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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 近年来，部分临床药
品出现供应不足甚至断供，个别药品
甚至“一药难求”，成为医疗卫生领域
突出难题。为破解部分药品短缺之
困，日前，国家卫生计生委等 9 部门
联合印发《关于改革完善短缺药品供
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提出通过
定点生产、完善短缺药储备等方式，
保障短缺药品供应。

攻坚短缺药品供应难题的实施
意见有何亮点？将带来哪些好处？
记者专访了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
曾益新。

问：我国为什么会出现部分药品
短缺？

答：部分药品出现短缺，主要
有 4 方面因素：一是生产性因素。
有些原料供应具有季节性特点，如
鱼精蛋白；有些用量小，企业不愿
生产；有些药品原料或制剂生产企
业只有 1-2 家，一旦有问题就会出
现 暂 时 性 短 缺 。 二 是 政 策 性 因
素。短缺药品大都是低价药和妇
儿专科、急（抢）救药，目前对于这
些药品生产的扶持配套政策还不
是很完善，企业生产积极性不高。
三是机制性因素。公立医院改革
还在推进过程中，一些医疗机构采
购使用低价药品的动力不足。四
是投机垄断性因素。个别药商控
制原料，囤货不卖，哄抬价格，造成
市场供应紧张。

问：此次印发的意见包含哪些重
要改革政策？

答：意见围绕保障短缺药品供
应，更好满足人民健康和临床合理用
药需求，针对短缺药品研发注册、生
产流通、采购使用等多个环节的薄弱
处、关键处，多个职能部门强化政策

协同，采取一揽子改革政策，在补齐
短板上形成合力。

意见主要提出了 3 方面的重点
任务措施：一是完善短缺药品监测
预警和清单管理制度。合理布局
监测哨点，逐步扩大监测范围，实
现短缺药品信息监测全覆盖。二
是建立短缺药品供应保障分级联
动应对机制。国家层面组织开展
短缺药品供应保障能力评估，研究
完善重大政策制度，协调解决跨省
短缺问题。三是实行短缺药品供
应保障分类精准措施。实施定点
生产、协调应急生产和进口、加强
供需对接、协商调剂、完善短缺药
品储备、健全罕见病用药政策等 6
项应对措施。

问：意见的出台预计将带来哪些
惠民实效？

答：药品作为一种特殊商品，直
接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
全。改革完善短缺药品供应保障机
制是健全药品供应保障体系的一项
重大改革举措，意见注重实效和解决
实际问题，发布实施后将会释放更多
的改革红利。

一是让医患双方不为无药可用
所急、所困。以保障供应为重点，建
立健全开放的短缺药品供应保障体
系，及时公开相关综合信息，积极回
应、妥善处理公众关心的药品短缺问
题，理顺医药和患者用药需求的沟通
渠道，切实保障有药可用。

二是让企业不为利润和发展所
忧。短缺药品很多都是临床必需、用
量小或交易价格偏低，企业利润少，
生产动力不足。意见明确提出通过
定点生产、优化药品采购机制、确定
合理采购价格、推动理顺市场交易价

格形成机制、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升
级、完善短缺药品储备等方式，给予
企业合理利润，激发市场活力。

三是让行业不为违法违规者所
扰。哄抬价格和垄断等违法违规行
为当前已经成为部分药品短缺的重
要原因，严重扰乱正常市场秩序。意
见通过加强市场监管，在维护市场秩
序上发力，明确了打击违法违规行为
的多种措施，包括加强对原料药货
源、企业库存和市场交易行为等的跟
踪监测，依法查处哄抬价格和垄断等
各类违法违规行为。

问：惠民政策要发挥效用，关键
靠落实，相关部门将采取哪些举措，
保障短缺药品供应改革落地见效？

答：短缺药品供应保障涉及药
品研发注册、生产流通、采购使用
各个环节，涉及多个部门，把各项
改革措施落细落实，需要各相关部
门 、各 级 政 府 通 力 合 作 ，共 同 发
力。意见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充
分发挥体制和制度优势，加强药品
供应保障政策协调机制建设，抓好
组织实施，加强信息交流和监测预
警，强化综合协调和督导评估。县
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强化
短缺药品供应保障的领导责任，将
短缺药品供应保障纳入政府绩效
考核工作体系，加强督查督办和激
励问责，确保取得实效。各相关部
门要细化政策措施，明确工作要
求，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对落实不
力的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要及时
约谈，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依规
进行责任追究。鼓励基础条件好、
工作积极性高的地区开展试点示
范，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做
法和有效模式。 ■李松 王宾

据新华社《甄嬛传》《芈月传》
《琅琊榜》《女医明妃传》，宫斗、传
情、疗伤、救命，各路红极一时的热
播剧中，中医和中药“默默地”成为
越来越重要的“神器”。剧中的“救
命神药”是否靠谱？“女神们”常用的
美容秘方是否管用？我们一起来看
一看。

谁令她“貌美如花”？
白芷、白蔹、白术、白茯苓、白芨、

白蒺藜和白僵蚕制成“七白膏”，这是
《女医明妃传》中的美白药膳方，引得
剧中后宫三千佳丽争相追捧。

真有那么神奇？记者咨询专业
医生了解到，七白膏中含有七味中
药，均有养颜的作用。七白膏在宋代
的《太平圣惠方》及元代的《御药院
方》中均有记载，具有祛除黑斑、润肤
防皱之功效。

