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 3 月 14 日电(记者张泉)国家
医保局 13 日发布《 2019 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
调整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将根据基金支付
能力适当扩大目录范围，优化药品结构，进一步
提升基本医保药品保障水平，缓解用药难用药
贵问题。

本次调整以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的药品信
息为基础，由专家按程序科学规范评审确定，并
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目录调整将充分发
挥西药和中医药各自优势，统筹考虑西药和中
成药数量结构和增幅。

根据征求意见稿，调入的西药和中成药
应当是 2018 年 12 月 31 日(含)以前经国家药
品监督管理局注册上市的药品。优先考虑国
家基本药物、癌症及罕见病等重大疾病治疗
用药、慢性病用药、儿童用药、急救抢救用
药等。

根据药品治疗领域、药理作用、功能主治等
进行分类，组织专家按类别评审。对同类药品按
照药物经济学原则进行比较，优先选择有充分

证据证明其临床必需、安全有效、价格合理的
品种。

调入分为常规准入和谈判准入两种方
式，在满足有效性、安全性等前提下，价格(费

用)与药品目录内现有品种相当或较低的，可
以通过常规方式纳入目录，价格较高或对医
保基金影响较大的专利独家药品应当通过谈
判方式准入。

中药饮片采用准入法管理，国家层面调
整的对象仅限按国家药品标准炮制的中药饮
片。

药品目录内原有的药品，如已被国家药
品监管部门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的，应予调
出；存在其他不符合医保用药要求和条件的，
经相应评审程序后可以被调出。

此次目录调整还将同步调整完善药品目
录凡例、使用管理办法，规范药品名称剂型，
适当调整药品甲乙类别、目录分类结构等内
容。在甲乙类别调整过程中，优先考虑基本药
物。

征求意见稿提出，将于 2019 年 6 月印发
新版药品目录，并公布拟谈判药品名单，8 月
将谈判成功的药品纳入药品目录，同步明确
管理和落实要求。

医保药品目录调整，抗癌药优先调入

据新华社上海 3 月 14 日电(记者仇逸)
和欧美肺癌高危人群筛查普遍将吸烟史作
为首要条件、起始年龄定位为 5 5 岁不
同，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胸科医院呼
吸内科主任韩宝惠教授向记者解读新鲜出
版的我国肺癌临床诊疗指南时表示：我国
肺癌高危人群为年龄 45 岁至 70 岁，有吸
烟史、有毒有害物质接触史 (相关职业
史)、恶性肿瘤家族遗传史的群体，需定
期筛查。

肺癌是我国发病率和死亡率都位列第一
的恶性肿瘤，为进一步提升我国肺癌诊疗规
范化水平，由中华医学会、中华医学会肿瘤学
分会、中华医学会杂志社共同牵头，韩宝惠教
授为首的全国 50 余位肺癌权威专家，历时一
年多，修订完成了《中华医学会肺癌临床诊疗
指南(2018 版)》。

韩宝惠教授告诉记者：我国无论男
女，从 45 岁起肺癌的发病率就开始“爬
坡” ；而且不同于欧美，我国没有吸烟史
的女性肺腺癌的发病率偏高。“因此，我
们首次在指南中将高危人群筛查作为章节
介绍，提出了更适合中国人群的高危人群
筛查标准。”

专家表示，全国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
国每年新发肺癌患者约 78 万人；随着肺癌
诊疗水平提升和靶向治疗、免疫疗法在内
的综合治疗手段开展，肺癌患者的生存期
不断延长，全国需要治疗的肺癌患者估算
已达约 200 万人。和传统印象中肺癌会咳
嗽气喘、痰中带血不同，早期肺癌是没有
明显症状的，因此高危人群筛查十分重
要。

