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医保局的数据显
示，全国医用耗材市场规模
3200亿元，其中高值耗材达
1500亿元。毫无疑问，这是
一个利益纠葛的巨量市场。
被纳入首批国家集采的心脏
支架，承载着怎样的使命，要
解决哪些“心病”？

安徽省是全国率先“破
冰”高值医用耗材集采的试
点地区之一。安徽省医疗保
障局局长金维加说，相比药
品集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
的特殊之处在于，医用耗材
本身无统一的行业标准和产
品编码，一个医疗器械注册
证下甚至存在成百上千的规
格、型号产品，甚至出现“同
物不同名”“同名不同物”的

乱象。这些因素导致高值耗
材采购时难以在产品之间比
质比价，相关企业维护着自
己的销售渠道，难以形成行
业深度竞争，灰色利益链条
难以斩断。

因此，心脏支架的国家
集采并非只让价格“一降了
之”，而是意在建立创新的机
制体制，合力优化医药市场
营商环境，推动“三医联动”
改革突破“坚冰”。

今年5月，国家医保局已
指导天津牵头组织了京津冀
及北方6省份的人工晶体联
盟采购，为更大范围的耗材集
采积累了经验。江苏、山西、
福建、重庆、陕西等地也在同
步积极跟进探索。从招采结

果来看，一些地方的支架中选
品种平均降价超过50%，有的
最高降价甚至近七成。

各地实践也形成一些改
革共识，那就是集采“落地”
需多方合力，尽快落实使用
激励机制。

金维加说，心脏支架的
国家集采，关键要做好“后半
篇”文章。一方面要让医保、
财政、卫健、市场监管、税务
等部门在耗材生产、采购、使
用、配送、付款和质量监督等
全链条形成政策合力，破解
企业负担过重的难题；另一
方面应尽快落实结余留用等
激励政策，以免出现“招而不
用”，以破解利益冲突难题。

据新华社

不能“一降了之”：落地需多方合力，尽快落实激励机制

与药品的国家集采相
比，高值医用耗材的情况更
为复杂。有人担心，作为直
接作用于人体核心器官的医
用耗材，一旦出现“地板价”
的心脏支架，患者敢用吗？
也有人担心，国产支架和进
口支架品种繁多，首批集采
限定了支架的材质，会不会
限制医生的临床选择？

作为每年开展各种心脏
介入和开胸手术最多的医
院，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
院是使用心脏支架的“大
户”，也是相关改革前沿“窗
口”。在2018年参与京津冀
药品耗材联合招采后，该院
心脏支架价格平均降幅为

18.4%，国产支架使用比例
从51%上升到58%。

降价的心脏支架是否会
影响医疗安全？阜外医院院
长胡盛寿说，从该院2016年
启动的医耗综合改革来看，医
疗安全、医疗质量等各项指标
稳中向好。比如，医院平均住
院日从7.3天降至6.3天，并发
症从0.3%降至0.2%，死亡率
保持在0.2%的低位水平。

“数据显示，我国目前使
用的部分进口和国产高值医
用耗材价格虚高的情况仍然
明显。”胡盛寿说，仅靠个别
医院单兵突破难以取得系统
性的改革成效，需要国家从
顶层设计层面推进耗材集采

改革，放大改革成效。
集采会不会限制临床选

择？霍勇表示，不同生产企
业、不同品牌的心脏支架在临
床使用中70%到80%可相互
替代，仅有少数不可替代的情
况主要是由于支架直径与长
度有特殊规格。目前主流品
牌的规格均比较齐全，均能满
足80%左右的临床常见情况。

上述两位专家均表示，
高值医用耗材集采是挤掉价
格虚高、促进医疗价格更加
合理之举，同时也将引导行
业和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但集采策略中要注重医疗器
械行业发展规律，扶植和鼓
励企业创新发展。

降价不降质：耗材价格虚高情况仍存，集采充分考虑临床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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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郑州市轨道交通市政控
制性节点（地下交通）工程白
庙站交通导改的公告

近期，因郑州市轨道交通建设施工需要，将对相
关区域路段进行交通导改，详见如下：

一、郑州市轨道交通市政控制性节点（地下交
通）工程白庙站，位于文化路与东风路交叉口，施工
期限：自2020年10月21日起，工期约为39个月。
施工期间占用文化路南北双向原有机动车道、非机
动车道及人行道。过往行人、机动车及非机动车沿
文化路两侧围挡之间保通路进行南北通行，待施工
完成后恢复道路正常通行。

地铁施工期间，请广大交通参与者自觉遵守交
通法规，服从交警及保通员指挥，合理选择出行道
路，注意出行安全。在此期间，给广大市民出行带来
的交通不便，敬请谅解。感谢您对郑州地铁建设的
支持与理解!

郑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郑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20年10月16日

小支架“大体量”：一年用掉
150万个，“充分竞价”条件已
成熟

心脏支架又称冠脉支架，是用于经
皮冠状动脉介入手术（PCI）的耗材。
PCI手术是目前最主流的治疗冠心病的
方式。与心脏搭桥手术相比，PCI手术
具有手术时间短、手术创口小、能重复放
置的优点。

据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内科主任霍
勇介绍，从 2009 年到 2019 年的 10年
间，我国PCI手术量从23万例发展到超
过100万例。以每台手术支架使用量约
1.5枚计算，我国一年要用掉150万个心
脏支架，总费用达150亿元，仅这一个品
种就占高值医用耗材市场总额的10%，
可谓不折不扣的“小支架、大体量”。

记者采访的众多国内知名心血管病
专家均表示，国内支架行业经过20年的
发展，是国内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在国内
市场上由国内企业起主导作用的高端医
疗器械。由于临床用量较大、竞争充分，

“充分竞价”的条件已经成熟，因此心脏支
架成为首个国家集采品种较为合适。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集采拟采购的是
材质相对先进的铬合金支架，占心脏支架
市场总额的70%。目前，集采方案已广泛
征求意见，并参照药品集采的机制，成立
由各省参加的联合采购办公室，由天津市
医药采购中心负责具体组织实施。

天津市医疗保障局局长李国田说，
本次心脏支架集采涉及11个厂家的26
个产品，全国年采购量超过76万个，涉
及金额超85亿元。此项工作拟在11月
份形成中选结果，预计全国患者将于明
年1月用上降价后的产品。

首批国家集采的心脏支架
要解决哪些“心病”？

心脏支架、人工关节、人工晶体……这些高值医用耗材由于临床用量大、价格高，一直占医药费负担的较大比例。日前，
“国家队”正式出手这一领域，心脏支架成为首批国家集中带量采购的耗材品种。

即将迎来“灵魂砍价”的心脏支架会出现“地板价”吗？小小的心脏支架，要解决哪些“心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