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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厌厌倦倦了了客客户户每每次次带带
宠宠物物看看病病时时，，战战战战兢兢兢兢问问价价
的的行行为为。。””罗罗可可亮亮说说。。他他是是
一一名名在在上上海海从从业业八八年年的的宠宠
物物医医生生。。

为为了了帮帮助助宠宠物物主主人人们们
科科普普一一些些医医疗疗常常识识，，避避免免宠宠
物物就就医医““雷雷区区””，，罗罗可可亮亮在在社社
交交媒媒体体上上运运营营了了一一个个账账号号。。
他他收收到到不不少少宠宠物物主主人人的的反反
馈馈，，比比如如，，猫猫在在抽抽血血过过程程中中，，
因因为为紧紧张张，，可可能能会会肝肝脏脏指指标标
升升高高，，于于是是，，有有医医生生给给猫猫开开
了了11550000元元的的护护肝肝药药。。他他还还
透透露露，，有有些些医医院院，，从从宠宠物物主主
人人进进门门开开始始，，就就观观察察其其穿穿
着着、、对对宠宠物物是是否否特特别别在在意意
等等，，作作为为医医疗疗行行为为判判断断的的
依依据据。。

在在国国内内，，宠宠物物的的疾疾病病谱谱
与与治治疗疗需需求求，，正正逐逐渐渐拉拉大大与与
其其它它大大型型动动物物和和禽禽畜畜动动物物
的的区区别别，，并并与与人人更更加加接接近近。。
但但与与此此同同时时，，人人类类医医疗疗中中的的
问问题题也也开开始始在在宠宠物物医医疗疗领领
域域出出现现，，如如看看病病贵贵、、过过度度医医
疗疗、、市市场场混混乱乱等等。。

宠宠物物医医生生詹詹哲哲育育毕毕业业
于于台台湾湾大大学学，，在在上上海海最最知知名名
的的两两家家老老牌牌宠宠物物医医院院先先后后
工工作作了了六六年年。。在在他他看看来来，，制制
约约国国内内宠宠物物医医疗疗发发展展的的最最
大大问问题题在在于于法法规规。。一一方方面面，，
一一些些法法规规太太过过严严格格，，比比如如，，
关关于于宠宠物物药药品品的的规规定定，，使使得得
宠宠物物药药品品可可及及性性受受到到影影响响；；
另另一一方方面面，，诸诸如如动动物物福福利利的的
保保护护、、宠宠物物医医生生的的分分级级认认
证证、、宠宠物物医医疗疗的的规规范范等等，，反反
而而没没有有明明确确的的规规则则，，才才造造成成
了了所所谓谓的的乱乱象象。。

大约从2021年初开始，在
养猫人群不断激增的背景下，因
疫情影响供货能力、销售终端囤
货抢购等原因，国内“妙三多”疫
苗出现紧缺。“妙三多”是一种可
以帮助猫预防猫瘟、猫杯状病
毒、猫鼻支三种传染疾病的猫三
联疫苗，由美国硕腾公司生产。
在国内，获农业农村部批准上市
的同类型产品只有“妙三多”，该
疫苗于2010年进入中国市场，
几乎所有养猫的家庭，都依赖该
疫苗来为猫免疫。

今年4月，硕腾公司在接受
媒体采访时表示，新冠疫情以
来，不仅美国工厂生产能力受到
一定影响，运力紧张、航班延误
也时有发生，加剧了货物紧缺。
为解决市场供应问题，该公司正
全力加速“妙三多”疫苗的国产
化，但预计最快也要2023年才
能上市。因为缺货，据《南方周
末》今年5月报道，2021年下半
年业内曾出现回收疫苗空瓶，伪

造假疫苗等现象。
2020年的公开数据显示，全

球产量最大的宠物药是抗寄生虫
药物，占宠物药品产量的27.5％；
其次是生物制品，包括疫苗等，占
比22.6％；抗感染药品占17％，其
他宠物药品占比32.9％。硕腾是
全球最大的动物保健企业，其前
身是辉瑞旗下动物保健部门，
2012年独立、更名。2020年，宠
物类产品在硕腾的总营收中占比
为54％。

在国内，宠物医疗市场过去
普遍被认为太小，企业没有意愿
投入研发，也因为同样原因，一
些国外药品没有动力进入中国
市场。根据中信建投证券2021
年末发布的《宠物医疗行业深度
报告》，以2019年数据来看，硕
腾、拜耳等进口供应商占国内宠
物药品市场份额约70％，国内
上游供应商研发能力较弱，而
且，主要面向经济型动物，制约
国内宠物医疗产业发展。

2004年，原农业部颁布的
《兽药管理条例》就提出，人用药
不得用于动物。但是，因为没有
宠物用药，当时北京市农业局就
做出尝试，可以在一些人药包装
上盖一个“兽用”戳，很多年里，
都是采用这种折中的方案。但
是，从2014年开始，新修订的
《兽药管理条例》就开始比较严
格，基层执法部门也参与到监督
中来，医生们就不敢再违规
使用。

“人用药不得用于兽用”这
个规定的考量，新瑞鹏宠物医疗
集团副董事长刘朗说，很大程度
上是因为担心人用药的滥用导
致经济动物出现药物残留的问
题，从而影响食品安全，另一方
面，也担心抗生素滥用之后的耐
药问题。不过，宠物的用药规定
应该与这些大型经济动物区分
开来，“有的时候，我们的法规因
为滞后，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宠物药品的短缺

