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超级稻攻关试验田收割验产

冲击亩产900公斤意味着什么

9

月
18

日， 湖南省隆回县羊古坳乡，超
级稻高产攻关基地收割验收。 如果该基地
超级稻冲击亩产

900

公斤成功，将成为我国
大面积水稻亩产的最高纪录。

超级稻如何造就？ 亩产创新高又有怎
样的意义？请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验收田亩产毛重超
1200

公斤
9

月
18

日，在湖南省邵阳市隆回县羊古
坳乡雷峰村，超级稻第三期目标亩产

９００

公
斤高产攻关示范基地收割。 农业部委派的
专家组现场监督验收，并将进行产量测定。

据隆回县农业局局长吴厚宾介绍，羊
古坳乡的超级稻高产攻关基地共

150

余亩，

于
2009

年建成，包括了两个超级稻品种。此
次验收的为“

Y

两优二号”品种，于今年
4

月
份播种，面积为

108

亩。

记者了解到，这
108

亩基地全部由当地
一位名叫王化永的种粮大户承包种植，由
湖南杂交水稻中心提供种子以及技术指导
和把关，当地农业部门也有专家参与指导。

2009

年， 王化永连片种植“

Y

两优

3218

”，平均亩产达到
856

公斤，顺利实现第
一期攻关目标；

2010

年，王化永种植“广占
63S/1128

”，平均亩产达到
874

公斤，实现高
产攻关第二期目标。

据记者了解，

108

亩验收田被分为
18

块
并标号，由超级稻高产攻关基地推荐一块，

专家随机抽取两块进行验收， 结果分别抽
取出

２

、

５

、

８

号试验田，随后在专家组现场监
督下进行人工收割、打谷脱粒，随即用化纤
袋装好并编号。

吴厚宾告诉记者，验收稻谷在脱粒后，

要经过去杂质处理，然后在
3

块田中每块取
2.5

公斤样品， 送到科研单位烘干处理，最
后测算出亩产。

该超级稻品种由“杂交水稻之父”袁隆
平院士研制。 袁隆平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表示，只要天公作美，不下大雨，不刮大
风，亩产达

900

公斤希望很大。

羊古坳乡在
17

日出现了刮风下雨天
气。吴厚宾介绍，验收田有少量稻子出现倾
斜和倒伏，但“影响应该不大”。

据了解，

3

块验收田的稻谷毛重均超过

1200

公斤
/

亩，其中最高的超过
1500

公斤
/

亩。

验收结果有望近日出炉
18

日下午， 农业部专家组已经携带取
到的样品赶赴湖南省农科院， 验收的最终
结果有望在近日出炉。

袁隆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经自己
测算， 验收田的稻谷亩产理论上可超过
1100

