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康 养 □2020 年 12 月 21 日 星期一 □本版责编 康克佳 □本版美编 郭佳卉A14

■中国城市报记者 邢 灿

第四批全国药品带量采购
已箭在弦上。近日，山西省药
械集中竞价采购网和四川药械
采购监管网发布《关于报送第
四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品
种范围相关采购数据的通知》
显示，此次药品集采共涉及44
个品种、90个品规。

8个注射剂品种搅动千亿市场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带量
采购名单囊括了氨溴索注射
液、丙泊酚中/长链脂肪乳注射
液、布洛芬注射液、多索茶碱注
射剂、帕瑞昔布注射液、泮托拉
唑注射剂、硼替佐米注射剂、注
射用比伐芦定等8个注射剂品
种，占集采总品种数的18%。

在业内人士看来，本次入
围的8款注射剂产品，基本上
都是“处方大户”。以入选此次

集采报量名单的祛痰药物氨溴
索注射液为例，据米内网数据
显示，2019年我国公立医疗机
构终端氨溴索注射剂销售额高
达59.8亿元。

事实上，今年以来，地方省
市在带量采购时已向注射剂

“开刀”。4月20日，山西省药
械集中竞价采购网发布公告，
宣布开展该省首批药品组团联
盟集中带量采购工作，此次带
量采购的21个品种均为注射
剂大品种，覆盖了抗菌药、抗癌
药等领域。

11月16日，湖北省医保局
发布通知，宣布将开展首批药
品集采带量采购工作，此次带
量采购的33个品种均为注射
剂。其中，包含多索茶碱、氟罗
沙星、环丙沙星等多个临床热
门品种，涉及石药集团、科伦药
业、哈药集团等多家知名药企。

随着第四批国家药品集采
的推进，千亿级注射剂市场将迎

来洗牌。清华大学老科协会医疗
健康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耿鸿
武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
于，其他口服制剂可通过零售
或线上渠道进行销售，但注射
剂销售基本要依靠以公立医疗
机构为主的政策性市场。

生物制品、中成药缘何落选

生物制品和中成药是否纳
入第四批国家药品集采成为行
业关注的焦点之一。记者注意
到，本次带量采购名单仍以化药
为主，备受市场关注的生物制品
和中成药并未出现在名单中。

国家医保局今年以来就药
品集采曾多次点名生物制品和
中成药。7月，国家医保局有关
司室召开座谈会，就生物制品
（含胰岛素）和中成药集中采购
工作听取专家意见和建议，研
究完善相关领域采购政策，推

进采购方式改革。
10月，国家医保局在对十

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
6450号建议的答复中指出，生
物类似药并非集中带量采购的
禁区，在考虑生物类似药的相
似性、企业产能和供应链的稳
定性、具体产品的临床可替代
性等因素的基础上，医保局将
适时开展集中带量采购。

第四批国家药品带量采购
名单为何没有出现生物制品和
中成药？北京鼎臣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总经理史立臣告诉记
者，生物制品发展时间短，有很
多产品处于专利期，其竞品普
遍较少，后期价格谈判难度大。

对于中成药，史立臣认为，一
方面中成药不同于化药，暂时难
以标准化分类；另一方面，中成药
为组方成分，很多有效成分不明
确，导致产品质量标准难以划分。

此外，部分中成药缺少临
床数据，安全性和不良反应不

明确，纳入国家药品集采可能
引发争议。“在中成药的药物说
明书里,禁忌、不良反应、注意
事项尚不明确仍然较为普遍。”
史立臣举例说。

常态化集采对行业有何影响

随着第四批国家药品集采
报量工作的开始，集采常态化已
成共识。

常态化药品集采将对医药
行业产生哪些影响？在耿鸿武
看来，常态化药品集采将加速
我国制药企业向国际标准靠
拢，实现进口替代，医药行业的
集中度将大幅提高，同时对专
业化的要求也将越来越高。

与此同时，耿鸿武认为，常
态化药品集采也将进一步改善
医药行业生态，减少企业在销
售、流通、公关等方面的支出，
引导医生和患者理性用药，净
化医药流通环境。

医药企业该如何应对常态
化药品集采？史立臣认为，对
于尚不具备研发能力的医药企
业目前在规模化生产方面发
力，化学仿制药通过原料药制
剂一体化生产等方式，保障公
司制剂产品原料的稳定供应，
降低生产成本并保证产品质
量，在药品集中采购的背景下
形成更强的竞争优势。

