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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用 抗 生 素 别 任 性使 用 抗 生 素 别 任 性

气温蹿升扬沙起

北京为何又是风儿又是沙
本报记者 郭静原

抗生素曾拯救了千百万被细菌感染的生命抗生素曾拯救了千百万被细菌感染的生命，，如今却如今却
面临滥用境地面临滥用境地。。日前日前，，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印发了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印发了《《关关
于持续做好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于持续做好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
旨在加强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旨在加强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通知一出通知一出，，外界将其外界将其
视为国家再发严令管控视为国家再发严令管控，，限制抗生素的使用再次升级限制抗生素的使用再次升级，，
引起广泛关注引起广泛关注。。

问问：：抗菌药物具体指哪些药品抗菌药物具体指哪些药品？？

主持人主持人：：抗菌药物是指具有杀菌或抑菌活性的抗菌药物是指具有杀菌或抑菌活性的
药物药物，，又称抗生素又称抗生素。。20122012 年年，，被称为被称为““史上最严限史上最严限
抗令抗令””的的 《《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 出台出台。。该该
管理办法将抗菌药物分为非限制使用管理办法将抗菌药物分为非限制使用、、限制使用与限制使用与
特殊使用三级管理特殊使用三级管理，，并明确规定了不同等级医生的并明确规定了不同等级医生的
开药权限开药权限，，严重违规使用抗菌药物的医生将被吊销严重违规使用抗菌药物的医生将被吊销
执业证书执业证书。。办法出台前后办法出台前后，，抗生素使用率有明显下抗生素使用率有明显下
降降 。。 数 据 统 计 显 示数 据 统 计 显 示 ，， 我 国 门 诊 抗 菌 药 物 使 用 率 从我 国 门 诊 抗 菌 药 物 使 用 率 从
20102010 年的年的 1919..44%%下降到下降到 20172017 年的年的 88..11%%，，住院患者抗住院患者抗
菌药物使用率从菌药物使用率从 20102010 年的年的 6767..33%%下降到下降到 20172017 年的年的
3636..88%%。。

问问：：为什么要加强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为什么要加强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对于加对于加

强抗菌药管理强抗菌药管理，，将有哪些举措将有哪些举措？？

主持人主持人：：““今天不采取行动今天不采取行动，，明天就无药可用明天就无药可用””，，
针对细菌耐药的问题针对细菌耐药的问题，，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卫生组织 20102010年就对全世年就对全世
界发出提醒界发出提醒，，细菌耐药已经成为全球公共健康领域的细菌耐药已经成为全球公共健康领域的
重大挑战重大挑战。。医学上所说的细菌耐药性又称抗药性医学上所说的细菌耐药性又称抗药性，，指指
细菌对于抗菌药物作用的耐受性细菌对于抗菌药物作用的耐受性，，耐药性一旦产生耐药性一旦产生，，
药物的化疗作用就明显下降药物的化疗作用就明显下降。。为加强管理为加强管理，，有关部门有关部门
将强化抗菌药物临床应用重点环节管理将强化抗菌药物临床应用重点环节管理，，实施重点抗实施重点抗
菌药物的专档管理菌药物的专档管理，，鼓励青霉素等经典抗菌药物的合鼓励青霉素等经典抗菌药物的合
理使用等理使用等。。

问问：：作为患者使用抗生素作为患者使用抗生素，，应该注意些什么应该注意些什么？？

主持人主持人：：为了保持抗生素的有效性为了保持抗生素的有效性，，应重视其合应重视其合
理使用理使用。。抗生素仅仅适用于细菌引起的炎症抗生素仅仅适用于细菌引起的炎症，，对病毒对病毒
引起的炎症引起的炎症、、寄生虫感染无效寄生虫感染无效。。如果怀疑自己细菌感如果怀疑自己细菌感
染时染时，，应当及时就诊应当及时就诊。。医生会根据患者的症状医生会根据患者的症状、、体征体征
及血及血、、尿常规等判断尿常规等判断。。只有明确或高度怀疑细菌感染只有明确或高度怀疑细菌感染
时才可以用抗生素时才可以用抗生素，，例如患有细菌性感冒高烧例如患有细菌性感冒高烧、、鼻窦鼻窦
炎炎、、细菌性肺炎细菌性肺炎、、百日咳等百日咳等。。普通患者应该尽量做到普通患者应该尽量做到

““能吃药就不打针能吃药就不打针，，能打针就不输液能打针就不输液””，，谨遵医嘱谨遵医嘱，，切切
不可随意用药不可随意用药。。

（（本期主持人本期主持人 李万祥李万祥））

商务部28日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商品供给以国产为主，品牌成为企业决定商品进口的

