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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药价降了，医院看病却不便宜
专家：解决看病贵，还要改医疗体制
本报记者 李芳芳 实习生 孙静波

自 28日起，部分主要用于治疗感染和心血管疾病的抗生素和
循环系统类药品最高零售价格将下调，涉及 162个品种，这是国家
第 28 次在药品价格上下手，但是具体效果如何呢？28 日，记者就
此采访了相关部门和市民。

罗红霉素售价降了近一半
在东岳大街一个药店里，准备给留

学的儿子买药的张女士，忽然发现平日
里经常买的消炎药，竟然比以前的价格
便宜了。“听药店的员工说，这部分药品
开始降价了，真是好事情。”张女士说。

28 日上午，记者走访了泰城多家药
店发现，已经有部分药店收到了降价的
通知，但更多的药店表示还不清楚这件
事情。“是哪类药品要降价啊，降价幅度
是多少，看来我们也要调价啊。”东岳大
街西段永春堂药店的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

位于岱庙附近的漱玉平民大药房一位
姓梁的女士告诉记者，26 日就接到了总部

送来的价格表，一部分抗生素类和心血管
类的药品要降价，她和同事已经把降价药
品的价格标签重新调整完毕。“平日里接触
最多的比如罗红霉素，降价幅度最大，由原
来11 .5 元降到了 6.8 元，其他的抗生素类
和心血管类药品，降价幅度基本在 2 到 4
块钱之间。”梁女士说。

“经常看新闻，所以早就知道部分药
品要降价了，这些药品主要是用于治疗
感染和心血管疾病的抗生素和循环系统
类的药品，调整的价格是此类药品的最
高零售价，调整后的价格比现行规定价
格平均降低 21%。”岱宗大街西段经营华
康药店的关大政告诉记者。

屡次降价，看病却不见便宜
虽然近 7 年来，国家发改委连续 27

次降药价，但记者调查发现，老百姓仍然
普遍反映看病贵。家住大桥社区的李阿姨
因肺炎曾两次住院，结果每次都花费在两
万元左右，“从住进医院到出院，天天打点
滴，后来算账时才发现往身上输的哪是药
啊，全是百元大钞。国家老说降药价，怎么
降来降去还这么贵呢？”李阿姨不仅疑问
道。

经常光顾药店的市民王女士也有着
自己的疑虑：“老伴有心绞痛这个毛病，要
常年服用保心包，但药品降价后，医院开
的处方药上又换了另一种更昂贵的药品，
看病还是不便宜啊。”

针对这样的疑问，华康药店老板关
大政告诉记者，每次药品调价针对的
都是最高零售价，但市面上药店里的
药品价格基本都采用市场价，也就是
在批发价的基础上上浮几个百分点，
药品调价行为对他们来说影响并不是
很大。

泰前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宁方莉院长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二级以
上的医院药价执行的是零售价，国家出
台药品调价文件主要针对这些医院，而
看病贵的问题也同样是出现在大医院。
那么，药价降了看病还不便宜的原因，就
要从其他方面找原因了。”宁方莉说。

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药剂
科耿涛主任介绍，这次药品降
价，对医院的影响明显高于对
药店的影响，医院的利润空间
会被压缩，因此对于减轻群众
看病负担还是有作用的。

泰前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宁方莉院长表达了自
己的观点，市民看病贵的原因
有很多，比如医院补偿机制不
健全、医疗资源配置不合理、药
价虚高严重等，单纯靠降低药
品价格来解决看病贵的问题是
不太现实的。

“我觉得药品降价只是权
宜之计，真正解决看病贵这一
难题，还要从医疗体制改革上
入手。”宁方莉分析说，比如加
快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
设，不断扩大医疗保障范围覆
盖面，加强对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的组织领导，落实工作责任。
同时，严抓医德医风建设，严厉
打击各种歪风邪气，也是很重
要的工作。

解决“看病贵”

还要看制度

部分抗生素类药品降价。 本报记者 李芳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