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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观R

第十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

量采购的结果一公布，部分以低

价中选的国产仿制药引发关注，

特别是最低 3 分钱一片的阿司匹

林肠溶片。有网友提出疑问：“3
分钱一片的药，你敢吃吗？”

问题有点尖锐，但可以理解。

对患者和家属来说，药价下降、看病

负担减轻固然可喜，但过低的价格

会不会影响药品的质量？毕竟企业

要赚钱，不可能“赔本赚吆喝”。

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中标

价格能否覆盖生产成本。换句话

讲，就是企业以这样的价格卖药

还能不能赢利。对此，中选药企

的回应是，可以赢利。原因有这

么几个：阿司匹林肠溶片的生产

工艺十分成熟，原材料价格也不

高；企业通过自动化、规模化生产

等方式，有效控制成本，中选产品

为 60 片的大盒装又进一步降低

包装损耗；集采规模大，在全国每

年数十亿片的庞大需求量下，可

以实现薄利多销。

企业的表态也得到了部分印

证。有媒体查询了国内某化工服

务平台，阿司匹林原料药市场行

情价格每公斤 30 元左右，折合成

每片 100 毫克的原料成本为 0.003
元，也就是 3 厘钱，大批量采购价

格更低。如果市场供应能保持稳

定，企业确有控制成本的条件。

另外，对于集采中选的企业和药品，国家监管力度

一直很大。根据国家药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对中选

药械实行生产企业检查和中选品种抽检两个 100% 全

覆盖，确保中选产品“降价不降质”。

这样看来，企业通过控制生产成本、扩大市场规模

能够获得合理回报，再加上外部的严格监管，没有理由

降低质量。

质量是集采药品的底线，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不

能触碰。这次以低价中选的阿司匹林肠溶片等仿制

药，将在今年 4 月份落地。这意味着，患者在大概 3 个

月以后就能用上这批药品。为保障患者用药万无一

失，各方要尽职尽责，层层严格把关，守牢质量底线。

企业要严格自查自检。在准备阶段，要按照最严

标准对上游企业提供的原辅材料进行检验，合格之后

才能送上生产线。在生产阶段，要严格按照工艺和环

境要求，落实落细每一项规章制度，做好设备管理和风

险评估。在质检阶段，要改进检测方法、避免人为影

响，提升检测的精确度，决不能让任何一片有问题的药

品流出企业大门。

监管部门要严格监督企业。特别是对中选企业生

产的仿制药，要严格按照与原研药一致的标准，做好质

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不仅在审评审批时坚持严格标

准，在药品过评上市后仍然要坚持全覆盖监管，要求企

业严格按照申请一致性评价时的工艺生产，对重大变

更须重新审批。

当然，在严格监督企业的同时，也要帮助企业、服

务企业。原材料价格和供应波动、设备和环境改变等

因素，都会给生产带来一定风险。建议相关部门优化

药品监管模式，由“事后处置型”向“事前预防型”转变，

助力企业消除风险，保障生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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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3 日，铁路部门发售 1 月 27 日（腊月二十八）火车

