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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保证“救命药”不再消失？

陈澍认为，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多方
面。 但首要原因是当前药品管理机制导致廉
价好用药的消失。有关部门对药品实施限价，

这种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管制初衷是好的，

希望保护病人的利益；但实际情况是，管制后
企业的生产利润被压得很低， 药厂有权利决
定是否生产某种药品， 而且按照国家规定的
量生产后就不增加了，药物自然就紧缺。

业内人士透露， 虽然有关部门对特殊药
品有定点生产的相关政策保障， 但是在落实
的时候却打了折扣，一些厂家由于无利可图，

并未生产。

近年来，不少医院药剂科被要求零库存，

让商业公司备货， 商业公司为了减少风险，

也自然减少这些利润低、需求少的药品的存
量。“药品需求少，如果长期备货会过期，浪费
了医疗资源，提高了废弃成本。 ”一位医院负

责人说。

为解决“救命药”短缺问题，有专家认为，

定价机制需要各界人士找到解决方式， 如果
放开价格， 可以对相对困难家庭发放特殊药
物补助。眼下即使不放开价格，有关部门也应
该在配套措施上想办法。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乳腺外科
副主任医师贾书生说，首先，具体落实对特殊
药品定点生产等保障政策。 对于这些药品的
生产厂家，国家可以进行包销，或者建立特殊
药品储备，让企业的产销没有后顾之忧，并有
一定收益。

其次，出台便民利企的措施。如果遇到患
者找不到药， 应该有一种特殊药品数据库来
帮助查询、及时调货；同时政府通过设计，给
商业公司补贴， 保障在一定区域内的药品储
备能满足一定人数的使用量。 （据新华网）

寻找ACTH：“救命药”都去哪了？

出生不到
8

个月的新生儿疑似患
婴儿痉挛症，需注射用促肾上腺皮质激
素（

ACTH

）。 父母找遍全省，竟没有一
盒“救命药”，无奈在网上求助，引发一
场全国“寻药”大行动。

一盒售价不到
8

元的注射用促皮
质素，背后饱含了医患双方的无奈。 近
年来，好用廉价药的不断消失，让越来
越多急需救命的家庭几乎面临崩溃，

“救命药”为何面临短缺？如何才能保障
供应？ 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一盒 ACTH，“难倒”医疗界

杭州萧山区的韩果果刚出生不到
8

个月， 小脸
蛋白皙透亮，惹人喜爱。 在她出生

5

个多月时，父母
发现她经常抽搐，不会抬头、坐立，目光呆滞，眼睛往
上翻。

7

个多月大时做磁共振检查，显示脑功能发育
落后。

在排队等待入院期间， 韩果果的妈妈周女士发
现孩子抽搐愈加严重，医生很快帮助办理紧急排队，

让孩子住进了浙江省儿童保健院。

8

月
16

日，记者从
值班医生处了解到，高度怀疑孩子是婴儿痉挛症。

医生说，目前，用注射用促肾上腺皮质激素（

ACTH

）

是最有效的治疗措施。但目前医院没有这种药，很多
都是病人自己想办法买药， 建议周女士一家在专家
确诊前，提前想办法。

“孩子得了婴儿痉挛症，急需
ACTH

这个药”“各
大医院几乎找不到！ 如果有朋友看到此信息希望能
去医院代购”……打电话向多家医院询问无果后，果
果的父母于

8

月
15

日将求助信息发到微信朋友圈。

这时，他们从值班医生处得知，刚出院的一位类
似患者可能在宁波一家医院买到过

ACTH

。

16

日一
早，果果父亲韩先生开车前往宁波，几个小时的奔
波后却扑了个空。 此时，他们的求助信息已被广泛
传播。

陈澍是武汉协和医院心外科的医师， 看到朋友
圈求助信息是晚上

11

点多， 正好在上夜班的他，马
上在医院内部系统搜药，却发现无货。他随即将求助
信息进行转发，第二天早上，不少武汉医疗界的朋友
传来信息，武汉基本无药。

而陈澍所在的“《医药界》蟠桃会”的微信群已全
部动员起来。 这里有来自北京、上海、广州、杭州、哈
尔滨等全国各大城市的医学界人士， 他们开始在自
己的朋友圈里发动找药。

就在多方求药无果后，上海传来好消息：上海罗
氏制药有限公司高级培训经理诸任之及同事徐晓通
过联系得知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有药。 消息
一个传一个，终于传到韩家。

16

日晚上
8

时
10

分，救
助信息发出不到

24

小时，好心人帮助取药，专程前
往上海的火车站将两盒

ACTH

送到韩先生手中。

每年有多少廉价“救命药”在“消失”

ACTH

每盒的价格不到
8

元，可谓“物美
价廉”，但遭遇供不应求的困境。 而在黑市，

它被炒到
1000

多元。

为了给孩子找药，周女士加入了不少微
信群，一些自称患者家属的“黄牛”主动联系
她，药品的价格被提高了

50

多倍，甚至
130

多倍，一些“黄牛”还提供发票。 一位刚出
院的患者家属说，曾经去黑市找药，对方开
价一盒

1300

元。 医院的值班医师告诉记者，

很多患者去黑市找药，但药物是不是真的不
好说。

事实上，这一药品就连医院都很难拿到
货。 浙江一家医院的副院长说，他们一直想
进货，但是进不到。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 作为全国第二大的药品分销
商， 他们目前的库存也只有两箱， 每箱

100

盒。 而他们一般的药都有几万箱甚至几十万
箱的储备。 一些医药界人士说，该药利润只
有

2％

， 且目前供货的只有上海第一生化药
业有限公司一家。 记者在网上能查到的该药
品的生产厂商，也只此一家。

近年来，不少类似好用的廉价药面临严
重缺货。 比如、在心脏手术中用来控制血管
痉挛的“罂粟碱”和防止心律失常的“利多卡
因”。 陈澍告诉记者， 心外科用的“地高辛
片”，曾经就因为利润太低商家不愿意生产，

各大医院出现断货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