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健康2024年 7月 12日 星期五 1919

■无影灯R■■健康焦点健康焦点R

输入药品名称可查询到相

同药品的所有生产厂家、所有

规格在全省医保定点零售药店

的实际销售价格，并可按距离、

价格或评分筛选及展示相关药

店，还可以一键导航带领用户

找到合适的药店。陕西省医保

局近日推出“药品比价”功能，

实现药品价格在用户手机上一

键查询、实时比对，受到群众广

泛欢迎。不仅在陕西、内蒙古，

以及在广东深圳、江苏徐州等

城市的医保平台上，也都推出

了类似功能，推动药品价格更

加公开透明。

现实生活中，同一种医保

药品，在不同药店销售的品牌

不 太 一 样 ，药 品 价 格 也 有 差

异。由于信息获取不方便，群

众若想在附近以最划算的价格

买到药品，往往需要跑几家药

店多方比价，费时费力。在网

络 平 台 零 售 药 店 业 态 出 现 之

后，这种情况虽有所改变，但线

下比价仍然存在困难，尤其在

急用药的情况下，即便能够寻

到线上价格比较合适的药品，

碍于配送半径、时间等环节的

局限，也只能在线下零售药店

购买价格较高的药品。

过去，为了让大家更加方

便地找到价格合适的药店，医

保部门想了不少办法。比如辽

宁大连市医保局的微信公众号

每 半 个 月 就 会 更 新 发 布 一 篇

《常用药品价格监测公示》，公

布 30 个高血压、糖尿病、冠心

病常用药品，以及全市 10 个最

低价的药店和销售价格。山东

威海市医保局在微信公众号上

线了“集采导航图”小程序，通

过手机定位可以在地图上准确

选 择 离 家 最 近 参 加 集 采 的 药

店。这些方式为群众提供了一

些参考，但便捷获取实时比价

信息仍然难以实现。

另一方面，随着国家建立

完善医保谈判药品“双通道”管

理机制、将定点零售药店纳入

门诊统筹、加快推进跨省异地

就医直接结算等措施的实行，

越来越多的参保人可以在家门

口的零售药店刷医保码（社保

卡）购药。少数定点药品零售企业利用信息差制定不公平高

价甚至歧视性价格，不仅加重群众用药负担，也会导致医保基

金更多损耗。因此，以信息化手段推动零售药品价格更加透

明 ，已 经 成 为 保 障 参 保 人 权 益 、提 升 基 金 使 用 效 率 的 普 遍

需求。

“药品比价”的关键机制在于利用现代信息技术，通过与

定点零售药店的进销存系统对接，建立统一的药品价格信息

平台，实时收集各定点药店药品的价格信息，实现药品价格实

时查询。在医保信息化水平不断提升的背景下，多地在这方

面的突破，让药品价格更加透明，不仅有效维护群众对药品价

格的知情权和购药选择权，进一步降低用药成本，也可以解决

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市场无序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节约医保基

金支出。陕西自“药品比价”功能上线以来，预计将使参保人

员的购药成本下降 10%—15%，特别是对于患有慢病和长期

用药的患者来说，节约的支出将会更为可观。

“药品比价”功能落地以来，不少药品零售企业担心会因

此进一步压低药品价格，造成企业利益受损。实际上，这种担

心大可不必。企业自主确定药品价格，是法律法规赋予的权

利，零售药店同种药品价格存在差异是正常的商业行为。“药

品比价”比出的是一些企业不合理的虚高价格。同样的药品，

附近药店一盒 40 元，距离较远的药店一盒 38 元，正常情况下，

大多数用药人群还是会综合考虑时间、路途成本做出理性

选择。

当然，对于药店而言，“药品比价”肯定会促进其优化销售

策略，合理调整药品价格，以提高自身竞争力。从医药行业来

看，“药品比价”有利于推动药品价格的合理回归，促进医药资

源的优化配置，提升行业整体效率和服务质量，促进药品市场

的公平良性竞争，为群众带来更多的便捷与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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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养生R