最主要原因，企业未来一年内将维持现有进口商品比例，增加进口意愿在品类之间差异较大。随着

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对进口优质商品消费意愿不断增强，进口商品成为市场供给重要补充——

商务部发布调查报告显示——

消费升级快 进口需求旺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姚 进

百度竞价排名医疗广告问题由来已久，该领域市场需求量

大，医疗机构服务信息不对称，一些搜索引擎闻风而动

从执法角度来说，监管部门多为“运动式”执法，一阵松一阵

紧，这也是导致乱象难以禁绝的原因之一

记者调查发现，医疗类机构竞价排名禁而不绝——

监管一阵风 违规“躲猫猫”
本报记者 李万祥

医疗广告竞价排名仍在大行其道。
记者近日调查发现，用电脑上网搜索有
关疾病关键词，得到的搜索结果基本上
都是公共医疗服务信息。但也有不少例
外，比如输入“耳鸣”关键词后，排名靠前
的仍是医疗机构竞价排名广告。

记者日前分别在电脑和手机上用百
度随机搜索发现，医疗广告竞价排名改
头换面卷土重来。例如，用手机上网百
度搜索“头痛”关键词，排在前列的搜索
结果是“偏头疼是什么引起的？”“怎么治
头痛？”“头疼是什么原因？”等“提问”标
题，点开链接进去后发现，都是些竞价排
名医疗机构网页。再输入“颈椎”“耳鸣”

“腰疼”等关键词得到的搜索结果中，排
名靠前的也都是披着“提问”外衣的非正
规医疗机构网页。

对于电脑端和移动端不同上网方
式，百度却执行着不同的标准，尤其是同
样的疾病关键词竟可以搜索出不一样的
结果。究其原因，都是医疗机构广告竞
价排名惹的祸。

近年来，“互联网+医疗健康”领域新
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各路资本催生互
联网医疗热潮。同时，“互联网+健康医
疗”服务作为新兴事物，也遇到了一些新
情况、新问题，例如竞价排名医疗广告、个
人信息安全、医生资质信息不对称，等等。

4月28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
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
见》。《意见》提出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明
确支持“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突出
了鼓励创新、包容审慎的政策导向，同时
也提出了安全监管的硬性要求。国家卫
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局副局长焦雅辉
此前表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将会同
有关部门抓好政策组织实施，今后医院
应用服务是发展“互联网+医疗健康”的
重要切入点。

“百度竞价排名医疗广告问题由来已
久，该领域市场需求量大，医疗机构服务
信息不对称，一些搜索引擎闻风而动。以
百度为代表的搜索服务提供商的一部分

利润来源或者主要业务就是提供搜索服
务。”北京中医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邓勇说，
2016年发生魏则西事件后，国家网信办联
合多部委入驻百度调查，要求切实整改，百
度也宣布对医疗业务作出调整。但其实是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由于监管者可能更
多的是监督电脑端网页版，忽视了移动端。
互联网医疗广告从电脑端转向移动端，是一
种“躲猫猫”式不正当营销。

按照规定，互联网医院必须依托实体
医疗机构，并接受线上、线下统一监管。邓
勇表示，对于互联网医疗机构广告竞价排
名问题，目前国家相关立法还不是很完
善。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广告法、侵权责
任法，以及互联网相关法律法规来看，互联

网平台如果没有尽到审慎监管义务给消
费者造成损失，也要承担连带赔偿责
任。可是，具体到搜索引擎的竞价排名
商业模式，相关法律法规或部门规章还
有待进一步完善。同时，从执法角度来
说，监管部门多为“运动式”执法，一阵
松一阵紧，这也是导致这种乱象的原因
之一。

如何防治乱象？邓勇认为，首先，立
法机关要充分调研以完善相关法律，相
关部门也应适时出台相应规章。其次，
要加大常态化监督管理，畅通消费者或
患者投诉举报渠道，新成立的国家市场
监督管理总局在这方面应该发力。同
时，要平衡好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和商业
模式合法合规审查，并提出相应的风险
警示。再次，相关部门要加强宣传，让患
者能区分出私立医院和公立医院，提供
正规完善的搜索服务。以“互联网+医
疗健康”为契机，国家应该建立起全国范
围内统一的医疗健康服务网，打造医疗
机构咨询服务“国家队”。

“行业自律也是很重要的因素。对
于打着公立医院名号在百度搜索中‘打
游击’的民营医院，公立医院要主动以不
正当竞争名义向法院起诉或者向相关监
管部门举报。患者也要擦亮眼睛，谨防
上当受骗。”邓勇说。

