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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药品供应保障的问题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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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有序推进，药品供应保障环节存在的一些问题

也需要尽快梳理和解决。疫情当下，药品的生产研发、应急药品的储备使用、非新冠肺炎患

者用药需求等方面亟待解决或完善。为做好疫情防控期间的药品供应保障，建议国家层面尽

快制定卫生应急药品目录、对药品的研发攻关给予政策支持、充分发挥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

健康“守门人”作用、开展好社区药学服务保障社区居民用药、利用互联网手段联通药品的供

需、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疫情期间的药品应急供应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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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orderly advancement of CoVID-19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work, some problems in the supply of medicines need to be sorted out and resolved as soon as

possible. At the moment of the epidemic,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drug production, the

storage and use of emergency drugs, and the drug needs of patients with non-new coronary

pneumonia all need to be resolved or improved. In order to ensure the supply of medicines during

the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period,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he national level should

formulate a health emergency medicine catalogue as soon as possible, provide policy support for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medicines,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the health

“gatekeepers” of the community, carry out good community pharmacy services to ensure that

residents of the community use medicines, use the Internet to connect the supply and demand of

medicines and mobilize social forc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supply of medicines during the

epi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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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下文简称新冠肺炎）是由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1]，该疾病以发热、乏力、干咳为主要表现，严

重者可出现呼吸困难，具有较强的传染性。从目前国家公布的最新诊疗方案来看，除重型和

危重型病例需采取“血浆治疗”“体外血液净化技术”等治疗手段外，其余均主要依靠抗病毒药

物及中成药进行治疗，截至 2020年 2月 28日 24时，我国现存病例 37414例（其中重症病

例 7664例）[2]，因此新冠病毒肺炎治疗的药品需求量还十分之大。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2月 12日召开的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形势研究加强防控工

作的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提高收治率和治愈率、降低感染率和病亡率，抓好

疫情防控的重点环节”“及时总结推广行之有效的诊疗方案，加大药物和疫苗科研攻关力度”

等。 2015年，国家卫健委发布了《全国医疗机构卫生应急工作规范 (试行) 》[3]，要求各

医疗机构建立应急管理机构，明确指出要保证突发情况下应急药品的供应。在当下新冠肺炎

疫情的防控应急工作中，药品的供应保障必须要落实到位，其中新冠肺炎救治药品的充足供

应是疫情防控的重要保障，同时我们还需关注非新冠肺炎患者的药品正常需求，切实做到以

人民健康为中心，打赢疫情阻击战。

1 新冠肺炎疫情下药品应急供应保障状况分析

药品供应保障体系涉及到药品的生产、流通、采购、储备等环节，在卫生应急状态下，

只有各个环节同时发力才能确保药品及时、准确、安全的供应和保障。

1.1药品的生产与流通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还处在关键期，很多企业的复工复产面临着一定的风险和压力，而如

果医药类企业不能及时恢复产能，将对疫情防控造成重大阻碍。所以国资委采取“分区域、

分行业、分项目”的做法指导各类企业复工复产，其中就提出对涉医、涉药等疫情防控企业

组织全面复工复产，全面调度重点医药防控物资生产供应力量，从而保障重点医药防控物资

的生产供应，同时积极推进新冠肺炎防治药物研发工作，助力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攻坚。而面

临多地因疫情防控采取的封城封路措施，多地为医药物资开辟“绿色通道”，全力保障药品的

运输供应。

1.2药品的采购与供应

一般情况下，我国二级以上公立医院的药品通过省级政府集中招标采购，基层医疗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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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的药品也需要通过各省、市组织统一招标采购获得。而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

