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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公布初步调查结果 瑞典媒体发布“北溪-1”管道视频

“北溪”管道泄漏事故为强烈爆炸所致
据新华社电 瑞典《快报》

10月18日发布了一段波罗的海
“北溪-1”管道泄漏点的视频，画
面显示“北溪-1”管道出现至少
50米长的缺口，一些部位变形。
按这家媒体说法，这是首次公开

“北溪-1”管道受损的画面。
这段视频由远程操控的水下

无人机拍摄于17日，拍摄地点位
于海平面以下大约80米深的海
底。操作水下无人机的特龙·拉
森告诉《快报》记者：“只有极为强
大的力量才能使那么厚的金属变
形成我们看到的这样。”拉森说，
通过画面可以看出，“管道周围的
海底受到巨大冲击”。

瑞典测量站9月26日在“北
溪-1”和“北溪-2”管道泄漏海域
探测到两次强烈的水下爆炸。目
前在“北溪-1”和“北溪-2”管道
上共发现四处泄漏点，分别位于
瑞典和丹麦附近水域。

瑞典方面怀疑“北溪”管道泄
漏由人为制造的水下爆炸导致。
瑞典政府6日说，已在受损管道区
域实施水下检查，收集到“一些证

据”，这次检查支持管道遭蓄意破
坏的猜想。

丹麦哥本哈根警察局18日
发表声明说，对“北溪”管道两处
泄漏点的初步调查显示，管道泄
漏事故为强烈爆炸所致。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德米特
里·佩斯科夫18日说，对欧洲国
家得出的“北溪”遭蓄意破坏的初
步调查结论，俄方并不感到惊讶，

俄情报部门在事故发生后便确认
事故系人为破坏。他说，俄方对
调查在没有俄罗斯参与的情况下
以“闭门”形式开展感到遗憾。

“北溪-1”管道2011年建成，
东起俄罗斯维堡，经由波罗的海
海底通往德国。“北溪-2”管道去
年建成，与“北溪-1”基本平行，
尚未投入使用，但仍有部分天然
气封存在管道内。

瑞典《快报》公布的视频片段，可看到破裂的管道。视频截图

两部门印发湿地保护规划

国家重要湿地
2025年新增50处

本报综合消息 据国家
林业和草原局消息，近日国
家林草局、自然资源部联合
印发《全国湿地保护规划
（2022—2030年）》（简称《规
划》）提出，到2025年，我国将
新增国家重要湿地50处，全
国湿地保护率达到55%。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及
2020年度国土变更调查结果
显示，全国湿地面积约5635
万公顷，包括红树林地、森林
沼泽、灌丛沼泽、沼泽草地、
沿海滩涂、内陆滩涂、沼泽
地、河流水面、湖泊水面、水
库水面、坑塘水面（不含养殖
水面）、沟渠、浅海水域等。

《规划》提出的发展目标
是：到2025年，全国湿地保有
量总体稳定，湿地保护率达
到55%，科学修复退化湿地，
红树林规模增加、质量提升，
健全湿地保护法规制度体
系，提升湿地监测监管能力
水平，提高湿地生态系统质
量和稳定性。新增国际重要
湿地20处、国家重要湿地
50处。

到2030年，湿地保护高
质量发展新格局初步建立，
湿地生态系统功能和生物多
样性明显改善，湿地生态系
统综合服务功能增强、固碳
能力得到提高，湿地保护法
治化水平持续提升，使我国
成为全球湿地保护修复的重
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

国家林草局介绍，根据
《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
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
（2021—2035年）》及其专项
规划，这次《规划》结合我国
湿地保护管理现状，提出实
行湿地面积总量管控、落实
湿地分级管理体系、实施保
护修复工程、强化湿地资源
监测监管、加强科技支撑、深
度参与湿地保护国际事务等
6项重点任务，以及出台国家
重要湿地相关政策，实施30
个湿地保护修复项目，开展
全国湿地资源专项调查，完
善湿地标准体系等16项具体
任务。

据国家林草局数据，自
2003年国务院批准发布《全
国湿地保护工程规划（2002
-2030）》以来，中央政府已
累计投入198亿元，实施了
4100多个工程项目，带动地
方共同开展湿地生态保护修
复，28个省区市先后出台了
湿地保护法规。目前，我国
已初步建立了湿地保护管理
体系，指定了64处国际重要
湿地，建立了602处湿地自然
保护区、1600余处湿地公园
和为数众多的湿地保护小
区，湿地保护率达52.65%。

■ 相关新闻

俄乌交换200余名
在押人员

新华社北京10月18日电
俄罗斯与乌克兰17日证实，双方
已交换200余名在押人员。这是
乌克兰危机2月升级以来双方规
模最大的交换在押人员行动
之一。

俄国防部17日说，作为谈判
结果，110名俄罗斯公民当天获
释，包括2月以来遭乌克兰扣押
的72名民用船只船员。作为交
换，俄罗斯释放108名乌克兰
女兵。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安
德里·叶尔马克同一天在社交媒
体证实：“我们今天又一次开展
了大规模在押人员交换……共
有108名（乌）女性获释。”乌克兰
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当天
说，获释的108名乌克兰人中，96
人为军人，12人为平民。

中成药国家集采要来了
集采将成为常态化 中药行业竞争格局面临洗牌

全国中成药集采要来了

9月8日，湖北医保局发布
《全国中成药联盟采购公告》(下
称“公告”)，这次的中成药集采，
有29个省(市、自治区)和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等联盟地区参与，后
者委派代表组成全国中成药联合
采购办公室，在国家医疗保障局
指导下，代表上述地区相关医药
机构开展中成药及相关药品集中
带量采购。湖北省医疗保障局承
担联合采购办公室日常工作并负
责具体实施。

