阿托伐他汀 ＯＢｓ １２６ ８６
ＬＰＧｓ — １８

　辛伐他汀 ＯＢｓ ５１ ３５
ＬＰＧｓ ２２ １９

治疗糖尿病药物

　格列齐特 ＯＢｓ １５ １１
ＬＰＧｓ ０５ ０４

抗抑郁药

　阿米替林 ＯＢｓ — —

ＬＰＧｓ ０７ ０５
　氟西汀 ＯＢｓ １３２ ２６

ＬＰＧｓ ３３ —

治疗溃疡药物

　奥美拉唑 ＯＢｓ １８０ １３０
ＬＰＧｓ ０９ ０７

注：“—”表示可负担性无统计结果。

３讨论

３１零售药店基本药物可获得性整体水平降低
新医改以来，随着城乡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医疗

保障体系建设的深入，以及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不

断完善，医药市场随之扩容，基层医疗机构在基本药

物市场中占据的份额提高，零售药店的发展面临机

遇和挑战。［３］此次调研发现基本药物在零售药店可

获得性整体水平有所降低，可能与以下因素有关：

（１）基本药物由政府统一定价，在基层医疗机构中实
行“零差率”销售，而零售药店无国家财政补偿，必须

对基本药物实施加价销售获取利润以维持生存。部

分基本药物曾是零售药店的主打品种，由于与基层

医疗机构竞争的不平等，零售药店的价格优势丧失，

利润减少，部分基本药物不得不下架，导致基本药物

的可获得性明显降低。（２）部分基本药物由于低价

竞标，利润过低，厂家生产积极性不高，甚至停产，零

售药店基本药物的采购也受到影响。同时，大多数

基本药物零售价格偏低，利润空间小，零售药店降低

了基本药物的采购比例。（３）部分零售药店实施多

元化经营战略，减少了药品经营品种，扩大了对医疗

器械、保健品及化妆品的经营，这些因素也可能影响

到零售药店基本药物可获得性的整体水平。（４）两

次调研的药店规模大小基本匹配，但具体样本药店

不完全一致，药物可获得性的降低也可能与药店的

位置、规模、购药人群结构的不同有一定关系。

３２零售药店原研药价格明显降低，慢性病药物最低

价格仿制药价格上升

１９９８—２０１３年，国家发改委先后３０余次降低药

品价格。其中，２０１１年３月２８日起国家发改委发布

的药品降价通知，共涉及１６２个品种，１３００种剂型规

格。［１２］本研究中，２０１２年原研药的价格相对于２０１０

年降低较明显，说明国家一系列的药品价格调控政

策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原研药价格，有效减轻了普通

患者原研药治疗的医疗负担。［１３］但研究结果显示，慢

性病药物最低价格仿制药的价格却上升了４２１％，

可能的原因有：（１）部分慢性病药物生产成本加大，

采购成本上升。（２）零售药店在慢性病药物原研药

利润空间降低的基础上，可能提高部分慢性病仿制

药的零售价格，维持药店的利润格局。（３）慢性病患

者日益增多，慢性病治疗周期较长，患者需要长期服

药，而大多数患者基于治疗费用考虑选择仿制药进

行治疗，在此情况下，提高慢性病药物仿制药的零售

价，可以给零售药店带来更多利润。

３３零售药店患者对药物的可支付能力提高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陕西省四类工资区职工平均日

工资上涨。［１０１１］可负担性与药品价格成反比，与职工

平均工资成正比，两年来患者对药品的可负担性提

高，主要归因于工资水平的提高。比如，硝苯地平缓

释片原研药治疗高血压，治疗费用从１１５倍日工资

数减少到２５倍日工资数；氟西汀原研药治疗抑郁

症，治疗费用从１３２倍日工资数减少到２６倍日工

资数。但原研药和部分仿制药的治疗费用依旧较

高，比如氯沙坦仿制药治疗需要高血压５３倍日工

资数，甚至比部分原研药的治疗费用还要高；对于很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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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高血压患者来说，需要长期服用药物，如果收入较

