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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转凉，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高发，120 又将迎来一波

急救高峰。 ”在毗邻黄浦江的徐汇滨江北急救分站，顾晶医生随

时准备出车。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数据称， 通过连续三年实施

“市政府实事项目”， 全市新增急救分站 32 个。 目前， 全市急救

分站总数已达 164个， 覆盖 16个区； 全市有救护车 907 辆， 年

出车 81万次， 平均反应时间 13.8分钟。 上海已构建全国规模最

大的院前医疗急救体系， 为市民密织一张及时可靠的 “生命安

全救护网”。

科学规划，布网随着城市人流一起“迁徙”

徐汇滨江北急救分站是 2016 年首批 “市政府实事项目”之

一。在这里，每天有一辆 24 小时待命的急救车，一辆往返邻近各

大医院的转院车，以及一辆用于康复出院专线“962120”的非急

救车。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南区分中心负责人陈怡婕介绍，急救

车的日班出车量每天约 12 至 15 车次，夜班也有 7 到 8 车次，有

效缩短了急救覆盖半径。

伴随经济社会飞速发展、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上海院前急

救服务需求不断增长。 对此，上海专门出台《关于深化本市院前

急救体系改革与发展的指导意见》 及 5 个配套实施意见 （简称

“1+5”文件），加大财政投入和政策支持力度。

据市卫生健康委介绍，院前急救体系建设由市级统筹、统一

规划。 连续三年的“市政府实事项目”主要针对全市范围的急救

“空白点”，持续加强急救网络布点。

“这片区域居民呼叫点较多，因为这里老公房多，老年人居

住密集，而且又是上海四大商圈之一，人流集中，对院前急救需

求较大———杨浦五角场急救分站因此而建。”上海市医疗急救中

心东区分中心主任周振告诉记者， 五角场急救分站每月急救车

出车量达 500 车次，这个建在“寸土寸金”区域的急救分站，让周

边居民感觉很安心。

信息化优化运行模式，为生命争取更多时间

市卫生健康委透露，预计至 2020 年，上海新建急救分站将

达 50 个。在健全急救网络的同时，上海优化运行模式，进一步为

急救“提速”———完善分类救护服务，在院前急救体系内部建立

相对独立的非急救业务运营模式， 为急救业务的分级救治腾出

空间，提升急救服务效能。 今年 4 月开通至今，上海“962120”康

复出院热线已服务约 3 万人次。

陈怡婕做急救医生 20 多年， 亲历上海院前急救的巨大变

化：从手写病历到电子病历，从听电话记录出车地址到 GPS 定

位跟踪， 乃至每辆急救车精确到秒的每个救护节点———大数据

时代，院前急救也在与时俱进。

通过加强院前急救基础设施、 车辆装备、 信息化等建设，

“120”与全市多家三甲医院建立联动机制，探索将救护车上心电

图等患者生命体征数据同步传输至医院， 实现院前院内智能化

衔接，精确把握黄金救治时间，为更多生命争分夺秒。

年轻面孔越来越多，院前急救工作“有盼头”

纪实片《紧急救护 120》让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急救医生吴昕成了“网红”。 他

说，2003 年刚进单位时，年轻同事很少；而现在，“年轻的急救医生越来越多了！ ”

