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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明确如果（医学检查）影
像不能上传到云端，就要减收一定
费用。”11月23日，国家医保局举
办首场解读会，对医疗服务价格项
目立项指南进行解读，国家医保局
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医药价格
处负责人蒋炳镇表示，群众都希望
CT、核磁影像实现手机可查、跨医
疗机构可用，因此指南对应纳入服
务范围却未纳入的内容在价格上
做“减法”。

人工智能辅助诊疗能额外收
费吗？中医拔罐既有火罐、电罐，
还有磁疗罐、真空罐，这么多种类
又该如何定价呢？

蒋炳镇表示，医疗服务价格长
期以来实行各省属地管理，项目的
数量、内涵、颗粒度差异大，不仅医
疗机构计费负担增加、群众看不
懂，而且无法兼容新技术。国家医
保局推进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
试点，组织专家团队研究编制立项
指南，对存量价格项目进行系统性
重塑，让收费项目更清晰、更具可
行性，督促合法合规收费。

指南为新技术预留空间

“近几年，越来越多产妇选择
无痛分娩，但分娩镇痛一直没有单
独设立项目。”内蒙古自治区医疗
保障局医药价格与招标采购处处
长李树珍表示，有的医疗机构按照
腰部硬膜外连续组织麻醉进行收
费，有的则按照腰部硬膜外单次组
织麻醉进行收费，这样的收费在医
保飞行检查中曾被认为是套用项
目的违规行为。

“远程胎心监护等由新技术支
持的服务早已开展，却未纳入现有
价格体系。价格项目不全的问题
导致临床缺乏统一收费标准，易产
生费用争议，也限制了新项目的开
展。”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妇产科医
生魏瑗表示，新指南将新技术纳入
项目，在满足孕产妇个性化需求的
同时，也促进医疗服务规范化。

据了解，国家医保局已编制发
布的《产科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
项指南（试行）》中，将“分娩镇痛”
“导乐分娩”“亲情陪产”等项目单
独立项，解决了无明确项目收费等
问题。“指南的落地，鼓励医疗机构
提供以产妇为中心的人性化分娩
服务，既满足产妇需求，也便于临

床收费。”李树珍说。
无明确收费项目，使得新技术

的临床应用积极性不高。“过去出
现新技术，医疗机构往往需要申报
新增项目，审批流程长。”国家医保
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指导中心
价格管理技术专班负责人唐菲表
示，指南的编制充分考虑未来的技
术发展和科学进步，通过提高兼容
性为新技术的出现预留空间。

“扩展项”不应额外加价

同样是诊断、同样是康复，如
果利用了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应
不应额外收费呢？

“我们在调研过程当中了解
到，各方普遍认为人工智能技术在
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医生提高效
率和准确率，但现阶段还不能实现

‘平替’。”蒋炳镇说，因此，医疗机
构在已经收取相关诊疗费用后，就
不宜因人工智能技术再额外向患
者收费。

那么，如何让相对成熟的人
工智能技术进入临床应用，成为
医疗服务“加分项”而非“加钱项”
呢？“指南以服务产出为导向，资

源消耗为基础，技术和劳务分开
为原则，在项目要素中设立了‘扩
展项’。”唐菲介绍，扩展项与主项
服务的产出相同，不需要体现价
格差异。

也就是说，医院利用人工智能
进行辅助诊断或者康复服务，为患
者提供的是同样的服务产出。为
了降本增效，医院可以选择人工智
能参与到诊疗过程中，但不应额外
加价。

和人工智能辅助技术一同被
列为“扩展项”的还有异种器官、不
同的拔罐种类、羊膜腔穿刺注药
等。“火罐、磁疗罐……无论是用哪
种罐进行操作，最终目的都是中医
拔罐，所以将其归为‘扩展项’，收
费时不区分罐的种类。”唐菲表示，
这样既确保医院有项目可收费，也
避免收费项目名目繁多。

据了解，国家医保局已印发护
理、康复等17批立项指南，涉及
271个主项目、250个加收项、88个
扩展项，形成609个收费编码。眼
科、呼吸系统等立项指南后续也将
陆续编制发布。

（来源：《科技日报》）

国家医保局解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

新技术应成为“加分项”而非“加钱项”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十二
部门印发《5G规模化应用“扬帆”
行动升级方案》，方案提出，到
2027年底，构建形成“能力普适、
应用普及、赋能普惠”的发展格局，
全面实现5G规模化应用。

5G规模赋能成效凸显。5G个
人用户普及率超85%，5G网络接入
流量占比超75%，5G新消费新体验
不断丰富。面向工厂、医院、景区
等重点行业领域打造一批5G应用
领航者，带动行业数字化转型升
级。5G物联网终端连接数超 1
亿，大中型工业企业5G应用渗透
率达45%。

5G产业供给不断丰富。5G-A
国际标准参与度持续深化，5G国内

行业标准体系加快完善，5G融合应
用标准超150项。5G融合应用产业
体系不断健全，5G与数字技术融合
持续深入，芯片模组、行业终端、虚
拟专网、共性能力平台等关键环节
供给能力升级，打造形成超1000款
创新行业终端模组产品。

