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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关系着每一名参保人。
7 月 1 日，今年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

正式启动，符合条件的医药企业可以开始
提交申报材料。

哪些药品有望纳入目录？今年医保药
品目录调整有哪些重点？《2024年国家基本
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
调整工作方案》中，能找到“答案”。

——纳新药、降药价，更多新药、好药
有望进医保。

工作方案明确，目录外5类药品可以申
报参加 2024 年医保目录调整，包括儿童用
药、罕见病用药、适应症或功能主治发生重
大变化的药品等。

今年的申报条件也进行了小幅调整，
按规则对药品获批和修改适应症的时间
要求进行了顺延，2019 年 1 月 1 日以后获批
上 市 或 修 改 适 应 症 的 药 品 可 以 提 出 申

报。这意味着，更多新药将被纳入国家医
保药品目录。

经过此前的6轮调整，国家医保药品目
录已累计新增纳入744个药品，包括通过谈
判新增的446个药品，其中大部分为近年来
新上市、临床价值高的药品，覆盖目录31个
治疗领域。

目前，医保药品目录准入方式为企业
申报制，申报范围主要聚焦 5 年内新上市
药品。在此影响下，5 年内新上市药品在
当年新增品种中的占比，已从 2019 年的
32%提高至 2023 年的 97.6%。以 2023 年为
例，共有57个品种实现“当年获批、当年纳
入目录”。

除了申报环节，后续的评审、测算、谈
判等流程也对创新药给予“倾斜”。如在评
审测算环节，将创新性作为重要指标，提升
创新药的竞争优势。

——调“老药”、腾空间，引导药品目录
“提档升级”。

经过多次调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已
经累计调出 395个疗效不确切、易滥用、临
床被淘汰或者即将退市的药品。

今年的工作方案对调出品种范围进行
明确，将近3年未向医保定点医药机构供应
的常规目录药品，以及未按协议约定保障
市场供应的谈判药品列为重点考虑的情
形，以帮助强化供应保障管理。

“吐故纳新”，更多新药、好药将进入医
保药品目录。

——更科学、更规范，药品目录调整将
更加公开、透明。

今年的工作方案进一步强化专家监督
管理，明确专家参与规则和遴选标准条件，
加强对参与专家的专业培训和指导，提高
评审测算的科学性、规范性。

据介绍，近年来专家评审规则已趋于
稳定，主要采取专家讨论和个人评分同时
进行的方式，争取传达给企业稳定的预期。

今年 8 月至 9 月为专家评审阶段。根
据企业申报情况，药学、临床、药物经济
学、医保管理等方面的专家将联合评审，
形成拟直接调入、拟谈判或竞价调入、拟
直接调出等药品建议名单，同时将对拟谈
判或竞价药品的规格、医保支付范围等进
行论证确定。

在谈判环节，医保谈判专家将分组与
医药企业就药品支付标准进行“面对面”谈
判磋商，并根据谈判结果决定药品能否进
医保、以什么价格进医保。

截至 2023 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
保人数约13.34亿人。一轮轮医保药品目录
调整，正切实帮助参保人用上更多好药，减
轻医药费用负担。 （新华社记者 彭韵佳）

事关13.34亿参保人！
2024年医保药品目录调整7月1日启动

震撼！
从昔日“叹零丁”，
到今日“跨伶仃”，
这是一个时代的见证。

超级工程深中通道
正式通车

6月30日，举世瞩目的超级
工程——深中通道，正式通车
试运营。这是全球首个集“桥、
岛、隧、水下互通”为一体的跨
海集群工程，路线全长约24公
里，深圳至中山的车程将从此
前约2小时缩短至30分钟。

历时 141 天实现西人工岛
合龙、8 万吨沉管在海底一次
性精准安装到位……迎着疾
风、踏着巨浪，上万名建设者在
珠江口连续奋斗7年。

频发的台风、高盐高湿的
环境、复杂的海底情况……这
是世界上建设难度最高的跨海
集群工程之一。

这个海上奇迹有多强？数
据最能体现——

世界最大跨径全离岸海中
钢箱梁悬索桥：深中大桥主跨
达 1666 米，加上两边边跨，总
跨达2826米；

世界最高通航净空海中大
桥：深中大桥主塔高270米，大
桥桥面距离海平面高达 91 米，
船舶通航净空达 76.5 米，未来
可满足30万吨散货轮和3万标
箱集装箱船的通航需求；

世界最长的双向八车道海
底沉管隧道：深中通道海底隧
道，双洞双向 8 车道，长约 6.8

公里，其中海底隧道沉管段长
5035米，由32个重达8吨的管
节和一个最终接头连接而成；

世界首例水下高速公路枢
纽互通—机场互通立交：深中
通道东人工岛全岛陆域面积
34.38万平方米，相当于48个国
际标准足球场，岛上隧道工程
包括长 480 米的堰筑段隧道、
长 855 米的岛上主线隧道，以
及实现交通转换的4条匝道隧
道……

这个跨海超级工程再次擦
亮中国基建名片：

研发出超高强主缆钢丝索
股、革新外海超大尺度沉管管
节浮运安装工艺……深中通道
建设以来，已获得发明专利200
余项、行业协会奖项数十项。

4 月，深中通道深中大桥
获得了拥有桥梁界“诺贝尔奖”
美誉、国际桥梁大会授予的“乔
治·理查德森奖”。

“这是对中国基建技术的
又一次检验，这是向世界展示
中国基建实力的新窗口。”中交
公路规划设计院深中通道岛隧
设计总负责人徐国平说。

作为环珠江口交通网络的
关键一笔，深中通道背后的意
义不仅是车程缩短，更代表粤

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迈出重要
一步，激发更多发展活力。

作为一道天然屏障，珠江
口曾让两岸城市拥有不同的发
展特色——

东岸，先进制造业实力雄
厚，科技创新能力强大，产业链
供应链体系相对完整，但面临
着发展空间受限、要素成本上
升的问题。

西岸，可利用可发展产业
空间广阔，土地使用和租金成
本相对较低，但亟需进行产业
转型升级、“输血造血”。

通车带来的便利，让“深圳
总部+中山制造”“深圳研发+中
山转化”等产业合作新模式成
为现实。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新的
‘交通脊梁’和‘A’字形交通网
络骨架的关键一‘横’，深中通
道自构思设计阶段便肩负着推
动珠江口东西两岸更好连接、
融合的重要使命。”广东省交通
集团董事长邓小华说。

一桥飞架，超级工程让“东
西两岸”变为“大桥两端”，隔
海相望的珠江两岸实现“海上”
牵手，将助推大湾区迈向美好
未来。
（新华社记者 叶昊鸣 田建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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