炎炎夏日，闷热潮湿，容易令人食欲减退，体倦乏力。推

荐几款祛暑提神、消食开胃的茶饮方：

金银花茶。金银花 10 克，冰糖适量，共置保温杯中，沸水

冲泡，加盖焖 5—10 分钟，凉后饮用。这一款茶品清凉可口，

可清热祛暑，解毒利咽。适用于暑热烦渴、咽喉肿痛等症。

陈皮茶。陈皮 10 克，冰糖适量，沸水冲泡代茶饮。这一

款茶品理气和胃，适用于食欲不振者。

香薷茶。香薷 6 克，藿香 3 克，共置保温杯中，沸水冲泡，

加盖焖 15 分钟左右，代茶频饮。这一款茶品芳香化湿，对于

夏季暑湿感冒，症见头晕、倦怠、吐泻等，效果较好。

黄芪茶。黄芪 15 克，麦冬 10 克，五味子 6 克，共置保温杯

中，沸水冲泡，加盖焖 15 分钟左右，代茶频饮。这一款茶品益

气养阴，适用于乏力倦怠、多汗、烦躁等。

白玉茶。白茅根 10克，玉米须 10克，沸水冲泡代茶饮。适

于夏季易流鼻血或小便黄赤短少者，以及高血压、慢性肾炎等。

百合茶。百合 20 克，银花 10 克，冰糖适量，共置保温杯

中，沸水冲泡，加盖焖 15 分钟左右，代茶频饮。这一款茶品清

热安神，生津解渴。适用于烦躁失眠、咽喉肿痛等症。

夏季祛暑有食疗方
宗彼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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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炎炎，多地持续