今年8月，硕腾公司首席财
务官在一场直播中表示，在美
国，与疫情前相比，尽管经济环
境存在更广泛的不确定性，但
宠物消费和宠物健康的优先次
序仍然非常强烈，该行业的基
本面依然强劲。有参加调查的
宠物主人表示，他们现在在宠
物身上的花费，比新冠暴发前
更多。

摩根士丹利2021年4月发
表的一项针对宠物行业的调查
发现，在美国，当实际个人可支
配收入下降时，消费者整体上
越来越不愿意削减宠物支出。
该机构预测，每只宠物的平均
年度家庭支出可能会从2020年
的980美元增长到2025年的
1292美元，并进一步扩大到
2030年的1909美元。

该机构援引的一项最新调
查发现，66％的美国家庭至少
养有一只宠物，平均为1.7只。
更值得注意的是，69％的受访
者“非常同意”他们的宠物是家
庭的重要成员，37％的人愿意

负债承担宠物的医疗费用。
根据中国畜牧业协会宠物

产业分会指导的《2021年中国
宠物行业白皮书》，2021年，整
个城镇犬猫市场的规模达到
2490亿元，同比增长20.6％。
单只犬的年消费是2634元，单
只猫的年消费是1826元。其中
用于医疗的支出大约占总支出
的29％，也就是说，国内与美国
在宠物医疗方面的支出依然有
较大差距。

人们在宠物身上的消费能
力和意愿，与宠物医疗发展有
着非常重要的关系。猫科专家
毛军福指出，当意愿降低、经济
受限、宠主遇到疑难的病情就
不再救治时，宠物疾病的高精
尖研究，其实受到了很大限制。

投资人何晓倩估算，美国养
猫养狗家庭的占比约是中国的3
倍，而医疗支付意愿是中国的4
倍，两者相差12倍。因此，美国
能支撑一个稳定的宠物医疗市
场。目前，中国宠物家庭渗透率
仅22.8％。

毕业于台湾大学的宠物医
生詹哲育在台湾、上海都工作
过，也了解香港的情况。他做
了个对比，在台湾，宠物没有医
保，但人的医保不限制额度，看
病很便宜，习惯了低价就医的
人们在宠物治疗上不愿意多花
钱。这使得台湾宠物医疗的费
用在亚洲都属于最低的地区之
一，宠物医疗难以发展起来，医
生也出现了流失。而在香港，
整个宠物行业收费在亚洲偏
上，医院能够顺利运转，也就不
大会出现卖高价药、过度检查
等情况。

因为成本高，美国的动物
医院也并不怎么赚钱。中国农
业大学动物医学院教授、中国
畜牧兽医学会小动物医学分会
理事长林德贵告诉记者，兽医
师教育水平都很高、设备也齐
全，宠物见医生都要收50美元
或者更高的挂号费，医院运转
比较平稳。因为门诊需要提前
预约，医生工作量比较稳定，所
以过得轻松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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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动物医院转诊中
心内的注意事项贴牌。

北京一家动物医院转诊中心，一只宠物蜥蜴正在接受检查。

动物医疗中心住院部
的VIP室。

主人在动物医院打地
铺陪伴生病宠物。

大浪淘沙

2019年之后，随着资本
进入，国内宠物药品、疫苗、
诊断的研发也加快了步伐。
2021年开始，包括瑞普生物、
丽珠集团、回盛生物等多家
上市公司公开表示有宠物药
以及宠物疫苗相关的布局
计划。

今年2月9日，广西爱宠
生物科技公司发布消息称，
该公司参与合作研发的猫三
联灭活疫苗，已获得农业农
村部的临床试验申请批准，
有望成为国内首家上市的猫
三联产品，规划年产能3000
万支。普莱柯生物公司也在
2020年年报中通告，其年内
已着手组建宠物产品事业
部，犬二联疫苗已进入临床
试验阶段，犬四联、猫三联项
目在推进中。

今年5月，农业农村部便
发布文件，优化、简化了兽用
生物制品临床试验审批资料
要求，并充分考虑宠物预防、
治疗用生物制品的特殊性，
并给予特别规定。比如，将
宠物治疗用生物制品临床试
验宠物数量，由不少于200只
调整为不少于50只。

林德贵主持了一些宠物
药品的新药临床试验，而且，
他也是农业农村部兽药评审
中心的化药评审专家。他指
出，随着中国宠物医疗行业
市场规模日渐扩大，制药企
业越来越有市场利润来支撑
研发。另一方面，随着人用
药品市场集中带量采购的深
入，药品利润率在下降，一些
药企开始有动力将其研发力
量、专利等转向宠物用药市
场。两三年之后，基本上能
满足国内80％的宠物用药
需求。

2020年10月，国内器械
领域的龙头企业迈瑞医疗斥
资2亿元成立深圳迈瑞动物
医疗公司。同期，万孚生物
旗下万德康公司与拉索生物
达成战略合作，共同推进
POCT（现场快速检验设备）
与基因检测在宠物诊断中的
应用，包括动物免疫荧光平
台、动物即时凝血平台等。

今年9月，中科院动物
所、清华大学、中国农大等顶
尖科研机构科学家领衔成立
的觅投克生物，宣布获得千
万元天使轮融资。公司主要
研发宠物猫、犬的老年病治
疗药物，包括针对肌肉萎缩、
炎症性肠炎、骨关节炎等适
应症的间充质干细胞药物。

林德贵相信，随着社会
更加发展，今天行业的混乱、
恶性竞争、监管不足等问题
都能够逐渐得到好转。比
如，当小动物医学发展更加
完善，未来也会像人的医院
那样，给医院定级，给医生评
不同的职称，规定一些特定
的疾病只能在特定级别的医
院就诊等。

据《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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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放弃了
自己的宠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