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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观察

“本次调整，共计74种药品新增
进入目录，11种药品被调出目录，
新版目录将于2022年 1月 1日起执
行。从谈判情况看，67种目录外独
家 药 品 谈 判 成 功 ， 平 均 降 价
61.71%。调整后，国家医保药品目
录内药品总数为2860种，其中西药
1486种，中成药1374种，中药饮片
仍为892种。”12月3日，国家医保
局在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了社会
翘首以盼的2021年版国家医保药品
目录，并就本年度目录调整工作做情
况介绍。

意料之中——新版国家医保目录
一经发布就引发了刷屏效应，医保谈
判“灵魂砍价”更是连续登上多个热
搜。这是自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连
续第4年开展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
工作。这些工作，也引领着药品使用
端发生深刻变化。

从“望而却步”
到“奔走相告”

“骨髓瘤患者的喜讯！达雷妥尤
单抗和泊马度胺进入了新版国家医保
目录，元旦后开始执行!”12月3日
早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大学
血液病研究所主任医师路瑾分享的新
版医保目录新闻，瞬间就在她的骨髓
瘤患者微信群中“炸了锅”，患友们
纷纷奔走相告，甚至有患者“喜极而
泣”。

“真的特别感激国家针对患者急
需而负担又重的药品做出的努力。我
们没有想到，一次能够有好几种罕见
病药物被纳入国家医保目录，这将会
大大提升这些药物的可及性，让患者
实实在在地获益。”在电话中，路瑾
激动地向记者感慨。

记者了解到，达雷妥尤单抗和泊
马度胺这两款药物都是路瑾在国内牵
头做的多中心临床研究，深知药物临
床疗效明确。遗憾的是，虽然疾病有
药可治但价格昂贵，很多患者只能

“望而却步”。
“现在，这种状况即将发生明

显改变。”路瑾介绍，纳入医保之
前，400mg/20ml 规格的达雷妥尤
单抗注射液单支售价达 1.9 万余
元，一名骨髓瘤患者的年花费需30
万元~50万元且全自费，是很多家
庭的“不能承受之重”。纳入医保
之后，这一规格的达雷妥尤单抗注
射液单支售价降至 8500 余元，还
能够在此基础上享受医保报销。比
如北京，这一药物的报销比例达
85%。也就是说，同样一支药，北
京的患者在纳入医保后仅需支付
1200余元，年花费约4万元，很多
患者和家庭可因此获得新生。略有

遗憾的是，另外一种浆细胞疾病
——轻链淀粉样变性并未在此次适
应证内。

除了大力度惠及罕见病患者，创
新药进入医保速度加快、周期大幅缩
短，也是今年国家医保目录调整的一
大特点。本次医保目录调整，共有
67种目录外独家药品谈判成功，我
国原创治疗阿尔茨海默病新药甘露特
钠胶囊（商品名：“九期一”）就是
其中之一。

阿尔茨海默病是一种严重的神经
退行性疾病，其会引发患者进行性、
持续性认知功能损害，最终导致患者
丧失工作和生活能力。阿尔茨海默病
也是继心脑血管疾病和恶性肿瘤之
后，老年人致残致死的第三大疾病。
我国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约 1000 万
人，数量居全球之首，人口老龄化加
速将进一步驱动患病人数增加。然
而，目前全球用于临床治疗的药物仅
有寥寥数款。

在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
学院院士、国家“重大新药创制”科
技重大专项技术副总师陈凯先看来，

“九期一”是作为国家重大科技专
项，在新药研发方面取得的一个重大
标志性成果，此次被纳入医保，价格
从每盒895元降至296元，对于患者
而言是巨大的福音。我国在老年痴呆
防治方面，存在巨大未被满足的治疗
需求，长期看来，作为一款较高临床
价值的治疗药物被纳入医保，将有助
于减缓我国在该疾病领域的整体社会
和经济负担。

“保基本”才是医保
谈判的首要原则

“你们要做更大的努力！”“真的不
希望很多的套路！”“这个数学题真的不
难！”新版国家医保目录公布几天来，
代表国家医保部门谈判、屡屡登上热搜
的“小姐姐”坚定而又有力的声音，依
然在朋友圈和各大媒体广为传播。但如
果因为国家医保谈判代表们与药企之间
的“灵魂砍价”带来的震惊，就认为

