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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20日电 20日，国家医保
局针对公安部门侦破的医药领域虚开发票案，向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保局
发函，要求认真排查银杏叶提取物注射液、头孢唑
肟钠注射液、水解蛋白口服溶液等涉案产品是否
存在类似问题，尽快摸清挂网价格底数。

国家医保局在函件中表示，坚决反对虚高药价加
重患者负担，坚决反对虚开发票形成非法利益链条，
坚决反对“一药双价”“带金销售”等违法违规行为。

函件要求，案件查处地医保局代表有关药品挂
网省份，及时与相关部门沟通，详细了解具体案情，
掌握“一药双价”问题线索，尽快依规约谈督促涉事
医药企业规范价格行为。对既不反映医药生产企
业实际收入，又额外增加患者费用负担的代理商加
价部分，要坚决挤出药品虚高价格水分。根据案件
查实的虚开发票、行贿等违法行为，严格执行医药
价格和招采信用评价制度，给予相关企业失信评级
和相应处置措施。

函件明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医保局及时
跟进落实处置结果，坚决举一反三。对同通用名
其他厂牌类似药品价格虚高的，督促相关企业规
范价格行为，合理下调挂网价格，促进患者购药价
格更多与医药生产企业实际价格相协同，重点关
注经销商或代理商刻意做高价格用于不当营销行
为。持续加大医药价格风险处置力度，保障群众
用上质优价宜的药品。

国家医保局要求：

排查虚开发票
“一药双价”等问题

新华社北京 12 月 20 日电
翻开人类与疾病斗争的历史，预
防接种是其中最伟大的成就之
一。2023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关于推动疾病预防控制事
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
要提升公共卫生干预能力，强化
疫苗预防接种。

指导意见发布一周年之际，
记者走访基层一线发现，从每支
疫苗有了专属“身份证”到电子
接种证保障“应种尽种”，我国免
疫事业正在经历一场信息化变
革，免疫健康“获得感”愈加深入
人心。

◆免疫服务“一码”搞定
智慧接种迭代升级

“我家老大来打疫苗时，用的
还是‘绿本本’，现在老二来打疫
苗，全流程手机搞定。”在浙江省
杭州市西湖区文新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陈女士正要给20个月
大的孩子打疫苗。通过手机上的

“电子接种证”，预约取号、预检登
记、接种留观一站完成，孩子今后
入托入学“一码”查验。

“给群众提供便利、让群众对
接种体验满意，是推动免疫事业
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浙江省
疾控局副局长朱红说。

过去，群众接种疫苗使用纸
质登记，不仅易丢失，数据也无法
互联互通；如今，电子接种证越来
越普及，智慧接种门诊走进更多
社区。

走进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东
亭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种
门诊如同一个小型乐园。不仅有
供幼儿玩耍的区域和设施，还有
包括疫苗价格、生产企业等关键
信息展示墙。这里探索建设“全
人群、全时段、全疫苗”的“三全”
接种门诊，不论是成人还是儿
童，平均排队等待时间不超过5
分钟。

预防接种，事关守护全人群

全生命周期健康。世卫组织研究
表明，过去50年的免疫接种工作
挽救了约1.54亿人的生命。

进入新时代，我国先后印发
《预防接种工作规范（2023年版）》
《关于推动疾病预防控制事业高
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等多个文
件，举办全国预防接种技能竞赛，
多措并举办好预防接种这项民生
实事，让人民群众享受更加便捷、
智慧的接种服务。

中国免疫事业的成就令世界
瞩目：多种疫苗可预防传染病发
病率已降至历史最低水平，适龄
儿童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保持在
90%以上。

◆安全底线守好筑牢
规范管理全链可溯

“我最关心疫苗的安全性。”
在上海市奉贤区金汇镇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陪伴女儿接种九价
HPV疫苗的俞女士告诉记者。

疫苗关系人民群众生命健
康，关系国家公共卫生安全，容不
得半点马虎。怎样筑牢安全底
线？

今年3月，全国首张疫苗“身
份证”在杭州发布。每一支疫苗
包含电子监管码、疫苗批号、疾控
编码和受种者编码等7种编码信
息，接种后即上载到电子接种证
的记录中，供受种者查看。