公斤。据他介绍，实际产量一般情况下
为理论值的

85%

左右，按照这个比例，该品
种的亩产也可达

930

公斤。

袁隆平还表示， 超级稻不仅要追求高
产量，而且要追求高品质。在保证产量的前
提下，要努力提高超级稻的口感。

据介绍，如果“

Y

两优二号”冲击亩产
900

公斤成功，将成为我国大面积（

100

亩以
上）水稻亩产的最高纪录。杂交水稻大面积
亩产

900

公斤，也是世界杂交水稻史上迄今
尚无人登临的一个高峰。

袁隆平表示，良种、良法、良田是保证
水稻高产的三个基本条件，良种是核心，好
的栽培技术是手段，良田是基础。

此前，由袁隆平院士领衔的科研团队，先
后在

2000

年、

2004

年，成功攻克超级杂交稻大
面积亩产

700

公斤、

800

公斤两大世界难关。

记者还了解到，根据相关规定，“

Y

两优
二号” 必须在百亩以上的示范片连续两年
亩产达

900

公斤以上，才能宣告育种成功。

相关专家介绍， 高产超级稻培育需要
较高的技术规范，对土壤也有一定要求，因
此要推广到普通农户尚待时日。

今天为何还要追求更高亩产
在温饱问题已经基本解决的今天，为

什么还要不断追求更高亩产？

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副主任马国辉
介绍， 当前国家下大力气来确保

18

亿亩耕
地的红线， 在我国现有耕地增量有限的情
况下， 提高水稻单产是保证我国粮食安全
非常重要的一条途径。

他说，袁隆平院士领衔的科研团队，通
过努力，使得杂交水稻的亩产由

700

公斤到
800

公斤，再到如今冲击
900

公斤，为保证我
国粮食安全进行了具有重大意义的探索。

马国辉说，如果“

Y

两优二号”冲击亩
产
900

公斤成功，将再次证明，只要有好的
品种、好的种植栽培方法以及优质耕地，我
国水稻仍有较大增产空间和提升潜力。

超级稻较普通水稻具有更大增产潜
力。据统计，“十一五”规划实施的前

3

年，超
级稻累计增产

162

亿公斤， 解决了
1.6

亿人
的吃饭问题。

（据《人民日报》颜珂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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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公安部指挥浙江、山东、河南公安机关破
获一团伙生产销售食用地沟油案件，一条集掏捞、粗
炼、倒卖、深加工、批发、零售等

6

大环节的地沟油黑
色产业链浮出水面。

据了解， 这也是公安机关首次全环节破获以地
沟油为原料制售食用油的重大案件， 这起案件也暴
露了我国在地沟油监管机制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

原料：餐厨垃圾，又脏又臭
2011

年
3

月，浙江宁海警方在“大走访”中接到群
众举报，发现当地有人利用餐厨垃圾等炼制地沟油。

3

月
28

日至
30

日，宁海警方采取行动，先后抓获专门
收购、粗炼地沟油的黄长水等

6

名犯罪嫌疑人。

记者在宁海县见到了已经取保候审的黄长水。

面色黧黑的黄长水，表情显得有些惊惶无措。

“我原来是收废机油的， 后来改做地沟油生意。

这里一些外地人收集餐厨垃圾、掏下水道，然后做些
简单过滤和烧炼， 就成了地沟油， 样子很脏， 味很
臭。”黄长水说。

在宁海县桃源街道隔水洋村的一处小树林里，

用来粗炼地沟油的一口大缸还立在那里。“之前有一
伙人经常偷偷摸摸地在这里烧炼地沟油， 老远就能
闻到臭味；烧完的渣滓里面，像肉骨头、鱼虾、蟹壳，

啥都有。”正在旁边种地的村民杨根木对记者说。

黄长水收来的地沟油又去了哪里呢？“我收的地
沟油后来卖给山东济南的格林生物能源有限公司，

他们说是要拿去做饲料油。”黄长水说。

这家格林公司真的是拿去生产饲料油吗？ 黄长
水透露的一个情况引起了警方的关注———格林公司
的采购员在采购时要测“酸价”，而据业内人士介绍，

只有生产食用油才需要测“酸价”。警方据此判断，格
林公司有用地沟油生产食用油的重大嫌疑。

案件上报后，公安部高度重视，立即挂牌督办。

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孟建柱作出批示，要求以对人
民群众高度负责的精神，坚决一查到底，彻底摧毁犯
罪链条，确保人民群众餐桌安全和生命健康。

生产：分工严格，行动诡秘
根据黄长水交代的线索，今年

4

月至
7

月，警方对
格林公司展开调查。

7

月
4

日， 公安部统一指挥山东、

浙江等地警方协同作战， 成功捣毁济南格林生物能
源有限公司用“地沟油”炼制食用油“黑工厂”，查获
非法生产线

2

条。

在宁海县看守所里，面对记者的提问，格林公司
实际经营者柳立国依然言辞闪烁。

“我们原准备用地沟油生产生物柴油，但生物柴
油没有销路， 我们就改为生产饲料油———我们厂没
有生产饲料油的资格证，属于超范围经营。”柳立国
避重就轻地说。

然而，格林公司真的只是“超范围经营”生产饲
料油吗？

“当时我们在格林公司周围通宵蹲点守候，发现这家工厂戒备森严，工作
人员行动诡秘，往往在凌晨把原料油运进来，把成品油运出去。”全程参与侦破
此案的宁海民警洪聚峰说，“厂区上空飘散着生物柴油厂所没有的油香味，厂
区周围安装了铁丝网和密集的闭路监控，采购、生产、销售等不同环节的人分
工严格，互不知晓。我们判断里面肯定有名堂。”

