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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快车”进中牟 昔日英雄喜复明

上周二，“光明快车”白内障筛查组走进了
位于中牟的红宇机械厂，当天虽然下着小雨，但
丝毫没有减小大家检查眼睛的热情。

“光明快车”此次“红宇行”是源于厂退休职
工孙大妈。孙大妈前些日子到郑州看孙子的时
候，刚好赶上“光明快车”白内障筛查活动。工
作组从大妈那里得知，红宇机械厂里的职工多
是省医保，由于离市中心比较远，老人们平时看
病十分不方便，便专门安排了一场在红宇机械
厂的白内障筛查。

检查时，老人们也都很自觉地排队，其中有
一位老人无限感慨地说：“真是老了，以前端枪打
仗时一瞄一个准，现在眼睛连走路都不够用了。”
老人后来被检查出双眼均出现白内障，经过手术
后，双眼视力已达到0.8。老人选用的是援助晶
体，由于是省医保，手术下来几乎没花一分钱。

省市医保患者白内障手术零支付
>>>“光明快车”链接

今年9月，“光明快车”项目驶入河南，并计
划向河南 3000名白内障患者提供进口人工晶
体援助。目前已为省内 3000余名眼病患者做
了眼病筛查。其中 900余名老人通过“光明快
车”重返清晰世界。

据悉，此次活动中的手术方式均采用国际
通用的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该方式手术切口
小，恢复快，术后视觉效果较好，活动期间均由
国内知名白内障专家罗卫兵院长亲自手术。

省内老年眼病患者均可拨打0371-60195888
报名

>>>专家档案

罗卫兵 业务院长，主任医师，全国著名眼
科专家。擅长白内障、青光眼、眼表等显微手术，
尤其是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及高度近视人工晶
体植入手术。其从事眼科临床20多年，白内障
专科手术10余年，在各种疑难、复杂性白内障手
术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患者从60天婴儿到103
岁老人都有。并以“完美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
为理念，成功为上万例手术患者实施手术，率先
在省内开展可调节、多焦点、高度近视、非球面像
差等高科技前沿人工晶体手术。

罗卫兵院长介绍，在“光明快车”活动中，采
用的手术方式均为超声乳化手术。“冷超乳手
术”是目前国际上先进的白内障摘除手术技术，
通过对超声能量的调整，从而减小对眼组织特

别是切口及角膜的灼伤，该手术切口为2.8mm。
据了解，此次活动中采用的是硬性人工晶

体，这种手术专为经济困难的患者而设立。罗
卫兵还说，若经济条件较好或追求更好视觉质

量的患者，可选择折叠晶体，折叠晶体切口更
小，恢复更快，创伤更小，令角膜保持透明清澈，
视力更佳。

亚飞 魏林

超声乳化术 严把手术质量关

排队等候检查的老人

专家强调，只要医药公司、医院、医
生、包括药品招投标管理部门等各个环节
利益均沾的“潜规则”不改变，药品中标价
就很难回归到合理范围。解决药价虚高，
除了要整治药品招投标中的种种乱象，还
应当对药品加成政策进行调整。

据了解，目前二甲以上的公立医院必

须按照中标价采购药品，购进药品后再加
成 15%卖给患者。专家指出，药品加成
政策的初衷是为了保证医院的合理利润
和正常运营，但实施过程当中却往往造
成医院偏爱高价药，一些治疗常见病的
便宜且好用的药品却进不了医院的采购
目录。

北京大学教授、新医改政策研究专家

顾昕认为，应当尽快调整医院所售药品加
价15%的政策，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遏
制药价虚高，让患者受益。他举例说：“假
如政府解除15%的管制，让医疗机构拥有
自主权，可以到市场去挖掘便宜的进货渠
道。”他说，政府放开管制，不管是患者、医
保基金还是医院，都能受益。