“医保谈判无非就是压价”其实不妥。
“有人认为医保谈判就是杀价，越

低越好，这是对这项工作的曲解，基金
测算追求的不是最低价，而是合理价。
结合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因
素，综合考虑患者个人负担可承受能
力，通过测算找到一个绝大部分患者都
能够用得起的价格，最大范围惠及百
姓，这样的谈判才有意义。而个别药品
价格过于昂贵，比如前段时间媒体热议
的某120万元一针的抗癌神药，由于远
超基金承受能力和老百姓负担水平，不
具备经济性未能通过评审，最终未获得
谈判资格，这就是体现‘保基本’原则
的佐证。在未来的目录调整工作中，我
相信国家医保局仍然会继续坚决杜绝天
价药进医保，守好老百姓保命钱。据我
了解，按照限定的支付范围，目前国家
医保目录内所有药品年治疗费用均未超
过30万元。”2021年国家医保谈判药
品基金测算专家组组长郑杰介绍。

对于“保基本”原则，中国医学科
学院肿瘤医院副院长石远凯也深有感

触。他说，在一些价格极为昂贵、远超
“保基本”定位和广大患者负担能力的
药品，并未获得谈判资格的同时，也有
一些原来价格昂贵的药品，开出了平民
价、符合“保基本”定位的药品，经谈
判后顺利进入目录。

“比如，70万元1针治疗脊髓性肌
萎缩症的知名‘天价药’诺西那生钠注射
液，经过谈判后大幅降价，已达到多数患
者可承受范围之内。对于一些年治疗费
用超过100万元的‘天价药’，经谈判全
部降至30万元以下。这些‘天价药’自
身降价为‘平民价’，加上医保报销，患
者家庭的负担水平显著下降，极大降低
了‘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风险。”石远
凯介绍。

郑杰则进一步表示，为了能够使有
限的基金发挥最大效率，除了严格目录
外药品准入，根据规则，对目录内竞争
环境发生变化、超过准入协议预算等情
况的部分药品也进行了再次降价。对于
这部分药品通过谈判节省下来资金，可
以进一步用来购买性价比更高的药品，
从而实现了更高层次的“保基本”。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药品谈判发展
到今天，已不仅是新药进目录，还有着
调整目录内药品结构的作用，真正做到
了药品目录的动态化管理，提升了医保
药品的保障水平。而通过药品谈判，4
年来有 507个新药纳入了报销。经统
计，2018年以来，北京医保基金支付
的国谈药金额约40亿元，可以说这项
改革给老百姓带来巨大的实惠，切实增
强了人民群众对医改的认同感、获得
感。”郑杰最后表示。

74种药品新增进入医保目录，67种目录外独家药品平均降价61.71%——

“天价药”开出“平民价”受益人群再扩大
本报记者 刘喜梅

成语“寒冬腊月”，是指春节前
最冷的三个月，即农历的十月 （寒
月）、十一月（冬月）和十二月（腊
月）。这一时节木叶凋零，气候寒
冷，气候具有由“燥金”渐渐转入

“寒水”的特点，气候仍以“燥”气
为主，而“寒”气则日渐趋盛。气象
学家预测今冬将形成弱到中等强度的
拉尼娜事件，我国总体偏冷的概率较
大，即将来临的是一个比较寒冷的冬
天。那么，在养生上这个季节我们应
该注意哪些呢？

民间有“冬令进补”之说，主张
人们应该在冬季“增加营养、进食滋
补”，以利于抗御寒冷气候，驱寒保
暖。依照中医学理论，立冬之后，天
气 变 化 上 不 单 有 “ 寒 ”， 而 且 有

“燥”，这在北方体现得更为明显。时
值冬日，屋外白雪皑皑，屋内温暖如
春。暖气在给人们带来舒适的同时，
也会大量消耗体内的津液，加之多食
属性温热的牛羊肉，容易造成脏腑内
热偏盛。因此，冬季既要适当进补来
御寒，也要顺气滋润来除燥。所以立
冬养生，应防“燥寒”。

