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吸管禁塑令”实施两个月来，餐
饮行业从业者纷纷将使用已久的不
可降解塑料吸管，更换成纸吸管或
PLA(聚乳酸)可降解吸管。

消费者对环保吸管的接受程度
如何？有没有更好的替代方案？记
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广东东莞市恒昇包装科技有限
公司负责人石磊介绍说，目前市面
上采用的环保替代吸管主要是纸吸
管和PLA吸管。“纸吸管主要利用木
材原浆和抗水剂制成，PLA吸管则
是由玉米秸秆等可降解材质制成，
这两种材料的制作工艺还有待更
新。”

尽管做了固化防水处理，仍有不
少消费者质疑纸吸管“易泡软”。2月
23日，在北京东城区工作的小王下班
后前往一家刚开业不久的品牌奶茶
店打卡。“纸吸管喝热饮根本支撑不
了几分钟，碰上喜欢咬吸管的，跟啃
卫生纸芯一个味儿。”这家店所使用
的纸吸管让她感到颇为扫兴。

对于新型吸管的类似吐槽，频频
出现在社交平台上。在杭州从事互
联网工作的张露原本常点奶茶外

卖。自从纸吸管上线后，她点奶茶外
卖的频率明显减少。她表示：“泡久
后的纸吸管有一股纸味，饮用这头被
润湿后很容易沾上口红，而且奶茶里
的珍珠吸不上来，在公共场合太尴尬
了。”

PLA吸管虽然没有纸味，但习惯
了塑料吸管的消费者仍然有些不适
应。有消费者表示，PLA吸管“才吸
了一两口就瘪了，还无法复原”“遇热
就扁”。

去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
境部联合发文，提出到2020年底，餐
饮行业禁止使用不可降解一次性塑
料吸管。

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塑料制
品累计产量达到8184万吨，其中塑
料吸管近3万吨，约合460亿根，人均
使用量超过30根。

石磊介绍说，塑料吸管基本是一
次性使用，但降解时间长达数百年，
回收利用难度大，塑料颗粒还有可能
通过自然循环进入人体。

禁令之后，匆匆上架的替代品，
并未得到市场积极回应。石磊表示，
我国环保吸管行业发展已有 10多

年，产品主要出口欧洲。但之前使用
的都是半自动化设备，纸张抗水性能
比较差。“2017年开始，欧洲的纸吸
管订单量剧增，才慢慢推动我国纸吸
管生产设备和技艺的更新。”

石磊说，塑料吸管生产成本平均
为每支0.03元，纸吸管为每支0.08-
0.09元，PLA吸管则是每支0.17-0.2
元。禁令之后，商家基本上会首先采
用纸吸管。

全国的纸吸管产销量不断增
长。据石磊介绍，2020年全国塑料
吸管行业产量约为500亿支。纸吸
管产量约为300亿支，按12mm吸管
0.1元的定价，产值为30亿元。

“去年8月开始，公司接到的纸
吸管订单暴增。”然而，上架后的纸吸
管被消费者诟病，使其订单量在年初
又快速下降。

记者注意到，已有多家品牌奶茶
连锁表示将用 PLA 吸管替代纸吸
管。然而，石磊认为：“目前国内缺乏
环保吸管生产行业的统一标准，内部
鱼龙混杂，PLA吸管高售价所带来的
利润空间，可能使得部分不良厂家打
着环保产品的旗号，生产不合格的产
品，对环境造成更严重的破坏。”

有消费者则担心“羊毛出在羊身
上”，奶茶会随着吸管成本的增加而
涨价。

华南理工大学制浆造纸工程国
家重点实验室教授杨仁党认为，面对
消费者的吐槽，首先思考的不应该是
返回塑料吸管时代，而是应该探索更
符合消费者期望的产品。

根据市场反馈，石磊去年联合华
南理工大学、广东优彩新材料技术研
究有限公司抓紧研发，提高纸吸管原
纸的防水防油和杀菌抗菌效果，向无
胶纸吸管方向升级。

诸多市场实践也证明，取缔不可
降解的塑料吸管并非只有环保替代
吸管这一条路。去年6月30日，麦当
劳中国宣布，即日起，北京、上海、广
州、深圳近千家餐厅将率先停用塑料
吸管，并在杯盖的设计上增加了一个
饮用嘴，只要打开上面的小盖就可以
直接饮用。

杨仁党表示，减少一次性产品和
塑料制品的使用是必然趋势，在此过
程中需要生产者不断创新，并形成规
范统一的行业标准。对消费者而言，
需要逐渐习惯环保吸管的体验，或者
减少一次性产品的使用频率，以环保
型消费推动商家绿色供给。

