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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14日电 心脏
支架也被称为急性心肌梗死、冠心
病等心脏疾病“救命法宝”。经过国
家集中带量采购后，心脏支架均价
从1.3万元降至800元左右。

3 年多过去，面对平均降价超
过 90%的心脏支架，有人提出疑
问，便宜有好货吗？降价幅度大，
医生还愿意做手术吗？记者采访了
业内人士和专家。

累计370万余名患者使用
集采中选支架

3 月 13 日，中国医学科学院阜
外医院手术室内正开展心脏支架手
术。

“去年我们心脏支架的手术差不
多开展了2.3万台。”中国医学科学
院阜外医院医务处处长林芳芳介
绍，集采后，医院对临床使用的集
采心脏支架进行了常态化监测，目
前反馈都还挺不错，而且近年来，
老百姓对集采中选的心脏支架接受
度逐渐提高。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近年来，支架使用数量、支架植入
手术量每年都在增长。数据显示，
2021年至2023年，集采中选心脏支
架使用量分别为160万条、183万条
和 218 万条，年均增长 17%，累计
370万余名患者植入了中选支架。

这位负责人介绍，集采中选支
架是在保持原品牌、原型号、原工
艺参数基础上，通过“以量换价”
惠及群众，采购的是经临床长期验
证性能良好的铬合金载药支架，其
使用量占比从集采前的 60%上升到
95%以上。

与2020年首批心脏支架集采相
比，2022年的接续采购中选价格仍
稳定在 800 元左右，参加续约的医
疗机构增加 40%，支架采购量增加
30%。中选企业从首批集采覆盖的
美敦力、微创等企业继续扩围，扩
大到10家，可选择品种更丰富。

覆盖国内外主流企业产品，降
价后的中选支架质量有保障吗？药
监部门将所有集采中选产品列入监
管重点，开展全周期、全覆盖监
管。监督检查结果显示：中选心脏
支架质量安全状况良好。

“我们常规使用的耗材都在集采
范围之内，可以保证目前绝大部分
临床需求。”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
院冠心病中心副主任宋雷说，目前
集采中选支架的生产线、原材料、
生产设备和集采前基本一样，因此
就产品性能和临床使用的实际感觉
来说，和集采前没有明显区别。

集采中选药品追求“降价
不降质”

除了集采支架的“降价红利”，
国家医保局开展 9 批国家组织药品
集采，覆盖 374 种药品，涵盖抗感
染、心脑血管疾病等常见病、慢性
病用药，其中8批已全面落地。

“这两年药品降价非常明显，看
病负担明显减轻了。”60 多岁的广
西南宁市市民韦华强说，他因患高

血压病需要长期服用苯磺酸氨氯地
平片，“从前买这个药一年得花上千
块，现在只需要几十块。”

广西壮族自治区江滨医院心血
管内科副主任医师黄万众介绍，当
前心血管病常用药大部分进入集
采，不少药品也在集采影响下大幅
降价。

集采中选药品降价，一些公众
仍有担心：药品质量会不会因价格
下降而受到影响？

国家医保局此前对第二、三批
国家组织集采药品开展了临床疗效
和安全性真实世界研究，涉及抗感
染、抗肿瘤、心脑血管等 6 大领域
的23个药品，包含约14万个病例。
研究课题组组长、首都医科大学宣
武医院药学部主任张兰介绍，根据
研究结果，总体上可得出结论：集
采中选仿制药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
与原研药相当。

“任何药品的有效性都是有概率
的。单独将仿制药效果不佳的病例
选出，得出仿制药疗效不好的结
论，既不科学也不公平。”张兰说，
如在这次研究中，盐酸二甲双胍片

原研药与仿制药的血糖达标率均在
80%左右，这说明不论是原研药还
是仿制药，在个体治疗中都有约
20%的患者疗效不佳，需采用其他
治疗手段或药物。

据介绍，目前，正在开展对第
四、五批国家组织集采药品的真实
世界研究。

对集采中选产品质量问题
“零容忍”