在江苏省苏州市的“智慧疫
苗冷库”，配苗机器人通过精准识
别，按种类、厂家、批次自动完成
疫苗分拣、码放等工作。

目前，江苏、湖南、浙江等多
地已实现疫苗管理的运输全流程
温度监测、流通全链条追踪溯源。

浙江省疾控中心免疫所副所
长王慎玉表示，回应群众的关切，
我们找准疫苗冷链管理这个小切
口，运用区块链、物联网、云计算
等技术实现疫苗冷链监测的全程
追溯。

2019年12月，《中华人民共

和国疫苗管理法》正式施行；2022
年8月，中国疫苗监管体系通过世
界卫生组织评估……我国疫苗管
理的安全底线不断织牢筑密。

◆疫苗科技创新提速
全球健康中国力量

60多年前，小儿麻痹症曾给
许多人留下残疾的创伤。中国疫
苗科学家研发出国产脊髓灰质炎
疫苗，护佑了数千万中国儿童的
光明未来。

“随着全球消灭脊灰进程进
入尾声，如何进一步防范脊灰衍
生病毒成为当前重点。”江苏省疾
控局卫免处处长承明华介绍，江
苏省2023年全省通过投入财政
资金，将儿童接种脊灰疫苗全部
调整为灭活疫苗，进一步优化免
疫策略。

2023年，江苏省将水痘疫苗
纳入1至6岁儿童免疫规划，2024
年对 7至 12岁儿童实行免费补
种。目前全省报告1至6周岁儿
童水痘发病数与2022年同比下
降76.3%。

“我国能研发、生产的疫苗种
类，能通过疫苗防控的传染病种
类越来越多。”浙江省疾控中心研
究员张严峻说。

专家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对疫苗尤其是创新型疫苗的
支持政策不断出台，围绕新发突
发和重要传染病、肿瘤等重点领
域，大力发展基因编辑、基因组
学、结构疫苗学、合成生物学等领
域疫苗先进技术。

我国在疫苗生物技术领域已
处于国际先进水平，已从曾经的
疫苗受捐国成长为重要的国际疫
苗捐助国，向科特迪瓦、巴基斯坦
等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及国
际组织提供数以亿计的疫苗。

随着疫苗的保护效力、生产
能力越来越高，小小疫苗不仅能
守护中国的万家灯火，更将为构
筑全球免疫屏障贡献中国力量。

《关于推动疾病预防控制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发布一周年

小小疫苗暖万家 基层接种信息化
本报讯（记者邓婉莹 见习记者陶斯祎）病毒

感染与细菌感染是临床上十分常见的两种感染类
型，正确认识和区分它们的不同之处，有助于更好
地预防和治疗这两类微生物引起的疾病。

中山五院感染病防治中心常务副主任、感染
病三科主任刘曦科普道，病毒是非细胞生物，它的
结构由蛋白质外壳和遗传物质内核构成。细菌是
单细胞微生物，具有完整的细胞结构。它们在生
物特性上有很大差别。病毒离开了宿主细胞，就
没有任何生命活动、也不能独立自我繁殖。细菌
具有自主繁殖能力，能在宿主体外独立生存，并通
过各种途径侵入宿主体内。

“病毒和细菌的传播途径不同，要格外注意由
它们引起的感染症状的区别。”刘曦表示，病毒主
要通过飞沫（如咳嗽、打喷嚏）、接触（直接接触体
液、间接接触受污染的表面）、血液、母婴传播等途
径感染其他宿主。病毒感染症状通常表现为发热、
头痛、肌肉酸痛、腹泻、恶心、全身无力、皮疹等。

细菌主要通过直接接触受污染的物品、食物
或水源，以及间接接触如飞沫、空气尘埃等方式传
播。细菌感染会引起局部炎症反应，如红肿、疼
痛、化脓等，严重时还可能引起高热、寒战、呼吸困
难等全身症状。

刘曦介绍，对于病毒感染，首先采取的往往是
对症治疗，比如缓解发热、疼痛等症状，同时加强
免疫力。针对某些特定病毒，如流感病毒，可以使
用抗病毒药物进行治疗。细菌感染的治疗主要使
用抗生素类药物。抗生素能够抑制或杀灭细菌，
从而消除感染源。在使用抗生菌药物时，应严格
遵循医嘱。

刘曦强调，病毒感染与细菌感染，最关键的预
防措施在于切断传播途径，如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
及环境卫生、加强运动以提高免疫力、接种疫苗以
预防特定病原体的感染等。但是，市民朋友们应有
针对性地采取预防措施：例如针对流感病毒，应戴
口罩和避免去人多的地方；而对于沙门氏菌，则需
要注意饮食卫生和饮用安全水源。在出现相关疾
病症状时，要及时就医，接受医生的诊断和治疗。

珠海专家科普：

如何辨别细菌感染
还是病毒感染

12月21日，浙江省诸暨
市浬浦镇中心卫生院的网
约护士上门为老人做雾化。

浙江省诸暨市浬浦镇
中心卫生院通过“线上+线
下”及“订单+个性医疗”的
形式，为行动不便的病患接
受医疗和护理服务免去奔
波之苦。线下，签约医生根
据群众需求提供免费送医
送药、健康咨询、上门诊疗
等服务。线上，群众通过服
务端实现在线预约，执业护
士“一键接单”，提供针对性
的上门居家护理，让群众享
受到“小病在基层、大病去
医院、康复在村里”的医疗
便利。

新华社发

“私人定制”医疗服务进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