高温预警。我们都知道，

高温户外作业容易中暑，

而热射病作为最严重的中

暑类型，已经引起了社会

的广泛关注。

热射病是由于暴露在高温、高

湿环境中，机体体温调节功能失衡

导致的严重急性热致疾病。由于

机体产热大于散热，导致核心温度

迅速升高，超过 40 摄氏度，伴有皮

肤灼热、意识障碍（如谵妄、惊厥、

昏迷）及多器官功能障碍。热射病

一旦发生，病情进展迅速，会造成

多器官功能受损，严重威胁患者的

生命安全。若不及时救治，死亡率

高达 50%—70%。

临床上将热射病分为劳力型

热 射 病 和 经 典 型 热 射 病 两 种 类

型。劳力型热射病主要发生于高

温 、高 湿 环 境 下 从 事 户 外 作 业 或

运 动 的 人 群 ，以 年 轻 人 为 主 。 他

们由于长时间暴露在高温环境中

进行高强度体力活动，产热增加，

导 致 体 温 调 节 功 能 失 衡 ，从 而 引

发热射病。而经典型热射病则多

见于老年人。

大家可能会问，高温、高湿环

境 下 ，户 外 作 业 或 运 动 会 产 热 增

加，容易得热射病，这比较好理解，

可老年人很少出门，绝大多数时间

都在家里，更别提户外运动了，为

什么还成了经典型热射病的好发

人群呢？

许多老年人通常怕冷，家人也

怕老人着凉感冒，所以即便天气炎

热，老人在家里的时候，可能不喜

欢 开 空 调 ，甚 至 从 不 开 空 调 。 此

外，老年人通常会穿相对较多的衣

物，这时候，他们虽然不像劳力型

热射病会有产热的明显增加，但容

易出现散热功能的障碍，并且由于

老年人体温调节能力减弱，可能会

诱发热射病。

不同于劳力型热射病发病急、

进展快，经典型热射病起病相对隐

匿、缓慢，更容易被大家忽略。老

年人常合并一些基础疾病，一旦患

上热射病往往更容易发生脏器损

伤，并发症的发生率更高，所以经

典型热射病病死率更高。

在这里提醒大家，老年人家属

更需要对热射病有一定了解。老

人在家中，室内环境也应该保持适

当的温度和湿度。在日常生活中，

家人需要关注老年人的身体状况，

如 果 老 人 出 现 发 热 、意 识 水 平 下

降，一定要提高警惕，及时就医。

对 于 曾 处 于 高 温 封 闭 环 境

中 的 年 老 体 弱 的 患 者 ，若 出 现

发 热 、意 识 障 碍 等 症 状（除 脑 卒

中 的 可 能）时 ，应 首 先 考 虑 经 典

型 热 射 病 。 当 患 者 有 高 温 、高

湿 环 境 作 业 或 高 强 度 体 力 运 动

经 历 ，出 现 高 热 、意 识 障 碍 等 症

状 时 ，应 首 先 考 虑 劳 力 型 热 射

病 。 需 要 强 调 的 是 ，不 管 是 哪

一 种 类 型 ，都 会 导 致 多 器 官 功

能 衰 竭 ，甚 至 危 及 生 命 。 一 旦

发 生 ，不 要 犹 豫 ，及 时 拨 打 急 救

电 话 ，尽 快 送 医 。

在 热 射 病 的 治 疗 过

程中，快速、有效、持续降

温 是 首 要 治 疗 措 施 。 呼

叫急救人员的同时，可以

将 患 者 转 移 到 阴 凉 通 风

的地方，使其迅速脱离高

温、高湿环境。还可用凉

毛 巾 或 冰 袋 冷 敷 患 者 头

部 、腋 下 及 大 腿 根 部 等 ，

迅速给患者降温。患者还需及时

补充水分及电解质，维持水电解质

平衡。

需 要 强 调 的 是 ，降 低 热 射 病

病 死 率 的 关 键 在 于 预 防 。 有 效

的 预 防 措 施 有 很 多 ，比 如 避 免 长

时 间 暴 露 在 高 温 、高 湿 及 不 通 风

的 环 境 ，减 少 和 避 免 中 暑 发 生 的

危 险 因 素 ，保 证 充 分 的 休 息 时

间 ，避 免 过 度 劳 累 ，同 时 及 时 补

充 水 分 及 电 解 质 、避 免 脱 水 的 发

生 。 对 于 老 年 人 等 易 感 人 群 ，要

特 别 关 注 他 们 的 身 体 状 况 ，从 而

减少热射病的发生 。

（作者为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急

诊科副主任医师）

老年人盛夏在家也要提防热射病
田 慈

■名医讲堂R

《2022 中 国 卫 生 健 康 统 计 年

鉴》显示，预计至 2024 年我国慢病

患病人数将超过 5 亿人。相关信息

显示，慢病在疾病负担中占比接近

七成。恶性肿瘤、红斑狼疮、肾衰

竭等特殊类型疾病患者与慢病人

群类似，也需长期治疗。慢特病人

群就医用药不仅影响群体的健康

状况，也关系整个社会的负担。近

年来，国家高度重视慢特病人群的

健康状况，多管齐下，减轻其就医

用药负担。

保障政策不断
完善，慢特病患者
门诊待遇提升

“虽然大夫说得每天吃药，但

那样花销真不小，我干脆难受的时

候再买点药吃，没想到后来这血压

真是压不住了。”说起自己曾经的

用药经历，云南省剑川县高血压患

者吴秀芳还有点后怕。像吴秀芳

一 样 ，许 多 慢 病 患 者 需 要 长 期 用

药。过去，不少医保统筹区门诊不

能报销，经济上的压力让一些患者

的用药依从性大打折扣，进而影响

了疾病控制。

2019 年 10 月，国家医保局、财

政部等 4 部门印发《关于完善城乡

居民高血压糖尿病门诊用药保障

机制的指导意见》，明确以城乡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两病”患者门诊

用药保障为切入点，坚持“既尽力

而 为 、又 量 力 而 行 ”原 则 ，探 索 完

善 门 诊 慢 病 用 药 保 障 机 制 ，增 强

基 本 医 保 门 诊 保 障 能 力 ，减 轻 患

者门诊用药费用负担。在待遇保

障 方 面 ，指 导 意 见 要 求 以 二 级 及

以 下 定 点 基 层 医 疗 机 构 为 依 托 ，

对“两病”参保患者门诊发生的降

血 压 、降 血 糖 药 品 费 用 由 统 筹 基

金 支 付 ，政 策 范 围 内 支 付 比 例 要

达到 50％以上。

得益于此，2020 年，吴秀芳通

过了当地慢病评审，自此，门诊高

血压药可报销一大部分。“从那时

起我就乖乖听大夫的话按时吃药，

血压都控制得不错。”吴秀芳说。

其后，国家医保局会同国家卫

生健康委开展“两病”专项行动示

范城市活动，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探

索将心脑血管等慢病纳入慢病保

障范围，发挥医保促进慢病早诊早

治作用。在示范城市带动下，各地

不断扩充慢特病保障范围，随着医

保参保人群扩大、筹资水平提升，

门 诊 待 遇 也 在 不 断 提 高 。 截 至

2023 年底，全国累计 1.8 亿“两病”

