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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药认准“追溯码”扫码“验货”防踩坑

医保基金 事 关 参 保 人 看 病 就 医 ，
“码上”严监管，是为了保障参保人的合
法权益。

国家医保局提示，药物服用完毕后，
建议将空药盒上的追溯码撕毁，不让有心
的犯罪分子继续盗用空药盒和追溯码。

同时，不要将自己的药盒或药品出售
给“药贩子”。一方面，药品经非法转卖后
可能会对他人造成危害；另一方面，如药
品在被非法转卖时被发现，将会对自己的
医保待遇带来不利影响，严重的还可能涉
嫌违法犯罪。

“大数据时代，药品回流、串换等违法
违规行为‘无所遁形’。”国家医保局有关
负责人表示，将充分发挥药品追溯码数据
价值，构建各类大数据模型，拓展监管应
用场景，对串换、倒卖医保药品、空刷套刷
医保卡、伪造处方等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
金行为开展精准打击，加大处置力度。

国家医保局呼吁，定点医药机构不要
有侥幸心理，严格遵守“不空刷、不串换、
不采购（非法渠道药品）、不销售（非法渠
道药品）”的要求，共同守护好老百姓的

“看病钱”“救命钱”。 （据新华社）

药品追溯码是药品的唯一“电子身份证”。一盒药品的追溯码，只
应有一次被扫码销售的记录，若重复出现多次，就存在假药、回流药或
药品被串换销售的可能。

此前，国家医保局已明确2025年全面推进“码上”严监管。“码上”
时代来临，买药需要注意什么？国家医保局4月2日进行解读。

走进北京市西城区的一家药店，记
者看到，大部分的药盒上已印有药品追
溯码。

根据国家医保局等四部门此前印发
的通知，2025年7月1日起，销售环节按要
求扫码后方可进行医保基金结算；2026年
1月1日起，所有医药机构都要实现药品追
溯码全量采集上传。

“我们强烈建议医保购药者只买包装
上有追溯码的药，不要买没有追溯码的
药，不要买追溯码被撕掉或者损毁的
药。”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说，特别是

2026 年 1 月 1 日起，药品将实现追溯码
全覆盖，对于没有追溯码的药品要“敬
而远之”。

这一负责人提醒，确定药品身份的唯
一证据是印在药盒上的追溯码，而非购药
发票或者小票、微信、支付宝付款记录
等。购药者要在结算时注意售药人员是
否扫了所购药品药盒上的追溯码，不能扫
其他药品的追溯码。

需要注意的是，住院拆零服用的药
品、中药饮片和中药颗粒，目前暂时没有
要求使用追溯码。

购药后，消费者如何了解所购药品
情况？目前，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和
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都已提供查询功
能，购药者可以扫码“验货”，获取药品销
售信息。

如何判断药品是否合法合规？据介
绍，如结果显示“查询到仅有 1 次销售信
息”，且确为本人购买，则说明此药品合法
合规；如并非本人购买，或显示“查询到有
2次及以上的销售信息”，则说明此药品此
前已被出售过，极有可能为“回流药”“串

换药”或假药，消费者可举报并向售出机
构索赔。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提醒，购药时
要注意索要保存小票，可将药盒上的追溯
码标注在小票上相应药品名称后，并拍照
留存，以保留证据，维护合法权益。

此外，如查询结果显示“未查询到产
品销售信息”，建议等两天再次扫码，如还
未显示销售信息，说明售出机构未扫描该
盒药品上的追溯码，可向售出机构或有关
部门反映。

近来，全国多家医院陆续开
设体重管理门诊，儿童青少年超
重肥胖话题再次引起关注。从
中医的角度看，为何“小胖墩”越
来越多？中医有什么好办法帮
助他们减重？中西医如何“协同
防胖”？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

先天体质和不良习惯造就
“小胖墩”

“‘少壮不减肥，老大徒伤悲
’的说法毫不夸张。”首都医科大
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儿科主任
李敏告诉记者，与成人肥胖症常
合并内分泌系统疾病等不同，儿
童肥胖症多为单纯性肥胖，常与
遗传因素、不良饮食习惯、运动
不足等有关。

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率呈
现快速上升趋势，已成为威胁
我国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的重
要公共卫生问题。中国疾控中
心数据显示，我国约五分之一的
6 岁至 17 岁儿童青少年超重和
肥胖。

