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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月 7日，商务部、国家卫

生健康委、国家药监局联合发布《关于

在医疗领域开展扩大开放试点工作的

通知》，拟在医疗领域开展扩大开放试

点工作。

在生物技术领域，《通知》明确，

在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广

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

港允许外商投资企业从事人体干细

胞、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开发和技术

应用，以用于产品注册上市和生产。

所有经过注册上市和批准生产的产

品，可在全国范围使用。拟进行试点

的外商投资企业应遵守我国相关法

律、行政法规等规定，符合人类遗传

资源管理、药品临床试验（含国际多

中心临床试验）、药品注册上市、药品

生产、伦理审查等规定要求，并履行

相关管理程序。

在独资医院领域，《通知》指出，拟

允许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苏州、

福州、广州、深圳和海南全岛设立外商

独资医院（中医类除外，不含并购公立

医院）。设立外商独资医院的具体条

件、要求和程序等将另行通知。

《通知》强调，试点地区商务、卫生

健康、人类遗传资源、药品监督管理主

管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加大政策宣

传力度，主动对接有意愿的外商投资

企业并加强服务；同时，要加强部门间

会商，并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对试

点企业实施监督管理，及时识别、有效

防范风险，扎实推进生物技术和独资

医院领域扩大开放试点工作，确保试

点工作取得实效。 （张思玮）

本报讯 9 月 9 日，国家卫生健康

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药监局印发

《第五批鼓励研发申报儿童药品清

单》。第五批儿童药品清单有 15 个品

种，涉及 25 个规格、8 种剂型，覆盖全

身用抗感染药、呼吸系统用药、抗肿瘤

药及免疫调节剂等。

第五批儿童药品清单重点关注

低龄儿童用药、急抢救用药等，优先选

取能解决临床突出问题的药品；多个

药品为口服溶液剂、乳膏剂等儿童适

宜剂型；纳入部分罕见病用药，进一步

加强与罕见病目录的衔接，强化鼓励

儿童用药研发的整体效应。此外，兼顾

企业研发意向，此次遴选结合前四批

儿童药品清单实施情况，通过数据分

析和专家论证等方式综合评估了品种

潜在开发难度和市场空间。

据悉，前四批儿童药品清单含

129 种药品。截至目前，已有 30 种药

品获批上市，覆盖神经系统用药、消

化道和新陈代谢用药、心血管系统用

药等 8 个治疗领域，其中有 15 种药

品是罕见病用药。这 30 种已上市药

品中，27 种为清单发布后首次获批

上市，且其中 12 种为国内新通用名

药品。

为推进鼓励研发申报儿童药品

清单相关配套支持政策的落细落实，

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工业和信息化

部、国家医保局、国家药监局建立了跨

部门信息共享、沟通会商和协同创新

机制，分别按职责和鼓励研发申报儿

童药品政策要求，推进鼓励研发申报

儿童药品的研发、注册、生产、使用、报

销等配套政策的衔接协同。（李羽壮）

15个品种进入第五批鼓励研发申报儿童药品清单

本报讯 近日，香山科学会议第

S73 次学术讨论会在北京举行，主题

聚焦“衰老的机制与干预”。此次会议

旨在推动衰老基础研究与转化医学的

紧密结合，为延缓老化进程和预防相

关疾病奠定科学基础，同时提升我国

在国际长寿医学研究领域的竞争力，

助力实现“健康中国”的战略目标。

会议期间，专家们深入分析了衰老

机制研究与干预措施的重要性，强调衰老

研究对人类健康至关重要，而延缓衰老是

减少多种衰老相关的疾病发生率的关键

策略。早期研究已表明，衰老是一个可分

析、可预测、可干预的复杂过程。专家们提

出，未来的医学研究方向应从以治疗单一

慢性疾病为主转变为以系统干预衰老为

核心，从而实现从传统老年医学向长寿医

学的转变。

会议执行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

裴钢在会议中强调，衰老研究是生命

科学的关键领域，它不仅影响个体健

康，也关系到社会的整体福祉。他提

到，国内在衰老领域的研究已取得显

著进展，特别是中国衰老标志物研究

联合体的成立，已在国际上产生了深

远影响。裴钢院士指出，国家对衰老机

制和干预的重视预示着未来相关产业

的广阔发展前景。

会议执行主席、中国科学院外籍

院士袁钧瑛指出，血管是衰老的敏感

指标，关注其健康至关重要。她呼吁全

球科学家在血管衰老研究领域加强合

作，共同攻克科研难题，为人类健康事

业做出贡献。

会议执行主席、中国科学院动物

研究所研究员刘光慧提出，面对我国

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问题，积极应

对已成为国家战略。衰老研究不仅面

向科技前沿，也响应了国家的重大需

求和人民健康的重大关切。因此，刘光

慧强调，迫切需要采用创新思维和先

进技术，开展衰老机制和干预研究。

与会专家一致建议，为有效推进

衰老研究，应进行顶层设计，明确科学

问题，倡导有组织的科研新范式，确保

研究力量集中，聚焦具体目标，促进基

础研究与临床应用的结合。专家们认

为，无论是从哪个角度研究衰老，科研

工作者都应形成合力，建立临床与技

术合作的桥梁，为实现健康老龄化的

国家战略提供坚实的科技支撑。通过

跨学科合作，有望在衰老研究领域实

现更多突破，为健康老龄化国家战略

的成功实施提供科技支持。（张晴丹）

香山科学会议聚焦衰老机制和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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