患者享受待遇，减轻患者用药负担

799 亿元。

“我们省自 2022 年起建立全省

统一的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特殊病

种制度，统一病种保障范围、待遇

保障水平和管理服务，建立‘N+X’

门特病种数的政策框架。”江苏省

医保中心主任薛建祥告诉记者，N
是指全省统一的门特病种，包括恶

性肿瘤、慢性肾功能衰竭等 8 类 20
个病种，以及儿童Ⅰ型糖尿病等 3

个病种。 X 是指设区市现有的但

超出省统一的门特病种，可以继续

保留，相应的待遇保障水平参照省

规定的门特待遇保障水平。省里

还明确各地对职工医保和居民医

保实施分类保障，确保门特待遇不

低 于 同 级 别 医 疗 机 构 住 院 标 准 。

薛建祥介绍，2023 年，江苏门诊慢

特病享受待遇人数 309.75 万人，门

诊慢特病基金支出 160.1 亿元。

不只是江苏，湖南省去年统一

居民医保慢特病门诊待遇，将 47 个

病种纳入报销范围，同时明确符合

享受居民医保慢特病门诊待遇保

障条件的参保人员，在门诊发生的

政策范围内费用，不设起付线。目

前，北京、上海、广东、浙江、四川等

地都取消门诊慢特病的起付线和

封顶线，政策范围内的费用按照住

院报销比例进行报销。

集采、谈判持
续助力，进一步减
轻用药负担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

院，河北区居民王炳力为患有糖尿

病的老父亲取好了一个月用量的

胰 岛 素 和 口 服 药 二 甲 双 胍 ，感 慨

“集采后确实便宜太多了”！

4 月 23 日，胰岛素集采协议期

满接续采购在上海开标。本次接

续采购全国共有 3.5 万余家医疗机

构 参 加 ，填 报 胰 岛 素 需 求 量 超 过

2.4 亿支，涵盖临床常用的二代和

三代胰岛素，接续采购中选价与上

一轮价格基本持平。这意味着，广

大糖尿病患者可以继续使用质优

价廉的胰岛素了。

胰岛素是糖尿病患者控制血

糖 的 重 要 药 物 ，在 糖 尿 病 治 疗 中

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由于胰岛

素 需 要 长 期 使 用 ，虚 高 的 价 格 曾

给患者带来沉重负担。2021 年 11
月，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首次

将 胰 岛 素 纳 入 集 采 范 围 ，中 选 产

品 平 均 降 价 48% ，我 国 胰 岛 素 价

格从全球价格高地降至全球较低

水 平 。 胰 岛 素 集 采 实 施 两 年 来 ，

疗效和安全性更好的三代胰岛素

使用量占比从集采前的 58%提升

至 70%。

而常用的糖尿病治疗口服药

二甲双胍口服常释剂型（0.5 克规

格），其价格从集采前的每片 0.4 元

降至 6 分钱左右，日均费用从 1.6 元

降至 0.24 元；缓释剂型的价格从每

片 0.7 元降至 0.1 元左右，日均费用

从 2.8 元降至 0.4 元，对于长期服用

二甲双胍的糖尿病患者，费用负担

明显减轻。

对家庭乃至整个社会，慢特病

患者就医用药都是较为沉重的负

担。将慢特病用药成本降下来，医

保部门一直在努力。

无论是国家组织药品集采还

是省级或区域性药品集采，慢特病

用药都是缺不了的主角。目前，国

家组织药品集采已覆盖高血压、糖

尿病、高血脂、慢性乙肝、高发肿瘤

等慢特病的主流用药 90 余种，有效

降低了群众用药负担。

与此同时，让慢特病患者用上

新药好药，国家医保药品谈判发挥

着重要作用。以肿瘤治疗用药为

例 ，自 2018 年 国 家 医 保 局 成 立 以

来，医保目录累计新增 744 种药品，

其中肿瘤用药达到 100 种，在所有

治疗领域中高居首位。比如，2019
年的医保药品谈判中，信迪利单抗

（达伯舒）降价 64%，成为首个成功

进入医保的 PD—1 免疫治疗药，惠