更令人生疑的是，该公司还采取了一些反侦查措施。

6

月
2

日早上，该公司
一辆运货车驶出厂门，洪聚峰开着一辆当地牌照的普通轿车尾随跟踪。但洪聚
峰很快发现，还有一辆轿车跟在自己后面。紧接着，运货车没有直接上高速，而
是绕城区兜了一个圈子。当他们发现洪聚峰驾驶的车辆也跟着兜圈子时，后面
的轿车上前超车，并急速向洪聚峰驾驶的车辆靠过去，企图通过制造交通事故
来判断洪聚峰的意图。

“当时幸好我及时打轮，车子没撞上，但那次跟踪就没法继续了。”洪聚峰
说，“后来柳立国在接受审讯时交代，每次都会派一辆车跟着运货车，把运货车
送到高速路口才返回。由此可见柳立国‘警惕性’之高。”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副局长王伟标介绍， 犯罪嫌疑人为避讳地沟油这一
“不雅”称谓，对深加工时的油称为“毛油”，出厂后称为“红油”，销售时称为“米
糠油”、“棉籽油”；应付政府监管部门时，则称为“饲料用油”。

销售：批发零售，流入市场
根据格林公司成品油的流向，郑州宏大粮油商行进入警方视野。

7

月
14

日，

公安部指挥浙江、河南等地警方抓获该商行负责人袁一等
17

名犯罪嫌疑人。

如今与柳立国一样身处宁海县看守所的袁一，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

袁一是否知道柳立国卖的是地沟油呢？“我们卖的油颜色重，有一股辣味，

一看就知道与正常的食用油有差别。”柳立国说：“而且我们卖的价格是
8100

元
至
8300

元一吨，正常的大豆油每吨要
10000

元左右。”

“格林公司自己说卖的是米糠油、棉籽油。”袁一为自己辩解说。不过，袁一
也承认，“当时我有些怀疑是地沟油，所以家里炒菜从来不用这种油。”

为牟取暴利，袁一把这些来路不正、自己不敢食用的油，批发给郑州郊县
的一些粮油店，或者经灌装零售给周边的宾馆、饭店、工地食堂、夜排档、油条
摊。警方在搜查时还发现，部分地沟油还被贴上某著名食用油品牌商标。

8

月
10

日，北京市食品安全监控中心对浙江公安机关送检的油样出具了检
测结论， 指出格林公司用地沟油生产的食用油含有多环芳烃等多种有毒有害
物质，其中有相当部分具有高致癌性。

“两年不到的时间，格林公司一家就生产了上万吨地沟油进入市场。根据
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 格林公司还有其他销售下线， 目前正在进一步调查取
证。”洪聚峰表示。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公安部已于
8

月
22

日部署
开展“打四黑，除四害”专项行动，全国公安机关将严打“黑作坊”、“黑工厂”、“黑市
场”、“黑窝点”，深化打击食品安全领域犯罪工作，确保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症结：案件背后折射三大问题
在这起案件中，警方共查获用“地沟油”炼制的食用油成品

100

余吨、已灌
装为假冒品牌食用油

100

余箱。从收购地沟油的黄长水，到加工食用地沟油的
柳立国，再到销售食用地沟油的袁一，一条黑色产业链看上去简单明了。

“地沟油案件看上去链条清晰，实际上，由于环节众多，而且不同环节在
‘罪与非罪’上界限不太清晰，这给警方侦查带来了不少困难。”王伟标说，比
如，仅仅收购地沟油原料一般不构成犯罪，对地沟油进行深加工也不一定是犯
罪，因为它可以用于正当目的；把地沟油当做食用油销售很可能涉嫌犯罪，但
这个环节往往比较隐蔽。这也是地沟油传闻很多却鲜闻案发的重要原因。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局长刘绍武表示，这起案件的侦办实践证明，食品安全
案件环节多、链条长，隐蔽性强、跨区域广，行政违法和刑事犯罪相互交织等特
点十分鲜明。此次案件的成功侦破，是各警种密切合作、区域警务合作、公安机
关与行政主管部门合作的成功典范，对全国公安机关进一步打击“地沟油”等
食品安全犯罪有着重要意义。

警方掌握的大量证据充分证明， 用地沟油炼制食用油的工艺流程仅是简
单的物理分离。此前一些专家称“用地沟油炼制食用油技术工艺复杂，一般人
难以掌握，且炼制费用昂贵、得不偿失”，是不符合事实的误导。