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专家组组
长章明此前介绍，在全覆盖监督检
查下，集采药品的年合格率达到
99.8%以上，高于全国化学药平均水
平。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每年部署
开展专项监管工作，实现对国家集
采中选产品的企业监督检查、产品
抽检、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三个全
覆盖”。章明介绍，检查涉及药品生
产企业近600家，覆盖8批全部333
种中选药品。

“对存在质量风险的中选产品，
医保部门联动药监部门开展处置，
采取取消中选资格、纳入‘违规名
单’等措施，限制涉事企业在一定
时间内参加国家组织集采。”章明
说，不论内资、外资企业，医保部
门会同药监部门都会坚决处理，持
续释放质量问题“零容忍”的信号。

“通过这些年的临床观察，集采
中选药品的效果还不错。”清华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全科医生孙阳说，不
少老年患者需要同时服用多种药
物，对药费比较敏感，集采后药品
价格下降，但效果和原来的差不
多，对他们来说是获益的。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
完善国家药品集中采购制度。国家
医保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要
继续推动集采“扩围提质”，开展新
批次国家组织药品耗材集采，实现
国家和省级集采药品数合计至少达
到500个。

从“打折到脚踝”的心脏支架
看集采产品降价不降质

新华社杭州3月14日电 杭州
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领导小
组办公室 14 日发布 《关于进一步
优化房地产市场调控措施的通
知》，从多方面进一步完善房地产
市场调控，其中明确，在该市范围
内购买二手住房，不再审核购房人
资格。

根据通知，杭州明确加大住房
保障力度、优化二手住房限购政
策、优化增值税征免年限、加快城
市有机更新、落实房地产融资协调
机制，促进杭州房地产市场平稳健
康发展。

通知明确，优化二手住房限购
政策，在本市范围内购买二手住房，

不再审核购房人资格。即日起，取
消在杭州市上城区、拱墅区、西湖
区、滨江区购买二手住房的购买条
件和购买套数的限制。

与此同时，通知明确优化增值
税征免年限，本市范围内个人出售
住房的增值税征免年限统一调整为
2年。

根据通知，杭州要求加大规
划建设保障性住房力度，加快房
源筹建，2024 年开工建设配售型
保障性住房不少于6000套，着力
解决工薪收入群体住房困难；继续
加大推进城市有机更新力度，优化
房屋征迁补偿安置方式，满足多样
化安置需求。

杭州优化二手住房限购政策

新华社 3 月 14 日电 记者从重
庆市公安局江北区分局获悉，近日，
江北区警方破获一起涉医疗美容行
业生产、销售假药案，捣毁3家销售假
药的医美机构和2处生产假药“黑窝
点”，查扣假冒伪劣肉毒素9万余瓶、
麻膏150余公斤，涉案金额超2亿元。

2023年3月，江北区警方在处置
一起医美纠纷中，了解到报警人在重
庆一医疗美容机构注射肉毒素后脸
部溃烂。民警分析发现，该医疗美容
机构多次出现类似情况，研判该机构
涉嫌销售、使用假冒伪劣肉毒素。

经查，嫌疑人盛某等人为牟取暴
利，在南昌一小区自住房及租住房设
立生产“黑窝点”，以每瓶3.5元的价

格购入空瓶，利用切割机、轧盖机等
设备进行封口、包装、贴假标，冒充多
种品牌肉毒素，再以每瓶30元至45
元的价格批发给广东的中间商黄
某。嫌疑人夏某在明知该肉毒素是
假药的情况下，仍以每瓶 65 元的价
格从黄某处购入，再加价到100元销
售给涉案的医疗美容机构。

在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重庆
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及江西、广东、贵
州公安机关配合下，专案组近日赶赴
多地连续开展梯次收网行动，查获假
冒商标 6 万枚以及假包装盒、包装
盖、说明书7 万套，抓获犯罪嫌疑人
30 人。目前，犯罪嫌疑人已被采取
刑事强制措施。

重庆警方查扣假冒伪劣肉毒素9万余瓶

2023年3月，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冠心病中心副主
任宋雷（右一）和同事为患者做手术。（受访医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