防燥有三“宜”

关于防燥，应注意以下几点：
其一，宜气机舒展。入冬天气收

藏，而“燥”气收敛、“寒”气凝

滞，皆容易使人体气机结聚，所以部
分地方的饮食有以下传统：在立冬以
后，选择吃有“理气、通气”特点的
食材如白萝卜、大葱等来顺气行气。
譬如南京的谚语：“一日半根葱，入
冬腿带风”，南方湿冷，一到立冬，
餐饮时吃点生葱，不仅可以激发阳
气、温中助阳以御寒，而且顺畅气机
有利于更好地进补。北方有“冬吃萝
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方”之说，
萝卜可清热化痰，消积导滞，可清理
胃肠积滞，解除冬日“内燥”，实乃
冬季养生佳品！此外，日常的保健运
动对气机舒展十分有益，每日小幅
度、慢节奏的有氧运动，如太极拳、
八段锦、广播体操、瑜伽、梅花桩
等，来导引气血流通，帮助脾胃消化
和机体代谢。

第二，宜饮食滋润。冬寒袭来，
中老年人和儿童对于季节更替带来的
变化会更加敏感，对免疫力相对较低
的人群而言，饮食滋润就显得很重
要，尤其北方供暖城市中，室内外温
差变化较大，自身免疫强健才能更好
适应外界环境变化。饮食滋润，可以
注意以下几点：一是要食材新鲜、种
类丰富、营养均衡；二是要多饮汤
品，应对环境湿度降低带来的不适；
三是可以适当服用膏方，健护脾胃、
补养气阴，既可以滋养除燥，又有助

于保元扶正，达到增强机体抗病的能
力。

第三，宜心情顺畅。立冬以后，自
然环境开始变得荒凉、萧瑟、色彩单
一，人们也由于天气原因而减少室外活
动，这容易加重气机的郁滞和情绪的抑
郁；加之高能量饮食的摄入，能量淤
积、代谢失调会催生人的烦躁情绪。尤
其对有习惯性便秘的中老年人，秋冬进
补极易加重便秘的程度，产生烦躁不宁
的状态，需要及时就医。对于入冬后出
现烦躁或情绪抑郁的情况，建议及时到
中医院就诊，由专业的中医专家辨证施
治加以调理。此外，用室内的花草、绘
画等装饰来调节情绪，以煮食鲜梨蜜
水、百合红豆粥等饮食调节来养阴润
燥，都是有益的自我调节。

御寒，养阳为先

入冬以后寒气渐盛，人体要维持周
身温暖，需要消耗更多的气血，所以冬季
时要保养精气、长养阳气。《黄帝内经》有
载：“水冰地坼，无扰乎阳”，强调在寒冷
时节要保养阳气，才能维持健康的稳
态。御寒，建议从以下方面着手：

其一，宜日常保暖。日常通过增添
衣物来保暖防寒，要讲求“先躯干，后
四肢”的原则，在躯干保暖的基础上，
增加对肢体关节的防护。通过饮食维持
身体热量均衡，则要依照“量出为入”

的标准，也就是在饮食摄入和体能消耗
间找到平衡，避免忍饥耐寒和少动多食。

其二，宜作息规律。“不熬夜”本身也
是保养阳气的重要内容。白天阳气因精
神活跃而消耗，到夜晚保证机体充足的
休息，是气机正常运转的基石。不过需要
注意的是：晚间休息时，应保障卧室供
暖，但不宜太热，温度偏高则代谢加快，
精神易浮躁，而致睡眠不够深沉。

其三，适当进补。《摄生月令》中
谓“孟冬，谓之闭藏……勿犯冰冻，温
养神气”，温养指用温性的食物和药物
补养。立冬后，一方面要注意保暖，另
一方面，也可适量进食补品。补品应以
温养气血、补肾填精且阴阳平和的中药
复方为主，配伍精当。譬如食疗，西部
地区有冬日喝附片羊肉汤的风俗，羊肉
甘温，配合辛温的附子，可补肾、健
胃、强腰膝，但附子为有毒中药饮片，
可以当归、生姜代之，即为张仲景《伤
寒杂病论》之名方当归生姜羊肉汤。