除此之外，本案背后更折射出我国在地沟油监管机制方面存在的三大问题。

一是标准缺失。“从外观、色泽上看，用地沟油炼制的食用油与正常的食用油
很难区分。”“现在国家对什么是地沟油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认定标准，如果只是按
照现有的食用油标准，甚至会得出地沟油符合标准的荒谬结果。”王伟标说。

二是监管不力。在警方侦破的这起地沟油案件中，在掏捞、粗炼、倒卖、深
加工、批发、零售等各个环节，我们都没有看到有关行政执法部门的身影……

结果，涉及多个环节的地沟油犯罪往往成为监管盲区。

三是出口不畅。只要有餐厨垃圾就会有地沟油，地沟油原本可以作为生产
生物柴油等化工品的原料， 但格林公司为什么要冒险生产食用地沟油呢？“因
为我们生产的生物柴油根本卖不出去。各地的加油站不收，我们的产品就没有
销路。”柳立国说。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徐沪建议， 国家应尽快出台针对地沟油炼制食
用油检测标准，并对真正用地沟油生产生物柴油的企业给予政策支持。

（据《新华每日电讯》陈玉明方列邹伟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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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供 菜 ” 内 幕

———浙江少数权力部门在山区建绿色农供基地现象追踪

最近有群众向记者反映，浙
江一些部门和单位借助权力在生
态环境优越的遂昌县开辟农产品
“特供渠道”， 让当地一些绿色农
产品基地高标准保障其部门和单
位内部供应。真相到底如何，记者
专程赴遂昌县进行了调查。

优质农产品成为“特供菜”

遂昌地处浙西南深山区，素
有“林海仙县”之誉，近年来这个
欠发达县在各级政府支持下，靠
发展原生态精品农业声名鹊起。

然而，与此不和谐的是，一些权力
部门“小团体利益”的介入，使这
一“富民工程”变了味。

妙高镇仙岩村， 位于大山深
处海拔

700

多米的山腰，四周群山
环抱、林木苍翠、景色迷人。知情
人介绍， 这个村庄就是一些部门
选定的高山土猪“特供” 基地之
一。

入村探访，记者了解到，当地
农户养殖土猪由村委会创办的
“妙高七山头土猪专业合作社”统
一提供猪仔，统一养殖标准，统一
收购，统一补贴。为了保证养殖质
量， 村委会规定每户农民养猪数
量最多不能超过

3

头。

今年
88

岁的翁炳瑞养了
3

头
猪， 老人每天天一亮就上山拿猪
草， 回来剁碎， 用大锅煮熟后来
喂。“一天喂

3

次，

3

头猪一天就能
吃掉一大锅。”翁炳瑞说，除了吃
猪草，还吃自己种的番薯、玉米、

土豆、葛藤、葫芦。一头猪要养一
年以上才能出栏。

仙岩村委会主任翁金水介
绍，一些部门、单位选择他们村作

为定点， 主要看中的是这里海拔
高，空气好，环境好，能够保障土
猪养殖的品质， 并且对他们严守
“土”法饲养，不喂合成饲料、不用
激素和添加剂感到放心。 翁金水
说，现在每隔一天，村里都要给市
里“直运”土猪，每次宰杀两头，并
且连宰杀的猪血也要求一并送去。

记者采访了解到， 仙岩村农
户养殖的土猪，因村庄周围有

7

个
山头而得名“七山头土猪”。目前
全村养这种原生态高山土猪的农
户有

350

多家， 主要供应一些部
门、单位和高档酒店。

除了土猪“特供”，遂昌县当
地生产的绿色瓜果蔬菜， 也被一
些政府部门和单位看中。

在海拔
850

多米的遂昌高坪
乡高坪村， 记者看到一箱箱印着
“桃源尖”商标的小黄瓜正在包装
启运。 高坪村里高农产品合作社
理事长包孙雄说， 这批即将送往
省城的小黄瓜都是原生态无污染
的产品。目前，这种不喷农药、不
施化肥的瓜果蔬菜已发展了