更令他感慨的是，院前急救日益受到社会关注和理解。 目前，上海院前急救一线

从业人员约 2800名。 据了解，上海在稳步推进院前急救医师定向培养的同时，正在

健全院前院内联动的急救人才培养制度，同时加强在职人员继续教育，让急救力量

源源不断。

市卫生健康委表示，上海将进一步完善院前急救体系建设，力争通过明后两年

努力，达到“急救站点平均服务半径≤3.5 公里、急救车辆数量每 3 万人 1 辆、急救

平均反应时间≤12 分钟”的目标，让上海院前急救实现“全国服务量最大、服务半

径最短、反应时间最快”，有效保障这座超大城市的安全运行。

积极“保供”让患者拿到救命药
17 种抗癌药昨起纳入本市医保，医院密切关注相关药品配备情况

昨天是 17 种国家医保谈判准入抗

癌药纳入本市医保目录正式执行的第一

天， “平稳、 有序” 是沪上各大医院对

相关药品供应情况的总体评价。 记者

采访获悉， 这 17 种抗癌药主要为治疗

肺癌 、 血液肿瘤和实体肿瘤的药品 ，

本次纳入医保后， 有的药品的个人负

担将降低近 90%， 癌症患者的负担将

大为减轻。

个人负担最高降低近 90%

根据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市医保办 ）发布的消息 ，17 种国家

医保谈判准入抗癌药将纳入本市 2017

年版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

险药品目录。 通过前期准备，已完成药

品信息更新和收费系统调整，昨天起全

面执行。

本次通过国家医保谈判新增准入

的 17 种抗癌药品，涉及非小细胞肺癌、

肾癌、结直肠癌、黑色素瘤、淋巴瘤等多

个癌种，均为临床价值高、创新性强、病

人获益大的药品。

其中，西妥昔单抗等 4 种药品本市

已先行纳入了医保支付， 其余 13 种此

次也全部被纳入。这些药品的医保限定

支付范围和医保支付标准均按国家规

定执行，其中肿瘤靶向药品医保支付仍

延续本市现有政策，实行个人定额标准

自负。

同时，为进一步减轻癌症患者药费

负担，在综合考虑药品价格下降、医保

基金可承受能力等因素后，原先本市已

纳入医保支付的部分肿瘤靶向药个人

定额自负标准也进行了相应下调。

此外，为进一步减轻困难人员自负

药费负担，本市医保部门将肿瘤靶向药

个人定额自负部分同步纳入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各类减负和城乡居民大病保

险支付范围。

以非小细胞肺癌治疗用药“甲磺酸

奥希替尼片”（商品名：泰瑞沙）为例，原

先全部费用患者自负 ， 市场价约为

1760 元/片；现在纳入医保后，个人只需

自负 204 元/片，负担降低了近 90%。

抗癌药谈判降价、纳入医保支付和

个人定额自负标准下调等各方效应叠加

后，本市癌症患者药费负担将明显降低。

癌症国产新药开始占据一席

值得一提的是， 在这张纳入医保

的抗癌药品名单上， 癌症国产原研新

药开始占据一席。 在这一轮国家抗癌

药医保谈判中， “安罗替尼” 成为纳

入医保的唯一一款国产创新药， 今年

11 月又在上海被纳入医保范围， 药品

降价幅度达 50%。

作为治疗晚期肺小细胞癌的新药，

“安罗替尼” 是一种新型小分子多靶点

TKI（酪氨酸激酶抑制剂），今年 5 月获

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 “从药品上市到

纳入医保，整个过程不到半年，药品价

格也从每盒 6000 余元降到了 3000 多

元。 ”参与这一药物临床研究的上海市

胸科医院呼吸内科主任韩宝惠介绍，这

一药物主要针对三线治疗，意味着受益

群体为较为晚期的患者，它有望将患者

生存期延长 10 个月以上。

在胸科医院，此前已有超过 3 万名

晚期肺癌患者接受了这一药物的治疗，

安全性、有效性表现突出。

医院零点起启动药品保
供监控

记者获悉，昨天已有不少肿瘤患者

去医院配药。医院在药品保障方面情况

如何？

在瑞金医院，昨天零时起就针对此

次抗癌药进医保启动了药品监控工作，

医务处、医保办、药剂科、门诊办公室、

计算机中心等相关部门还组成了“药品

专项工作小组”。 “经前期排摸，这次纳

入医保的抗癌药涉及 12 个科室。”相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对患者急需、但眼看

要断供的情况，相关科室将及时反馈至

工作组，并记录下患者信息，由医院与

相关部门协调，确保患者及时获得“救

命药”。

作为本市首家高水平社会办医疗

保险定点医疗机构，上海嘉会国际医院

昨天起也在密切关注 17 种抗癌药的供

应情况。 “这次大部分进口肿瘤药谈判

后的支付标准，较周边国家或地区的市

场价格平均降低 36%， 这对减轻病人

经济负担帮助很大。 ”嘉会医院首席执

行官葛丰告诉记者。

目前来看， 此次纳入医保的抗癌

药不少都是三 、 四线用药 ， 换言之 ，

这些药平日的用量不算大。 通常， 肿

瘤患者的治疗首选一线用药， 当一线

用药无效或耐药后， 再考虑二、 三线

用药。 有肿瘤医生告诉记者， 得益于

国家药品审评审批改革等新政， 一批

临床急需的 “救命药” 正加快上市脚

步， 而由于上市药品 “太快、 太新”，

药品出现一时断供是可能的， 需要动

态关注市场供应情况。

对此， 市人社局也提醒参保人员：

此次纳入医保的 17 种抗癌药中，有 13

种原先在上海都是自费的，大部分是这

几年新上市的品种，用量不多，所以医

院基本都没有配备。 这次通过前期准

备，已有部分医院开始配备，其他有需

求的医院也正在陆续进药，但医院进药

需要一个过程。

记者了解到，不少医院将密切关注

药品供应情况，并将情况实时上报相关

部门。为保证这项惠民政策能尽快惠及

患者，本市医保部门也表示将继续会同

其他相关部门支持、配合、督促有需求

的医院及时配备这些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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