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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降价平均降价5656%%

3939种药品入围第八批国家药品集采种药品入围第八批国家药品集采
■中国城市报记者 邢 灿

又一波降价药品“在路上”。
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
近日发布《全国药品集中采购拟
中选结果公示》，标志着第八批
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收官。

据国家医保局公布，本次集
采有39种药品采购成功，拟中选
药品平均降价56%，预计每年可
节省167亿元。患者将于今年7
月用上降价后的中选产品。

肝素类药物首次纳入集采

从治疗领域来看,本次集
采拟中选药品涵盖抗感染、心
脑血管疾病、抗过敏、精神疾病
等常见病、慢性病用药。

中国药科大学国际医药商
学院教授路云告诉记者，肝素
类药物今年首次被纳入集采，
包括那屈（那曲）肝素注射剂、
依诺肝素注射剂两个品种共
20个品规，既满足了临床用药
需求，也为使用肝素类药品的
患者带来福音。

据悉，作为抗凝血、抗血栓
的临床用药，肝素类药物在治疗
心肌梗死、心血管手术、血液透
析等一系列治疗中广泛使用。

“继磷酸奥司他韦口服常
释剂型被纳入第七批国家药品
集采之后，近期备受社会关注
的奥司他韦新剂型——磷酸奥
司他韦干混悬剂也被纳入本次
集采。”路云认为，该药品纳入集
采丰富了临床的用药选择，进一
步提高了抗病毒药物的可及性。

奥司他韦是一种作用于神

经氨酸酶的特异性抑制剂，可
抑制流感病毒数量进一步增
加，从而抑制流感病毒在体内
传播以降低致病性，主要用于
甲型、乙型流感的预防和治疗。

“本次集采还纳入了5种
头孢类药品，加上前七批国家
药品集采的16种头孢类品种，
头孢类抗菌药已基本被国家药
品集采覆盖。”路云表示，集采
有效挤出头孢类抗菌药虚高价
格水分的同时，也去除了抗菌
药物滥用的经济动因，有利于
促进临床合理用药。

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
研究中心主任顾海在接受中国
城市报记者采访时表达了相似
的观点：“本次集采药品中抗菌
药物占比较大。抗菌药物是临
床上容易滥用的药物，通过集
采挤压抗菌药物利润，避免临
床药物滥用。”

除了哪些药品有望降价
外，药价能降多少也是人们关
注的焦点。从药价降幅上看,
多款药物经过本次集采价格

“跳水”。其中，磷酸奥司他韦
干混悬剂降价83%，常用降压
药氨氯地平阿托伐他汀钙片降
价48%，治疗早产的阿托西班
注射剂降价80%。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
本次集采拟中选药品平均降价
56%，按约定采购量测算，预计
每年可节省167亿元。

对此，路云评价说，本次集
采药品平均降幅在八批次国家
药品集采中处于第二高，仅次于

“4+7”试点扩围后的平均降幅，
降幅符合市场预期，极大程度地

挤掉了流通环节的价格水分，使
相关药品价格回归合理水平。

2018年11月，中央全面深
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
购试点方案》。随后，我国开始
在全国4个直辖市和7个副省
级城市进行带量采购试点，简
称“4+7”。截至目前，国家医
保局共组织开展八批国家组织
药品集采，共纳入333种药品，
平均降幅超50%。

251家企业366个产品
参与投标

每一次国家药品集采，对
药企而言都是一次“大考”。

海南博鳌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总经理邓之东告诉中国城市
报记者，本次全国药品集采入
选产品众多、品类丰富，参与企
业众多，入选药品平均降价幅
度比以往有所回升，入围门槛
进一步提高，入选品种比去年
有所减少，但入选品规同比增
加，药企竞争更加激烈。

据悉，医药企业积极参与本
次集采，251家企业的366个产
品参与投标。174家企业的252
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其中包
括5家国际药企的5个产品，
169家国内药企的247个产品，
投标企业中选比例约70%，平
均每个品种有6.5家企业中选。

从市场销量上看，记者注
意到，本次集采拟中选药品有不
少属于市场销量超10亿元的大
品种。以肝素类药物为例，据医
药健康信息平台米内网数据，

2019年肝素类药物销售额首次
突破100亿元，2021年销售额
超过120亿元，肝素类药物占抗
血栓形成药销售比例逐年提升。

顾海告诉中国城市报记
者，肝素类药物虽然首次被纳
入国家药品集采，竞争却十分
激烈。依诺肝素有9家药企中
选，那屈肝素有4家药企中选。

与此同时，相关规则的优
化也进一步调动了药企参与集
采的积极性。顾海介绍，本次采
购周期规定自中选结果执行之
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今
年7月可以落地的情况下，采购
周期将近两年半，这将起到稳预
期、稳中选主体的作用，让企业
能够有时间做好中选产品的生
产、供应和质量控制，提振发展
信心。同时，对于未中选企业来
讲，将会在较长的时间里失去院
内市场，尤其是注射剂大产品。

