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师自己的报纸！听医生说话  为医生说话
说医生的话  做医生的贴心人

A2 管理
MANAGEMENT

责任编辑： 杨瑞静
美编： 蔡云龙

电话：010-58302828-6847
E-mail:ysbyangruijing@163.com 2024 年 5 月16日

专家观点

学科建设

带量采购医改声音

医师报·理事会

“抖音”们正在引导患者决策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郝鹏  霍晓川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密云院区  高巍    中国医师协会健康传播工作委员会 刘哲峰

医师报讯（融媒体记者  王

璐）学科的发展不是一条直线

走到底，也不是一直攀登高峰

式的强势上扬，期间会有跌宕

起伏，会遇到各种考验和危机。

经历过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冲

击以及两位学科带头人同时退

休的重要时刻，“科室应该往

哪个方向走”是留给中国人民

解放军陆军特色医学中心重症

医学科主任王震的巨大考验。

为此，王震提出“立、新、

建、强”四字强科规划，为科

室发展谋划蓝图。

“ 立” 主 要 是 指 坚 持 正

确的政治导向，鼓励年轻人要

有信仰、有追求。一个凝聚力

强大的队伍，要有着共同的目

标，只有永葆初心才能有动力

持续推动团队建设。“新”是

强调要创新，重症领域仍有很

多问题有待解决，但也意味着

拥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因此

更要广纳人才，扩充重症团队。

“建”则是需要通过具体措施

的实行，特别是紧紧抓住发展

人才队伍的机会，加强重症团

队建设。“强”是指在医学创

新、教学培训、科研学术三大

核心工作中持续奋进，将创伤

重症救治领域打造成一个闪亮

名片。

在中心“七位一体”为主

的人才政策助力下，科室紧贴

1 个 平 台、3 个 中 心、“ 西 部

领先、全军知名”的建设目标，

打造好创伤重症伤员特色救治

平台、创伤脓毒症基础研究与

临床研究深度融合的集成创新

研究中心、创伤脓毒症智能监

测、生命支持和救治技术的临

床转化中心、全军基层军医重

症医学专科理论和实践技能培

训中心。特别是在人才队伍建

设上，科室心怀紧迫感使命感，

根据自身实际摸索出适合科室

发展的引才育才用才措施。

“在学科的发展道路上，

每个人的作用都非常有限，但

我觉得既然火炬已经传递到我

手里，哪怕是把自己烧干烧尽，

我也希望能在其中留下自己的

痕迹。”王震表示，个人发展

的小目标最终会被集体发展的

大趋势所烙印，只要为了重症

医学的蓬勃发展而努力，个人

的价值终会得到体现。

日前，国家医保局公布了

集采二甲双胍药品质量的真实

世界研究结果：6 分钱一片的

集采二甲双胍中选药品与原研

药在临床真实场景中的疗效和

安全性一致。

保证中选药品质量是药品

集中带量采购改革一以贯之的

政策要求。首先，国家组织药

品集采设定质量门槛，要求参

加集采的仿制药通过质量和疗

效一致性评价，避免竞争中出

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其次，

医保部门、药监部门等通过各

种手段鼓励企业在保障供应的

基础上来提升中选仿制药质量。

对于企业低价中选后生产

低质甚至劣质药品危害公共健

康的行为，医保部门联动药监

部门开展处置，通过取消中选

资格、纳入“违规名单”，限

制涉事企业在一定时间内参加

国家组织集中带量采购等措施

予以惩戒。

2021 年起，国家医保局委

托多家医院开展新一轮真实世

界数据研究，课题组两年内收

集了 14 万病例，评价了第二、

第三批集采中选的 38 个厂牌

23 种仿制药。大样本临床病例

数据包括诊断、处方、检查检

验结果，采用集采中选仿制药

与原研药直接对照，观察仿制

药组和原研药组的患者在集采

中选结果实施前、后一年及更

长时间内的健康状况。

这份来自真实世界数据的

研究报告显示，抗感染、抗肿

瘤等领域 23 个仿制药的临床

疗 效 和 安 全 性 与 原 研 药“ 等

效”“品质相当”，个别仿制

药安全性或治疗缓解率比原研

药更高，“仿品”不亚于甚至

超过“正版”。

市场化机制不仅带来质优

价宜的民生实惠，同时也促使

企业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创新研

发与质量提升。在集采制度推

动下，2018 年以来，我国通过

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的药品累计数量已经由当时的

不足 200 种，快速上升到目前

的 超 过 8000 种， 高 质 量 药 品

正逐步占据临床用药主流。

医 师 报 讯（ 通 讯 员 赵

旻）5 月 7 日，国家卫生健

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