在中医看来，具有某些先天
体质特点的儿童青少年超重或
肥胖风险较高；同时，儿童青少
年常因缺乏自控力，过量食用高
热量、高脂肪、高糖的零食、快餐
等食物，导致痰湿或湿热内生，
引起超重或肥胖；此外，运动不
足致机体气机不畅，津液运行不
利，或学习压力大等情绪问题影
响脾胃功能，均可导致痰湿或湿
热内生，引起儿童青少年超重或
肥胖。

李敏强调，孩子越胖往往越
不愿意运动，如此会形成恶性循
环，加剧超重或肥胖；随着年龄
增长，肥胖的儿童青少年在发育
过程中还可能并发脂肪肝、痛
风、哮喘等疾病，成人后还可能
患上高血压、糖尿病等。

中医药体质辨识、多途径早
期防治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
的《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 年
版）》，儿童肥胖症的总体治疗原
则是减少能量摄入、增加能量消
耗，在不影响生长发育的情况下
实现减重增肌目的。指南提到
儿童肥胖症的几种治疗方法，其
中之一便是中医药治疗。

“儿童肥胖‘防大于治’，可
在中医‘治未病’理念指导下通
过体质辨识早期防治。”首都医
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儿科
副主任医师姚艳青认为，中医药
通过个性化方案改善体质、调节
机体代谢，作用温和，副作用小，
也更易被儿童接受。

2024年，国家中医药局等五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儿童青
少年肥胖、脊柱侧弯中医药干预
试点工作的通知》，探索建立全

国儿童青少年肥胖中医药综合
防控体系。肥胖试点干预对象
以单纯性肥胖为主，每个试点地
市每年初次筛查人数不少于
2500人。

记者在多家医院采访了解
到，防治儿童青少年超重或肥
胖，中医常采用中药内服、中医
外治（如推拿、穴位贴敷、耳穴压
丸、针灸、拔罐等）结合饮食调理
（如食用山药、茯苓、薏米等健脾
利湿食物及荷叶决明子茶、陈皮
山楂茶等代茶饮）、运动指导（如
八段锦、太极拳）的综合方式进
行整体调节，以健脾利湿，增强
脾胃功能，达到防治目的。

一些治疗在家中或“家门
口”就能进行。专家举例说，脾
虚痰湿型的肥胖儿童在家可食
用山药茯苓粥、冬瓜薏仁排骨
汤、陈皮薏米水等；儿童食积者
可饮用山楂麦芽茶；小儿推拿、
耳穴压丸、穴位贴敷等方法，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通常都
可操作。

中西医、家校协同帮孩子
“减重防胖”

儿童青少年超重和肥胖的
防控是一个系统工程，关涉学
校、家庭、社区、医院多方，需要
中西医协同努力、综合防治。

专家指出，超重或肥胖儿童
青少年可先到医院营养科由医
生制定营养饮食和运动方案，再
到中医医院儿科由医生根据辨
证情况采用如代茶饮、针灸等中
医药方法治疗。

姚艳青说，当单纯的中医或
西医治疗效果不佳时，应考虑
中西医结合治疗；而出现严重
肥胖合并代谢综合征，或肥胖
引起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多
囊卵巢综合征、睡眠呼吸暂停
等情况时，更需要中西医协同发
挥作用。

“用药处于次要地位，规范
饮食和运动才是最主要的。”李
敏提示，超重或肥胖的儿童青少
年居家应严格执行营养科医嘱，
保持足够的运动量；学校应制定
科学健康的食谱，不过多供应高
油高糖食物；家长要引导孩子少
买或不买不健康零食。

专家也为儿童青少年提出
一些“防胖”建议：尽量避免长期
进食肥甘厚味，以防脾胃失健，
晚餐宜适量，避免积食；规律作
息以帮助气血运行、脏腑修复，
从根本上改善代谢功能，避免脾
虚痰湿发生；适度运动以防止痰
湿堆积，晨起选择跳绳、踢毽子
等运动，在户外活动 30 分钟左
右；日常避免久坐，每小时可以
起身简单活动几分钟，做做拉伸
动作。 （据新华网）

不做“小胖墩”中医有办法

购药认准这个“码”

发现重复销售可及时索赔

守护“看病钱”需要共同努力

（网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