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中國
國家醫療保障局3日公布2021年國家醫保藥品目
錄調整結果，共計74種藥品新增進入目錄，涉及
21個臨床組別，新納入藥品精準補齊腫瘤、慢性
病、抗感染、罕見病、婦女兒童等用藥需求。與
原市場價格相比，通過談判降價和醫保報銷，本
次談判預計2022年可累計為患者減負超過300億
元（人民幣，下同）。值得一提的是，備受關注
的「70萬一針」的天價藥諾西那生納、阿爾茨海
默病新藥「九期一」此次被納入醫保目錄。經過
武漢新冠抗疫臨床專家篩選出的化濕敗毒顆粒、

宣肺敗毒顆粒，這兩款治療新冠的中藥新藥也進
入目錄。

70萬元一針降至約3萬
在今年醫保目錄調整中，最受關注的是高達

70萬元一針、治療罕見病脊髓性肌萎縮症（Spi-
nal Muscular Atrophy，SMA）藥物諾西那生鈉
注射液（Spinraza），經過艱難談判降至3萬元
左右，終被納入醫保。官方媒體日前披露了這
款藥物的談判現場，國家醫保局談判代表張勁
妮一句「每一個小群體都不應該被拋棄」，就

已經讓眾多網友「淚奔」。談判雙方進行長達
一個半小時的較量，藥企最終9輪報價，將價格
降至3萬元左右（具體金額未透露），成功進入
醫保。「真的很艱難，其實剛才我覺得我眼淚
都要掉下來了」，張勁妮這番感人肺腑的話衝
上網絡熱搜，網友們通過這些醫保談判的現
場，切身感受到政府為患者服務的決心。

患兒家長：寶寶有救
天價罕見病藥物進入醫保，令很多SMA患兒及

家長們喜極而泣。多位患兒家長通過社會平台發布

了感受。一位山東的媽媽哭着說：「我們家寶寶有
救了！感謝醫保局對SMA患者做出的努力，我們
終於盼到了。」武漢一名名叫睿睿的小患者，錄下
了視頻，用稚嫩的童聲說，感謝叔叔阿姨哥哥姐姐
的幫助。這些場面，令人動容。
此外，還有多款備受關注的藥物被納入醫保目

錄。例如，治療阿爾茨海默病的國產創新藥甘露特
鈉膠囊，該藥品在2020年就曾參與醫保談判，但
當時未能談判成功。治療銀屑病的生物製劑依奇珠
單抗注射液、以及多種抗腫瘤用藥也納入了醫保目
錄中。

