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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了解到，已有部分药品可以通过手机扫

描追溯码，获取药品相关信息。国家医保局有关

负责人表示，随着追溯码进一步推开使用，患者

购药时可以通过其了解更多药品“由谁生产、销

售到哪、是否被二次销售过”等“前世今生”信息。

据悉，除了11月2日的公告外，国家医保局

还将陆续发布有关医保药品重复追溯码的相关

信息。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提示，消费者可以

保存一些药盒，如果发现国家医保局发布的相关

信息涉及自己所购药品，可以凭借包含追溯码的

药盒以及发票进行维权。

“让每一盒药都留下‘数字足迹’，药品追溯

码赋能医保基金监管，更好适应了新质生产力发

展要求。”这位负责人提醒，消费者切勿听信蛊

惑，把医保药品拿去卖钱；相关从业人员也要警

醒，切勿倒卖假药、劣药、回流药。

直指假药直指假药、、回流药回流药

医保药品追溯码首次医保药品追溯码首次““亮剑亮剑””

新华社北京11月2日电 （记者 徐鹏航） 假药、回

流药，不仅危害医保基金安全，更影响广大患者用药安全

和身体健康。国家医保局11月2日发声显示，监管部门对

假药、回流药的发现、查处能力有了重大突破。

11月2日中午，国家医保局发布公告，首次通过药品

追溯码对假药、回流药“亮剑”。公告显示，通过对各地上

传的药品追溯码开展分析，发现11个省份46家医药机构

疑似存在复方阿胶浆的药品串换、回流药、假药等线索情

况，要求相关医保部门进行核查，11月20日前向国家医保

局上报核查结果。

这是国家医保局今年4月开展医保药品耗材追溯码信

息采集试点工作以来，第一次面向社会公开核查涉嫌药品

重大违法行为线索。

药品追溯码一般以条形码或二

维码形式，印制在药品和医用耗材

的最小包装盒上，是出厂时就被赋

予的唯一身份标签。

“药品追溯码就是药品的唯一

‘电子身份证’。”国家医保局大数据

中心编码标准处处长曹文博说，“就

像一组身份证号只能对应一个人，

一条药品追溯码只能对应一盒药。”

陕西省榆林市医保基金安全防

控中心主任韩海军介绍，如果在药

品流通过程中，通过扫码仪器发现

一组药品追溯码重复出现，就存在

假药、回流药以及药品被串换销售

的可能。同时，通过追溯码，相关部

门还可实时动态查看药品耗材生

产、配送、零售各个环节信息。

此次国家医保局公告提及的46

家医药机构，就存在药品追溯码重

复的情况，重复情况大于等于3次，

且均发生医保基金结算。国家医保

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其背后暗藏的，

可能是波及多个省份的重大药品违

法行为线索。

在福建省厦门市，已实现全

市 1500 余 家 定 点 零 售 药 店 药 品

追 溯 采 集 100% 全 覆 盖 ；在 陕 西

省榆林市，截至 6 月 10 日追溯码

管 控 系 统 共 拦 截 同 一 药 品再次

支付 14057 次，涉及费用 126.29 万

元……目前，全国多地已推开追

溯码使用。

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截

至10月28日，全国已归集药品耗材

追溯码数据 31.27 亿条，涉及 29.68

万家定点医疗机构、49.72万家定点

零售药店。

“这意味着我国超60%的定点医

疗机构和超99%的定点零售药店启

动了追溯码的采集工作。”曹文博

说，预计今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全面

展开追溯码的扫码入库工作。

“一药一码”

让假药、回流药“无处藏身” “码”上监管

守护百姓用药安全

迅速推开

已覆盖全国超六成定点医疗机构

11 月 1 日，“雪龙”号和“雪

龙2”号船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

母港码头出发（无人机照片）。

当日，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

中国第 41 次南极考察队，劈波

向南、破浪出征，开启为期近 7

个月的科考征程。此次考察将

开展南极秦岭站配套设施设备

建设，围绕气候变化对南极生态

系统的影响与反馈开展调查，广

泛开展科研和后勤保障领域的

国际合作。 考察任务继续由三

船保障，“雪龙”号和“雪龙2”号

船从广州出发，主要执行科学考

察、人员运送和后勤补给任务。

“永盛”号货轮从江苏张家港出

发，主要承担秦岭站配套设施建

设物资运送任务。

新华社 黄国保 摄

新华社北京11月1日电 （记者 杨湛菲） 记者

11月1日从教育部获悉，教育部等十七部门近日联合

印发《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工作方案》（以下简称

方案），提出力争到2027年所有县全面建立“教联体”。

“教联体”是以中小学生健康快乐成长为目标、以

学校为圆心、以区域为主体、以资源为纽带，促进家校

社有效协同的一种工作方式。

方案明确了“教联体”各主体的职责任务。政府层

面，加强对家校社协同育人工作统筹领导，建立家庭教

育指导机构，调动各类社会育人资源。教育部门引导

学校发挥主导作用和专业指导优势，强化与家庭、社会

沟通协作。学校要做好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听取家长、

社会对学校的意见建议，丰富学校课堂和课后服务内

容。各相关部门、街道社区、社会资源单位要利用社区

家长学校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创造条件为学生提供校

外活动与锻炼空间、假期管护场所，结合自身资源特

点，为开展教育实践活动创造有利条件。

教育部等十七部门
到2027年我国所有县全面建立“教联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