要求下，我国不少省市都启动了一系列应急措施，以确保新冠肺炎救治药品及其他药品的正

常采购和供应，比如广东省以“特事特办、急事快办”为原则，保证医疗机构药品网上采购渠

道通畅、疫情防控重点保供救治药品应急挂网，对于未列入疫情防控重点监测的药品，省级

药品采购机构优化申报流程、加快挂网速度，确保更多药品供应临床，同时设置实时监测机

制，对紧急药品进行供需对接，尽量减小甚至不出现药品缺口[4]。

1.3药品的储备和使用

我国目前药品储备分为中央一级储备和地方政府储备，虽然国家医药储备在汶川大地

震、禽流感等重大突发事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目前已有的药品储备状态仍不能满足应

急事件中的需求[5]，特别是目前我国还没有制定详细的应急药品储备清单[6]，这可能会导致

疫情应对初期会出现巨大的相关药品缺口，从而影响疫情防控。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

截至目前我们尚未发现抗病毒的“特效药”[7]，可供选择的药品种类也是比较有限的，药品的

研发攻关还有待取得进一步进展。

2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药品供应保障存在的问题分析

2.1 新冠肺炎救治药品的供应保障问题

2.1.1新冠肺炎治疗药物研发有待进一步推进

当前疫情的救治药品供应保障问题主要出现在药品的使用和新药研发环节，救治药品不

能确定导致药品的应急生产和供应受到一定影响。自疫情爆发以来，国内外诸多研究机构和

医疗机构都在积极寻找安全有效的抗病毒药物、不断地根据疫情的变化以及病程的发展调整

药物治疗方案，目前的新冠肺炎诊疗方案中的药物已经经过了几次的调整，《国家卫健委发

布新冠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六版）》中虽然删除了之前几版诊疗方案中强调的“目前没有

确认有效的抗新型冠状病毒治疗方法”，但是强调目前试用的几种主要的抗病毒药物的治疗

疗效还需进一步评价[8]，当前的用药只能结合医务人员的临床经验以及持续的药品试用观察

来筛选有效药物，这在很大程度上延长了患者的救治周期，同时也增加了救治成本。

2.1.2药品行业秩序有待规范和正确引导

由于新冠肺炎救治药物尚处于试用筛选阶段，且没有应急药品目录作为参考依据，药品

市场一直处于受舆论引导的状态。回顾疫情爆发至今这段时间，诸如利巴韦林、法维拉韦、

磷酸氯喹等药物都曾入选新冠肺炎诊疗试用方案，但是在药物疗效尚未得到临床证实、权威

机构或专家尚未公开发布时，这些药品就在市场上被大肆炒作，造成了导向性的买卖行为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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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甚至双黄连口服液在被传有防治疗效时迅速遭到抢购，有些不良商家甚至抬价销售，造

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

2.2 非新冠肺炎救治类药品的供应保障问题

2.2.1非新冠肺炎患者的医疗和药品需求要引起重视

当前对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必然是重中之重，然而我们也不能忽视非新冠肺炎患者的医

疗服务和药品使用的正常需求。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指挥部署下，众多医院都成为了新冠肺

炎的定点救治医院，其正常医疗秩序也必定会受到一定影响，以武汉市为例，目前新冠肺炎

定点医疗机构已经超过 40家，且仍不断有医院在根据形势需要进行改造来提升对新冠肺炎

患者的收治能力。因此，很多医院的正常诊疗活动也逐步转向线上服务，而药品的使用就成

为患者诊疗环节的重点和难点问题。

2.2.2非新冠肺炎患者用药可及性明显受到疫情影响

从需求层面来看，患者用药的可及性受到了巨大的挑战。由于疫情防控期间，多地对于

居民出行都进行了严格管控，因而对常用药品的购买成为了居民面临的一项重要难题。特别

是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如高血压、糖尿病等长期药物依赖性疾病）、疾病康复期患者群体，