新华社北京 3 月 14 日电英媒称，一项研
究发现，空气污染在全球造成的死亡人数比
吸烟还多，并且目前因空气污染而丧生的人
数比过去认为的更多。

据英国《泰晤士报》网站 3 月 12 日报道，
研究人员估计，空气污染目前在全球造成
880 万人早逝，而不是先前估计的 450 万人。

报道称，研究人员使用一种新方法来计
算空气污染的影响。这种新方法更关注因空

气污染导致的心脏病和中风等心血管疾病。
暴露在车辆和工农业生产排放的细微颗粒中
会造成心血管疾病。

研究人员估计，2015 年，空气污染导致
欧洲 79 万人死亡，其中有 40% 至 80% 的人
死于心血管疾病。

报道称，在英国，每年约有 8 万人死于吸
烟引起的相关疾病。但这项研究发现，从全球
看，空气污染造成的死亡案例比烟草造成的
死亡案例更多。

报道称，在没有空气污染的情况下也会
发生死亡，而除这种情况之外的死亡就是科
学家所说的“额外死亡”。很多时候，空气污染
会导致已经患病的人比预计早数周或数月死
亡。

研究人员使用一种计算机模型来计算死
亡人数。该模型会模拟各种大气过程，以及它
们同自然界和能源生产、车辆、工农业生产等
人造来源排放的化学物质之间相互作用的方
式。

他们发现，在世界范围内，空气污染每年
会导致每 10 万人中出现 120 例额外死亡。在
欧洲，这个水平甚至更高。较稠密的人口和不
良的空气质量每年分别导致每 10 万人中出
现 133 例和 129 例额外死亡。

45 岁起肺癌发病率“爬坡”

我国新版肺癌临床诊疗指南出炉

空气污染致全球 880 万人早逝

比烟草造成的死亡案例更多

心血管疾病成人类“头号杀手”

每 3 个死亡的人中就有 1 人死于心血管疾病

新华社北京电英媒称，随着医疗卫生的
进步和改善，全球人口预期寿命持续提高。尽
管如此，在世界范围内仍有许多人过早夭折，
或是死于本来可以预防的疾病。那么，到底是
什么才是造成人类死亡的头号杀手呢？

据英国广播公司网站 3 月 6 日报道，
2017 年，全球共有 5600 万人死亡，70% 以上
的人死于非传染性慢性病。其中，最大的单一
杀手是心血管疾病，即跟心脏和动脉有关的
疾病。每 3 个人当中就有 1 人死于与心血管

有关的疾病。

排在前 10 名的死亡原因分别是：心血管
疾病，癌症，呼吸系统疾病，糖尿病，下呼吸道
感染，失智症(俗称老年痴呆症)，新生儿死
亡，腹泻病，交通事故，肝病。

报道称，在世界人口死亡原因方面，可能
最让人感到震惊的是一些很容易预防的死亡。

例如，2017 年全世界大约有 160 万人死
于腹泻。在有些国家，它甚至是头号杀手。

另外一个可预防死亡的领域与新生儿有
关。2017 年，全世界大约 180 万新生儿在出
生后的 28 天内夭折。

交通事故死亡率也居高不下。2017 年大
约有 120 万人死于车祸。

此外，自杀也是导致非正常死亡的主要
原因之一。全球范围内，由于自杀而导致的死
亡比他杀高出两倍。

报道称，人类在抗击疾病、减少整体人口
死亡率，以及提高预期寿命方面仍有很长一
段路要走。

报道称，除了继续提高和改善卫生、营养
和疫苗等基本医疗保健外，加强安全措施和
改善心理及精神健康也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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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质量影响痴呆症？你可能想错了
饮食质量与痴呆症不相关，但调整饮食结构有助预防痴呆症

新华社伦敦 3 月 13 日电(记者张家伟)一
项国际研究发现，成年人到中年后的饮食质量
与痴呆症的发病风险不存在必然关系，不过研
究人员也表示未来还需更深入分析来验证相关
结论。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 13 日发表新闻公报说，
该校与法国卫生和医学研究所领衔的团队对超
过 8000 名成年人的长期健康数据进行了深入
分析，这些成年人平均年龄 50 岁，其中有 300
多人在数据收集期内患上痴呆症。在这期间，研
究人员通过定期的饮食调查问卷来收集相关数
据，健康的饮食主要指每餐包括更多蔬菜、水
果、全谷物等。