60

多
亩，种植了四季豆、番茄、小辣椒、

水果玉米等
20

来个品种。

据了解，该村“桃源尖”牌的
瓜果蔬菜主要供给对象也是一些
高档酒店和上级机关部门。 包孙
雄说，浙江省国土资源、水利、农

业等部门以及一些外地政府机
关，是这里的定点用户。

“特供”背后“花样”

记者了解到， 遂昌县制定了
全省首个原生态农产品地方标
准， 目前， 已创建了“黄泥岭土
鸡”、“七山头土猪”、“建洋原生态
稻米”、“高坪土牛”、“金竹山茶
油”、“湖山有机鱼”等

40

多个原生
态绿色农产品生产核心基地，深
受市场欢迎。

这些基地在开发建设中得到
了不少上级部门的指导和支持，

对此山区群众心存感激。 但群众
反感的是， 个别部门借助权力为
小团体和个人谋取利益。

遂昌县农业部门的一位不愿
透露姓名的干部对记者说， 一些
部门和有钱的大单位为了保障食
品安全， 会派人到一些山清水秀
少污染的欠发达地区实地考察，

与当地农产品基地对接， 要求直
接为机关提供高标准的安全农产
品。 但这中间到底有没有利用政
府权力和资源问题， 外界一般很
难知晓。

他说， 一些部门手中掌握着
各种名目的资金。 比如说农业部
门有设施农业、生态循环、污染治
理等各类项目资金， 这些大类中

又有很多子项目。资金要给谁、给
多给少，上级部门有决定权。如果
看中某一农产品基地， 部门可以
通过当地基层政府或企业， 让其
以一些名目申报项目或申请补助
等方式实现变相“补偿”，而部门
得到的是低价优质农产品的长期
供应。一些有钱的大单位，财大气
粗， 往往采取定点团购等方式来
保障吃到安全放心食品。

记者采访了解到， 仙岩村农
户每出栏一头土猪， 村专业合作
社收购价每公斤要比市场的普通
饲料养的猪贵

6

元左右，并且农户
还可获得每头猪

200

元的资金补
贴。当地村民介绍，现在农户养一
头土猪获利要比普通猪高出

700

元左右。

村主任翁金水坦言， 由于养
殖土猪要重品质， 数量不可能大
规模增长， 目前全村已发展养殖
了
1000

多头土猪，也只能满足一些
高档酒店和机关部门的特需供应。

虽然村里在县城最大的中心菜场
设了一处专卖摊位，每天却只能供
应一头猪，不仅售价高，市民想买
还得赶早集，否则很难买到。

“特供”何时变“普供”？

在遂昌走访调查， 记者不仅
发现这里拥有仙境般的风景，也

感受到山区农民对发展绿色“精
品农业”的热情。但对于当下高端
安全食品“权贵化”的倾向，还是
议论纷纷。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范柏乃说， 安全高品质的农产品
是市场需要的，是群众欢迎的。遂
昌农民懂得重视发展高品质农产
品，有利于提升山区农产品的市场
竞争力，找到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
展的结合点，政府应该大加鼓励和
扶持。问题在于，在实施过程中，

政府部门不能从中搞“特权”，把
面向广大消费群众的绿色农产品
基地变为少数人的“特供农场”，

这不符合执政为民的理念。

“现在食品安全问题让群众
防不胜防， 作为政府部门尤其监
管部门， 如果只顾保障自己吃好
喝好，安全无忧，这样会不会把公
众焦虑的食品安全监管置之于脑
后？”在采访调查中，一些市民对
此也表示担忧。

杭州市退休职工张国光说，

“特供”的重现和蔓延，无疑向公
众传达了一些政府官员对市场食
品安全不信任的信号。 如果官员
都信心不足， 又哪有决心和动力
去推动问题的解决？

浙江省社科院调研中心主任
杨建华说，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
先， 对于食品安全的需求人人都
是平等的， 百姓希望各级政府下
更大的决心、投入更多的资源，解
决好普通大众的食品安全问题，

早日让所有的消费者都能吃上放
心猪、安全菜。

（据《新华每日电讯》谢云挺
商意盈

/

文）

“鱼精蛋白”之痛

———廉价“救命药”短缺背后的症结

从上世纪
60

年代一直在用的
“鱼精蛋白”， 算得上心脏病手术
最普通的常用药。然而，近期这种
一支售价

10

余元的药突然“缺
货”，导致部分医院心脏病体外循
环手术“停滞”。面向如此大病患
人群的“救命药”，为何出现全国
大面积缺货？是否属于个例？这一
现象背后， 又暴露了怎样的公共
卫生问题？记者进行了深入调查。