谈及本次集采对国内药企
的影响，邓之东认为，本次集采
国外原研药企参与度和中选量
仍然较低，更有跨国药企巨头
集采中出局，这给国内药企留
下更多的市场机会，国产药物
的竞争优势显著提高，销量和
市场占有率将大幅提升。未来
国家药品集采进一步提速扩
面、温和降价保供和国产化替
代将成为重要趋势。

“一主双备”保障药品供应

拟中选企业确定规则是集
采制度设计的核心要素之一，
其科学与否将直接影响中选品
种的市场格局，也在潜移默化

中引导了中选品种的价格。顾
海告诉记者，相比于前七批，第
八批国家药品集采规则更加精
细化、落地更具实操性。

顾海介绍，本次集采在规
则设置上确保企业充分公平竞
争。集采通过明确申报品种限
制、设置企业入围资格限制、公
开申报信息、畅通申投诉渠道、
设立违规名单、开展信用评价
等方式，保证流程规则公平。

同时，顾海认为，本次集采
规则优化完善方面还探索了“一
主双备”的供应模式。一个集采
品种在每个省的供应企业由独
家供应转换到“一主一备”，甚至

“一主双备”，从而达到集采品种
“主要用主供企业、有时用备供
企业、按需用原研企业、基本不
用其他企业”的政策预期。

据悉，针对氨甲环酸注射
剂型、丙戊酸钠注射剂、那屈肝
素（那曲肝素）注射剂、依诺肝素
注射剂和呋塞米注射剂5个品
种，本次集采采取“主供+备供+
第二备供”的方式，即若同品种
中选企业数≥3家，在中选企业
主供地区和备供地区确认后，由
各省医保部门从同品种中选企
业中再选择一家第二备供企业，
第二备供企业须不同于本省的
中选企业和备供企业。

路云认为，在第七批集采
“一省双供”的基础上，第八批
国家药品集采针对肝素、急抢
救用药和短缺药品共5种药品
探索了“一主双备”的供应模
式，进一步保障了特殊药品的
市场供应和用药需求。

近年来，国内短缺药品供
应问题一直备受关注。记者注
意到，不久前，国家医保局发布
《关于做好2023年医药集中采
购和价格管理工作的通知》，要
求加强中选产品供应保障，发
挥好带量采购对于稳预期的作
用，探索提升短缺和易短缺等
药品保供稳价水平。

在路云看来，第八批集采
规则的完善充分体现了常态化
集采工作的精细化升级，也体
现了带量采购的趋势和方向。
随着常态化规范化带量采购的
开展，国家集采将更加关注规
则制定的合规合理、企业竞争
的公平公正，进一步做好临床
用药需求保障、做好中选药品
价格管理等方面工作。

贵州从江：视力筛查 呵护健康

近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从江县开展新一轮儿童青少年视力筛查，

组织眼科医务人员走进各中小学校对学生

开展视力检测、电脑验光，完善视力健康档

案，做到早发现、早预防、早矫正，以此降低

学生近视率。图为3月29日，医务人员在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从江县城关第

三小学给学生进行免费视力筛查。

人民图片

■人民日报记者 孙秀艳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国家
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等四
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进一
步做好新冠患者医疗费用保障
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明确了4月1日后相关医
疗费用保障工作的有关事项。

《通知》明确，调整新冠患
者医保报销政策。将住院费用
全额保障、门诊专项保障等特
殊保障政策转为常规医疗保障
政策，参保患者符合规定的新
冠医疗费用与其他乙类传染病
实施相同的医保报销政策，各
级医保部门对符合规定的新冠
病毒感染患者医疗费用要及时

进行结算。基本医保、大病保
险按规定支付后，个人负担仍
然较重、符合医疗救助条件的，
按规定给予分类救助。

《通知》要求，将符合条件
的诊疗方案内的医保目录外新
冠治疗药品临时性纳入医保支
付范围。国家医保局完善新冠
治疗药品价格形成机制，根据

价格水平实施分类管理。国家
新冠病毒感染诊疗方案内未纳
入医保目录的新冠治疗药品，被
列入《关于完善新冠治疗药品价
格形成机制实施分类管理的通
知》中“疗程治疗费用与医保目
录内同类药品差异较小”类别
的，可临时性纳入医保基金支付
范围，支付水平可在目录内乙

类药品的基础上适当下调。
《通知》自4月1日起执行，

以患者入院或就诊时间计算，
《关于实施“乙类乙管”后优化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治疗费
用医疗保障相关政策的通知》
（医保发〔2023〕1号）同步停止
执行，相关政策视疫情发展形
势再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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