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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病例增多 医院加班诊疗

记者日前在吉林大学第一医院采访了解到，近
两个月以来，由于儿童肺炎支原体感染病例增多，该
院儿科门诊量持续攀升，住院病房紧张。

刘女士正带着女儿输液，这已是孩子发烧的第
三天。“前几天女儿班上有好几个同学发烧、咳嗽，很
快她也被传染了。到医院一查，发现感染了肺炎支
原体。”刘女士说。

记者从长春多家医院了解到，当前肺炎支原体
感染人数较多，一个家庭多个孩子住同一病房的情
况也有出现。另外，一些小学也出现较多病例，请假
的学生明显增多。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近日增开“儿科黄昏门诊”，并设

置一处儿科新诊疗区。在全院协调下，24小时内完成筹
划、选址，保障医用物资等全部到位。开放不到1小时，
有30多名感染患儿进入新诊疗区，接受系统治疗。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儿科主任卢燕
鸣告诉记者，近期接诊的呼吸道感染患者中，肺炎支原
体感染者估测达70%至80%。与前两年相比，近期的肺
炎支原体感染有两大特征：患者数量较多、呈低龄化。

上海市儿童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黄玉娟告诉记
者，除了普通门诊，专家、特需门诊也每天都在加班，
医生们的工作往往“中午连一连，晚上延一延”，让更
多患者得到诊疗。同时，医院也加开了晚上 5点到 9
点的夜门诊。“大家竭尽全力应对。”黄玉娟说。

第九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 6
日在上海开标，并产生拟中选结果：41种药
品采购成功，拟中选产品平均降价 58%。
至此，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已经覆盖 374种
药品，为患者减轻用药负担。

哪些药品采购成功？如何避免企业
“围标”？在第九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开标
现场，“新华视点”记者进行了采访。

采购覆盖面进一步扩大

第九批国家药品集采共有 266个产品
中选，涵盖感染、肿瘤、心脑血管疾病、胃肠
道疾病、精神疾病等常见病、慢性病用药，
以及急抢救药、短缺药等重点药品，群众受
益面进一步拓宽。

上海市第七人民医院副院长高晓燕说，
从早期集采以大品种为主，到现在逐步覆盖
一些临床应用的“重点周边”用药，集采正为
医疗机构提供更好的用药选择与规范。

此次集采品种目录中，包含了用于治
疗糖尿病的伏格列波糖、治疗胃肠道疾病
的雷贝拉唑、降压药乌拉地尔、抗生素阿奇
霉素、糖皮质激素地塞米松磷酸钠等百姓
常用药品。同时也包括了抗肿瘤用药，如
治疗乳腺癌的氟维司群等，以及 5种短缺
药品和急抢救药品，如用于抢救休克的多
巴胺注射剂、用于催产的缩宫素注射剂等。

“从这次集采采购的品种来看，药品集
采覆盖面越来越广。”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瑞金医院药剂科主任卞晓岚说，“这将
更有利于医院用药选择，更多惠及百姓。”

此次集采品种包括口服常释剂型、颗
粒剂、干混悬剂等多种剂型，其中注射剂品
种占比较大。

集采规则进一步完善

第九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共 205家企

业获得拟中选资格，投标企业拟中选比例
约78%。

此次集采在规则上有一个显著变化：
中选药品采购周期接近 4年，为国家组织
药品集采以来最长的药品采购周期。

“采购周期的延长让医院有较为稳定
的预期，短期内不会更换厂牌。”中国药科
大学国际医药商学院教授路云说，这也有
利于企业根据全国使用量等情况，制定长
期发展策略，合理安排生产周期。

“这次采购周期延长至近 4年，有利于
企业发展的稳定性，也让企业更有积极
性。”多次参加集采的齐鲁制药销售总公司
常务副总经理田勇说，这次公司共有 6个
产品中标，其中 5个产品为近一年来新上
市，覆盖抗肿瘤、抗感染等类别。

为防止企业“围标”“串标”，此次集采
首次提出企业可组成联合体进行申报。路
云说，尽管中选的企业只是关联企业当中
的一家，但是联合体中的企业都可以供应
共享的地区，对保证临床供应可以发挥积
极作用。

在以往的企业拟中选资格规则基础
上，此次集采进一步优化创新淘汰机制。

“最高单位可比价/最低单位可比价”计算
比值最大的前 4名和最小的前 2名也会被
淘汰。专家认为，这一规则既有效控制了
不同中选企业之间过大的价格差异，也进
一步规范了企业投标行为。

对临床需求反应及时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保障研究
中心研究员姚宇说，最近自己身边不少
朋友感染了带状疱疹，一些皮肤科医生
也反映近期患者有所增加。在此次集采
中，用于治疗带状疱疹的阿昔洛韦成功
采购。

“这次集采对临床需求做出及时反应，
让老百姓能直接感受到政策的红利。”姚宇
说，第九批集采继续沿用了“一主双备”供
应模式，即一个主要供应商、两个备选供应
商，保障集采药品供应，让老百姓能够用得
上药、用得及时。

