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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 日零时 19 分，患者在湖
南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成功植入
590 元的冠脉支架；当日零时起中
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3例急诊手
术全部用上集采支架……截至 7
日，跌入千元以内的冠脉支架已落
地北京、天津、湖南、山西、新疆（含
兵团）等18个省区市。

记者了解到，尽管支架价格大
降，但多地医疗机构开展的经皮冠
状动脉介入手术（PCI）量并未出现
明显增长，临床医生普遍反馈产品
过渡平稳，患者受益最为明显。

◆用上便宜支架，患者感
觉怎么样？放心吗？

63 岁的李大爷是郴州市北湖
区人，2020 年12月31日因突发胸
痛被送到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胸
痛中心”，23点55分送入导管室进
行冠脉造影检查，确诊为冠状动脉
左前降支重度狭窄，需尽快手术治
疗。

经过充分的准备后，2021 年 1
月1日零时19分，该院心血管内科
主任王仲华团队为他实施了冠脉支

架介入治疗。其放置的冠脉雷帕霉
素洗脱钻基合金支架系统为上海微
创医疗器械公司生产，经国家集采
后，价格从7200元降为590元。

手术顺利完成，李大爷也成为
新年率先感受到国家医改福利的患
者人群。仅元旦节当天，郴州市第一
人民医院就为 8 名患者实施了“百
元级”低价的冠脉支架介入治疗。

“5年前，我曾因心脏病在长沙植入
两个支架，当时1个支架上万元。这
次也放了两个支架，仅这一项就节
省了1万3千多元。”李大爷告诉记
者。

按照集采规则，首批国家集中
带量采购中选的 10 个冠脉支架在
1月1日落地。这批中选支架均价从
1.3万元左右降至700元左右，其中
最高报价798元，最低报价469元。

记者从国家医疗保障局了解
到，截至1月7日，集采支架已落地
北京、湖南、山西等18个省区市，其
余省份也将陆续在 1 月份落地。首
批落地的 18 个省区市中选产品本
地库存量平均达到协议采购量的
33％，能够满足医疗机构首月使用
需求。

对于患者最关心的支架质量问
题，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联合采
购办公室主任、天津市医疗保障局
副局长张铁军说，对此集采早定有
针对性的“四重”保障措施，“集采支
架质量的稳定性可以保证”。

第一重保障是其作为“第三类
医疗器械”，任何对原材料、生产工
艺的调整，都要报国家药监局审批，
并有严格巡检；第二重保障是国家
集采采用“注册证”招标，等于明晰
了每个产品的企业责任；第三重保
障是各主管部门迅速行动，已部署
从生产、销售、使用等全流程重点监
管；第四重保障是新建立的医药价
格和招商采购信用评价制度，将产
品质量与企业信用评价挂钩，因此
集采支架质量已有了一个长期、稳
定的监管闭环，患者可以放心使用。

◆看到集采效果，临床医
生“松了一口气”

冠脉支架便宜了，会不会集中
释放手术需求？这个答案要分长期
和短期来看。

“这几天使用情况没有太大的
变化，包括患者比率、手术量都差不
多。”山西省心血管病医院心内科十
五病区主任魏首栋说，确实也存在
有一些患者本来是年前做手术，就
等到过了 1 月 1 日才做的情况，但
这种情况首先必须符合手术安全指
征，临床医生会跟患者做好沟通和
解释，该做的手术绝不会拖。

作为国内和世界上开展心脏介
入和开胸手术量领先的心血管病专
科医院，阜外医院是观察集采冠脉
支架临床使用效果的“窗口”之一。

“中标的 10 个产品中，我们医
院有 7 种，基本都是我们医院平时
就在用的，国产和进口都有，支架型
号也并不是大家担心的是过了时的
产品。”阜外医院副院长杨伟宪说，
总体上来说，这批集采支架都是临
床使用比较成熟的产品，基本能满
足临床需求。

“目前看，产品切换比较顺利，
患者也满意，我们就松了一口气。”
她表示，由于元旦后刚刚开始全面
应用集采支架，还需要听取临床医
生更多的反馈。

至于低价支架对手术需求量的
释放效应，杨伟宪认为从长期来看
并不一定就会井喷。因为造成我国
冠脉支架整体使用比例偏低的因素

很多，除了价格问题，还包括偏远地
区不具备手术时间条件、基层医疗
技术不足等。

◆落地之后，院长们最担
心的“两件事”顺利吗？

“作为使用方，我们其实最关注
的就是中标的产品能不能满足我们
的临床需求，是不是我们平常用的、
觉得质量不错的、用起来比较好的
一些支架。”杨伟宪说，这次集采“基
本上达到了我们的预期”。