天價罕見病藥新冠藥等納入內地醫保

深圳上班族
掃碼出行記

「請出示下健康碼，測量體溫後進入。」疫情常態化防控階段，健康碼是內地日

常出行的必備。在深圳，無論你去商場、寫字樓、培訓機構，還是吃飯、逛超市都

需要出示健康碼供現場檢查或是「掃碼」，醫院、酒店、大型展會等人員密集、流

動性大、空間相對封閉的場所還需要提供行程記錄，以及填寫健康申報卡。家住福

田的上班族媽媽張女士，與香港文匯報記者分享了她的一個工作天。在這一天裏，

張女士出入共進行了11次健康碼查驗，當地日常防疫安排，確是「無碼寸步難

行」。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

8：00AM

搭乘巴士並轉乘1次地鐵上班

查驗次數：2次
話你知：搭乘公共交通時，工作人員對健康

碼查驗最為嚴格，如果進地鐵站時未能及時

出示綠碼，工作人員會追上前緊跟，確保看

到綠碼後才會放行。而巴士則會停在原地，

待乘客均已出示綠碼後才開車。

9：50AM

進公司所在的
深圳地鐵大廈

查驗次數：1次
話你知：地鐵大廈除

了在進入大堂處設置

掃 碼 、 測 溫 檢 測 點

外，還增加消毒 地 墊

加 強 防 疫 。 物 業 相

關負責人表示，寫字樓

一 直 是 防 疫 的 重 要 地

點，安保工作要求做到不

漏一人，每一個程序都有

專人負責。

1：20PM

前往中國銀行辦理業務

查驗次數：1次
話你知：進入銀行這類特殊場所，除測溫、亮碼

外，還需要查看健康碼項下的「通信大數據行程

卡」，這是由手機運營商根據實名制手機機主過去

14天行程動態記錄，提供的行程自查服務， 若有

「*」號出現，就會被禁止進入相關場所。 此外，

進入銀行還必須手寫記錄個人信息。

6：00PM

前往沃爾瑪超市買菜

查驗次數：1次
話你知：超市作為人流密

集的公共場所，是疫情

防 控 中 極 為 重 要 的 一

環。福田區景田北沃爾

瑪超市入口處設置了幾

個體溫檢測儀，前來買

菜的市民絡繹不絕，一

位沒有帶手機的老人，拿

出身份證刷了一下，也能

順利通過。

1：55PM

回公司所在的深圳
地鐵大廈

查驗次數：1次

2：30PM

前往北大深圳醫院參加會議

查驗次數：1次
話你知：進醫院前要掃粵康碼、在線填寫健康申報卡並截圖。

醫院住院大樓和體檢中心、科教樓入口處均設置了自助通行閘

機，打開粵康碼後，對準攝像頭即可掃碼開閘。現場有多名身穿

防護服的工作人員會耐心地指導市民如何使用。工作人員稱，醫

院與其他場所不同，需要在線額外填寫健康申報卡，包括有無發

熱、過去14天有無去過中高風險地區等，這一項平均要用1至2

分鐘完成，必須要確保每個人都完成了才放行。

5：30PM

乘車前往培訓機構接孩子

查驗次數：2次
話你知：下班後接孩子放學去培訓班，乘公交亮碼測

體溫1次；進入培訓班前亮碼測體溫1次。在地方出

現疫情期間，校外的培訓機構基本不允許家長進入，

接送孩子都是在門口等。如今疫情稍緩，家長可以送

孩子入校區，但需要做健康碼查驗和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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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PM

往深圳書城購物中心吃午餐

查驗次數：2次
話你知：商場內就餐通常更為嚴格，進入商場

及裏面的餐廳時都需要亮碼測溫，而街邊餐廳

或普通快餐店儘管有「出示綠碼」提示，則通

常未有專人查驗。張女士認為，公共場所人流

密集，應該堅持進行常態化防疫不鬆懈。

香港文匯報記者見到，午飯時間，很多外賣騎

手進出，一位騎手經過時，測溫儀顯示38.9℃

並響起警報，安保人員隨即攔下對方，待這位

騎手摘下頭盔，稍作調整後，用手持式測溫槍

對準手腕「嘟」一下，顯示36.9℃才放行。安

保人員表示，外賣騎手由於戴着頭盔或穿着吸

熱的深色衣物，所以測溫往往偏高，故會安排

人工複測一次。

深圳全面實行健康碼核驗管理場所
全面開放的商場、超市、酒店等生活場所

採取預約、限流等方式開放的重點場所（如公園、旅遊景點、運動
場所，圖書館、博物館、美術館等室內場館，影劇院、遊藝廳等密
閉式娛樂休閒場所，各類必要的會議、會展活動等重點場所）

養老機構、福利院、監所、精神衞生醫療機構等重點機構

醫療機構、公共部門服務窗口

公共交通工具及交通樞紐站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若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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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民
進入寫字樓
時需出示健
康碼及測量
體溫。

▶進醫院
前要出示
粵康碼並
掃 碼 進
閘。

▲培訓機構為孩子測
體溫，檢查綠碼。

●●深圳地鐵站嚴格查驗健深圳地鐵站嚴格查驗健
康碼和測量體溫康碼和測量體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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