接下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
进一步加强对集采产品的质量监控和供
应保障，促进医疗机构优先采购和使用
中选产品，确保群众切实享受到改革成
果。

截至目前，9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
采购已经覆盖 374 种药品，平均降价超
50%，药品虚高价格水分被持续挤压，降价

成效正惠及更多患者。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2023年下半

年重点工作任务》明确，将常态化开展药品
和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实现国家和省
级集采药品数合计达到450个。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
推进医药集中带量采购的扩面提质，同时
在地方层面上，也将重点对国家组织集采
以外的化学药、中成药、干扰素以及神经外
科耗材、体外诊断试剂等开展省际联盟采
购。

“预计此次集采结果将于明年 3月份
实现落地。”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
究院院长助理蒋昌松说。

41种药品采购成功 覆盖多个治疗类别
——第九批国家药品集采看点解读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彭韵佳 龚雯

● 采购成功 新华社发 朱慧卿 作

多位儿科专家表示，当下肺炎支原体的传播力
仍然较强，肺炎支原体感染人数目前是否“达峰”还
有待相关监测数据进一步研判。但可以预测的是，
近期儿童肺炎支原体的流行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
且冬季或将出现流感叠加肺炎支原体感染，家长、学
校和医院要做好应对准备。

专家表示，肺炎支原体目前总体处于可控范围，
医疗机构也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冬春季的就诊高峰。

上海市儿童医院呼吸科主任董晓艳介绍，在上海
市卫生健康委指导下，医院加强了对一线医生的培训。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相关负责人也表示，目前，院内儿科
医护人员全员无休、加班加点为患者提供诊疗服务，同
时做好相应预案，必要时会随时增派医护力量。

甘肃省中心医院副院长王卫凯表示，目前还没有能

有效预防肺炎支原体感染的疫苗，所以预防肺炎支原体
感染，最重要的还是要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学校、
幼儿园等场所也要注意通风消毒，避免出现聚集性感染。

儿科专家还提醒，随着冬春季的到来，呼吸道疾
病即将进入流行期，如果肺炎支原体与其他病原体，
如呼吸道合胞病毒、流感病毒等“碰头”，将给孩子身
体带来考验。因此，专家建议，在重视预防肺炎支原
体的同时，也要尽可能提前接种流感疫苗。

由于肺炎支原体感染主要经过直接接触传播和
飞沫传播，家长和孩子应尽量避免到人群密集和通风
不良的公共场所，必须去时应戴好口罩；咳嗽或打喷
嚏时，用纸巾掩住口鼻，做好手卫生；还要适度开展体
育锻炼，保持充足睡眠、合理饮食，综合提高个人免疫
力和抵抗力。

家长、学校和医院如何应对？

新华社开罗11月7日电（记者 姚兵）埃
及外长舒凯里7日在首都开罗与到访的巴勒斯
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中央委员会秘书长拉
朱卜举行会谈，双方强调在加沙地带立即无条
件停火的重要性。

埃及外交部 7日发表声明说，舒凯里与拉
朱卜在会谈中讨论了加沙地带局势发展以及在
各个层面遏制冲突影响的手段，双方还就结束
当前冲突、减轻巴勒斯坦民众痛苦的必要举措
交换了意见。

声明援引舒凯里的话说，必须立即无条件
停火，遵守国际人道法，让救援物资无障碍进入
加沙地带。舒凯里反对一些国家采取双重标
准，以所谓“自卫或打击恐怖主义”为借口，企图
阻止“在结束加沙地带人道危机和制止以色列
侵略方面达成协议”。

舒凯里强调，根据“两国方案”实现全面和
平共处才是解决巴以长期冲突的途径。

声明说，拉朱卜赞赏埃及对巴勒斯坦事业的
支持，并表示巴勒斯坦方面希望继续在双边和国际
层面与埃及进行协调和磋商。（参与报道：汤梁甲）

新华社阿布贾11月7日电（记者 杨喆）
位于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的加拿大驻尼日利亚
高级专员公署7日在一份声明中说，该公署6日
发生爆炸，造成2死2伤。

声明说，加拿大驻尼日利亚高级专员公署
已暂停在阿布贾的活动。

尼日利亚联邦首都区应急管理局公共事务负
责人伊萨6日在一份声明中说，加拿大驻尼日利亚
高级专员公署发电机房装有2000升柴油的油箱6
日上午发生爆炸并起火。两名发电机维修人员死
亡，另有两人被严重烧伤，已送医接受救治。

加外交部长乔利 6日在社交媒体表示，加
方正在对这一事件进行调查。

加拿大驻尼日利亚高级专员
公署爆炸事件致 2死 2伤

新华社耶路撒冷11月7日电（记者 王卓
伦 张天朗）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7日说，以
军地面部队已进入加沙城“中心地带”。以总理
内塔尼亚胡同日表示，如果巴勒斯坦武装人员
不释放被扣押人员，以方就不会停火。

