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推迟迟一一天天拿拿药药，，880000多多的的药药省省了了112200
取消药品加成首日，三名患者喜忧参半

本报记者 王小蒙 孔雨童

“药罐子”孙先生：
仅两种药就年省500元

6月1日一早，山东大学齐鲁
医院门诊楼的电子屏已经开始
滚动播放“取消药品加成”的提
示。不过，不少患者并没有过多
留意，对新政策也不是很了解。

市民孙先生却早有准备，因
为知道药品要降价的消息，他特
意推迟一天来医院拿药。1 日一
大早，他来医院拿了两袋子的
药。“便宜了不少，比平时多拿了
一半的药，省得来回跑了。”

孙先生拿出 1 日和 5 月 16
日的缴费单对比，光“单硝酸异
山梨”和“苯磺酸左旋氨”两种药
就比往常便宜了 23 元。这样算
下来，他一年就能省下 552 元。

刚在济南市中心医院拿完
药的市民张时定也盘算了一下，
他一次就省了120元。今年已经
85岁的他，患有糖尿病和高血压
等慢性病，每半个月就要到医院
拿一次药。张时定的账单上共有
四种药，治疗支气管炎的药品就
从95元降到了80元，他一次拿了
三盒，省下 45 元。“原先拿这四
样花八百多，现在不到七百。”

常复诊的老张：
药省4元诊察费涨27元

此次医改前，张时定每周都
要找他的“专属”医生检查一次，
听听支气管的情况，再让医生指
导一下用药。诊察费上涨后，他
打算改为每半月复查一次。“原
先挂号才花6块，现在一次就得
15元，虽然药价降了，但来得多
了还是不划算。”

取消15%药品加成的同时，
为弥补医院带来的损失，参与改
革的58家省市级医院的门诊诊
察费也有所提高。其中市级主任
医师的诊察费由6元调整到20元

（中医22元），比省属公立医院便
宜5元。副主任医师的诊察费由6
元调整到15元（中医17元），比省
属公立医院便宜3元。三级医疗
机构的普通门诊诊察费由4元调
整到6元（中医8元），和省属公立
医院持平。

这样算下来，拿药多的慢性
病患者得了实惠，而对于用药少
的市民陈女士来说，药品降价却
让她高兴不起来。她每三个月要
拿一盒优甲乐、找医生复诊三
次。“零差价后便宜了不到4块
钱，但诊察费却贵了27块钱。”

甲状腺癌患者赵先生：
手术费多花1000元

1日，齐鲁医院的磁共振和
CT检查室人满为患，市民刘女
士带着自己4岁的儿子来做右腿
的磁共振，她告诉记者，之前听
说900多块钱，但是今天发现只

要800多元。
“仅颅脑核磁平扫一项就从

960元降到550元，降幅达到410
块钱。今天上午人太多了，来这
么多人，不知道是不是跟检查费
降价有关。”CT检查室一名工作
人员说。

在检查费降低的同时，各级
医院的手术费也都进行了上调。
医院等级不同调价不一，手术难
度越大涨价越多。其中，省（部）
属公立医疗机构，一级和四级手
术分别提高了10%和75%。而市
级医院的一级和四级手术费分
别上调10%和50%。

以三甲医院的甲状腺癌患
者赵先生为例，调整后光手术费
就上涨一千元。“涉及甲状腺方
面的手术基本都是三级、四级手
术。因为它位置较为特殊，做不
好很容易出问题，对医生的技术
考验较大。”省城一医生说。

“这种调整就是为了从以药
养医转变为以技养医。”一家医
院的科室主任说，以药养医之
下，容易出现大处方、高价药，而
以技养医则更大程度上肯定了
医生的职业价值。与此同时，公
立医院手术、诊疗费等的提升和
差异，也是为进一步引导分级诊
疗的实现。“当市民有了小毛病，
因为价格杠杆主动选择一些社
区医院和小医院，医疗资源也就
能够更好配置，不仅社区医院得
以更健康发展，大医院也不再每
天都人满为患。”