票，仍为售票高峰期。14 日，1 月 28 日（除夕）火车票也将开

售。各位旅客朋友可充分利用铁路 12306 推出的起售提醒

订阅、购票信息预填、候补购票等功能，以提高购票成功率。

巧用“起售提醒”。火车票预售期为 15 天（含当天），但

每个车站的起售时间存在差异，即使是一个城市的不同车

站，起售时点也可能不同。旅客朋友可通过铁路 12306 开

通“起售提醒订阅”功能，在选择日期后，点击“设置提醒”，

选好出发车站后，铁路 12306 将自动在手机中添加日程，起

售前 5 分钟提醒。

善用“预填信息”。旅客朋友可于车票起售当日，预先

填写乘车人、车次、席别等信息，在车票开始发售时一键提

交订单并完成支付，让购票更便捷、更快速。

坚持“候补购票”。建议旅客朋友在所购车票暂时无票

的情况下，使用候补购票功能，提报多个“日期+车次+席

别”组合的候补订单，延长候补兑现时间，以此提高候补购

票成功率。目前，每个铁路 12306 账户可同时有 6 个待兑现

候补订单，1 个订单内可选 3 个日期、共 60 个车次。

尝试“中转换乘”。当旅客朋友没有买到直达目的地火

车票时，也可尝试通过分段购买火车票的方式，完成全程旅

程。旅客查询车票后，点击“中转”标签，铁路 12306 将提供

不同车次间的换乘建议，还能智能组合同一趟列车上不同

区段的可用余票，优先匹配同一车次有余票的换乘方案，帮

助旅客实现车内换乘。

铁路 12306 科创中心负责人表示，当旅客朋友暂时抢

票没有成功时，建议多多使用“候补购票”功能。铁路部门

将实时监测分析售票大数据，通过安排加开临时客车、夜间

高铁，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节前火车票发售高峰来临

这份买票攻略，请查收
本报记者   李心萍

1 月 12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

布 会 ，介 绍 今 年 冬 春 呼 吸 道 疾 病 防 治 有 关

情况。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王丽萍表

示，今年冬春呼吸道传染病仍然呈现交替或

叠加流行的态势，都是由已知病原体所引起，

未出现新发传染病。预计今年流行强度和就

诊压力不会高于去年。

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宣传司副司

长胡强强说，国家卫生健康委指导各地做好医

疗资源统筹，扩大医疗服务供给，优化服务流

程。目前，未出现医疗资源明显紧张的情况，

相关重点药品生产供应和库存总体正常。

近期，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全国急性呼

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显示，2025 年第一

周流感处于季节性流行期，预计本月中下旬

流感活动水平会逐步下降，不同省份间的流

感活动水平有所不同。

王丽萍说，当前，正值呼吸道传染病流行

的高发季节，多种病原体都可以引起呼吸道

传染病。监测结果显示，流感是引起当前医

疗机构急性呼吸道感染就诊患者增加的主要

疾病。流感正处于季节性流行期，大多数省

份的流行强度处于中等水平。

人偏肺病毒并不是一种新的病毒，已经

至少伴随人类几十年的时间。由于检测手段

的发展，近年来关于人偏肺病毒的报道渐多，

目前人偏肺病毒检测阳性率处于平台波动，

其中北方省份的阳性率上升趋缓，14 岁以下

患者的检测阳性率开始下降。呼吸道合胞病

毒目前阳性检出率在 0—4 岁组患儿中呈现

波动上升趋势。鼻病毒、肺炎支原体以及腺

病毒检测阳性率呈现下降趋势。新型冠状病

毒以及其他呼吸道的病原体处于较低的流行

水平。

王丽萍说，人偏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

都是引起冬季呼吸道传染病的常见病原体，

感染后主要出现发热、咳嗽、流涕、鼻塞等症

状，大多数症状可自行消失。但是，对于儿

童、老年人以及免疫功能比较弱的一些群体，

可能会引起下呼吸道感染。不过，这两种病

原体引起重症和死亡率都是很低的。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疗应急司副司长高新

强说，近期处于流感相对高发期，但未超过去

年流行季的水平。全国发热门诊、急诊患者

数量呈现一定上升的趋势，但总体低于去年

同期水平，未出现医疗资源明显紧张的情况。

为更好满足群众就医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

会同国家疾控局联合有关部门提早部署、每

日监测、持续调度，动员各地资源和力量，确

保诊疗服务平稳有序。

加强服务诊疗的监测。组织开展流感等

冬春季呼吸道感染性疾病的监测调度工作，

对全国和主要城市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及基层

医疗机构呼吸道感染性疾病诊疗情况进行日

监测、日分析，指导各地做好医疗资源的统

筹，合理调配医务人员、药品、设备、床位等

资源。

扩大医疗服务供给。部署二级以上医疗

