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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針對部分專家和公眾對集採藥品「血壓不降、麻
藥不睡、瀉藥不瀉」的質疑，國家醫保局等部門快速回
應，通過實地調研和數據驗證，明確指出當前證據未支持
集採藥品存在系統性質量問題。然而，公眾對仿製藥療效
的疑慮沒有消失，對原研藥可及性的擔憂仍存在，公眾圍
繞醫保集採藥的信任危機並沒有完全消除。破解這一困
局，需從科學監管、透明溝通、制度完善等方面發力，重
塑公眾對集採藥的長期信心。

推動醫療機構參與多中心臨床試驗
官方昨日回應，重點對降壓藥、麻醉藥和瀉藥進行調

查，並給出切實的科學數據。然而，坊間關於集採藥質量
不佳的傳言並不止於這三品類的藥物，就在不久前的呼吸
道疫情中，多地公眾都能切身感受到原研抗生素、抗病毒
藥物的效果優於仿製藥。重塑公眾對仿製藥的信心，需要
有基於大規模、嚴謹真實世界研究的科學數據。官方應進
一步公開類似研究的詳細數據，並推動醫療機構參與多中
心臨床試驗，以增強證據的權威性和公信力。

有觀點認為，公眾對仿製藥質量的擔憂，本質是對監管
持續性的質疑。中國仿製藥一致性評價雖已對標國際標
準，但需避免其淪為「一次性認證」。當前，藥監部門通
過每年對集採藥品實行企業檢查和抽檢「兩個全覆蓋」，
已累計取消9個存在質量風險的中選藥品資格。在民革上海
市委提案中，還提出動態質量抽查、生物等效性數據公
示、生產工藝透明化等建議，未來也有望吸納進入集採藥
政策中。

集採政策實施七年來，推動中國主流用藥從「未過評仿
製藥」向「優質仿製藥」升級，累計節約醫保和患者支出
超萬億元。面對公眾的質疑，唯有堅持「最嚴謹的標準、
最嚴格的監管、最嚴厲的處罰、最嚴肅的問責」，方能將
集採的「價格優勢」轉化為
「 質 量 信 任 」 ， 實 現
「降價不降質」。

●香港文匯報
記者劉凝哲

今年1月上海市兩
會期間，瑞金醫院

普外科主任鄭民華等20名政
協委員聯名提交提案，指出部
分集採藥品存在「血壓不降、麻藥
不睡、瀉藥不瀉」等療效不穩定現
象。例如，有患者反映降壓藥需加倍劑量
才能起效，麻醉藥效果不足導致術中甦醒風
險增加，以及腸道準備瀉藥效果不佳等問
題。提案呼籲優化集採政策，保障醫患用藥
選擇權，並建議對原研藥與仿製藥實施差異
化醫保報銷比例。這一提案引發醫療界以及
公眾廣泛關注，很多網友都表示曾有使用集
採藥療效不佳的經歷。

未證實集採藥存臨床問題
對此，國家醫保局迅速聯合多個部門赴滬
調研，與瑞金醫院、仁濟醫院等7家醫療機
構深入溝通，調取臨床數據並聽取一線醫護
人員意見。針對具體質疑，國家醫保局與藥
監局基於臨床研究和監管數據作出回應。針
對降壓藥「氨氯地平」，瑞金醫院提供的真
實世界研究顯示，集採仿製藥與原研藥在降
壓效果和安全性上無統計學差異，80%以上
患者血壓達標。
對於麻醉藥「丙泊酚」，回顧性分析顯
示，集採前後麻醉藥總用量無顯著變化，僅
誘導期仿製藥用量略高於原研藥，需進一步
研究。腸道準備瀉藥，涉事藥品為第十批集
採新納入品種，尚未實際使用，當前臨床反
饋的「不瀉」問題與集採無關。
國家藥監局強調，內地仿製藥一致性評價
採用國際標準，參比製劑均為原研藥，不存
在「仿製標準下降」問題。2018年至今，
全國集採藥品年合格率超99.8%，僅9個藥
品因質量問題被取消資格（含 6 個進口
藥）。
官方認為，此次調查獲得的現有數據未證
實集採藥存在臨床效果問題。

鼓勵反饋質量風險線索
不過，國家醫保與藥監部門提出多項措
施，回應社會關切。藥監部門將堅持對集採
中選企業全覆蓋檢查和中選品種全覆蓋抽
檢，對發現問題的藥品和企業及時處置，並
依法公開監管信息。鼓勵臨床一線醫生積極
反饋藥品質量風險線索，充分保護不良反應
報告人的隱私，打消主動報告顧慮。鼓勵支
持臨床醫護人員，對原研藥、通過一致性評
價的仿製藥等探索開展真實世界研究。