又又有有俩俩医医院院推推出出百百元元专专家家号号
齐鲁医院最高300元

本报记者 王小蒙 孔雨童

6月1日，在参与改革的公
立医院调整诊察费的同时，
又有两家医院的知名专家号
调价。其中，山东大学齐鲁医
院的知名专家号分为三档，
最高300元；济南市中心医院
也推出十位知名专家号，最
高150元。

1日当天，山东大学齐鲁
医院的挂号窗口已经挂出了
关于知名专家号的温馨提示。
知名专家号分为三个档次，价
格分别是100元、200元和300
元。但挂号窗口工作人员表
示，目前只能挂100元和200元
的知名专家号，300元的专家
号尚未推行。

放开知名专家诊察费以
来，山东省胸科医院已经率先
上调知名专家号价格，新增12
位百元专家号。紧接着，山东省
眼科医院也推出一位180元的
知名专家号。齐鲁医院已经是
省城第三家调价的省级医院。

此外，济南的市级医院也
有了百元专家号。1日下午，记
者在济南市中心医院看到，门
诊楼一楼东侧专门设有两个
知名专家诊室和候诊室，墙上

挂有十位知名专家号的详细
介绍，分别来自烧伤、心内和
内分泌等多个科室，但目前还
没有开诊。

“知名专家号价格定为100
元和150元两种，知名专家一周
坐诊时间应该不会超过一天。”
济南市中心医院相关负责人介
绍，近来医院正忙着落实药品
零差价的事，知名专家号的具
体开诊时间还不确定。

除了山东省胸科医院、山
东省眼科医院和齐鲁医院外，
省城不少医院都已选定了知
名专家，但目前尚未进行调
价。“看看其他医院怎么做我
们再说。”因为担心调价对于
患者影响较大，不少三甲综合
医院仍按兵不动。

比如，山东省立医院已经
制定了知名专家门诊的方案，
但目前尚未实行。另外，在山
东大学第二医院和省千佛山
医院等知名医院，也未见知名
专家号调价的动静。“可能有
些知名专家号的价格比老百
姓的预期要高。”省城某三甲
医院医务处相关负责人说。而
济南的几家市级医院尽管早
已设有知名专家号，但目前仍
然是主任医师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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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日，省城58家参与改革的医院集体取消药品加成，除中药饮片外，500元以下的药品降价15%，
超过500元的药品降75元。得知药品要降价，长期用药的孙先生特意推迟一天来拿药，还比平时多拿了
一半的药量，一年能省下500多元。而对于用药较少的患者陈女士来说，她拿药省下的钱却抵不了门诊
诊察费的上涨。

葛相关新闻

光光取取消消加加成成难难除除以以药药养养医医

我国的“以药养医”从
1954年开始。当时,财政对医疗
机构进行补贴，同时允许医疗
机构将药品价格的15%加成留
用。上世纪80年代后期，政府
投入占比越来越少，医院运行
成本却越来越高。医院要“养
活自己”，一个重要的收入渠
道，就是药品加成收入以及医
疗服务收入。目前，这已占据
医院收入的四成以上。

在发达国家，医院药品
收入一般只占10%—20%，医
疗服务收入占大头，医院“以
医养医”，收支结构合理，医
生因而能够也愿意专心治

病。而在“以药养医”机制下，
医院收入与药品收入直接挂
钩，医院通过多开药、用贵药
增加收入，不规范的诊疗行
为难以避免。

医疗改革也应对上游药
品生产领域进行改革。同样成
分的药品改个名、换个包装，
价格就翻番，医院只能买高价
药。治疗“以药养医”的顽疾，
不是单纯取消药品加成，必须
同步建立公立医院的补偿机
制，完善药品的采购方式，改
变医保支付方式，才不致“按
下葫芦浮起瓢”。

(据人民日报）

济南市中心医院增设了知名专家号。 本报记者 王小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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