低，就难以保证治疗的持续性，可能延误治疗。当然

随着城镇职工和居民医保体系的健全以及新型农村

合作医疗制度报销比例的提高，部分药品虽然零售

价较高，理论可负担性较差，但纳入医保报销目录

后，患者自付比例较低，对药品价格的敏感度降低，

患者实际可负担性较好。尤其对于需要长期服药的

患者来说，医保覆盖有效减轻了其医疗负担，实际可

负担性得到较好的保证。

４建议

针对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施背景下零售药店面

对的市场扩容、价格劣势、利润萎缩和竞争压力，药

店必须采取积极措施主动应对，相关对策建议包括：

４１进一步完善定价机制，加大对零售药店的扶持

力度

零售药店由于其开办方式和盈利模式，基本药

物的零售价格不可能与实施“零差率”的基层医疗机

构保持一致。当零售药店基本药物缺乏价格优势，

必然导致其经营基本药物的积极性降低，从而对零

售药店基本药物的可获得性造成冲击。因此政府主

管部门和相关行业协会应进一步完善基本药物定价

机制与价格管理政策，加大对大型零售连锁药店的

扶持力度，鼓励零售药店成为医保覆盖药店，设置基

本药物销售专柜，同时提高患者在零售药店购买基

本药物的报销范围及比例，从根本上改善基本药物

在零售药店销售的不利现状。

４２提高药学服务水平，加强品牌基本药物营销力度

零售药店可以通过定期开展专业技能培训，增

强药店工作人员药学服务的意识和责任，提高药学

服务的水平，给予患者合理用药和健康生活的咨询

与指导，使零售药店在与基层医疗机构的合作与竞

争中有较高的患者满意度和信任度，从而一定程度

上减少药物价格优势丧失带来的冲击。同时，部分

知名品牌药品在基本药物的招标采购中没有入围，

配送企业无法配送到基层医疗机构，但品牌药品在

部分患者中仍有较高的美誉度和知名度，零售药店

可以通过提供相应品牌药品来满足患者治疗需求，

增加药店销售收入。

４３降低慢性病药物仿制药的价格，减轻慢性病患者

的医疗负担

本研究发现，两年来，慢性病药物仿制药的价格

升高，慢性病患者在零售药店购药治疗疾病的负担

较重。零售药店可以通过提高药店连锁化经营水

平，优化采购渠道，降低采购成本，在此基础上适当

降低慢性病药物的零售价，减轻慢性病患者的治疗

费用负担，从而吸引更多患者选择在社区零售药店

购买慢性病用药，促进慢性病基本药物的销售。

４４开展药品价格组分研究，防止部分药品因价格过

高影响患者的可负担性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虽然患者的药品可负担性明显

提高，但是部分原研药和仿制药的价格依旧很高，即

使在医保覆盖下，对于长期用药的患者来说可能仍

存在较大的医疗负担。所以需要对零售药店部分价

格偏高药品进行价格组分研究，压缩药品购销中间

环节，严厉打击从药品生产到药品销售的过程中不

合理加价导致药价过高的行为，从而保证零售药店

药品价格的合理性，进一步提高患者对零售药店药

品的可负担性。

参　考　文　献

［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２０１１年度统计年报［ＥＢ／

ＯＬ］．（２０１２１０１０）［２０１３０５１０］．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ｄａ．ｇｏｖ．

ｃｎ／ＷＳ０１／ＣＬ０１０８／７５３３３．ｈｔｍｌ．

［２］李娜，曹阳．基本药物制度下零售药店的生存之道［Ｊ］．

中国执业药师，２０１１，８（３）：３４３６．

［３］张平，徐怀伏．药店在政府激励性管制下的战略选择—

基本药物制度的视角［Ｊ］．中国卫生政策研究，２０１１，３

（１）：５４５７．

［４］崔夏子，陈丽，张弘，等．我国零售药店销售基本药物

存在的问题及对策［Ｊ］．中国新药杂志，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１１５５１１５７．

［５］刘伟，王利杰，任令飞，等．基本药物“零差率”销售制

度对零售药店的影响及对策探讨［Ｊ］．中国药房，２０１１，

３（６）：３３６４３３６６．

［６］陕西省统计局．２０１０年地市生产总值 ［ＥＢ／ＯＬ］．（２０１１

０４０７）［２０１３０５２０］．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ｎ．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

ｎｅｗｓ／ｔｊｓｊ／２０１１４７９５４０７．ｈｔｍ．

［７］陕西省统计局．２０１２年“各市（区）生产总值”［ＥＢ／

ＯＬ］．（２０１３０２０１）［２０１３０５２０］．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ｎ．ｓｔａｔｓ．