“推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

发展 护佑人民群众生命健

康”有关情况，江苏省卫生

健康委主任谭颖点名推介建

湖县人民医院高质量发展创

新举措。

近年来，建湖县人民医

院始终坚持以党建为引领，

以 人 民 健 康 为 中 心， 坚 定

不 移 走 高 质 量 发 展 道 路，

将“ 国 考” 导 向 贯 穿 融 入

医院“十四五”发展规划。

2022 年国家三级公立医院

绩效考核首次跻身 A 等次，

在 省 内 县 级 三 级 综 合 医 院

排 名 第 三，2023 年 入 选 公

立 医 院 高 质 量 发 展 省 级 试

点医院。

提质增效 
助推医疗技术发展
调结构、控规模，医院

充分利用省内外建湖籍知名

专家的优质资源，先后与上

海 中 山 医 院、 上 海 瑞 金 医

院、江苏省人民医院、苏北

人民医院等建立协作关系，

推 动 城 市 优 质 医 疗 资 源 下

沉；实施医疗技术项目化管

理，建立项目化专用资金，

大力发展新技术、新项目，

带动专（学）科建设，构建

高效优质的医疗服务和运营

管理体系，近年来，新增市

级重点学科 2 个，市级重点

专科 2 个，市重点实验室 1

个，消化内科、心血管内科、

肿瘤科获得国家药物临床试

验资质。

改善行动 
提升患者就医感受
2022 年 起， 医 院 创 新

开展质量、服务提升专项行

动， 通 过 门 诊 患 者 就 医 体

验、医师跟班体验、星级“党

员示范岗”、创新服务“金

点子”等活动，优化就医流

程，提升诊疗服务。搭载互

联 网 + 医 疗 平 台， 推 行 线

上 预 约 挂 号、 门 诊 诊 间 结

算、病区床旁结算、云影像、

远程会诊、远程查房、远程

病理、院内导航、微病案等

信息化便民措施，让患者就

医更便捷，有效提高群众满

意度，树立良好的“为民”

形象。

临床专科是服务患者的
基本单元，临床专科能力反
映了一个专科解决群众疾病
问题的实力和水平，不断提
高临床专科水平是我们一直
努力的方向。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 
副司长李大川

硬件建设可以通过一次
性投入来解决问题，人才队伍
的建设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
要用情用力，培育环境，综合
施策，久久为功。

——国家卫生健康委财务司 
副司长任西岳

王震 教授王震 教授

集采药何以做到降价不降质量
▲ 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  路云

官方点名！这家医院
创新举措被推介

新闻发布会现场新闻发布会现场

“四字强科”出击  打造重症名片

国内外的社交媒体平台作

为健康科普的重要载体，已经成

为最便捷的健康科普知识的获

取渠道，10 名互联网用户中有

8 人在网上获取健康科普知识。

在视频用户中，特别是罹患慢

性病的用户，越来越依赖互联

网资源来了解和管理他们的病

情。相比国外，国内研究以“抖

音”平台为主，多集中于短视

频（视频时长多小于 5 分钟）。

科普质量层次不齐
大多研究发现，“抖音”

平台健康科普视频质量较低，

且质量存在显著差异。然而在

某些领域，“抖音”平台的健

康科普视频质量不错。Song 等

人发现“抖音”平台上慢性阻

塞性肺疾病视频的整体信息质

量令人满意，但仍建议观众对

其保持谨慎态度。

在“抖音”平台，医生是

视频的主要创作者，但其视频

点赞、评论和转发的数量较少；

一些营利性组织和独立用户发

布的视频中，误导性信息比例

较高。Kong 等人的研究指出，

在“抖音”平台上，非营利组

织发布的视频质量最高，而营

利组织发布的最低。Chen 等人

将“YouTube”平台与“抖音”

平台上的健康科普视频的质量

进行了对比，发现“抖音”平

台大多数视频由医生创作，而

“YouTube”平台上创作者更多

样化，且视频质量相对较高。

然而，两平台上健康科普视频

质量仍需进一步提升。

提升患者辨别能力
综合对比分析，国内外社

交媒体健康科普视频评价研究

仍存在以下问题：第一，信息

质量不稳定和准确性不足；第

二，信息来源和质量参差不齐；

第三，医疗建议不准确且存在

偏见；第四，缺乏监管和质量

控制。

未来研究方向应深入探讨

并解决以下问题：着重于提升

内容可靠性；探索更多可靠评

价体系，并建立更准确和全面

的评价标准；结合新兴人工智

能技术，开发自动化工具来识

别和过滤不准确或虚假内容。

此外，未来研究应集中于

提升用户的教育和辨别能力。

研究开发教育性工具，是一个

可行方案。这些工具可以包括

浏览器插件、移动应用或在线

平台。另外，探索图形化界面

和标志化手段来传达视频内容

质量信息也是一条路径。例如，

通过在视频缩略图上添加标志、

采用颜色编码等方式传达信息。

这些策略有助于用户在观看视

频时更加准确地判断质量。

75% 的患者决策取决于网络相关健康信息的检索结果——这项调查研究说明，社交媒体平台上的
内容已经成为共享和传播健康科普信息的重要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