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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关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以下
简称“芜湖二院”）超收患者21万元的新闻
引发社会关注，芜湖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
成立了由市政府分管负责人任组长的联合
调查组。

2023年7月18日，芜湖市医保局接到省
局交办杨某某信访举报件，反映芜湖二院在
其父因脑出血住院期间通过虚构、串换诊疗
服务等方式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芜湖
市医保局在安徽省医保局的指导下，在做好
数据筛查分析基础上，于8月8日与安徽省
医保局组成20余人的省市联合检查组进驻
该院，对举报人父亲住院期间医院收费和医
保报销情况进行全面核查。

经查，该院涉及违规医疗总费用 21.82
万元，其中违规使用医保基金18.70万元。

为维护医保基金安全，保护患者合法权
益，根据该院与芜湖市医保部门签订的定点
医疗机构医保服务协议，芜湖市医保局先行
按协议进行了处理：

一是全额追回违规使用的医保基金，并
按30%顶格扣罚违约金56074.41元；

二是约谈医院有关负责人，责令其立即
整改；

三是分别移交公安、卫健部门进一步核
查处理。

目前，以上各项处理措施均已完成。同
时，芜湖市医保局已按照《医疗保障基金使
用监督管理条例》，启动行政处罚程序。在
对举报问题开展核查的同时，省市联合检查
组举一反三，对该院2022年4月1日—2023
年 5 月 31 日医保基金使用情况进行
了全面延伸检查，目前正在进一步核
实。

目前，芜湖二院已对涉事的护士
长作记过处分并停职检查，对负有管
理责任的重症医学科主任警告处分，
对负有监管责任的院医保办主任警
告处分和调整职务。市联合调查组
正在对举报中涉及的事项进一步调
查核实，对于所有查实的问题，将依
法依规严肃处理。

据芜湖市医保局

中药材价格翻倍
医生不敢给患者开

“现在川贝（松统）市场价5600元/公斤，炉贝会便宜
些，每公斤也要4700元。”安徽亳州以盛产中药材而闻名，
近日，亳州某中药材批发商杨女士向记者表示。

记者在中药材天地网搜索发现，前几年，川贝（松统）的
价格多维持在每公斤3000多元，今年价格不仅涨至4000
多元，部分月份高达5000元以上。以亳州药市为例，8月
份川贝（松统）报价一度高达5200元，现在虽有所回落，但
也维持在5000元。

相较一直处于价格高位的川贝，杨女士称，“浙贝涨幅
更为明显，现在每公斤180元，较去年涨了几十块。”“不仅
是浙贝，亳州中药材市场里，1000多种中药材中，几百个品
种价格都出现了上涨。”杨女士补充道。

据相关行业协会6月发布的报告，在安徽亳州、河北安
国、四川成都、广西玉林等几大中药材批发交易市场，相比
去年同期，有超200个常规品种涨幅高于50%，25个常用
大宗药材涨幅超200%，个别品种甚至涨价4至9倍。

这波中药材涨价，北京某中医院皮肤科医生深有体会，
“酸枣仁、黄芪等中药材涨价比较厉害，像治疗失眠焦虑的
酸枣仁，都不敢给患者开。就这一味药，仅开1服（30克），
都要31元，7服需要200多元。如果患者用量大的话，价格
更贵。”

猫爪草也是涨幅居前的中药材品种之一。10月底，小
金出于治疗肺结节的需求，去当地药铺抓药，就被猫爪草的
价格“刺了一下”。

“医生称，药房的猫爪草0.85元1克，这意味着，不到一
个月，猫爪草1克涨了0.35元。”小金表示，“上回21服药，
不加猫爪草花了400元左右，这次若加上猫爪草，可能要近
1000元。”

从中药材天地网监测数据看，这几个月，猫爪草涨势尤
为迅猛。安国药市上，一季度每公斤还停留在85元至90
元，进入10月份，每公斤已涨到420元。上述医生提到的
酸枣仁，2022年下半年以来，价格一路飙升，如今价格维持
在每公斤八九百元。

中药材今年以来
涨价为何这么“凶”

今年以来，当归、党参、柴胡、甘草、白术、猫爪草等常见
中药材价格出现明显涨幅，引发广泛关注。

此前中药材酸枣仁每公斤涨至千元，就被人调侃，“本
来是治失眠的，看完价格更睡不着了。”近期，河南周口冯塘
乡一药材种植户收割白术时，被百余人哄抢，当事人也提
到，今年白术收购价格较高。