而电视剧《甄嬛传》中，甄嬛被猫
抓伤后安陵容送来含有桃花、珍珠
粉、鱼骨胶、蜂蜜、玉屑、琥珀、白獭髓
的舒痕胶。甄嬛用后，果然疤痕慢慢
痊愈。专家表示，据《本草纲目》记
载，桃花和珍珠粉令人“好颜色”，鱼
骨胶和蜂蜜使皮肤光滑，玉屑和琥珀
愈合疤痕。舒痕胶有养颜美容的效
果，但是否能做到“疤痕尽消”还有待
考证。

据悉，《甄嬛传》原著作者流潋紫
的丈夫是一名中医，在医药方面为该
剧提供了很多指导，虽然流潋紫表示
剧中某些桥段只是借鉴前人加上自
己的想象，未经过专家验证，不过这
足已激起观众的兴趣，并吸引到医学
界的注意。某专业中医网站的专家
们干脆将剧中涉及的各种中医药知
识扒出鉴定，结论是有的靠谱，有的

“太神奇”。
网友“大蓝鲸爱上小馄饨”表示，

“之前老妈学着电视剧里的配方配了
药给我敷面膜，效果也是‘刚刚的’，
如果都是良心电视剧，里面的细节都
核实过，不仅看得欢乐，也能学到不
少变美小妙招。”

北京同仁堂菲律宾医馆中医医
师刘国表示，文艺作品、影视作品中
的中医药元素，就像其作品本身一
样，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只能用文
艺的眼光来看待，但它们对于中医药
的传播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艺
术化的中医和正规的中医有差别，这
是很自然的。

“救命仙草”为啥现在没效果？
电影电视剧中经常出现剧中人

或伤或病、命在旦夕的情节，往往有
“神医”指点“神药”，服之药到病
除。如果真有那么神奇，为什么现
在鲜有人用来救急救难？记者又找
到了专家。

《女医明妃传》中，女主角谭允贤
称铁皮石斛为“救命仙草”。专家表
示，虽然铁皮石斛的确有许多良好的
功效，但能救命的说法有些夸张了，
剧中院子里长出石斛的情节也不太
靠谱。铁皮石斛对阴虚体弱者服用
效果明显，阳虚的人要是服了，就可
能会引起腹泻等不适症状。

同时，一些电视剧中的救命方
法，放在现在来看可能有些“过时”。
例如，一些电视剧中提及“十宣放血
能治中风”。记者采访了解到，中医
的确有这样的说法，主要用于中医急
救。但专家同时表示，在急救技术和
设备不够发达的古代，使用这种方法
是符合时代背景的，但放到现代不适

用。普通人很难根据症状来辨症，没
经验的人来处理急症患者风险非常
大，遇上这样的病人，最好第一时间
送到医院。

真假难辨，到底该信谁？
这样看来，一些影视作品中的

“神医神术”并不一定真实。但又有
网友发现，一些剧中的病症和药材
看似“不真实”，但是却是有迹可循
的，比如《琅琊榜》中的火毒之症，知
乎上有网友在千般研究之后，发现

“火毒之症”与历史上记载的吸血鬼
症十分相似，并将其归结为卟啉症
的变种；而一些奇幻剧中的“神芝
草”等“灵药”，放于现代，也同灵芝
无异。

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电视剧到
底要怎么看才能既“涨姿势”又不影
响健康和安全？

清华大学健康传播研究所副所
长苏婧认为，一些电视剧中出现的
中医药内容未必是有意传播，可能
只是在呈现电视剧的过程当中融
入了中医药的内容。但如果这样
能够客观地促进大家对中医药的
了解与喜爱，同时可以起到预防或
治疗疾病的作用，那么这个效果值
得认可。

如果剧中有一些失实的内容，
被一些社交媒体上活跃的中医专家
指出来，这也是从另一个方面传播
了正确的中医药知识，这也是应该
被认可的。

苏婧表示，从文艺创作的社会责
任角度看，任何一部作品，如果涉及
到中医药等内容，都应该找专家来进
行核实和精敲细磨，这样才能做出良
心剧。 ■陈知春 姜子炜 卢国强

据新华社 日前，网上一篇《高烧
不退可以不去医院 一公众号竟提倡
孩子生病可“自愈”》文章引起了社会
各界尤其是家长们的关注。儿科医
生表示，这样的做法不可取。

这则网文称，一名1岁女孩的母
亲，孩子连续几天高烧39.5℃，她却
不肯带孩子去医院，也不让吃药，就
因为看了某公众号后，相信孩子可以

“自愈”。
对此，哈尔滨市儿童医院神经内

科主任于淑杰表示，在她接诊过的病
例中，不乏因为家长误判而耽误了诊
治的最佳时间，对孩子造成不可逆的
伤害。

“前几天我们接诊了一个 1 岁
的化脓性脑炎的患儿，询问病情才
知道已经在家持续发烧 4 天。”于淑

杰说，孩子的家长在网上查询说高
热可能是幼儿急疹引起的，就等着
热退疹出。孩子不但没有退热，反
而出现了抽搐的症状，这才急忙将
孩子送到医院。

于淑杰认为，别人验证过的方
法，推广到自家宝宝身上未必适用。
就算网文中描述的症状看起来跟自
家孩子的很相似，但医生对每个患者
下诊断，都需通过看症状、问病史、做
检查等综合判断。

网络上的医疗知识，可以满足
一般性的要求。但是网文中的信
息鱼目混珠，盲目相信可能会被误
导。专家表示，在疾病的诊断初
期，最好还是到医院做检查化验，
切莫耽误了最佳治疗时机。

■张玥 齐泓鑫

“仙草”“秘方”今何在？
——看影视作品里的中医药

破解药品短缺之“痛”
——专访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曾益新

高热需及时就医莫轻信网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