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部分省份新版基药目录执行情况

重庆《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
室关于实施2018版国家基本药物目
录的通知》：开启绿色通道，确保目录
内药品尽快挂网；将基本药物进行醒
目标注，推出提示信息，引导医生优
先使用。

内蒙古《关于调整内蒙古医药采
购网部分挂网药品基本药物属性的
通知》：对挂网药品的基本药物属性
发生变化的进行了重新标识。

河南 《做好〈国家基本药物目录
（2018年版）〉采购工作的通知》：医
疗卫生机构优先使用基本药物；室内
医疗卫生机构开展集中带量采购。

江苏《转发国家卫健委等两部门关
于印发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18版的
通知》：各医疗卫生机构要在信息系
统内标注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18年
版）品种，并按照要求全面配备优先
使用基本药物。

辽宁《关于做好〈国家基本药物目
录（2018年版）〉的通知、关于调整辽
宁省药品集中采购信息库部分药品
基本药物属性的通知》：对省药品集
中采购信息库内部分产品的基本药
物属性进行了重新标识。

山东《关于执行〈国家基本药物
目录（2018年版）〉的通知》：原山
东省增补药物，不再保留其“基本
药物”属性。

海南《关于执行〈国家基本药物
目录（2018年版）〉的通知》：对照
新版目录，对药品集中采购平台内
相关药品的目录类型进行了修改。

福建《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关于实

施2018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的通知》：
原《福建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用药目
录》等省增补目录自11月1日起废止。

青海《关于实施2018版国家基本
药物目录的通知》：《国家基本药物目
录（2018 年版）》内，暂时未纳入省级
集中采购平台的药品，及时按照药品
挂网采购程序纳入平台挂网目录。

广东《关于根据〈国家基本药物目
录（2018年版）〉调整部分产品目录
分组情况共识的通知》：对 2018 年第
三次药品交易部分涉及产品的目录
分组进行了调整。

山西《关于做好〈国家基本药物目
录（2018年版）〉内药品增补挂网等相
关工作的通知》：对本次新纳入或调出
2018版基药目录的药品，除调整其药
品属性外，其余信息平台暂不作改变。

黑龙江《省卫生健康委关于执行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18年版）的通
知》：对黑龙江药品集中采购平台国
家基本药物身份标注作出调整，各地
要指导辖区医疗卫生机构及时调整
基本药物采购目录。

甘肃《关于执行2018版国家基本
药物目录的通知》：建立新纳入国家基
本药物目录药品阳光挂网绿色通道；
纳入医疗考核范围，并与基层实施基
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的拨付挂钩。

吉林《关于执行〈国家基本药物目
录（2018年版）〉的通知》：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使用基药品种数和销售额比例
应高于 50%，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
药配备使用比例暂按原规定执行。

（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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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 月 28
日，报案人在平
顶山市平煤总医
院急诊科电梯间
捡拾一男婴，后

经公安机关多方查找，未查
找到其亲生父母，确认为弃
婴，取名为卫欢平。

2018 年 3 月 21
日，报案人在平
顶山市卫东区新
华路湛河桥北河
堤长凳上捡拾一

男婴，后经公安机关多方查
找，未查找到其亲生父母，确
认为弃婴，取名为卫梓申。

望以上弃婴（儿）的亲生父母（或监护人）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与市民政局联系，逾期无人认领者，视为查找不到
生父母的弃婴（儿），将被依法安置。

联系电话：4976676
平顶山市民政局

2018年11月21日

弃婴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
规定，现将以下暂时抚养在平顶

山市社会福利院的弃婴（儿）的情况公告如下：

河南等18省份执行新版基药目录
多地将基药使用情况纳入年度考核

日前，吉林省发布通知，部署《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18
年版）》执行工作。吉林省要求新版目录自11月1日起执行，
对于目录中未纳入省药械采购服务平台医疗机构药品采购
目录内的药品，应及时纳入医疗机构药品采购目录，确保药
品能够及时供应。

据悉，2018版基药目录总品种数量由原来的520种增加
到685种，共调入药品187种，调出22种。目前，包括河南在内
的至少有18个省份已发布通知宣布执行新版目录，其中重
庆、青海、山东三省份已明确废止地方增补目录。

10 月 25 日，《国家基本
药物目录（2018 年版）》（下
称2018版基药目录）由国家
卫生健康委员会（下称国家
卫健委）对外发布，并于11月
1日起在全国正式实施。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作为
医疗机构配备使用药品的依
据，它的使用将引发医疗服
务、医保报销的变化。2009
年8月，原卫生部颁布了《国
家基本药物目录》，自此，我
国开始启动基本药物制度。
2012年9月，《国家基本药物
目录》（2012年版）经原卫生
部部务会议讨论通过，距离
此次调整已时隔6年。

2018 版基药目录覆盖
面更广，总品种由原来的
520种增至685种，调入 187
种，调出 22 种，包括西药
417 种、中成药 268 种。不
仅能够满足不同疾病患者
多种用药选择，同时进一步
规范剂型、规格，对于指导