一般都有着较为稳定的用药需求，一旦药品出现断供，所造成的后果将会比较严重，患者自

身健康受到的损害更是不可估量，所以必须要采取合理措施保障居民常用药的可及性。

3 疫情防控应急状态下做好药品供应保障的策略

3.1加大对新冠肺炎治疗药物的研发力度，并做好各环节的政策支持

针对此次的新冠肺炎疫情，应加大对药物的研发力度，为疫情防控、疾病救治和维护居

民健康争分夺秒，国家在新药研发、生产、上市流通等各个环节都应予以大力支持。李克强

总理在考察国家新冠肺炎药品医疗器械应急平台时强调“抓住当前急需的关键环节，更大力

度开展医疗科技攻关，力争在高效检测试剂、有效药物和疫苗等方面尽快取得更大突破”，

新试剂、新药物的出现将会为战胜疫情增添利器。针对药品的审批等环节，应秉承“急事急

办、特事特办”的原则，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优化审批流程、提高审批效率，为抗击疫情争

取时间。

3.2及时建立和完善我国的卫生应急药品目录，保障应急药品储备

国家层面应尽快制定适应我国卫生应急需要的普适性应急药品目录。长期以来，我国已

经历了 SARS、禽流感及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党和国家的强有力领导

和部署下，我们应当积累了充足的应对经验，因此有必要尽快结合既往经验和本次新冠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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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应对经验，来建立我国的卫生应急药品目录，一方面是为今后可能发生的类似事件提供

尽量全面的药物使用选择，另一方面则是有针对性地从国家到地方做好应急药物的储备工

作，便于事件发生时能第一时间做好药品的供应保障，尽可能地维护居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

3.3医疗机构应设置药品应急协调小组，并制定药品应急管理预案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出现时，为确保药品的正常供应、及时有效提供急救物资、保障药

学工作有序开展，医疗机构应当设置常态化的应急协调小组，并落实责任制。在成立工作组

的基础上，应结合医疗机构的实际情况制定好药品供应的应急预案，以便及时、有条理、有

秩序地应对突发事件，使药品的应急供应保障工作有章可循；同时还应结合信息化手段对药

品进行高效管理，建立专人、专门机制对药品的进出库登记、供需情况上报、物资调配等进

行统一的协调和管理，确保药品的供应保障不断、不乱。

3.4发挥好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健康“守门人”作用

社区管委会及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在此次疫情防控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随着

《关于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社区防控工作的通知》（肺炎机制发〔2020〕5号）

[9]的发布，社区成为疫情防控的一个重要阵地，通过网格化、地毯化的管理，落实群防群控

工作，有效遏制了疫情的蔓延。一方面，受疫情管控的影响，许多居民不具备出门就诊买药

的条件，基于此，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及家庭医生团队应结合实际需求，针对居家隔离的老年

人、慢性病群体等重点关注对象，及时提供线上疾病随访，同时也要做好社区药学服务的开

展，必要时做好服务的延伸，如提供线下送药上门服务等；另一方面，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要

在市级的指挥领导下以社区为单位做好药品的供应保障，努力在疫情期间保障好居民健康，

充分发挥健康“守门人”的重要作用。

3.5充分利用互联网媒介，做好药品供需的联通

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对医疗卫生机构的正常工作提出了非常大的挑战，各级医疗卫生

机构应从实际情况出发，采取多种多样的手段，如利用微信公众号等媒介开展线上问诊、预

约购药、药品寄送等；同时针对老年人或者慢性病群体可以在充分评估其疾病状况及医疗需

求后延长处方用量时限等。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利用互联网手段可以在减少接触的同时

做到满足好居民的寻医问药需求，提供持续的、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和药品供应保障。

3.6充分调动社会力量，为药品供应保障出力

回顾此次新冠肺炎的疫情防控工作，社会团体、志愿者团队等民间力量作用巨大，自发

参与物资运输、药品代买、送药上门等事迹不断涌现。当社区的防控工作量和工作压力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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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这些自发的社会力量能够及时地帮助社区减少工作量、减轻工作压力，其中为保障医疗

机构的药品供应及居民的日常用药需求做出了很大贡献。因此可以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在突

发事件的应急中使群防群控真正宣传到位、落实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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