公告称，联盟地区所有公立
医疗机构(含军队医疗机构)均应
参加，鼓励医保定点社会办医疗
机构和定点药店按所在联盟地区
相关规定参加。本次中成药集
采，分为16个采购组，具体涉及
复方斑蝥、复方血栓通、冠心宁、
华蟾素等42款口服药或者注射
剂。从用药领域看，涉及内科用
药、骨伤科用药、眼科用药、肿瘤
用药、心血管系统用药以及妇科
用药六个治疗领域。

中康CMH的数据显示，这
42款药品中，至少有13款属于独
家剂型品种，如华蟾素口服液和
华蟾素片为华润三九旗下子公司
金蟾药业独有，复方血栓通胶囊
是众生药业独有，藤黄健骨片是
方盛制药独有。

反过来看，有部分药品将面
临多家企业竞争局面，如藤黄健
骨丸就有6家企业竞争，香丹注射
液也有13家企业竞争。

公告显示，本次集中带量采

购周期为2年，视情况可延长。采
购周期内，未中选产品纳入联盟
地区监控管理，医疗机构采购未
中选产品不得超过同采购组实际
采购量的10%。

姗姗来迟的中成药集采

在此之前，国家层面已开展
了7批药品集中采购，共覆盖294
种药品，覆盖化药、生物药，按集
采前价格测算，涉及金额约占公
立医疗机构化学药、生物药年采
购额的35%，集中带量采购已成
为公立医院药品采购的重要
方式。

相比之下，中成药的国家集
采却姗姗来迟。

CIC灼识咨询合伙人王文华
表示，相比化药，中成药集采面临
的挑战主要体现在这两方面，一
是如何在集采降价的同时保证产
品质量，不同于化学药可以通过
一致性评价实现药品质量标准的
统一，中成药的生产会受到原料
产地、自然环境等条件的多重影
响，可能会导致生产和成本的不
稳定；二是中成药讲究配方，微量
的配方差异可能会成为不同产
品，因此中成药中有很多独家
产品。

国家医保局曾表示，生物类
似药和中成药纳入集采是制度性
要求。

王文华认为，参考此前已经
完成广东等6省和湖北等19省的
区域联盟采购结果来看，中选品
种平均降幅在30%至40%，相比

化药平均50%以上的降幅，中成
药集采降幅相对温和，但本次中
成药全国集采有一条关于“采购
周期内，未中选产品纳入联盟地
区监控管理，医疗机构采购未中
选产品不得超过同采购组实际采
购量的10%”的特别说明，可能会
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相关企业更加
积极参与竞标和降价。

截至目前，全国中成药联合
采购办公室尚未发布拟中选企业
确定的相关准则。

有中药企业人士表示，集采
政策下，中成药降价成为大势所
趋，但政策在制定过程中，希望可
以考虑到中药种植和提取等工艺
特点，设定一个最低标准的价格
兜底。

国信证券近期发布研报表
示，自2018年11月《国家组织药
品集中采购试点方案》发布以来，
集采作为减轻群众用药负担的重
要手段，已有近4年的探索，继化
学药、生物药、耗材集采后，中成
药集采也提上日程。中药材价格
的波动性和独家品种的多样性为
中药领域的集采带来了难度，因
此不能照搬化学药集采模式，而
要开拓新的集采思路和集采
模式。

行业面临洗牌

国信证券认为，经历两次省
联盟集采和本次全国集采后，中
成药集采将成为常态化，中成药
行业竞争格局面临变革。

上述中成药企业人士亦对记

者表示，集采推进的目的，一方面
是降低医保费用支出，另外一方
面是挤掉虚高的价格水分，对行
业的影响深远，将导致中药行业
重新洗牌，那些研发能力不强、主
要依靠少量几个品种经营的中小
型中药企业，面临被淘汰出市场
的危险，市场份额也将逐渐向研
发能力强、实力雄厚的大型中药
企业集中。

火石研究院的报告显示，截
至2020年底，生产中成药的企业
有2160家，占全国医药行业企业
的28%，生产中药(含饮片)的企业
4357家，约占全国医药行业企业
的57%。小型企业约占整个中药
行业的80%。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成药国
家集采启动之前，有中药企业也
在启动兼并重组了。而兼并重
组，被视为是应对集采的一种
方式。

今年5月底，华润三九发布公
告称，公司拟以支付现金的方式
分别向华立医药、华立集团购买
其所持有的昆药集团2.09亿股、
333.55万股，总收购价达到29亿
元左右。这两家企业都是A股中
的知名中药上市企业，本次交易
完成后，昆药集团将成为华润三
九的控股子公司。截至目前，该
收购还在推进中。华润三九表
示，上述交易完成后，该公司的盈
利能力得以提升，综合竞争实力
和抗风险能力将增强，有助于提
高公司的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
增强持续经营能力。

本报综合

在历经两次省联盟集采试水后，史上规模最大的中成药集采终于要来了。
9月8日，全国中成药联合采购办公室正式成立并发布了《全国中成药联盟采购

公告》。10月10日是各级医保部门完成相关药品采购数据审核时间，本次集采范围
将覆盖29个省(市、自治区)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这是国家药品集采自2018年启动以来，首次开展大范围中成药集采。市场认
为，本次集采后，中成药集采将成为常态化，中药行业竞争格局面临洗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