这一团队发表在新一期《美国医学会杂志》

上的论文说，他们没有观察到这些人的饮食
质量与痴呆症风险有明显关联。不过，研究人
员表示，他们还是发现饮食质量与死亡率存
在一定关系。

报告作者之一、伦敦大学学院的塞韦里
娜·萨比亚说，未来还需更多研究来探讨饮食
与其他生活方式结合能否预防痴呆症，或者
饮食质量对痴呆症风险较高人群是否会产生
影响。

饮食与痴呆症风险之间的关联是近年
来医学研究热点之一。此前有研究发现，以
蔬果、鱼类、谷物和坚果等为主的“地中海饮
食”，有助将痴呆症发病年龄推迟数年。

新华社北京 3 月 14 日电新加坡媒体称，

美国南加州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最新研究发
现，实验小鼠在联合摄入绿茶中的多酚类活
性成分 EGCG 和存在于糙米等食物中的阿
魏酸，成功逆转了阿尔茨海默病症状。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 3 月 8 日报
道，阿尔茨海默病是一种常见的痴呆症。研究
员表示，许多小鼠实验的新发现未必适用于
人体。尽管如此，这一发现表明，某些现有的
植物补充剂或者改变饮食结构有助于预防阿
尔茨海默病。

报道称，研究团队在美国《生物化学杂
志》上介绍，他们将 32 只患阿尔茨海默病的
实验鼠分成四组，每组再分别混入相同数量
健康小鼠作为对比。在 3 个月时间里，研究员

根据小鼠体重给第一组小鼠摄入相应剂量的
EGCG 和阿魏酸作为饮食补充，第二和第三
组小鼠各摄入其中一种成分，第四组作为对
照组，饮食不添加任何一种成分。

在实验前后，研究人员对小鼠进行了一
系列神经心理学测试，发现经过“EGCG+阿
魏酸”组合疗法的阿尔茨海默病小鼠改善了
空间感和记忆力，在测试中的表现与健康小
鼠相当。

论文作者之一、美国南加州大学生理学
和神经科学教授特伦斯·汤说，这一发现“让
我们很受鼓舞”，人们不需要花时间来等待阿
尔茨海默病药物推向市场，而是可以从今天
开始调整饮食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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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前“言”

“亏欠”合作伙伴

让人更愿做牺牲
据新华社北京电美媒称，美国西北大学的一项最

新研究显示，人们更愿意为合作伙伴做出牺牲，而不是
为同样努力却与之毫无关联的人。

据美国每日科学网站 3 月 5 日报道，研究报告第一
作者、西北大学温伯格艺术与科学学院政治学助理教
授、西北大学政策研究所研究员玛丽·麦格拉思说：“这
表明，在我们感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与他人的工作和生
活相互依存时，我们更有可能与他人分享自己的资源。”

不论合作伙伴付出多大努力，这种影响似乎始终存在。
报道称，麦格拉思和来自耶鲁大学的研究报告共

同作者艾伦·格伯发现，有证据表明，这种合作的影响
是通过对合作伙伴产生亏欠感实现的。

麦格拉思说：“在思考这种影响背后的驱动因素
时，我的直觉认为这是出于人们对合作伙伴的义务，而
不是一般的善意——— 人们觉得自己对合作伙伴有所亏
欠。当我对此展开调查时，我为它得到的有力支持感到
震惊：亏欠感确实大大超过了其他可能因素。”

报道称，虽然在许多情况下，报答合作伙伴的冲动
可能是有利于社会的，但麦格拉思指出，优待那些曾为
你的事业作出贡献的人可能会对道德行为带来问题。

有意遗忘某件事

比记住它更费脑
新华社北京 3 月 14 日电美国研究人员通过神经影

像技术发现，遗忘某件事可能比记住它耗费更多脑力。
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研究人员在新一期美国

《神经科学学报》上说，他们向一组健康成年人展示了一
系列场景和人脸的图片，指导他们记住或忘记每一张图
片，并通过神经影像技术跟踪这些人的大脑活动模式。

此前对于“有意遗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定位前额
皮层等大脑控制区域和海马体等长期记忆区域的“热
区”活动。最新研究集中在大脑的感觉和知觉区域尤其
是腹颞皮层上，重点分析这些区域与复杂视觉刺激记
忆表征相对应的脑活动模式。

