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7 月 1 日，国家医保局

发布《2025 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

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

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

案（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

提出，2025 年制定第一版商业健康

医保险创新药品目录，主要纳入超

出保基本定位、暂时无法纳入基本

目录，但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

患者获益显著的创新药，推荐商业

健康保险、医疗互助等多层次医疗

保障体系参考使用。

《征求意见稿》提出，目录外西

药和中成药，符合《基本医疗保险用

药管理暂行办法》第七条、第八条规

定，且具备以下情形之一的目录外

药品，可以申报纳入基本目录：①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期间，经国家药监部门批准上市

的新通用名药品；②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期间，经国

家药监部门批准，适应证或功能主

治发生重大变化，且针对此次变更

获得药品批准证明文件的药品；③

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18 年

版）》的药品；④纳入鼓励仿制药品

目录或鼓励研发申报儿童药品清

单，且于 2025 年 6 月 30 日前，经国

家药监部门批准上市的药品；⑤

2025 年 6 月 30 日前，经国家药监部

门批准上市的罕见病治疗药品。

《征求意见稿》提出，目录内西

药和中成药符合以下条件的应申

报：2025 年 12 月 31 日协议到期且

不申请调整医保支付范围的谈判药

品；2025 年 12 月 31 日协议到期且

适应证或功能主治未发生重大变

化，因适应证或功能主治与医保支

付范围不一致，主动申请调整支付

范围的谈判药品；2020 年 1 月 1 日

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期间，经国家

药监部门批准，适应证或功能主治

发生重大变化，主动申请调整医保

支付范围的药品。

此外，具有以下情况之一的药

品将重点考虑调出基本目录：①协

议有效期内未按约定保障市场供应

的谈判商品；②近 3 年未向医保定

点医药机构供应或国家医保信息平

台上无交易量的常规目录药品；③

符合《基本医疗保险用药管理暂行

办法》第九条、第十条规定的药品。

《征求意见稿》提出，符合前述基

本目录外药品申报条件①或条件⑤

的独家药品，可以单独申报商保创新

药目录或同时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

基本目录。基本目录调整和商保创新

药目录制定同步进行，今年 10 月—11

月将公布药品目录调整结果。

国家医保局同步发布《2025 年

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

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

新药品目录调整申报指南（征求意

见稿）》，并修订完善《谈判药品续约

规则》，同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张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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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 月 29 日，全国首个 AI

（人工智能）医学院———广东医科大学

AI 医学院（以下简称 AI 医学院）在该

校东莞校区正式启动成立。据悉，该 AI

医学院是首个在网络空间中构建的、

基于鸿蒙生态的医学智算中心和人工

智能底座上的“虚实融合、软硬一体”

数智医学院，是与真实世界医学教育

并行的 AI医学教育空间。

“人工智能，特别是大模型技术，

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融入医学、赋能

医学、改变医学。”中国科学院院士、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肾内科主任

侯凡凡发表视频致辞时表示，AI 医学

院的建设，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全新的

视野和模式。这有助于培养未来医生

的 AI 素养，并能通过 AI 提升医学教

育质量，对大模型自身的训练和成长

也极具价值。

记者了解到，以“智肾”慢性肾脏

病大模型、“福星”儿童肥胖大模型、

“同济·木兰”女性肿瘤大模型等为

代表的首批顶尖专家团队研发的 30

多个人工智能通用大模型、医学领

域行业与场景大模型和高质量数据

资源，100 名名师名医、20 多家生态

伙伴入驻该 AI 医学院。

“AI 医学院的启动建设，将有力

推动医学教育与 AI 的双向赋能，为

医疗工作者、教师和医学生提供更

优质多元的资源与实践平台。”广东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

任易学锋表示。

广东医科大学党委书记、校长卢

景辉表示，广东医科大学主动拥抱

人工智能时代下医学教育模式的创

新变革，努力为国内医学人工智能

大模型打造友好、开源的医学教育

应用场景，提供从校园到医院全成

长周期的知识学习、临床研究、诊疗

服务 AI 素养的评估和支持，以 AI 赋

能学生适应未来医学、智慧医疗必

备的职业能力。

广东医科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曾志嵘指出，人工智能技术正在重塑

医疗行业，从最初的“替代者”思维

转向“增强型”医生，掀起医学教育

与实践的新浪潮。AI 素养和能力将

成为未来医生的关键胜任力和核心

竞争力，AI 医学院个性化教育中枢、

超现实实践平台、全周期成长伴侣

三大支柱，多模态融合技术、可解释

AI 决策系统、实时知识更新引擎、产

业生态创新、教育范式创新、社会价

值创新六大创新突破，将全新赋能医

学教育。

广东医科大学多模态数据融合

应用实验室主任弓孟春表示，AI 医

学院是首个专注于人工智能与医学

深度融合的专门学院。其核心使命，

在于面向未来培养兼具医学专业素

养与人工智能应用能力的复合型人

才，系统化、全方位提升医学生的 AI

素养。“这不仅仅是一个教学平台的

搭建，更是一次人才培养模式的深刻

变革。” （朱汉斌）

全国首个 AI医学院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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