5月28日一早的北京，还未见阳光洒进屋子，只听窗外
大风不停呼啸。

受上游沙尘天气影响，北京于 28 日凌晨出现沙尘天
气。3时空气质量急剧转差，空气质量指数（AQI）迅速从2
时的122上升到388，达到严重污染程度。4时AQI已然爆
表，突破 500大关，另据北京市环保局数据，主要污染物为
PM10。北京市气象台已于 6时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28
日白天出现4级至5级偏北风，阵风7级左右，伴有扬沙。

前一天的北京还是阳光明媚，怎么大风和沙尘说到就
到？北京市气候中心气候评估室高级工程师吴春艳告诉记
者，今年北京出现沙尘天气多以浮尘为主，由于2017年11
月份以来，蒙古国和内蒙古西部等地降水持续偏少，土壤含
水率低，墒情差，进入 3月份以后气温迅速升高，土壤解冻
早，裸露的土地土质干燥松散，这就为沙尘天气提供了丰富
的沙源。3月份以来冷空气活动频繁且势力强，大风天气频
发，导致上游沙尘向北京输送，出现浮尘。

城市密布的楼宇，是缓解大风天气影响的帮手，还是加
剧风力的幕后推手？“高楼林立，建筑物的存在增加了城市
下垫面的粗糙度，总体上降低了城市的平均风速。但城市
近地面风场还受建筑空间形态影响，如高楼的分布、水平排
列和高低错落形式等，可能产生‘狭管效应’，加大街区内部
或局地风速。”吴春艳提醒，出行要注意走路、骑车时少走高
层楼之间的狭长通道。由于风力在通道中会加剧，从而给
行进中的人们带来一定危险。

从北京代表站观象台站来看，1961年至2017年，观象
台站年平均风速正以 0.1 米/每秒/每 10 年的速率减小，观
象台站年大风日数也呈明显减小趋势，减小幅度为 5.84
天/每 10 年。“然而，春季是北京地区大风多发时期。以观
象台为例，1981 年至 2010 年，春季常年平均大风日数为
5.1 天，其中 3 月份、4 月份大风日数比 5 月份相对多些，但
具体到某一年，由于年际差异会有所不同。”吴春艳说，总体
而言，近10年沙尘天数明显减少。

专家建议，大风天，应关好门窗，加固围板、棚架、广告
牌等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妥善安置易受大风影响的室外
物品；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需采取积极的应对措
施，如回港避风或绕道航行等；由于轻型车重量较轻，在高
速行驶中可能被大风掀起。行人注意尽量少骑自行车，或
在轻型车上放置一些重物，慢速行驶；要注意戴口罩、纱巾
等防尘用品，以免沙尘对眼睛和呼吸道系统造成损伤；有关
部门和单位还需注意森林、草原等防火工作。

好消息是，这场沙尘天气并不能“猖狂”太久。据介绍，
5月28日中午，北京风力明显减弱，夜间晴间多云，风力二
级左右，最低气温 16℃。气象部门预计，本周北京持续晴
热，气温一路上升，31日气温将达 34℃，创今年来新高。6
月1日更将高达35℃，或成为今年北京首个高温日。

5 月 28 日，商务部发布的《主要消
费品供需状况统计调查分析报告》显
示，消费者对进口商品的需求旺盛，进
口商品成为市场供给重要补充。不过，
企业增加进口意愿在品类之间差异较
大。针对调查报告相关数据，经济日
报·中国经济网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安全、价格、品质成关键词

调查分析报告显示，随着收入水平
的提高，消费者对进口优质商品消费意
愿不断增强，家庭月收入超过 2 万元的
消费者都购买过进口商品，且最近一年
内已经或有意购买进口商品的占比高
达 86.6%。消费者对食品、服装鞋帽和
化妆用品的关注度较高；化妆用品、母
婴用品和钟表眼镜等大类中进口商品
比重较高，未来半年内增加购买的意愿
也较强。消费者购买进口商品时，主要
关心安全、价格和品质。

具体来看，消费者对进口商品需求
旺盛。进口商品消费占商品消费总额
比重达到三成以上的消费者占全部调
查对象比例超过 20%，其中化妆品、母
婴用品、钟表眼镜、乘用车、珠宝首饰比
例分别为 36.1%、33.4%、28.9%、27.3%
和 22.7%。吃类更重安全，用类更重品
质。超过 90%的消费者认为安全是购
买进口食品和母婴用品的主要关注点，
超过 70%的消费者认为品质是购买进
口文教体育休闲用品、化妆品、家居和
家装用品的主要考虑因素。进口需求
意愿较强。未来半年，31%的消费者计
划增加进口商品消费，需求列前 5 位的
商品依次为化妆品、钟表眼镜、母婴用
品、乘用车和珠宝首饰。