综合央视、《北京晨报》

央视再曝：部分药中间利润超6500%
基本上被医药代表、医药公司、医院和医生瓜分

医院零售药价如此虚高
仍低于发改委最高限价

一些地方的常用药品，出厂价和医院零售价之间存在巨大差价，中间利润
甚至超过6500%。央视《每周质量报告》上周再度对高药价进行调查。

央视记者此前经过长
达一年的调查发现，一些常
用的药品中标价比出厂价
高很多。记者随机选取 20
种常用药品，结果发现这些
药品从出厂到医院中间利
润都超过了500%。

多位医药行业人士反
映，药品的超高利润在业内
绝非个别现象。在接受采
访时，从事医药行业的赵连
璧介绍说：“(药品差价)一般
情况下，平均在五倍以上。
二三十倍都有。”业内人士
提供了一些药品产品价格
目录，涉及上百家药厂的上
万种药品的出厂价和医院
零售价。

最离谱的两种药分别
是：天津药业集团新郑股份
有限公司生产的规格为2毫
升 4 毫克的氢溴酸高乌甲
素注射液，出厂价为每支
0.52 元，中标价为 16 元，
医院零售价为 18.4 元，中
间 利 润 超 过 3400%
(3438%)；山东方明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生产的规格为
2 毫升 20 毫克的盐酸奈福
泮注射液，出厂价为每支
0.32 元，中标价为 18.49元，
医院零售价为 21.26 元，中
间利润竟然高达 6500%以
上。后经记者调查核实，业
内人士提供的上述价格基
本属实。

中标价高出几十倍 医院医生参与分成
按照我国现行的药品集中招标办法，所

有公立医疗机构使用的药品必须竞价采购，
价格由当地的省级药品集中采购管理办公
室审定公布。这个审定公布的价格也叫中标
价，中标价是医院采购药品的最高限价，因此
竞标价的制定成为影响药价的决定性因素。

在记者采访中，各地药品集中采购和招
投标管理部门，都避谈中标价是如何制定
的。记者联系到一家药厂的负责人，她透
露，药品投标和定价工作并不由药厂运作，
而是由专业的医药代理公司负责。这家公
司生产的一种治疗妇科病的常用药出厂价
为 7元，中标价高达 56元，这一过程遵循了

行业“潜规则”。
该负责人说：“(代理公司)去竞标以后，

医药公司要挣多少个点，医院要扣多少个
点，给大夫多少点，最后人家是多少钱，这就
像是一个行业规定似的。”

据这位负责人介绍，虽然这种药品的中
间利润超过了 800%，但药厂也就挣 1元钱
左右，从 7元到 56元之间的差价 49元被分
摊给医药代表、医药公司、医院和医生。

调查过程中，一位从事药品批发行业十
余年的业内人士证实了这家药厂负责人的
说法。他表示，这种利益均沾的模式，正是
药品招投标过程中的“潜规则”。

“天花板价”依然超高
药品招投标管理部门一直没有对药品

中标价到底是如何制定的作出回应，也没有
对中标价为什么比出厂价高出几十倍等公
众非常关心的问题，给出合理的解释。

据了解，从 2001年开始我国全面推行
药品集中招标。为了遏制药品虚高定价，发
改委也为每一种药品制定了最高零售价，要
求医院零售价不得超过，被业内视为“天花
板价”。然而，记者调查却发现，即使不少药
品的中标价比出厂价高出几倍，甚至几十倍，
但是根据这样的中标价计算出来的医院零售

价，依然低于发改委公布的最高零售价。
业内专家称，制定药品的最高零售价，

目的是为了限制药价，防止药价虚高，但现
实情况是，被称为“天花板价”的药品最高零
售价与出厂价相比，定的更是高得离谱。以
山东方明药业生产的 2毫升 20毫克的盐酸
奈福泮注射液为例，出厂价为每支 0.32元，
最高零售价被定为 35.9元。那么，“天花板
价”又是如何制定的呢？记者多方联系价格
主管部门，同样没有得到正面回应，成为继
中标价之后的又一个巨大问号。

专家

政府应该
放开管制

中间利润基本上被四方瓜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