此外，对不耐寒冷、夜尿频多的老
年人，也可在中医师指导下，辨证使用
具有温补作用中成药如桂附地黄丸或者
膏方等调补。这里多说一句，京内各大
中医医院均开设有膏方门诊，因人施
补，一人一方，加工成方便面调料状，
一料药大则百余小袋、小则六七十小
袋，根据需求个性化定制，方便冬令进
步，对于老年人尤为适宜。

寒冬腊月养生防“燥寒”
唐旭东

本报讯 12月2日，协和公共
卫生百年纪念会在北京协和医学院
召开。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农
工党中央主席陈竺院士通过视频发
表讲话。他高度评价了协和公卫走
过的100年不平凡的光荣历程，充
分肯定了当代协和人锲而不舍履行
自己的使命和担当，勇敢面对国家
重大公共卫生风险和挑战。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副主
任、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
司司长洪大用在讲话中指出，100
年来，协和医学教育始终以推动医
学创新，促进医防协同，推进公共卫
生实践，提高健康水平为使命，培养
了一批又一批医学领军人才。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医学科学
院院长，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群医
学及公共卫生学院院长王辰院士在
会上作了题为《回顾 思考 展
望 构建现代公共卫生体系》的主
旨报告。他介绍，100年来，协和公
共卫生先贤坚持理论与实践、个体
与群体、医学与社会相结合的理念，
创立“北平第一卫生事务所”，建立

了定县农村三级卫生网络，开展了
健康教育、新法接生、预防接种、改水
改厕等公共卫生实践活动。在消除黑
热病、疟疾、丝虫病、梅毒、麻风病，以
及林县食管癌防治、首钢社区高血压
防治、大庆糖尿病预防、控烟、肺心病
防治等方面都作出了开创性贡献，在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王辰指出，21世纪面临着环境和
气候改变、人口老龄化、新发和再发
传染病、生物安全、不健康生活方式
等公共卫生挑战，现有的医学教育和
医疗卫生体系难以满足应对挑战的
需求。因此，协和医学院提出“群医
学”理念，从健康促进和疾病的预防、
诊断、控制、治疗、康复，以医学为基
础，统筹个体卫生行为与群体卫生行
动，以促进防治结合，实现改善我国
人群健康的目标。

据了解，国务院有关部委及直
属机构领导，北京市及相关区负责
同志、两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学
部委员等参会，线上参会人员达
33.8万人。同日，还举办了第六届群
医学及公共卫生论坛。

（刘喜梅 韩毅）

协和公共卫生百年纪念会在京举办

本报讯（记者 陈晶） 12月3
日，为推动国际国内双循环、促进
国际卫生合作、加快医疗健康科技
成果转化，围绕全球医疗健康科技
发展主题，“2022全球医疗健康科
技峰会”发布会采用线上方式举
行。峰会由中国出入境检验检疫协
会等单位主办，以期打造国际影响
力医疗健康产业论坛，助力中国
(北京)自由贸易区发展。

据了解，全球医疗健康科技峰会
旨在促进医药国际进出口贸易、医工

融合和医学转化落地、国际精准医疗
中心和远程数字医疗、医学继续教育
和培训、国际生命产业创新孵化、后
疫情时代的国际旅行健康保障等方
向发展；搭建国际医疗合作平台,积
极推动中国和全球在医疗卫生领域
及携手政、产、学、研、用、融各层面合
作伙伴的交流与合作创新，构建国际
医疗健康产业基地，着力构建协同发
展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助力北京
自贸区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医疗
健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2022全球医疗健康科技峰会”发布会举行

本报讯（记者 陈小艳 王晨
霞）记者从康复大学（筹）方面获
悉，该校一期预计于明年启用。康
复大学（筹）是由中国残疾人联合
会、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与山东省
合建的公办大学，驻地在青岛市国
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12 月 4 日，康复大学 （筹）
对外发布了《公开招聘学院院长公
告》《公开招聘师资公告》，公开招
聘健康与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康复
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社会发展与
管理学院院长、公共教学部主任各
1名。此外，还将招聘生命科学与
基础医学、智能医学工程、康复物