今年起集採藥須備追溯碼
針對集採政策完善方面，將繼續堅持把參
比製劑和通過質量和療效一致性評價的高質
量仿製藥作為「門檻」，將存在較高質量風
險的產品排除在集採之外。自2025
年起，所有參與集採的藥品必
須具備藥品追溯碼，運用
追溯信息為藥品質量監
管提供支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今年初上海市兩會上，有醫療界委員代表質疑集採

藥存在「血壓不降、麻藥不睡、瀉藥不瀉」現象引發各界高度關注。國家醫保局隨後牽

頭赴滬調研，並在昨日（9日）公布調查情況回應公眾關切。調查引述相關論文

和數據指出，總的來看，「血壓不降、麻藥不睡、瀉藥不瀉」等說法，

多來自他人轉述和主觀感受，臨床收集到的不良反應個例既有

原研藥，也有仿製藥，並認為選取個案來「證明」仿製

藥療效不佳或原研藥療效不佳，是不準確不科

學的。官方還公布多項保障集採藥品質

量、完善集採政策的措施，強

調將持續加強對藥品

質量的監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瀚林 北京報道）工業和信息
化部運行監測協調局近日發布2025年春節通信業務相關
情況。2025年春節期間，基礎電信企業積極利用AI開展
創新服務。其中，中國移動、中國電信、中國聯通三家
基礎電信企業均全面接入DeepSeek開源大模型，實現在
多場景、多產品中應用，針對熱門的DeepSeek-R1模型
提供專屬算力方案和配套環境，助力國產大模型性能釋
放。
清華大學新聞學院和人工智能學院雙聘教授沈陽表
示，因為短時間內湧入的用戶量巨大，以及帶寬限制、
網絡攻擊等因素，DeepSeek近期經常出現「宕機」，通
過三大運營商的雲計算平台可以給用戶提供更快、更穩
定的使用體驗。「雲廠商紛紛接入DeepSeek，可以基於
各自平台的底層能力，提供與 DeepSeek-R1 及 Deep-
Seek-V3相適配的服務，簡化開發流程，更好地滿足企業
用戶需求。」

滲透更多行業領域 提供豐富訓練優化機會
「DeepSeek為企業帶來了顯著的成本優勢和應用效能
提升，尤其是中小企業無需大量資金投入，便能借助這
一先進AI技術開展業務。」工信國際副總經理魏志國接
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指出，三大運營商擁有龐大的
企業用戶基礎和豐富的應用場景，如通信、物聯網、雲
計算等，DeepSeek通過接入這些平台，可以快速滲透到
更多行業和領域，擴大其影響力和用戶規模；另一方
面，運營商的海量數據和多樣化場景為DeepSeek提供了

豐富的訓練和優化機會，有助於加速模型迭代，提升性
能。「隨着越來越多雲廠商接入，模型調用價格下降，
圍繞大模型應用的生態有望進一步普及和成熟，AI應用
落地全面開花指日可待。」
此外，DeepSeek激活了整個人工智能產業鏈。目前，

華為雲、騰訊雲、阿里雲、百度雲等廠商均陸續在其雲
服務平台上線了DeepSeek的大模型，昇騰、沐曦、海光
信息、摩爾線程、天數智芯等AI 芯片廠商也均適配
DeepSeek。此外，多家算力產業鏈企業宣布與DeepSeek
模型完成適配。業內預期接下來一年有望成為AI應用爆
發的黃金期。諮詢機構Omdia預計，未來五年中國生成
式AI的市場規模將增長5.5倍，到2029年將達到98億美
元。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家發
展改革委9日發布消息，國家發展改革
委、國家能源局近日聯合印發《關於深化
新能源上網電價市場化改革 促進新能源高
質量發展的通知》，推動風電、太陽能發
電等新能源上網電量全面進入電力市場。
通知提出，按照價格市場形成、責任公
平承擔、區分存量增量、政策統籌協調的
總體思路，深化新能源上網電價市場化改
革，推動新能源上網電量全面進入電力市
場，上網電價通過市場交易形成；同步建
立支持新能源可持續發展的價格結算機
制，區分存量和增量項目分類施策，促進
行業高質量發展。
通知明確，創新建立新能源可持續發展
價格結算機制，對存量項目，納入機制的
電量、電價等與現行政策妥善銜接；對增
量項目，納入機制的電量規模由各地按國
家要求合理確定，機制電價通過市場化競
價方式確定。通過建立可持續發展價格結
算機制，既妥善銜接新老政策，又穩定行
業發展預期，有利於促進新能源可持續發
展，助力經濟社會綠色低碳轉型。

