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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进医保，怎样又优质又划算？

记者注意到，国家医保局、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于 2021 年
发布《关于医保支持中医药传
承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
加强中医药服务价格管理，将
适宜的中药和中医医疗服务项
目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完善适
合中医药特点的支付政策并强
化医保基金监管。

长期以来，部分中药因疗
效和安全性不确切受到质疑。
那么，怎样判断某类中药是否
应纳入医保药品目录？邓勇分
析认为，首先应看临床疗效，需
有充分的临床研究证据，表明
该药对特定病症有确切疗效。
其次，中药相关不良反应需明
确且可控，确保长期使用具备

较高安全性。此外，应考虑药
物的成本效益比，确保其在医
保基金承受范围内。应与国家
中医药发展政策、医保政策的
方向一致，如鼓励支持具有民
族特色、传统优势的中药进入
医保目录。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
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张
伯礼提出，医保药品目录要充
分考虑药品的有效性、安全性
和经济性，确保纳入目录的药
品是临床必需，此外应充分考
虑中药特点，优质优价。

邓勇建议，为构建适合中
医药行业科学发展的医保体
系，应开展高质量的临床试验，
为中药的疗效和安全性提供科

学依据，同时统一中药质量标
准、确保药材质量稳定，便于医
保部门评估和管理。同时，应
当成立专业的中医药专家委员
会，对申请医保的中药进行全
面评估，综合考虑临床价值、经
济价值等因素。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副
院长王岳表示，中药进入医保
药品目录应当遵循“可替代性
原则”，“换句话说，如果能够采
用西药等解决的临床问题，应
当尽量选择成本较低的西药。”

“此外，应建立科学的评估
遴选机制，由专业人士评估药
品的疗效及安全性，以此判断
某类药品能否进入医保。”王
岳说。 （据《工人日报》）

近年来，不少地区加强对
医保基金使用的监管力度，严
厉打击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
的乱象。例如，2024年9月，广
东省医保局发布违法违规使用
医保基金典型案例。经检查，
广东省阳江市某中医医院存在
超标准收费、超医保支付范围、
过度诊疗等违法违规行为，涉
及医保基金909万余元，该医院
被责令退回违法违规使用医保
基金并缴纳罚款。

“中药材是否有统一价格
和疗效标准？”“部分高价中药
材是否为治疗必需？”……对于
患者的这些疑问，受访专家介
绍，中药材的价格及处方受到
多重因素影响。

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健康
法治研究与创新转化中心主任
邓勇在接受《工人日报》采访时
表示，药材产地、炮制方法、市
场供需关系等均有可能影响中
药材价格。比如，优质的道地
药材往往质量好，价格也相对
较高，经过复杂炮制工艺的药
材价格一般会高于未炮制的药
材。此外，如果某种药材市场
需求大而产量有限，价格也会
上涨。

“患者个体差异、中医师学
术流派与经验、药材质量与供
应等因素，都可能导致中药处
方的差异。”邓勇表示，不同患
者对药物的耐受性不同，各中
医流派及中医师的临床经验存

在差异，医生需根据具体情况
调整处方。

在陕西某中医馆任职的医
生张佚向记者展示了其开具的
部分药方，一些疗程为7天的药
方费用为 300 元至 500 元。“对
于常见病的药方，药材种类一
般在18味以内，一周的中药价
格多在几百元。同时，药方并
非一成不变，需要根据患者反
馈和疗效及时调整。”

“对于部分必需的高价药
材，我们会建议患者自行购
买。”张佚认为，中医诊疗机
构可以尝试推广新型绩效考
核方式，如根据患者的复诊
率而非中药材费用考核医师
绩效。

7天中药花费数千元

多重因素影响中药材价格与药方

完善适合中医药特点的支付政策

（网络图）

“抓 7 天的中药花了好几千元，价格合理
吗？”近日，来自陕西的刘女士向记者反映，备孕
期间为调理身体去一家中医馆就诊，医生开具了
药方，“7天一个疗程，费用8000余元，医保报销
了1000余元。”

记者采访发现，刘女士的经历并非个案。
近年来，随着中医药消费持续升温，相关行业的
部分乱象致使患者陷入“买不起、信不过、买不
到”等困境。

人民数据研究院今年发布的《中医药零售行
业发展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不够好”

“不够省”等是中医药零售行业发展的显著痛
点。具体来看，一方面，部分中药材药效差距大，
患者难以辨别；另一方面，一些中药材价格虚高，
部分零售渠道加价数倍。

对此，有参保人认为，一些定点医疗机构开具
的中药价格较高、疗效不够明确，让人“吃不消”。

今年4月，因备孕期间身体不适，刘女士来
到住处附近一家私立中医馆就诊。医生问诊
后，为其开具了7天共14剂的调理方，包含炒酸
枣仁、龙骨、砂仁等37味中药材，总费用8000余
元，医保报销1000多元，“几个疗程下来要花数
万元，花费不低。”

“现在的处方还是医生在询问我的收入后
减去一些药材的版本，最开始的处方费用预估1
万元左右。”刘女士拿着医生开具的这副处方到
另一家中医馆咨询，对方称同等剂量的中药材
费用为1000余元。

《报告》调研数据显示，在中医药零售行业，
超过60%患者因中药材价格过高转向非正规渠
道，进一步加剧市场混乱。以连翘为例，种植户
收购价为每公斤38元，但经过层层流通加价，终
端零售价飙升至每公斤215元，价差达4.7倍。

在中药材费用之外，“药材名虽同，疗效大
不同”也是许多患者的真实体验。今年5月，来
自江西的姚女士曾至某中医馆治疗气血不足，
医生开了10天的中药，费用1340元，“后续又吃
一个来月的中药花了五六千元，咋没啥效果？
所以我不打算再吃了。”

“每副药材都是很大一份，一般的煎药锅放
不下，要用4L的煎药锅煎制。”让姚女士感到不
解的是，“一副调理气血的中药剂量为何这么
大？而且医生说药方是祖传秘方、无法提供，所
以也不知道到底开了哪些药材。”

有中医药行业业内人士坦言，当前中药
材市场存在监管滞后、追溯体系缺失等问
题，患者难以辨别药材优劣，“部分商家以次充
好，导致‘劣币驱逐良币’，最终损害的是行业的
公信力。”

当前，一些中药材价格
虚高，部分中药材药效差距
大，患者难以辨别。记者
采访了解到，中药材的价
格受到药材产地、炮制方
法、市场供需关系等多重因
素影响，而患者个体差异、
中医师学术流派与经验、药
材质量与供应等因素，都可
能会导致中药处方的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