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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新增 126种药品
　　中国国家医疗保障局 13
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
2023 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
整有关情况。国家医保局医药
服务管理司司长黄心宇表示，
本次调整新增 126 种药品；15
个目录外罕见病用药谈判 /竞
价成功，填补 10 个病种的用
药保障空白。
　　谈及目录调整的总体结
果，黄心宇介绍说，经相应程
序，本次调整共新增 126 种药

品，其中肿瘤用药 21 种，新
冠、抗感染用药17种，糖尿病、
精神病、风湿免疫等慢性病用
药 15 种，罕见病用药 15 种，
其他领域用药 59 种。同时调
出了 1种即将撤市的药品。
　　本次调整后，国家医保药
品目录内的药品总数将增至
3088 种，其中西药 1698 种、
中成药 1390 种，慢性病、罕
见病、儿童用药等重点领域的
保障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

　　黄心宇还表示，在谈判 /
竞价环节，有 143 个目录外
药品参加，其中 121 个药品
谈判 /竞价成功，成功率为
84.6%，平均降价 61.7%，成
功率与价格降幅均与 2022 年
基本相当。叠加谈判降价和医
保报销因素，预计未来两年将
为患者减负超 400 亿元 (人民
币 )。
　　据当天的发布会介绍，本
次调整，共有 15 个目录外罕

见病用药谈判 /竞价成功，覆
盖 16 个罕见病病种，填补 10
个病种的用药保障空白。
　　此外，今年对谈判药品 2
年协议到期后的续约规则进行
了完善，明确规定对达到 8年
的谈判药纳入常规目录管理；
连续协议期达到或超过 4年但
未达 8年的品种，如触发降价
机制，降幅减半。得益于本次
规则调整，26个药品实现了“以
更小价格降幅成功续约”的目

标。
　　据黄心宇介绍，经过国家
医保局成立以来连续 6年目录
调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
的程序规则更加完善，评审测
算更加透明，企业对药品价格
的预期更加客观理性，加之获
批上市的新药数量逐年增多，
使得本次调整新增进入目录的
品种数量较去年进一步提高，
患者受益水平稳步提升。

国家统计局：2023 年全国粮食总产量 13908亿斤

　　据国家统计局网站 11 日
消息，根据对全国31个省(区、
市 )的调查，2023 年全国粮
食播种面积、单位面积产量和
总产量分别如下：
　　一、全国粮食播种面积

118969千公顷(178453万亩)，
比 2022 年增加 636 千公顷
(955 万亩 )，增长 0.5%。其
中谷物播种面积 99926 千公顷
(149890 万亩 )，比 2022 年增
加 658 千公顷 (986 万亩 )，

增长 0.7%。
　　二、全国粮食单位面积产
量 5845 公斤 /公顷 (390 公斤
/亩 )，比 2022 年增加 43.6
公斤 /公顷 (2.9 公斤 /亩 )，
增长 0.8%。其中谷物单位面

积产量 6419 公斤 /公顷 (428
公斤 /亩 )，比 2022 年增加
40.0 公斤 /公顷 (2.7 公斤 /
亩 )，增长 0.6%。
　　三、全国粮食总产量
69541 万吨 (13908 亿斤 )，比

2022 年增加 888 万吨 (178 亿
斤 )，增长 1.3%。其中谷物产
量 64143万吨 (12829亿斤 )，
比 2022 年增加 819 万吨 (164
亿斤 )，增长 1.3%。

农业农村部发布八项举措应对极端天气
　　据农业农村部网站消息，
为做好冬春农业防灾减灾救灾
工作，全力赢得夏季粮油丰收
主动权，确保蔬菜等“菜篮
子”产品稳定供应，近日，农
业农村部办公厅印发《今冬明
春科学应对厄尔尼诺防灾减灾
保安全稳供给预案》(以下简
称《预案》)，要求各地牢固
树立“防灾就是增产、减损就
是增粮”“防重于救”等理念，
积极应对、主动避灾、科学防
灾，切实减轻灾害损失。
　　《预案》分区域、分灾种
提出农业防灾减灾救灾主要措
施。一是防范北方冬麦区可能

低温冻害。开展冬前镇压，分
级分类冬灌；强化早春田管，
密切关注天气变化，降温前及
时灌水改善墒情，防御冻害；
对遭受冻害麦田，分类施肥补
救，促进恢复生长。
　　二是防范北方冬麦区可能
春旱。提前检修灌溉设施，一
旦旱情发生，集中有限水源浇
水保苗；早春大力推广耙耱划
锄镇压等措施，促进返青生长；
叶面喷施抗旱保水剂，增强植
物的抗旱性。
　　三是防范露地和设施蔬菜
可能雨雪冰冻灾害。提早检修
棚室，及时清除积雪；设施蔬

菜及时加保温棉被、草苫防寒，
露地蔬菜加强中耕培土，寒潮
过后遮阳覆盖，防止冻害；科
学运筹肥水，搞好蚜虫、软腐
病、霜霉病等病虫防控；密切
关注市场动态，及时发布供求
信息，推动产销衔接，大中城
市提早安排应急保供生产。
　　四是防范江南油菜可能渍
涝和冰冻灾害。提前清沟降
渍，保持“三沟”畅通；及时
中耕除草，控旺促壮；寒潮来
临前，提前喷施生长调节剂防
寒抗冻；对受冻油菜，及时清
除冻叶冻薹、追肥促长；春季
根据苗情及时适量追施薹肥。

　　五是防范畜禽水产养殖可
能雨雪低温冻害。检查维修畜
禽棚舍及池塘塘埂，做好圈舍
池塘等养殖设施设备保暖防
冻，强化饲养管理和科学投喂，
加强饲草料等物资储备和畜禽
销售，加强重大动物疫病监测
防控，防止季节性反弹。
　　六是防范东北中东部可能
春涝。及早腾茬整地散墒，确
定适宜熟期品种并做好种子准
备；加强机具调度，组织好机
耕机播作业，提高播种质量。
　　七是防范东北西部可能春
旱。合理调整结构避灾；推广
免耕播种、抗旱“坐水种”、

地膜覆盖、膜下滴灌等抗旱技
术；科学确定主推品种，及早
搞好种子调剂调运。
　　八是防范西南地区可能冬
春连旱。千方百计广辟水源，
修缮建设农田集雨蓄水设施；
冬闲田提早蓄水备耕；推广水
稻集中育秧、旱育秧等技术；
有水源的地区及时浇灌保苗；
无水源地块，及时喷施抗旱保
水剂，因旱绝收地块因地制宜
改种补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