加兰特7日晚发表电视讲话说，以军海陆空
部队协同作战，地面部队已从南部和北部攻入加
沙城中心，并正在加强对加沙城周边地区的封锁。

内塔尼亚胡当晚在特拉维夫发表讲话说，
加沙城已被以军包围，数千名巴勒斯坦武装人
员被打死，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地面行动中摧毁
大量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指挥
中心、阵地和地道。

内塔尼亚胡说，以军在北部“既防守又进
攻”，将以猛烈火力回应任何攻击。他同时警告
黎巴嫩真主党不要参战。

在谈到被扣押人员问题时，内塔尼亚胡说，
如果这些人员不被释放，以方就不会停火。他
再次敦促加沙地带民众从北部向南部迁移，称
以方仍不会允许任何燃料进入加沙地带。

巴勒斯坦安全部门人士7日在接受新华社
记者采访时说，以军当天在加沙城西南郊区与
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生激烈冲突。另据加沙地
带内政部门发表的声明，目前仍有90万人滞留
在加沙地带北部。

10月7日爆发的新一轮巴以冲突至今已持
续一个月。冲突给巴以双方带来重创，大量平民
伤亡和流离失所已造成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
国际社会不断发出停火止战的呼声，呼吁紧急行
动起来促使局势尽快降温。（参与记者：柳伟建）

以国防部长说以军
进入加沙城“中心地带”

新华社日内瓦11月7日电（记者 王其冰）
世界卫生组织 7日发布《2023年全球结核病报
告》显示，2022年全球有130万人死于与结核病
相关的疾病，国际社会仍需作出更多防治努力。

报告说，自 2000年以来，全球抗击结核病
的努力挽救了 7500多万人的生命。2022年全
球结核病诊断和治疗服务出现显著复苏，全球
共有 750万人被诊断出患有结核病，这是世卫
组织 1995年开始全球结核病监测以来的最高
数字。2022年全球有130万人死于与结核病相
关的疾病，比2021年的140万人有所下降。

根据报告，2022年全球估计有1060万人患
有结核病，比2021年的1030万人有所上升。耐
多药结核病仍然是公共卫生危机。2022年估计
有41万人患有耐多药或利福平耐药结核病，其
中仅有约五分之二的患者接受了治疗。

报告说，国际社会在研发新的结核病诊断
方法、药物和疫苗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这些
领域的整体投资水平制约了这些进展。

《2023年全球结核病报告》汇总从192个国
家和地区卫生部门收集的数据。世卫组织全球
结核病计划负责人卡萨耶娃表示，报告提供了
有关结核病流行状况的关键数据和证据，有助
于各国将相关目标和承诺转化为行动。

埃及外长与法塔赫高官敦促
在加沙地带立即无条件停火

世卫报告：2022年全球130
万人死于结核病相关疾病

多地儿童肺炎支原体
感染病例增多，如何更好应对？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袁全 赵丹丹 侠克 徐弘毅 梁军

近期，多地医院接诊儿童肺炎支原体感染病例增多。如何更好满足患儿就诊需求？防治需要注意哪些问
题？如何进一步做好应对举措？“新华视点”记者实地走访各地医院，了解防治情况。

尽管感染人数增加，专家表示公众无需过于焦
虑。“与其他细菌性、病毒性肺炎相比，肺炎支原体感
染的重症率、病死率普遍较低。一般病程是 7至 14
天，根据病情严重程度与治疗方案会适度缩短或延
长。”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市八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医
师袁伟锋说，“目前医疗资源和医院病床能基本满足
住院需求。”

据专家介绍，肺炎支原体以5至9岁的学龄儿童
最易感，但患儿不局限于这一年龄段。此外，近期成
年人感染也有所增多。

专家表示，目前医院基本依照国家卫生健康委
印发的《儿童肺炎支原体肺炎诊疗指南（2023年版）》
开展治疗，轻症无需住院，可根据症状给予抗感染治
疗，同时也可使用一些退热药物、镇咳药或做雾化

等，帮助减轻免疫炎性反应。
“临床上，我们遇到的长期咳嗽的患儿可能是多

种因素叠加导致，所以要根据每个孩子的病情进行
综合判断。”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小儿呼吸科副主任乔
红梅表示，家长要谨遵医嘱，不要盲目给孩子用药，
也不要轻信网络上的各类药物组合。

针对家长普遍关心的后遗症问题，受访专家表
示，肺炎支原体感染的危害主要包括炎症问题与细
胞破坏两种，相关危害与各种常见肺炎相似。

上海市儿童医院感染科主任张婷介绍，肺炎支
原体感染属于急性感染，如果处理及时，绝大多数没
有后遗症。不过，黄玉娟也提醒说：“根据临床观察，
存在哮喘等基础疾病，或者有原发性免疫缺陷的孩
子，感染肺炎支原体后更易出现重症情况。”

专家表示公众无需过于焦虑● 专家建议 新华社发 王威 作

● 预防要点 新华社发 王鹏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