（工人日报）

与往年相比，本次医保药品目录
调整看点之一是谈判降价调入的药
品数量最多、惠及的治疗领域最广
泛。

新增119种药品。这些药品共
涉及31个临床组别，包括慢阻肺用
药、红斑狼疮用药、抗抑郁症用药等，
占所有临床组别的86％，患者受益面
非常广泛，其获得感更加强烈。

新增新冠肺炎治疗相关药品。
最新版国家新冠肺炎治疗方案所列
药品已全部纳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
如利巴韦林注射液、阿比多尔颗粒等
药品均调入目录，用以应对新冠肺炎
疫情。

新增17种抗癌药。本次目录调
整新增了 17 种抗癌药，其中包括
PD－1、仑伐替尼等新药、好药。目
录内癌症用药的保障水平再次提升。

调出29种药品。这些“被清退”
药品主要是临床价值不高且可替代，
或者被药监部门撤销文号成为“僵尸

药”等。在论证与评审中，专家们将
可替代性作为一项重要指标，被调出
的药品在目录内均有疗效相当或者
更好的药物可供替代。这些药品的
调出，将为更多新药、好药纳入目录
腾出空间。

新药“入群”。为了满足患者对
新上市药品的需求，2020年8月17
日前上市的药品均被纳入本次目录
调整的范围，其中有16种新上市的
药品被调入目录。

可以看出，这次医保药品目录调
整纳入性价比高的药品、调出临床价
值不高的药品、全覆盖治疗新冠肺炎
相关药品，其重点依旧放在“保基
本”，提高患者用药的可及性。

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谈
判成功的 119 种药品，平均降价
50.64％。从患者负担情况看，通过
谈判降价和医保报销，预计2021年
可累计为患者减负约280亿元。

本次目录调整首次对目录内的
“老品种”进行降价谈判。评审专家
经过论证，将价格或费用明显偏高
的14种目录内药品纳入谈判范围，
这些药品单药的年销售金额均超过
10亿元。经过谈判，14种药品均谈
判成功并保留在目录内，平均降价
43.46％。

与新准入目录的药品相比，一些
“老品种”出现了价格“倒挂”现象，对
“老品种”进行再谈判，有利于提高药
品经济性与公平性，也能够切实减轻
患者负担，提升医保资金的使用效益。

针对2020年底协议到期的目录
内抗癌药品，国家医保局对14种独
家药品按规则进行续约或再次谈判，
平均降幅为14.95％，其中个别一线
抗癌药降幅超过60％。经测算，14
种抗癌药降价，预计2021年可为癌
症患者节省30余亿元。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
长熊先军说，在医保基金安全总体可
控的前提下，医保基金支出没有明显
增加，参保患者的药品支出明显节
省，医保药品保障能力和水平得到提
升。

参照最新版医保药品目录，全国
多地陆续发出与2020新版国家药品
目录落地执行相关的文件，以及地方
增补药品目录的相关通知。

如北京医保药品目录已经将新增
的119种药品全部纳入。并对门诊特
殊疾病的药品报销品种进行调整完
善，将许多新增药品纳入门诊特殊疾病
报销，例如将新增药品“西尼莫德”和

“芬戈莫德”纳入“多发性硬化”门诊特
殊疾病药品报销范围等。此外，还将

“泽布替尼”等19种其他新增药品纳入
北京市恶性肿瘤等门诊特殊疾病药品
报销范围。除了对谈判药品和高值药
品实行统一分类管理，四川省还将德
谷门冬双胰岛素等12个谈判药品纳
入省城乡居民糖尿病门诊用药范围。

随着新版医保药品目录的落地，国
家医保局还将指导定点医疗机构形成
联动，及时优化升级机构配备、使用的
药品，提升临床用药水平，并指导各地通
过完善门诊保障政策、开通医保定点药
店通道、合理调整总额控制等方式，推
动新版目录内药品落地。（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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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覆盖新冠肺炎药品全覆盖新冠肺炎药品 新增新增1717种抗癌药种抗癌药
新纳入药品平均降价50.64％

新版医保药品目录落地新版医保药品目录落地
最新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于3月1日正式启用。经过调整后的医

保药品目录，纳入119种药品，调出29种药品。
清退“僵尸药”、新增抗癌药、覆盖新冠肺炎治疗相关药品、新纳入

药品平均降价50.64％……最新版医保药品目录再次体现“保基本”的
功能定位，推动实现医保、企业、患者“三方共赢”。

新冠肺炎用药
全部纳入医保

新纳入药品
平均降价50.64％

多地医保药品目录调整

“吸管禁塑令”实施两月，替代品却引消费者吐槽……

环保吸管被消费者吐槽

生产设备和技艺有待更新

以环保型消费
推动商家绿色供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