“药荒”赛“血荒” 使用要审批
心脏手术完毕后， 需要一种

药物中和血液中的肝素， 这就是
硫酸鱼精蛋白注射液。 北京安贞
医院医务处副处长张兰说：“‘鱼
精蛋白’ 在心脏外科手术中至关
重要。而且是唯一的药，没有替代
产品。”

全国医院中，北京对“鱼精蛋
白”需求量最大。北京市药品监督
管理局安全监管处处长梁洪说，

很多外地心脏病患者来京就医，

且多为重症患者， 北京各级医院
每年需求量约为

10

万支左右。

记者采访发现， 北京安贞医
院、 阜外心血管病医院是心脏病
手术最集中的医院。 目前这两家
医院尚有一定库存， 此类手术虽
没有停止， 但择期手术肯定要等
一等。“安贞医院每月约做

300

台
心脏手术。” 张兰说，“一个月前，

医院药房就发出预警，‘鱼精蛋
白’短缺，市场上采购不到了，只
能用库存。”北京安贞医院院领导
“特着急”，要求医务处“全力以赴
找药，到其他医院购买”。

据调查， 全国很多省份近期
出现“鱼精蛋白”缺货状况。在江
苏省南京市儿童医院，“鱼精蛋
白”从今年

3

月就开始缺了。山东
省济南市各大医院也出现了“鱼
精蛋白”严重缺货的情况。山东省
千佛山医院心外科主任刘鲁祁
说：“心脏手术还没停， 还有一点
存货，月底差不多用完。”

在北京，医院严格控制“鱼精
蛋白”用量，医生手术用“鱼精蛋

白”需要到医务处审批。“以前，只
有‘血荒’时手术用血才会审批，

从来没有一种药品这么紧张。”张
兰担忧地说，“这个药的稀缺，对
于心脏病手术患者来说， 是非常
要命的。”

售价十多年不涨廉价药利薄停产
“鱼精蛋白”是从鱼类新鲜成

熟精子中提取的一种碱性蛋白质
的硫酸盐。 因为制药工艺要求很
高， 全国只有三家企业有资质生
产这种生物制剂。北京市药监局

8

月上旬发现北京个别医院出现
“鱼精蛋白”短缺后，“开始监测此
药供求市场， 当时发现这种药品
只有上海第一生化药业有限公司
在生产。”

上海第一生化药业有限公司
13

日表示，“鱼精蛋白” 缺货主要
是原料供应短缺所造成的。 悦康
药业集团北京凯悦制药有限公司
拥有“鱼精蛋白”药品文号，但这
家企业已长期未生产。 记者调查
发现，“鱼精蛋白” 售价低廉利润
太薄是企业不愿意生产的主因。

一种对患者必需的常用药，

为什么药厂不愿意生产？ 上海医
药工业研究院副院长俞雄认为，

除了原料供应，“鱼精蛋白” 的价
格长期不变，利润较低，也是妨碍
其正常生产和供应的重要原因。

目前在上海，“鱼精蛋白” 的零售
价为每支

11.2

元。

“别看这个药物如此重要，但
从有这个药开始，一直到现在，几
十年过去了，价格一直没变过，一
直是

15

元左右一支。”张兰说，“没
有想到这种药会短缺， 它是特别
普通，特别常见的药。”

“

10

多元的售价维持了几十
年，这期间物价不知翻了多少倍，

原材料价格、人工成本、经销成本
等无一不暴涨， 导致利润越来越
薄， 药企自然缺少生产积极性。”

北京悦康药业集团有限公司负责
人说。

记者
13

日联系采访时， 悦康
药业负责人表示， 在相关部门督
促下，企业近期重新开始生产“鱼
精蛋白”， 首批药品已生产完毕，

14

日通过了北京市药监局的检
验，未来企业将进一步组织生产，

增加供应。

记者调查发现，类似“鱼精蛋
白” 这样供应告急的临床常用药
并非个案。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
院心外科副主任医师丁文军介
绍，仅以心脏手术为例，除了“鱼
精蛋白”，在心脏手术中用来控制
血管痉挛的“罂粟碱”和防止心律
失常的“利多卡因”，包括与“鱼精
蛋白”搭配使用的肝素，近年来都
曾出现过比较严重的缺货现象，

