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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综合 A09

□新华社北京11月28日电

从 每 片 2.43 元 降 至 2.11

元，在今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谈

判中，难治性癫痫“救命药”氯巴

占片在半小时之内就实现了药企

与医保部门的“双向奔赴”，为需

要长期服药的罕见病患者带来了

福音。

11月28日，国家医保局发布

新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将于

2025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目

录新增91种药品，其中有卡度尼

利单抗注射液等26种肿瘤用药、

利鲁唑口服混悬液等13种罕见

病用药以及15种慢性病用药，药

品总数增至3159种。

这是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

国家医保药品目录的第七次调

整。叠加谈判降价和医保报销因

素，预计2025年，新版目录实施

将为患者减负超500亿元。

每一种新药进入医保，都意

味着患者家庭少一分负担、多一

分希望。此次医保药品目录调整

有哪些新看点？

——用药保障再升级，结构

更“优”了。

每天服药，是许多高胆固醇

血症患者长期以来承受的压力。

今年医保药品目录新增的药品，

提供更多用药便利：我国一款治

疗血脂异常的创新药托莱西单抗

注射液纳入医保，患者可以灵活

选择2至6周注射一次。

每天扎一针，是许多糖尿病

患者面临的烦恼。今年医保药品

目录新增的药品中，一款治疗成

人2型糖尿病的创新药，一周仅

需注射一次。

医保药品目录调整，不仅关

注罕见病等少数群体，也在不

断解决常见慢性病患者的用药

之忧。

聚焦群众所需，医保药品目

录有“加法”，也做“减法”。此次

调整调出了43种临床已替代或

临床价值不高、长期未生产供应

的药品，让医保药品目录更合理。

专家强调，医保药品目录重

在科学调整，不是简单的“价低

者得”。

国家医保局医药管理司司长

黄心宇表示，本次调整后，肿瘤、

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用药等领域

的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在不显

著增加基金支出的前提下，将更

多填补目录保障短板或者提升疗

效的品种纳入目录，实现“提质不

提价”。

——创新药比例再提升，“救

急药”更新了。

宫颈癌，女性最常见的恶性

肿瘤之一。如何更好呵护“她”

健康？

一款用于治疗复发或转移性

宫颈癌的药品，6月下旬拿到国

家药监局批件，又幸运地进入了

新版医保药品目录。速度之快，

让企业方谈判代表深感意外：“希

望更多新药能够更快服务患者。”

此次医保药品目录调整中，

创新药的谈判成功率超过了

90%，较总体成功率高16个百分

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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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比

例还是绝对数量，都创历年新高。

如今，经过七轮调整，累计已

有149种创新药纳入医保药品目

录。国家医保局医保中心副主任

王国栋表示，新药进入国家医保

药品目录的速度不断加快，让参

保群众能够及时享受医保改革及

医药创新带来的红利。

更多创新药进医保的背后，

是我国医药创新的蓬勃发展。

2018年至2023年我国1类创新

药获批上市数量整体上呈现上升

趋势，2023年获批数量达35种，

是2018年的4倍以上。

——推动目录高效落地，确

保患者能“真用上”。

新药进了医保，还要能走进

千家万户。

与往年相比，今年国家医保

局等部门对药品的配备使用、新

药推介、管理监督等提出具体要

求，以确保目录真正落地见效，更

好满足患者合理需求。

此外，通过“双通道”管理机

制，一些原来主要在大型医院供

应的医保谈判药品，目前可以在

全国10余万家医保定点药店销

售并纳入医保报销。

此次谈判协议中，国家医保

局还要求企业在目录落地前，全

部落实药品追溯码，实现全程

“可追溯”，进一步强化配备和供

应情况监测，确保药品可及性得

到提升。

截至2024年 10月底，协议

期内谈判药品累计受益8.3亿人

次，累计为患者减负超 8800亿

元，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实实在在

惠及患者。

小药片连着大民生。更科

学、更有温度的国家医保药品目

录调整，将为亿万百姓带来更多

健康“获得感”。

□新华社北京11月29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9日就

中国荒漠化防治的成效和对世

界的贡献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

愿为全球荒漠化防治提供“中国

方案”，与各方携手为地球增添

更多绿色。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

问：日前第29届联合国气候变化

大会顺利闭幕，气候治理成为热

门话题。我们注意到中国在世

界范围内率先实现土地退化“零

增长”、荒漠化土地和沙化土地

面积“双减少”，截至2023年年

底森林覆盖率已超过25%，成为

全球增绿最多的国家。发言人

如何评价中国荒漠化防治的成

效和对世界的贡献？

毛宁表示，中国是世界上遭

受荒漠化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

一。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持续推

进荒漠化综合防治和“三北”等

重点生态工程建设，推动53%的

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有效治理，

实现了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的

良性循环，也为全球防沙治沙进

程作出了贡献。

毛宁表示，今年是中国签署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30周

年。30年来，中国积极履行《联

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扎实开

展防沙治沙国际合作，开拓“一

带一路”防治荒漠化合作机制。

中国还与同样面临荒漠化问题

的中亚、非洲国家分享治沙技术

和经验，提供技能培训，为“全球

南方”共谋绿色发展注入动力。

毛宁说，下周，《联合国防治

荒漠化公约》第十六次缔约方大

会将在沙特举行，中方将派代表

团与会，为全球荒漠化防治提供

“中国方案”，与各方携手为地球

增添更多绿色。

时间铿锵向前，四季循环往复，转眼间农历十一月将至。细心的
公众在翻看日历时往往会发现，公历 12 月 1 日的下方有的对应出现

“十一月”，有的对应出现“冬月”。
历史学者、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罗澍伟说，我国古代，一年分四

季，每季各有三个月，分别用“孟、仲、季”来表示，比如农历十一月是冬
季的第二个月，称“仲冬”。此时节，冬日渐深，冬寒更甚。

（新华社发）

91种新药进国家医保 明年起实施
外交部：为全球荒漠化防治
提供“中国方案”

“冬月”将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