１４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Ｐｏｌｉｃｙ，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３，Ｖｏｌ６Ｎｏ８

ｇｏｖ．ｃｎ／ｎｅｗｓ／ｔｊｓｊ／２０１３２１１０４４５８．ｈｔｍ．

［８］ＷｏｒｌｄＨｅａｌｔｈＯｒｉ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ＨｅａｌｔｈＡ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ｐｒｉｃｅｓ，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ｆｆｏｒｄ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

ｐｒｉｃｅ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２００８ｅｄｉｔｉｏｎ［ＥＢ／ＯＬ］．［２０１３０５２０］．

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ｈｏ．ｉｎｔ／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ａｒｅａｓ／ａｃｃｅｓｓ／ＯＭＳ＿Ｍｅｄｉ

ｃｉｎｅ＿ｐｒｉｃｅｓ．ｐｄｆ．

［９］ＹａｎｇＳ，ＦａｎｇＹ．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ｐｒｉｃｅｓ，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ａｆｆｏｒｄ

ａｂｉｌｉｔｙ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Ｓｈａａｎｘ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ＥＢ／

ＯＬ］．［２０１３０５２０］．ｈｔｔｐ：／／ｗｗｗ．ｈａｉｗｅｂ．ｏｒｇ／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ｐｒｉｃｅｓ／ｓｕｒｖｅｙｓ／２０１００９ＣＮＸ／ｓｄｏｃｓ／ｓｕｒｖｅｙ＿ｒｅｐｏｒｔ＿ｓｈａａｎｘｉ＿

Ｆｉｎａｌ．ｐｄｆ

［１０］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人社厅关于调整陕

西省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ＥＢ／ＯＬ］．（２０１０１２２４）

［２０１３０５２０］．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ｈａａｎｘｉｈｒｓｓ．ｇｏｖ．ｃｎ／Ｈｔｍｌ／

２０１０１２２４／１６１７１８．Ｈｔｍｌ．

［１１］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人社厅关于调整陕

西省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ＥＢ／ＯＬ］．（２０１１１２２３）

［２０１３０５２０］．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ｈａａｎｘｉｈｒｓｓ．ｇｏｖ．ｃｎ／Ｈｔｍｌ／

２０１１１２２３／０９５３３６．Ｈｔｍｌ．

［１２］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１６２种药品降价平均降幅２１％

［ＥＢ／ＯＬ］．（２０１１０３２９）［２０１３０５２０］．ｈｔｔｐ：／／ｐｏｌｉ

ｔｉｃｓ．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ＧＢ／１０２７／１４２６００９４．ｈｔｍｌ．

［１３］陶婷婷，徐程，胡明，等．我国药品价格调整政策分

析：１９９７—２０１１年［Ｊ］．中国卫生政策研究，２０１１，４

（９）：４６５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５０６　修回日期：２０１３０７０４］

（编辑　薛　云）

·信息动态·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２０１３年世界卫生报告》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５日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２０１３

年世界卫生报告》。该报告认为卫生研究对于推进

全民健康覆盖至关重要，并呼吁各国继续加强对本

地的研究投入，以制定与各国国情况相符的全民健

康覆盖体系。

报告阐述了各国在制定全民健康覆盖体系时，

需要研究如何确定需要解决的卫生问题及构建这一

体系，并根据其特定卫生状况衡量其进展。

来自许多国家的案例研究展示了本地和全球研

究对于增进健康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包括从特定疾

病防控到改进卫生系统的运行。这些研究结果突出

强调了在本地开展研究的必要性，研究者可针对单

个国家某个重要因素开展研究。

报告还显示有更多的卫生研究成果正在发表。

虽然高收入国家仍然在多数研究中发挥主导作用，

但中低收入国家的参与也日益增多。以中国为例，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中国研究者作为共同作者发表的研

究成果从５％增加到１３％。巴西、印度和其它国家的

参与程度也不断增加。

全民健康覆盖需要一个有力、高效、运行良好的

卫生体系，需要获得稳定的筹资、基本药物和技术以

及受到良好培训并积极工作的卫生工作者。为了应

对上述挑战，世界卫生组织鼓励国际捐助者和各国

政府不仅加强研究方面的投资，还要建立信息和数

据共享机制，加强研究培训，并且针对本国对实现全

民健康覆盖作出的承诺来衡量其进展。

（来源：世界卫生组织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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