及众多肿瘤患者。

“现行版医保目录共计有西药

和中成药 3088 种，其中肿瘤治疗相

关用药 241 种，不仅是数量增加，水

平 也 不 断 提 升 ，从 最 初 的 化 疗 药

物，逐渐增加了靶向药物和免疫治

疗类抗肿瘤药，为广大肿瘤患者提

供了全面、可及的保障，实现了让

广大参保患者付得起、用得上、有

保障的目标。”国家医保局有关负

责人介绍。

服 务 亲 民 利
民，跨省就医更加
便捷

“您好！我是灵璧县医保中心

工作人员，经排查梳理系统内就诊

信息，您符合门诊特殊病待遇资格

条件，在您同意的情况下，我们将

直接帮您办理肺移植特殊病认定，

这样您就可以直接享受门诊慢特

病待遇了。”日前，安徽省灵璧县冯

庙镇村民张先生接受肺移植术后

不 久 ，便 接 到 了 县 医 保 中 心 的

电话。

门诊慢特病的政策有了，如果

参保群众不了解、不办理，也无法

享受相应的待遇。因此，优化经办

服务是重要一环。目前，在全国很

多地方，“医保快递”上门服务、即

申即享、免申即享等措施，让慢特

病 患 者 感 受 到 政 策 给 力 、服 务

用心。

“我们多管齐下，争取让慢特

病患者医保待遇应享尽享。”薛建

祥表示，一是将门诊慢特病资格认

定下沉到定点医疗机构，由具备相

关资质的定点医疗机构直接办理

备案，参保人员在医院就医过程中

就能完成手续办理，患者实现“零

跑腿”。二是开通线上渠道。在江

苏医保云 APP、各地医保微信公众

号等平台开通线上申请渠道，患者

可以线上申请并上传门诊慢特病

相 关 诊 断 材 料 ，流 程 更 加 便 捷 高

效。三是缩短办理时限，门诊慢特

病待遇认定办理时限为即时办结，

办结后即可享受待遇。其中，苏州

市将 10 个门特病种设置为根据医

院诊断直接审核通过，打造免审秒

办模式。

异 地 就 业 人 群 、候 鸟 老 人 群

体 ，这 些 慢 特 病 患 者 对 跨 省 直 接

结算也存在巨大需求。与住院和

普 通 门 诊 相 比 ，门 诊 慢 特 病 的 情

况 更 加 复 杂 ，不 同 地 方 的 慢 特 病

病 种 范 围 、报 销 比 例 、起 付 标 准 、

是 否 设 有 封 顶 线 等 都 存 在 差 异 。

因 此 ，与 普 通 门 诊 跨 省 直 接 结 算

相比，这项工作更为复杂，更有难

度。自 2021 年底我国启动门诊慢

特病相关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

试点工作以来，2023 年底，已实现

每个县至少有一家异地联网定点

医疗机构能够进行 5 种门诊慢特

病跨省直接结算。

每年到海南过冬的候鸟老人

吕玉祥，是门诊慢特病异地报销政

策的受益者。“以前得准备很多药

带过来，或是在老家买药后再寄过

来。”吕玉祥的女儿吕双雁说，父亲

就诊的海南省琼海市人民医院成

为门诊慢特病跨省直接结算定点

医疗机构后，门诊取药都能实时报

销了。

随着门诊慢特病费用跨省直

接结算定点医疗机构日益增加，结

算规模显著增长。国家医保局数

据显示，今年一季度，门诊慢特病

相 关 治 疗 费 用 跨 省 直 接 结 算

166.28 万人次，减少个人垫付 16.43
亿 元 ，分 别 较 2023 年 同 期 增 长

428.10%、486.09%。

根据国家医保局相关工作计

划，2024 年将进一步扩大跨省联网

定点医疗机构范围，推动各地有能

力开展门诊慢特病诊疗的定点医

疗机构应上尽上，让门诊慢特病患

者异地就医结算更加方便。

完善政策优化服务统筹推进

着力为门诊慢特病患者减轻负担
本报记者 孙秀艳 尹晓宇

7 月 11 日，在浙江省湖

州市德清县舞阳街道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医生为上柏村

村民进行慢性病健康义诊。

谢尚国摄（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