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发热门诊（诊室）应设尽

设、应开尽开，并根据就诊需求配足配强医务

人员。加强发热门诊、急诊、儿科等重点科室

的医疗力量，安排好夜间及节假日值班值守，

为做好流感等疾病医疗救治工作提供全方位

的保障，满足人民群众就医需求。

优化服务流程。指导二级以上医疗机构

结合专业特点合理安排号源量，并向基层医

疗 机 构 开 放 一 定 比 例 的 号 源 。 发 挥“ 互 联

网+”的作用。鼓励医疗机构开展“互联网+
药学服务”，推动处方流转、药品配送等服务，

鼓励轻症且没有基础性疾病的患者通过互联

网医院就诊，减少院内人员聚集；针对诊断明

确的复诊患者，鼓励通过互联网诊疗平台预

约 检 查 检 验 ，并 预 约 复 诊 号 源 ，减 少 等 候

时间。

注重发挥基层医疗机构分流作用。结合

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推动县级医院向基

层派驻中级以上职称的医师，增强基层医疗

机构诊疗能力和诊疗水平，指导各地开展延

时门诊或节假日门诊，满足上班、上学等人群

的就诊需求，方便居民错时就医。充分发挥

医联体作用，畅通基层医疗机构向上级医院

的转诊通道，保障患者诊疗需求。

高新强说，随着中小学陆续放寒假，预计

儿童群体感染的状况将有所缓解，特别是聚

集性疫情将减少。春节前后，受人群大规模

流动、探亲访友、聚餐聚会活动增多等多种因

素影响，流感的传播风险会相对增高。国家

卫生健康委会同相关部门做好有关药品储备

和供应保障工作。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主任医

师徐保平说，儿童同时感染多种病原体的情况

并不常见。儿童呼吸道感染是最常见的疾病，

基本上一年四季都可以出现。有些病原体可

以出现流行的高峰。比如，北方冬天会出现流

感病毒、腺病毒、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人

偏肺病毒、肺炎支原体等病原体流行高峰。但

是，多种病原体同时流行，并不代表孩子会同

时感染多种病原体。多数情况下，儿童还是以

单一病原体感染为主。

今年冬春呼吸道传染病交替、叠加流行，预计本月中下旬流感活动水平逐步下降

均是已知病原体，未出现新发传染病
本报记者   白剑峰

用于治疗流感的药物，如小分子抗病毒药物

生产和供应情况是怎样的？能否满足当前公众

用药需求？

在 12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副司长王孝洋

表示，呼吸道疾病相关药品总体上供给充足、市

场稳定。比如，磷酸奥司他韦日产能达到 156 万

人份、库存超过 4700 万人份，其中儿童用的颗粒

剂型库存超过 1600 万人份；连花清瘟的日产能

达到 1.2 亿颗、库存超过 8600 万盒；布洛芬日产

能达到 1.5 亿片。这些品类都具备增产和扩产的

能力。

目前，中央和地方的医药储备中，都有一定量

的磷酸奥司他韦、布洛芬等，可以用于紧急调用；

中央医药储备还存有磷酸奥司他韦的中间体，能

够用于紧急扩产。电商平台的监测数据显示，近

一年来常用的国产呼吸道疾病治疗药品没有出现

过断货情况，供应十分稳定。

王孝洋说，工信部对磷酸奥司他韦、玛巴洛沙

韦等小分子抗病毒药物进行了重点监测调度。

玛巴洛沙韦主要分为片剂和干混悬剂两种，

其中干混悬剂主要针对吞咽困难的儿童。这两种

剂型实际上都适用于 5 岁以上的患者。目前，玛

巴洛沙韦总体库存充足，其中片剂在线上和医疗

机构的供应渠道都是畅通的。干混悬剂保持对医

疗机构常态化供应，正组织有关企业加大线上渠

道投放规模。

磷酸奥司他韦实际在产企业 30 多家。仅仅

从工信部重点监测的 9 家生产企业看，2024 年累

计生产 1.36 亿人份，供应 1.28 亿人份，其中 2024
年 12 月以来，供应了 3000 万人份。磷酸奥司他韦

的产能产量是充足的。

抗流感药物主要有哪些，供给够不够
本报记者   白剑峰

磷酸奥司他韦是治疗流感的一种

药品，分为“原研药”和“仿制药”。它们

的质量和效果如何？

在 12 日 国 家 卫 生 健 康 委 举 行 的

新闻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

品工业司副司长王孝洋表示，磷酸奥

司他韦是一个药品的通用名称。所谓

“原研药”和“仿制药”是长期形成的一

种通俗说法。首个上市的原创研究新

药叫作“原研药”，等到这一产品的专

利过期或者得到专利授权后，其他生

产厂家参照这个“原研药”的相关标准

生产的产品，就被叫成“仿制药”。事

实上，国际上的通行概念是叫“通用名

药”，具体是指原创新药或者专利药、

品牌药的专利到期之后，其他制药企

业开发生产的具有相同活性成分、剂

型、给药途径和治疗作用的，在临床治

疗 上 能 够 相 互 替 代 的 通 用 名 替 代

药物。

为了提高质量，我国已明确将仿制

药由“仿已有国家标准的药品”调整为

“仿与原研药品质量和疗效一致的药

品”，并且从 2016 年加快推进仿制药的

一致性评价工作，评价标准也进一步明