有利於促進新型電力系統建設
通知要求，各地要強化組織落實，周密
部署安排，主動協調解決改革實施過程中
遇到的問題；加強政策宣傳解讀，及時回
應社會關切；加強政策和工作協同，強化
價格改革與規劃目標、綠證政策、市場建
設、優化環境等協同，確保改革平穩推
進。

國家發展改革委負責人在答記者問中表
示，此項改革標誌着以市場化方式建設新
型電力系統邁出關鍵步伐，將對電力行業
帶來深遠影響。一是有利於推動新能源行
業高質量發展。新能源上網電價全面由市
場形成，存量增量分類實施支持措施，有
利於形成真實的市場價格，促進電力資源
高效配置，引導新能源行業健康有序發
展。二是有利於促進新型電力系統建設。
新能源入市交易後，將公平承擔電力系統
調節成本，各類電源在電力系統中的價值
將得到更充分體現，更好引導新能源與調
節電源、電網協調發展，助力構建更加高
效協同的新型電力系統。三是有利於加快
建設全國統一電力市場。改革後，新能源
與煤電等一樣進入電力市場、上網電價均
由市場形成，電力市場化交易進一步擴
圍，同時各地電力市場規則將按照國家要
求相應完善，能夠極大促進全國統一電力
市場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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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齊努力 重塑公眾信心微觀點

三大運營商全面接入DeepSeek
實現在多場景多產品應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在內
地醫學App「丁香園」上，不少臨床醫生對集採
藥效果問題開啟匿名討論。醫生們表示，曾經遇
到過藥效不佳的情況，也有人表示藥效好、價格
低，有效減輕患者負擔。許多醫務工作者都提
議，應該建立高效、通暢的臨床一線反饋平
台，及時對藥物療效進行反饋，便於相關部門
監管。
「麻藥不睡」的問題，在網絡討論中也有出
現。有人表示，無痛胃鏡檢查在檢查時間相同
的情況下，以前一次給藥就能完成檢查，現在
必須要加一次藥才能完成整個檢查過程。而
「精神科的安眠藥，有些吃了兩個小時才入
睡，有些睡了三個小時就醒了」。
不過，也有集採藥獲得物美價廉的好評。有
人表示，肝病的恩替卡韋集採之後，目前用了
幾年下來，暫時沒發現有耐藥的，但價格是

實實在在的降了，病人經濟負擔輕很多。
「本人血壓高，服用集採苯磺酸氨氯地平，
價格0.86，十四片，血壓控制良好」，這位網
友的情況是「血壓不降」的反例。
抗生素仿製藥的效果不佳，是很多網友反映
的問題。有醫生表示，如果是急症，或者是一
些「治療閾值」較高的疾病，產品的療效差異
會被患者的個體差異放大，給臨床的感覺是
「效果變差了」，比如抗生素、抗凝藥等等。
國產集採藥還是進口原研藥，藥效上或許有波
動，但短期治療結果影響不大，或者很難短期
評估，需要看長期的獲益和風險比。
還有人建議，醫生和患者都應該多向國家藥品
不良反應中心報告不良反應，療效不佳等信息，
讓醫患的心聲以藥品安全性信息的方式被收集、
監測、處理，而且上市後的藥品本來就需要持續
監測安全性有效性。

臨床醫生看法不一 冀建一線反饋平台

●一款藥品
包裝盒上印製的
藥品追溯碼。

資料圖片

●

官
方
公
布
多
項
保
障
集
採
藥
品
質
量
、
完
善
集
採
政
策
的
措
施
，
強
調
將
持
續
加
強
對
藥
品

質
量
的
監
管
。
圖
為
集
採
藥
品
專
櫃
。

網
上
圖
片

●隨着中國初創科企DeepSeek（深度求索）近期上線並
開源多款人工智能大模型，2月以來，華為雲、騰訊雲、
360數字安全、阿里雲、百度智能雲等中國網絡科技平台
宣布上線DeepSeek大模型。 資料圖片

●內地推動風電等新能源上網電量全面進
入電力市場。圖為早前拍攝的內蒙古通遼
238萬千瓦風電項目。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