理治疗、康复作业治疗、听力与言
语康复学等专业教师100名。

据悉，康复大学立足康复专业
特色，致力于建设以研究为基础、
以应用为导向的国际化高水平创新
型大学。学校实行院长聘用制，首
聘期5年，对标国内外一流高校职
位，提供具有竞争力的薪酬待遇。
教师纳入学校事业单位人员控制总
量管理，薪酬待遇按国家、山东省
和学校有关规定执行，符合学校人
才政策者，可享受学校提供的购房
安家补贴、教学科研启动经费、义
务教育阶段子女入学、配偶工作安
置等政策。

康复大学将于明年启用

生活中有这样一些疾病，悄无
声息地存留在身体里，就像一个隐
居的“杀手”，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
可能致命，而腹主动脉瘤就是这样
一种疾病，科学家爱因斯坦、地质学
家李四光都因该病与世长辞。

腹主动脉瘤被认为是人体内的
一颗不定时炸弹。“在血管外科，腹主
动脉瘤是极其凶险的疾病。腹主动脉
作为人体大血管，如果把它比作水
管，瘤体破裂就好比自来水主管道破
了一个口子，血液涌出犹如火山喷发
难以遏制，其抢救成功率只有50%左
右。面对腹主动脉瘤患者，医生、病
人、病人家属要一起和时间赛跑，跑
赢死神。”天津泰达心血管病医院血
管外科主任李学东说。

临床中，超过60%的患者到医
院就诊之前就过世了，抢救成功率
也只有50%左右。腹主动脉瘤还有
一个特点，那就是破裂前几乎没症
状，因为主动脉位于人体深处，被人
体严密保护，这也是为什么称它为
隐形“杀手”的原因。

在李学东看来，人体有一条最
重要的血管叫主动脉，好比长江黄
河，是人体血管的主干。主动脉从心
脏出发，上升到脖子，再往下穿到胸
腔、腹腔，直到双腿。正常情况下，腹
主动脉直径是1.5至2.5厘米左右，
如果发生异常增粗，超过正常直径
50%，就称为腹主动脉瘤。腹主动脉
瘤最大的风险就是随着体积越来越
大，动脉壁越来越薄，最后发生破
裂。一旦破裂，患者可能在数分钟到
数小时内突然死亡，非常凶险。

“目前尚无任何药物有‘缩小’

动脉瘤的作用，手术为主要治疗方
式。”李学东说，手术治疗方法有两
大类：开放腹主动脉瘤人工血管置
换术以及介入方法血管腔内动脉瘤
隔绝术，这是往腹主动脉里放一个
人工覆膜支架，给血管加了个“内
衬”，让管道里的血液可以正常流通
而不出现渗漏，从而恢复正常血液
循环。血管破口处没有了血流，将会
慢慢自行闭合。其相比传统手术，创
伤和痛苦小，手术时间短，术后恢复
快，并发症也少。

腹主动脉瘤早期几乎没有症状，
但随着动脉瘤的增大可出现局部的
压迫症状。如食管和胃肠道受压可致
吞咽困难、恶心呕吐、食欲下降，脊柱
受压可出现背痛甚至截瘫等。腹痛是
腹主动脉瘤先兆破裂的“警告”。

李学东告诉记者，如果在破裂
之前及时发现和处理治疗，医生和
患者都会比较从容。所以对高危人
群定期体检、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很
重要。腹部血管超声检查是腹主动
脉瘤早期发现的最佳筛查手段，无
创且准确性接近100%。他建议65
岁以上的吸烟和高血压人群，尤其
是男性，每年应定期进行血管筛查，
以便尽早发现、及时干预。一旦诊断
为腹主动脉瘤，保守治疗期间要做
到健康饮食，戒烟戒酒，保持大便、
小便通畅；严格控制血压；定期复
查，遵从专科医生建议；腰腹痛及早
联系专科医院血管外科医生。

李学东特别提醒，冬季是腹主
动脉瘤发生破裂的高峰时期，高危
老年人一定要警惕突发的腹痛、腰
痛症状。

腹痛可能是腹主动脉瘤破裂预警
本报记者 李宁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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