基本药物生产流通也有着
重要意义。

值得关注是对抗肿瘤用
药数量的调整力度，新增“抗
肿瘤靶向药”一类。《法制晚
报》记者注意到，国家医疗保
障局自成立以来，全力推进
抗癌药降税降价。抗肿瘤用
药的数量，在2009版基药目
录中为零，2012版基药目录
调整至26种，此次2018版基
药目录调整又增加了12种。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
主任曾益新介绍，调整后的
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覆盖
面更广，品种数量不仅能够
满足常见病、慢性病、应急抢
救等临床需求，而且能为不
同疾病患者提供多种用药选
择，更好地满足群众需要。

此外，还增加了临床急
需儿童用药22种以及世卫组
织推荐的全球首个也是国内
唯一一个全口服、泛基因型、
单一片剂的丙肝治疗新药。

新药物目录品种增至685种

按照要求，2018版基药
目录应于11月 1日起在全国
正式实施。本月已过大半，
各省份执行情况如何？记者
根据公开报道统计，截至目
前，根据公开信息显示，至少
有18个省份发布文件，部署
执行工作，并开始按照新版
基药目录采购。

记者注意到，在2018版基
药目录发布后不到一周的时
间，至少有6省份率先作出反
应，均在10月31日发布文件宣
布执行新版目录，分别为：重
庆、天津、内蒙古、河南、江苏、
辽宁等地。截至目前，已有18
省市发文执行新版基药目录。

此外，多地在文件中均
要求，对挂网药品的基本药
物属性发生变化的进行重
新标识。各医疗卫生机构也

要在信息系统内标注2018版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品种，并按
照要求全面配备优先使用基
本药物。根据文件内容显
示，至少8省市已开始进入
组织相关品种挂网阶段，其
中，重庆、甘肃两地还建立了
挂网绿色通道，确保目录内
药品尽快挂网。

此外，记者注意到，重
庆、青海、山东三省份已明确
废止地方增补目录，原《福建
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用药目
录》、原《国家基本药物重庆
市补充药物目录》均自11月1
日起废止。青海省下发文
件，要求未纳入《国家基本药
物目录（2018年版）》内的原

“国家基本药物青海省增补
药品”不再保留其“基本药
物”属性。

超半数省区市落实新目录

记者注意到，辽宁作为首个
提出国家新版基药目录不纳入药
占比考核的省份，在已发布文件
的十余个省份中，其对基药使用
的支持使用力度较大。

在强化使用激励措施上，辽
宁省发布的《关于做好国家基
本药物目录 2018 年版执行工作
的通知》中提出，国家基本药物
将不纳入公立医院药占比计算
范畴。

《通知》要求，在新的国家基
药配备使用管理办法出台之前，
政府办和纳入基本药物制度管

理的非政府办基层医疗机构和
村卫生室，使用基药采购金额占
药品采购总额比例应达到 60%
以上。

同时，二、三级综合医院及中
医院使用基药采购金额比例应
分别达到35%和20%以上。专科
医院及妇幼保健院比照统计综
合医院可下调10%。

辽宁表示，要重点提高二级
以上医疗机构的基药使用比例。
医联体内部上下级医疗机构之
间，基础用药目录要相互衔接、
统一，实现上下联动，统一集中

采购。
药占比就是药品费用占医疗

总费用的比例，也就是病人看病
的过程中，买药的花费占总花费
的比例。考核的主要目的是，合
理使用药品，控制药品虚高定价
难题，降低患者医药费负担，减轻
医保基金支付压力。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
《关于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
点的指导意见》，其中提出力争
到 2017 年试点城市公立医院药
占比（不含中药饮片）总体降到
30%左右。

辽宁首次提出“基药不纳入药占比”

如何确保基本药物用得上，
让“急药”变“基药”，这还需要加
强监督和管理。对此，国家卫健
委有关负责人表示，短缺药品的
监测预警是重点工作，将特别加
强“易短缺”药品的风险监测和预
警，提早防范短缺苗头，为患者提
供持续生产、供应有保障的基本
药物，让患者不再为买不到药而
担心。

为确保各地优先使用基本药
物，多地还明确了采购比例。除
上述的辽宁省以外，吉林省也要
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使用基药
品 种 数 和 销 售 额 比 例 应 高 于
50%，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药
配备使用比例暂按原规定执行。

此外，天津、辽宁、甘肃、青海
等多地将基药使用情况与相关补
助资金拨付挂钩。例如，青海省

将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基
本药物的情况纳入年度考核内
容，逐步健全和完善实施基本药
物制度督导检查制度。并且按照
相关办法中规定的各级医疗机构
基本药物使用比例指标要求，将
2018 年版基本药物目录使用情
况纳入年度重点督查指标，并与
基本药物补助资金挂钩。

（张莹）

多地将基本药物情况纳入考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