据了解，集采支架在医院落地，
并不是价格标签一改那么简单，而
是要经过退掉原价格产品、重新买
进新价格产品等手续。这意味着，1
月1日零点价格切换，产品备货，为
患者提供的集采支架都是新品，医
院为此要付出大量人力、物力才能
确保患者感觉不到任何变化，或受
到任何损失。显然，会有一部分对中
选产品不熟悉或者没用过的医院，
短时间的转换压力很大。

多位院长对记者表示，集采支
架落地后，他们最担心的两件事第
一是患者需求能不能满足，第二件
事就是集采后续的政策支持能不能
跟得上。

带量采购的核心就是要真“带
量”，否则改革就无法持续。此次集
采支架的“量”，覆盖了各地医疗机
构意向使用量的70％以上，差不多
有107万个。如何确保既带足“量”，
又用在刀刃上？

杨伟宪说，阜外医院将采取更
精准的评估方式，比如每隔一两个
星期组织临床医生和耗材管理人员
互相沟通等，掌握哪一些用得比较
多了，哪一些用得还很少，在确保满
足患者临床需求的前提下，如期完
成集采支架任务。

目前，常规的支架植入手术包
括三项医疗服务收费，全国平均收
费标准是：冠脉造影2240 元、球囊
扩充2600元，置放支架3680元，合
计约8500元。这还不包括各种检查
的费用。因此，就冠脉支架植入手术
收费标准来说，基本反映了医务人
员的劳务价值。当然，也有部分地区
收费标准较低，将会择机合理上调。
例如北京市冠脉支架植入手术三项
医疗服务合计原来的价格是 5650
元，今年 1 月 1 日起上调到了 667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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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低碳是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做好碳达峰、
碳中和工作”列为 2021 年重点工作之
一。作为碳排放重要领域，工业绿色低碳
改造引发关注。

绿色低碳改造，哪些行业将成重点？

向绿色转型，重点行业设路线图

凛冬时节，中建三局北京公司 4－
1－01研发楼等43项项目工地施工在火
热进行，沉淀池对用水进行回收，扬尘监
测系统对粉尘等数据智能采集。

项目经理高春说，项目采用“智能废
料池＋智能盘点”系统，精准掌握消耗成
本，并计划在施工现场与工人生活区安
装智能路灯，实现绿色施工的目标。

人们传统印象中“暴土扬尘”的建筑
业，正在进行改变。纺织、化工、钢铁等诸

多行业，同样在向绿色低碳转型。
工信部数据显示，5 年来，我国共建

设 2121 家绿色工厂、171 家绿色工业园
区、189 家绿色供应链企业，推广近 2 万
种绿色产品，绿色制造体系初步形成。

工信部部长肖亚庆说，要制订重点
行业碳达峰行动方案和路线图，鼓励工
业企业、园区建设绿色微电网，优先利用
可再生能源，在各行业各地区建设绿色
工厂和绿色工业园区。

严控粗钢产量，传统行业加快升级

工业领域绿色低碳，重在传统行业，
关键是生产方式的变革。

“坚决压缩粗钢产量，确保粗钢产量
同比下降。”肖亚庆说，钢铁行业作为能
源消耗高密集型行业，是制造业31个门
类中碳排放量最大的。2021年，要进一步

加大工作力度，发布新版钢铁产能置换
实施办法，完善产能信息预警发布机制。

严控重化工行业新增产能规模、加
大落后产能淘汰力度、推进资源循环利
用……工信部推出一系列举措。

一边是淘汰落后产能，一边是加快
智能升级。国网浙江嘉兴供电公司通过
能源数据增值服务、碳交易等，为高耗能
企业提供节能降耗服务；一些钢铁企业
引入智能化能源转换体系，实现资源循
环利用……“智慧”节能在多领域推开。

工信部日前发布一系列 5G 典型应
用，并提出将加快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等
技术在低碳节能领域融合应用，推动传
统产业智能化、绿色化升级。

加速新能源汽车市场推广

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推进节能减排的

重点。近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体系
日趋完善，产业链上下游实现贯通。天眼
查专业版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共新增
新能源汽车相关企业超过 6.8 万家，较
2019年同比增长85％。

从工信部获悉，2021年，工信部将围
绕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制定汽车产业实
施路线图，强化整车集成技术创新，加强
车用芯片、操作系统等关键技术攻关，推
动电动化与网联化、智能化并行发展。在
新能源汽车市场推广方面，将健全充电、
停车等使用环节优惠政策，提高公共领
域车辆电动化水平，开展新一轮新能源
汽车下乡。肖亚庆说，工信部还将通过制
定配套法律法规、完善回收利用体系、发
布一批相关标准等，为动力电池规范回
收利用提供政策、技术和标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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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低碳改造，哪些行业将成为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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