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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公布的新版医保药品目录
新增 91 种药品，目录内药品总数增
至 3159 种，参保人的“药篮子”再次
升级。医保目录是如何诞生的？哪
些药能进医保？谈判“信封底价”怎
么定？国家医保局及有关专家进行
解读。

医 保“ 药 篮 子 ”怎 么
选？支持新药、重点药

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分为准备，申
报，专家评审，谈判、竞价，公布结果五
个阶段。

哪些药品可以申报进入国家医保
药品目录？国家医保局医药管理司司
长黄心宇表示，国家医保药品目录的
调整，一是面向新药，即五年内经国家
药监部门批准上市的新通用名药品、
或经国家药监部门批准，适应症或功
能主治发生重大变化的药品；二是面
向重点药，即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
（2018年版）》、鼓励仿制药品目录或鼓
励研发申报儿童药品清单的药品，以
及罕见病治疗药品。

据悉，今年共有249种目录外药品
通过形式审查，进入专家评审阶段，其

中121种药品通过评审，通过率近50%。
黄心宇介绍，未通过的药品中，有

的属于“打擦边球”，比如一些老药通
过减少说明书上的适应症、或对适应
症做一些描述上的改变，从而以“适应
症发生变化”为由进行申报；有的属于

“新瓶装旧酒”，比如将老药微调一下
成分配比，或者变化剂型，并没有改变
临床价值，就作为新药进行申报；还有
一些药价格过高，超出了基本医保的
支付范围。

“我们支持合理的改良型新药，但
成分不改、适应症不改、给药途径不
改、临床价值不改的药品，在评审中很
难得到青睐。”黄心宇说，国家医保药
品目录调整，是要支持有临床价值的

“真创新”。
数据显示，此次医保药品目录调

整新增的 91种药品中，90种为 5年内
新上市品种。其中，38种是“全球新”
的创新药，无论比例还是绝对数量，都
创历年新高。

医 保 谈 判 怎 么“ 讲
价”？“信封底价”是标尺

在医保谈判桌上，医保方手中的

一个信封，往往成为关注的焦点。这
个信封里放着专家通过测算，给出的
药品底价，而企业方最终的报价，必须
要小于等于“信封底价”，才能谈判成
功。

这个神秘底价是如何算出的？
复旦大学教授、2024 年国家医保药
品目录调整药物经济学专家组组长
陈文介绍，药物经济学组专家通过
药物经济学评价证据、国内挂网价
格、国际价格、同类竞品价格比较等
多种方法，综合测算确定基准支付
标准。基金测算则更加关注对基金
支出的影响，进一步强化了基金影
响的刚性约束。

此外，今年的测算中还特别考
虑了传统中药的特点与优势，有针
对性地优化了评价维度和测算指
标。

曾担任药物经济学测算组副
组 长 的 天 津 大 学 药 物 科 学 与 技
术学院副书记吴晶说，底价测算
的 基 石 是 坚 持 以 价 值 为 基 础 定
价。对于创新价值高、能填补空
白的药品，会高度重视企业递交
的药物经济学评价证据，合理确
定溢价。

医保药品怎么落地？
加强监测、确保供应

药品进了目录并非终点，能够真
正进入医院、药店，让参保人买得到、
能报销，才是最终目的。

今年，国家医保局、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提出新要求：定点医疗机构原
则上应于 2025 年 2 月底前召开药事
会，根据新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及时
调整本机构用药目录，保障临床诊疗
需求和参保患者合理用药权益。不得
以医保总额限制、医疗机构用药目录
数量、药占比为由影响药品进院。

此外，各省份要及时更新纳入“双
通道”和单独支付的药品范围，与新版
目录同步实施，并借助国家医保信息
平台、药品追溯码、医保药品云平台等
渠道，收集、完善、维护本行政区域内
医保药品配备、流通、使用信息，加强
对辖区内医保药品配备使用情况的精
细化管理。

“落地是决定目录调整工作成效
的‘最后一公里’。让医保药品真正惠
及群众、惠及患者，需要医保部门、医
疗机构、医药企业的共同努力。”黄心
宇说。新华社北京12月11日电

百姓“药篮子”怎样升级
国家医保局权威解读

12月11日，由C919执飞的中国南航CZ6786航班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通过水门。
12月11日12时57分，由C919执飞的中国南航CZ6786航班从广州飞抵海口，国产大飞机

C919在海南的商业飞行“首秀”顺利完成。据悉，这是中国南航首次使用C919飞机执行广州-
海口“南航快线”航班，也是中国南航使用国产大飞机执飞的第 4 条航线，海口成为中国南航
C919飞机继广州、上海虹桥、杭州、成都天府后执飞的第5个航点。 新华社 发

国产大飞机C919首次搭载旅客飞抵海南

新华社北京12月11日电（记者田晓航）
记者 11日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获悉，我国将
分层级推进中医优势专科建设，进一步提高中
医临床疗效，到 2029年，形成专业领域完整、
地域覆盖面广、结构布局合理、中医特色明显
的中医优势专科网络，全国中医优势专科总体
规模达到 1万个左右。

中医优势专科是彰显中医药特色优势、
体现中医临床疗效、保障人民健康的重要平
台。据介绍，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自“十五”以
来支持建设了一批中医重点专科，今年 5 月
遴选确定了 1073 个国家中医优势专科建设
单位和 85 个国家中医优势专科培育单位。
目前，大多数专科成为所在医院的优势专
业、骨干科室，但仍存在整体发展不平衡等
问题。

为此，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日前出台关于加
快推进中医优势专科建设的意见，提出加强中
医优势专科规划布局、推进中医优势专科集群
建设等要求。

根据文件，国家层面将按专业组建 30个
左右国家中医优势专科联合体，重在制定诊疗
标准规范，开展专科质量控制与能力评估，组
织开展疑难病和危重症中西医协同攻关，引领
专科学术发展；区域层面组建区域中医优势专
科联盟，辐射带动区域内中医优势专科能力整
体提升；省级层面分专业组建省级中医优势专
科联盟，由牵头单位带动省域内相关专科水平
整体跃升。

在加强中医优势专科内涵建设方面，文件
提出系列具体举措。例如，鼓励设置专病门
诊；发挥多学科联合诊疗优势，搭建以中医优
势专科为主体、相关学科共同参与的“1+N”诊
疗平台；探索集预防、治疗、康复、个人健康管
理于一体的全链条服务模式。

我国2029年将建成
约 1万个中医优势专科

新华社香港12月11日电（黄
茜恬）香港特区政府发展局发言
人 11日表示，在赤洲发掘恐龙骨
骼化石的工作已经完成，共发掘
约 30块含恐龙骨骼化石的岩石，
其中所含的恐龙化石实际数量须
待清修工作完成后才能确定。

发言人说，发展局古物古迹
办事处人员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

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专家的指导
和协助，以及特区政府渔农自然
护理署的支援下，于 10月下旬在
赤洲展开发掘工作。

发言人表示，古迹办与渔护
署将联同古脊椎所，以及香港、内
地和其他地方的专家及研究机构
合作，继续推展恐龙化石清修及
相关研究，鉴定赤洲恐龙的种类，

以及探索香港远古时期的古生态
面貌。

今年 3月，古迹办接获通知，
赤洲的沉积岩可能含有疑似脊椎
动物化石，随即邀请中国科学院
专家来港考察。6月到 8月间，双
方共同在赤洲采集相关样本。10
月 23日，恐龙化石首次在香港出
土。

香港赤洲发掘恐龙化石工作已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