在产品战略层面，史立臣
认为，医药企业应针对不同的市
场布局不同的产品，产品结构要
相辅相成。随着国家在医药分
开上加大电子处方外流，药店、
民营医院、互联网线上药品销售
将成为医药企业非常重要的竞
争市场，建议相关企业及早布
局。在资产结构层面，史立臣建
议医药企业应积极拓展丰富业
务单元。目前已有部分药企通
过进军医美产品、保健品、饮料、
化妆品、日用品等领域，获得了
新的利润增长点，值得借鉴。

北京：
“智能药柜”进社区

近日，“智能药柜”摆进

北京市丰台区马家堡社区，

居民不出社区就能看病拿

药。智能药柜是北京市丰

台区“智慧家医”不断提升

服务的探索之一，利用“互

联网+”赋能全科医生，将健

康管理服务延伸到家庭。

中国城市报记者 全亚军摄

■中国城市报记者 刁静严

今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出入商场、银行、办公
区域、社区等都需要利用智能
手机出示绿色健康安全码。这
一看似简单的“扫码”行为，却
绊住了一些老年人出门的脚
步。如何让老年人搭上“数字
快车”，中国城市报记者带着问
题对北京市一些60岁以上的
老人进行了走访。

“我不会用健康码，也不怎
么用手机，但今年是没健康码
寸步难行。”

“3月时，我孙女教会了用健
康码，现在出行没什么障碍。”

“想去哪里，我就把手机交
给工作人员操作，但说实话，到
现在我也不懂怎么健康码操
作，眼花，很少看手机。”

“以前我用老人机，功能简
单，但没法显示健康码，就进不
去很多场所，现在特地换成了智
能手机，让孩子教我使用。我也
在努力跟上这个时代呀！”……

超过半数的受访老人向记
者表示，目前使用健康码存在一
定的困难，包括不爱使用手机、
眼花、不会用健康码等，有的老
人甚至会提前保存一张绿色健
康码的照片，有些商场等场所查
得不严，也能进去。当然，这并
不是老人有意为之，而是“实在

不会操作”，才用此“下策”。
随着线上智能化场景越来

越多，老人面对缴纳医保、飞
机、火车购票订座、餐厅扫码点
餐、景点预约等都显得束手无
策。大多数受访老人对记者表
示，智能化发展本身是件好事，
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但
对部分老人确实是个挑战。

一位刚满60周岁的闫女
士对记者坦言：“我们要多学
习，才能跟上这个迅速发展的
时代，但是年纪再大点的老人
可能会有点困难，希望社会对
老人们多理解、多关怀。”

近日，国家卫健委在《关于
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技术困难

实施方案》国务院政策例行吹
风会上表示，将通过技术手段
把“健康码”和各种公交卡、市
民卡、老年卡等整合起来，鼓励
有条件的场所开设无健康码通
道，切实解决老年人在运用智
能技术方面遇到的困难。对于
现场挂号、缴费、打印检验检查
结果等服务，医疗机构要保留
人工窗口，还要配有导医、志愿
者、社工为老年人服务。同时，
也要鼓励企业在智能设备上提
供“老年模式”、“长辈模式”等，
使老年人更加方便、快捷地获
取信息和服务。

智能化发展的本质是为了
更好服务社会公众，国家和地

方政府也在陆续出手，不会让
任何一位老年人“掉队”。记
者注意到，目前多地多部门出
台了一系列措施，从出行、医
疗、消费、办事等方面入手，帮
助 老 年 群 体 跨 越“ 数 字 鸿
沟”。比如北京“健康宝”上线
老幼健康码助查询功能，助查
人员可输入老人身份证号为
老人进行健康状态查询；重庆

“渝康码”提供“代人申报”功
能，老人的子女、孩童的监护
人等有智能手机的关联人员
可为其代领；在上海、江苏等
地，无智能手机的人员，可由
住所地社区（村居）审核并加
盖公章出具健康通行证明。

第四批药品带量采购在即

药企怎样应对常态化集采药企怎样应对常态化集采

智能时代，如何助力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