“而这些药品的共同特点之一，就
是价格比较便宜，如‘罂粟碱’每
支只要几块钱。”

记者调查发现， 药品市场还
有部分“常用价廉药”在医院和药
店都难觅踪影，比如甘草片、胃舒
平、黄连素、酵母片（食母生）等。

北京市从
2010

年起， 统一招标采
购
26292

个中标药品，在二级及以
上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和医保定点
医疗机构内执行同一价格。

“有些药中标了， 但出现了
‘中标死’。 比如注射用尿激酶是
神经科常用药，价格便宜，这次也
有几个厂家中标， 但医院准备采
购时却发现， 所有的中标厂家都

不生产。” 北京某三甲医院透露，

因为购买不到好用又价廉的药，

临床上只能给患者用贵的药。

“以前的‘好用价廉药’消失
后没有引起注意， 因为那些药有
替代品。‘鱼精蛋白’不可替代，问
题就凸显出来。”张兰说。

药品定价机制存疑
“好用价廉药”亟待起死回生
“救命药”全国性缺货，着实

让人捏了一把汗， 这事关患者生
命安全。 北京某三甲医院心外科
主任表示， 由于问题发展到了不
得不“高度重视”的程度，政府已
经开始干预。 相信在近期，“鱼精
蛋白”的严重短缺会得到缓解。然
而，如果“鱼精蛋白”的生产和销
售仍然无利可图， 短缺问题肯定
还会出现。

全国政协委员、 中科院上海
药物研究所副所长蒋华良曾经对
紧缺、 断档的廉价药问题进行过
专题调研。他认为，国家基本药物
目录收录的绝大多数是普通药、

常用药，实行政府定价，长期以来
价格很少进行调整， 并成为近年
来国家药品降价的主要对象，因
而其利润空间相对较小， 生产企
业对此类药物的生产积极性不
高， 其结果就是价格低廉的基本
医疗常用药悄然消失。

中国医药工业科研开发促进
会执行会长宋瑞霖说：“在

CPI

逐
月上升的时代， 药品十几年不调
价，本身就违背了市场规律，当成
本高于定价时， 企业只能用脚投
票，退出市场。否则，坚持生产要
么不可持续， 要么会出现重大安
全隐患。”

宋瑞霖说：“药品作为特殊商
品，当然不能回避商品的属性，药
品的价格必须反映价值， 必须与
市场需求相结合。否则，必然出现
当前的短缺现象。”

“鱼精蛋白” 出现全国性供
应紧张，也暴露出此类“孤药”生
产波动给临床用药安全带来的
负面影响。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
副院长俞雄表示，一种手术必备
的药，只有一家企业生产，且没
有替代品， 如果企业真的停产，

其安全风险不容小觑，必须建立
长效机制，保障临床紧缺药品的
生产供应。

宋瑞霖说，“鱼精蛋白”短缺
问题更深层次折射出公共卫生
监管体系残缺。要加大政策支持
力度，确保生产、销售者有钱赚。

只有这样，才能让“鱼精蛋白”等
“好用价廉药”起死回生，才能预
防更多“老药”重蹈覆辙。如果价
格合理，企业为了一己之力而制
造人为短缺，有关部门就可以处
罚。

北京市药监局表示， 企业生
产药品属于市场自主行为， 受价
格、原材料等诸多方面影响，某些
品种可能出现短缺情况， 不能满
足市场需求。 这一问题需要国家
从药品需求、药品定价、品种特征
等诸多方面研究出台相关政策措
施，协调多个部门，理顺关系，保
障企业持续生产。

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副院长
张旭建议，保障“好用价廉药”的
生产供应不能“头疼医头，脚痛医
脚”。 相关部门应定期对临床紧
缺、脱销药品开展研究和评估，摸
清需求，商定生产企业名单。对于
临床无替代，但确有需求、利润较
低的药品， 相关部门采取相应的
优惠政策， 如由价格主管部门酌
情调价、适当减免税收等，减轻企
业负担， 激励企业的生产经营积
极性。

（据《新华每日电讯》李亚红
王思海俞丽虹周琳

/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