研究发现，忘记一次不愉快的经历比记住它需要
集中更多的注意力。研究结果不仅证实了人类有能力
选择要遗忘的内容，也表明有意遗忘某件事需要大脑
感官和知觉区域的“适度”活动，这一活动的水平比记
住同一件事要高。

研究人员指出，“适度”的大脑活动对“有意遗忘”至
关重要。大脑活动太强会增强记忆，太弱则无法改变记
忆。具体而言，想要遗忘这一主观意图首先增加了大脑
记忆活动，当这种记忆活动达到“适度”水平时，随后发
生的就是遗忘。

“我们可能想要抛弃会引发不良反应的记忆，比如
创伤性记忆，以便我们能更好地面对新体验，”负责研究
的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心理学助理教授贾罗德·刘
易斯-皮科克说，“一旦弄清楚如何削弱记忆并找到控制
这一过程的方法，我们就能设计出治疗方案，帮助人们
摆脱不想要的记忆。”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袁原)英国伦敦一家养老院的
委托研究显示，有小孩每日来访并一起活动有助于缓
解老人抑郁情绪，令老人们感觉更幸福。

研究期间，有幼儿每天到访位于伦敦南部的夜莺养
老院，与居住在那里的老人一起从事烘焙、唱歌、园艺、
讲故事和早教识数等活动。研究人员观察为期 5 个月活
动对养老院里 40 名老人的影响，并计入老人家属及看
护人员觉察到的变化后发现，与幼儿相处对老人益处颇
多，包括缓解他们的孤独感和抑郁症状、锻炼他们的大
脑、提升他们的幸福感。

参与研究的老人年龄介于 80 岁到 100 多岁之间，
阿尔茨海默病(又称早老性痴呆)患者优先参加。研究
期间，除有孩童来访，儿童的看护人员、早教老师和一
些志愿者等年轻人也来到养老院。据英国《泰晤士报》
11 日报道，夜莺养老院计划试行与孩童共处的疗法，
用以缓解居住在那里老人的抑郁症状。

老人与孩子玩耍

或有助减缓抑郁

新华社耶路撒冷电(记者陈文仙、吕迎旭)以色列
理工学院 10 日表示，以色列和美国研究人员联合研发
出一种用于评估免疫系统“年龄”的方法，从而有助预
测老年人的死亡风险。

该学院说，在生命周期中，随着体内炎症不断增
加，每个人都会经历免疫系统衰减和功能持续减弱的
过程。免疫系统老化会导致破坏性后果，包括感染抵抗
能力受损，患上癌症和心脏病等慢性疾病的风险增加。

量化免疫系统老化过程是一项复杂的挑战，需要随
着时间的推移进行多维监测，这主要是因为免疫系统老
化的速度因人而异，且受遗传因素、健康状况和外部因
素等影响。

据介绍，以色列理工学院和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研
究人员对 135 名不同年龄段健康人群的免疫系统进行
了为期 9 年、每年一次的监测和特征描述，并建立了一
个模型。在所得数据的基础上，研究人员通过指数的形
式，来量化每个人的免疫系统变化。

借助这一新方法，研究人员又对 2000 多名老年人
的免疫系统“年龄”进行了量化。结果表明，免疫系统
“年龄”越大就预示着老年人死亡的风险越高。在同一
年龄段人群中，免疫系统“年龄”大的人，他们的死亡风
险也相对高。

研究人员认为，免疫系统的“年龄”犹如生物钟，有
助判断免疫系统的早期衰弱，从而有利尽早采取降低
老年人患病和死亡风险的预防措施。同时研究人员还
相信，这种新方法还可帮助他们识别影响免疫系统“年
龄”的基因，甚至可以发现影响这一“年龄”的生活方
式、习惯和药物。

免疫“年龄”越大

死 亡 风 险 越 高

880 万人


	15-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