确，原则上要采用生物等效性试验的方

法，实现与国际接轨。具体到磷酸奥司

他韦，2019 年 2 月我国首个国产的磷酸

奥司他韦就通过了仿制药的一致性评

价。截至目前，我国已经有超过 100 个

品规的磷酸奥司他韦通用名药通过了

一致性评价。

抗流感的原研药、仿制药，疗效一样吗
本报记者   白剑峰

在 12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广东省中医院院长张忠德表示，中医药在治疗

呼吸道传染病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

张忠德说，中医非常强调“地域的不同”。北

方地区，入冬后以风寒为主，夹燥，发热、鼻塞、

打喷嚏、流鼻涕、全身酸痛、口干咽干、喉咙干的

症状相对比较重；南方地区，在风寒基础上，化

热、夹热、夹湿的症状比较多，表现为发热、喉咙

痛、全身乏倦、口干口苦，部分伴有胃肠道症状。

因此在中成药使用上，风寒可以用疏风散寒类，

风热可以用疏风清热类，风燥可以用润肺润燥解

表类。

针对急性呼吸道感染后持续咳嗽的治疗问

题，张忠德表示，首先要分清咳嗽的性质是寒、热，

还是燥。寒咳的特点是咳嗽频繁、声音重、咽痒，

咳出的是清稀的痰或白痰。在治疗方面以散寒止

咳为主，可以用生姜、陈皮、橘红，也可以选用疏风

散寒、止咳的中成药。

热咳的主要症状是咳嗽频繁、喉咙干痛、咳黄

痰，脸色偏红，舌红，舌苔也偏红。这样的情况以

清热止咳为主，可以用菊花、青榄、胖大海、芦根等

煮水喝，也可以选用清热化痰止咳的中成药。

燥咳表现为干咳，痰很少、很黏，很难咳出来，

声音嘶哑，口干、咽干，伴有大便秘结。治疗时以

润肺止咳解表为主，可以用百合、玉竹、罗汉果、雪

梨、乌梅等泡水喝，也可选用润肺、润燥、止咳的中

成药。

还有一种特别的咳嗽，叫作风咳，表现为阵发

性的呛咳，喉咙非常不舒服，风一吹咳嗽就加重，

没有痰或者痰很少。这种情况可以用一些紫苏、

紫苏子、生姜泡水喝，也可选用专门治疗风咳的中

成药。

中医怎样治疗呼吸道疾病、怎样止咳
本报记者   白真智

儿童一旦感染呼吸道疾病需要就

诊，如何能节省等候时间？

在 12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举行的新

闻发布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医疗应急

司副司长高新强表示，针对儿童等特殊

就诊群体，国家卫生健康委已要求医疗

机构在挂号、检查检验、取药、输液等环

节采取措施优化服务流程；鼓励推行

“先检查后诊疗”，就是专业医师在预检

分诊环节开具检查检验单，患者或者患

儿家长拿到检查检验结果以后再进行

就诊，节省等候的时间，提高医疗服务

效率。

对儿童用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

京儿童医院主任医师徐保平提醒家长，

绝大多数呼吸道病毒是没有特效抗病

毒药物的，主要以对症治疗为主。儿童

常用对症治疗药物包括退热药、祛痰药

以 及 一 些 具 有 清 热 解 毒 作 用 的 中 成

药。儿童退热药主要推荐对乙酰氨基

酚和布洛芬。

徐保平表示，儿童应慎用镇咳药，

除非孩子出现剧烈的干咳，影响睡眠、

休息，才可以短时间使用镇咳药。同

时要注意观察，如果孩子一旦出现有

痰 咳 嗽 ，要 及 时 停 用 镇 咳 药 ，换 用 祛

痰药。

徐保平说，还要特别注意用药剂量

的准确。儿童用药剂量往往是根据年

龄和体重计算出来的，不能过量给药，

否则会引起不良反应增加。药物剂量、

给药频次都不能随意增加。

儿童就诊如何节省时间，如何用药
本报记者   陆凡冰

■服务窗R

1 月 12 日 6 时 32 分，G1136 次列车从广州南

站发车，载着 700 余名在珠三角地区经商、务工的

湖北荆门籍人员返乡，13 时 33 分，列车准时抵达

湖北荆门西站。这是广东省和湖北省间 2025 年

首趟免费高铁返乡专列。

“这是我第一次坐高铁回家，比往年节省了 10
多个小时，真快啊！”在外务工 20多年的叶婷婷由衷

感叹。2024年 12月 8日，湖北荆州至荆门的高铁开

通运营，湖北实现了“市市通高铁”，这也是荆州至荆

门高铁开通运营后迎来的首趟务工返乡专列。

荆门市人社部门前期通过“大数据+铁脚板”

的方式，收集了 30 万名在外务工人员信息并建立

信息库，通过村（社区）和在外务工者协会发送报

名信息，征集回乡意愿。目前，已经与铁路部门对

接，自 1 月 12 日至 17 日，计划共从广州、北京、上

海三地开通 6 趟返乡专列，免费接送 2000 余名荆

门籍在外务工人员返乡。

广州南站为务工人员设置了专用集合点，开

通了进站、安检绿色通道，并安排了 12 名志愿者

在地铁、公交、大巴站等交通接驳处所提供乘车指

引、重点人员帮扶等服务，方便务工人员快速进站

乘车。

粤鄂间开出今年首趟返乡专列
本报记者   吴   君   李   刚

1 月 11 日，在中铁上海工程局三公司安徽合肥榆林桥畔安置房项目部，志愿者帮助即将踏上返乡之路的农民工订购过年回家的车票。

李   博摄（影像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