消费者为何对进口优质商品的消费
意愿不断增强？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
贸易研究部主任赵萍在接受经济日报记
者采访时认为，消费者需求与国内供给水
平有着直接关系。如果国内供给不足或
者国内供给与进口的商品在市场定位、产
品的技术设计等各个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的话，那么进口商品就会有效弥补国内市
场供给的空白，从而使消费者对进口商品
的需求表现得更加强烈。

“以汽车、化妆品为例，国内外市场
的品牌定位、产品的技术特点和性能都
存在着一定差异。人们在消费升级过
程当中，对于高品质的知名品牌的汽
车、化妆品和具有更强技术特点的汽车
和化妆品需求，在国内无法得到充分满
足，因此对进口汽车和化妆品的需求也
就表现得更为强烈。”赵萍说。

不断满足美好生活需要

调查分析报告显示，我国商品供给

以国产为主。75.6%的企业（指参加本
次调查的流通企业，下同）销售商品国产
占比超过 50%，其中国产商品占比较高
的是珠宝首饰、服装鞋帽类，较低的是乘
用车类。品牌成为企业决定商品进口的
最主要原因。39.2%的企业认为品牌是
决定进口商品的原因，其次为安全、价
格、设计和原料，比例分别为 14.6%、
12.9%、11.7%和11.6%。

“当前，我国居民消费正由传统模仿
式、排浪式、生存型消费模式向新型的个
性化、多样化、发展型消费模式转变，对
于健康饮食、医疗康复、信息通信、文化
创意等领域优质特色商品和服务的消费
需求持续高速增长。”专家认为，国内企
业在技术、创意、营销模式等方面仍然存
在短板，相当一部分商品和服务领域并
不具备比较优势。

进一步扩大进口符合我国居民消费
升级方向，消费者将享受到种类更丰富、
价格更实惠、购买更便捷的进口商品，实
实在在提升幸福感和获得感，同时对吸
引境外消费回流，提升进口在税收、就业
等方面的贡献也具有积极作用。

数据显示，进口商品成为市场供给
重要补充。进口商品销售占商品销售总
额比重达到五成以上的企业占全部调查
对象比例为24.4%，其中乘用车、家居和

家装用品、钟表眼镜、电器电子产品、食品
类企业比例分别为 51.1%、34.6%、31.0%、
25.9%和25.4%。

进口意愿折射需求之变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主要消费品供给
状况统计调查分析报告，企业未来一年内
将维持现有进口商品比例，增加进口意愿
在品类之间差异较大。未来一年，85.5%
的企业将维持商品进口现状，7.4%的企业
将减少进口，7.2%的企业将增加进口，增
加进口意愿较强的集中于食品、母婴用品、
化妆用品、钟表眼镜和乘用车类商品。

同时，家居和家装用品类、电器电子类
减少进口意愿强烈。报告显示，未来一年
内，80.1%的企业计划对家居建材类进口维
持现状，减少进口比例为16.9%，高于增加
进口比例约14个百分点。其中，瓷砖、卫生
陶瓷、木地板、油漆涂料和灯具减少进口意
愿较强。未来一年内，85.8%的企业计划对
电器电子类进口维持现状，10.3%的企业减
少进口，3.9%的企业增加进口，分品类看也
是减少进口比例高于增加进口比例。

“对于在消费结构升级过程中已经得到
适度满足的一些高品质商品的需求，或者国
内供给能够满足的这一部分需求，企业的进
口意愿可能会有所减弱。”赵萍表示，过去3

到5年，国内企业通过技术创新，使国内生
产的一些家电产品已经在世界上遥遥领
先，因此对进口家电类商品的需求就有所
减弱，这也是国内产业崛起、自我发展能
力提升的必然结果。

赵萍表示，从国内市场来看，2010年
至今我国家居建筑和装饰材料以及家电
类产品保持了连续数年的高增长，市场的
满足程度比较好，因此消费结构升级就对
这方面的进口商品需求有所减弱。

“由于房地产政策调整，人们对于住
房消费也回归理性，大规模购买住房的
非理性消费得到有效遏制，从而使家居
家电类消费也进一步出现平稳态势，这
也导致进口家居家电类的未来购买欲望
有所减缓。”赵萍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