为何这波中药材上涨如此之“凶”？在杨女士看来，这
里面既有部分中药材减产、日常养生保健需要，亦有人为操
作等因素。

以当归为例，2022年由于当归减种叠加天气原因，使
得当归产量大幅减少。市场供不应求下，导致今年当归价
格持续攀升。

价格周期性循环以及下游消费需求复苏亦是重要影响
因素。

亳州市中药饮片产业促进会此前提到，周期规律影响
下的旺销期，往往购销活跃，货源紧缺致药材价格上扬，个
别品种出现暴涨。本轮中药材市场价格的普遍上涨正处周
期性的高点位。“而近年来中医药在国内外的认可度和应用
范围不断扩大，也导致中药材的需求量持续增加。”

市场需求增加下，受制于部分中药材种植困难、供应链
短缺、药材质量标准提升等因素，导致中药材供应不足以及
成本上升，进而推高中药材价格。

此外，不管是记者近期采访的药材批发商，还是各地相
关协会此前发布的报告中，都指向一个因素：资本涌入炒作。

“资本缺乏投资渠道，从而促使大量业内外资本流入农

多种呼吸道疾病近期“来势汹汹”

川贝止咳 却止不住价格猛涨

秋冬季节，多种呼吸
道疾病“来势汹汹”，不少
人“盯”上了具有化痰止咳

平喘功效的川贝。
近年来，国内中药材价格进入上

行周期，如今的川贝价格让不少人为
之一惊，“想买点川贝放到家里用来
蒸雪梨，结果要10元1克，川贝现在
这么贵了吗？”为何川贝等中药材价
格上涨如此厉害？

产品炒作，特别是中药材领域，人为造成货源
垄断价格暴涨。”中康科技中药大数据中心首
席分析师贾海彬表示，而一些金融和投资机

构也趁势而入，开展供应链金融、仓单质押，甚至
“加杠杆”为囤货炒作提供便利。

河南禹州市是中国四大药都之一。禹州药业
商会会长贾少伟接受媒体采访时还曾透露，受炒

作资金影响的药材有一个共同特点——产地集中。他以
猫爪草为例进行解释，猫爪草主产于河南淮滨一带，别的
地方产量非常小。炒作资金从产地购买囤货后，便可以
很大程度上影响中药材定价。

为此，中国中药协会7月发布的倡议书中就明确，坚
决反对、也绝不以任何形式参与到哄抬和操纵药材价格、
投机炒作等扰乱药材市场秩序的不正当乃至违法行为中
去。

中药材疯涨之后
市场能迎来降温吗

常见中药材价格上涨，会推高中成药原料成本。但
医疗机构药品招标采购价格和终端价格短期内难以调
整，导致药企在原料采购、生产销售中“两头受挤”。

记者注意到，多家药企在投资者互动平台上表示，中
药材价格持续上涨，对公司生产成本有一定压力。康美
药业还提到，受国内中药材原料价格持续上涨以及产地
减产等多重因素影响，在医疗机构采购价格不变的情况
下，公司中药饮片销售毛利同比下降。

面对原材料价格上涨带来的成本压力，药企也纷纷
采取经济批量进货、加大战略性采购储备、建立药材种植
基地等措施。

但如亳州市中药饮片产业促进会所说，原材料价格
走高下，不仅会使生产企业产能下滑，为中药质量下降埋
下隐患。从大的层面讲，还会使中药饮片价格上涨，加重
医保基金负担，资本炒作更是会导致供需严重失衡。随
着中药材逐渐产新，市场供求比例严重失调，中药材价格
指数随时面临急剧下降，最终导致中医药全产业链受到
严重冲击。

康美·中国中药材价格（日）指数显示，2023年8月份
升至高点以后，该指数震荡下滑，截至12月3日，指数已
较8月份高点下跌约6.8%。

随着近月跌价品种增加，有分析称，“这也是在提醒
业内，即使是市场普涨，下跌风险也依然存在。一旦产能
过剩，需求又没有大的提振，市场终归会回到正常行情。”

在贾海彬看来，随着国家高度重视中药材价格暴涨
问题，短期内中药材价格“失控”态势有望得到遏制。但
如果不解决产业链结构失衡问题，中长期来看，中药材价
格仍将大幅波动。

为应对这个困局，贾海彬认为，还须尽快建立全国统
一的中药产业大数据中心，进一步发挥市场调控作用。
同时，建立不同需求维度质量标准，需求端加速与产销对
接，配套服务也需快速落地。

从相关行业协会倡议来看，加快建设中药材战略储
备库，打造中医药指数发布平台，鼓励企业建立中药材种
植基地，延伸中药产业链，以及加强对中药材市场的监管
等，也成为“破局”之道。 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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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二院超收患者21万
涉事护士长已被停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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