5G网络能力显著增强。5G覆
盖广度深度不断拓展，每万人拥有
5G基站数达38个，5G网络驻留比
超85%，全面支持IPv6技术。按需
推进5G网络向5G-A升级演进，全
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实现5G-A超宽
带特性规模覆盖。建成7万个5G
行业虚拟专网，带动5000个边缘
计算节点建设，构筑“通感算智”深
度融合的新型数字底座。

5G应用生态加速繁荣。推动
建设一批5G应用规模发展城市，
培育200家5G应用解决方案供应
商，打造50个特色鲜明的5G应用
创新载体。面向重点领域锻造5
项以上5G应用安全标杆，构建与
5G发展相适应的安全保障体系。
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梯度成长的
良好态势逐步形成，全球开放合作
生态日益完善。

在5G助力公共服务普惠升级
方面，方案提出了5G+政务服务、
5G+数字教育、5G+社会治理、5G+智
慧文旅、5G+卫生健康、5G+广电视
听、5G+数字体育等。

具体内容包括：加快5G网络
与校园网络协同部署，实现内外网

业务跨域融合，支持5G教育终端
设备创新研发，推进5G校园建设。

加强5G应用、内容生成和装
备升级协同创新，完善XR、虚拟交
互、智能文化装备等产业链，提升
文化装备智能化水平和产业化能
力。增强大型演唱会、音乐节等演
出现场5G通信服务能力。

培育5G智慧健康养老、医药
制造、医疗器械制造、远程手术等
应用场景。

推动5G在体育训练、健身指
导、运动培训、赛事直播、智慧场馆
等重点场景规模应用，培育5G数字
运动、5G体育赛事互动等服务新模
式，强化5G体育器材研发能力。

（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未来5G还能干啥？

5G规模化应用升级方案来了

近期，面包、糕点中普遍存在
的食品添加剂“脱氢乙酸钠”。因
安全性相关话题引发网友担忧，根
据新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
添加剂使用标准》规定，自2025
年2月8日起，脱氢乙酸及其钠盐
将在我国迎来大范围禁用，彻底退
出“面包圈”。

脱氢乙酸钠是什么？为何在
烘焙业广泛应用？“新国标”为何对
其使用作出调整？这是否说明脱
氢乙酸钠真的有毒？这就带大家
详细了解一下。

脱氢乙酸钠到底是什么？

脱氢乙酸钠是一种较为常见
的食品添加剂。从添加剂种类具
体来说，脱氢乙酸钠是低毒高效的
广谱性防腐剂。对霉菌、酵母菌、
细菌具有很好的抑制作用。

相较于苯甲酸钠、丙酸钙和山
梨酸钾等一般需要在酸性环境下
才能发挥最大效果的防腐剂，脱氢
乙酸钠适用范围宽泛得多，抑菌效
果受酸碱度的影响较小，pH值在4
至8的范围内都比较强。因为价
格低廉，被广泛运用在食品领域。
有着高含水量、质地松软属性的面
包、糕点等烘焙食品是细菌理想的
“温床”，商家为了延长产品保质

期，通常会添加脱氢乙酸钠。

“新国标”为何做出调整？

自从1998年脱氢乙酸钠被列
入食品添加剂名单中以来，该成分
已在国标中沿用 26年。但随着
“新国标”的发布，我国对其使用范
围与用量均做出更严格的限制。
烘焙产品近年来消费量明显增多，
当一种食物的消费量由少变多时，
要考虑其中某种食品添加剂累积
之后会不会超过安全限值。

因此，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
中心对脱氢乙酸钠进行了毒理学
评价，认为脱氢乙酸钠经口暴露在
一定剂量下可能存在潜在的安全
风险。

目前《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
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2760-
2024）中删除了脱氢乙酸及其钠盐
在淀粉制品、面包、糕点、焙烤食品
馅料等食品中的使用规定，同时降
低了它在腌渍的蔬菜中的最大使
用量，由原先的1克/千克调整为
0.3克/千克，这些都是依据毒理
学数据进行的正常的标准调整。

那么，为什么“新国标”还允许
在腌渍蔬菜中使用脱氢乙酸钠？

一方面是因为它们在我们日
常饮食中占比不太大，在规定标准

里使用肯定是安全的。另一方面，
脱氢乙酸钠的防腐效果确实不容
小觑，尤其是肉制品、豆制品里面，
抑菌能力比常用的山梨酸钾要好
得多。

“新国标”的调整不代表之前
的研究不充分或乱用，反而是科学
进步给我们带来的保护，也体现了
我国管理部门对食品安全的慎重
态度。

过渡期内，含脱氢乙酸钠
的烘焙食品还能继续食用吗？

无论是现行有效的食品安全
标准，还是即将实施的“新国标”，
对于脱氢乙酸钠的使用范围和使
用量都有着严格的规范和评估。
只要食品生产企业严格按照国家
标准的规定合规添加脱氢乙酸
钠，那么生产出来的产品在安全
方面是有保障的，消费者可以放
心食用。

在动物实验中，脱氢乙酸钠造
成器官损伤的前提，是长期大量摄
入。所谓的“长期”一般是指生命
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吃。所谓“大
量”也是比人类食物中的添加量大
几倍乃至几十倍。正常情况下，我
们日常的摄入量，连实验中发现的
有害量的十分之一都不到。

消费者在任何时候都应理性
看待食品添加剂，不能抛开剂量谈
毒性，脱氢乙酸钠在合理使用的情
况下，对人体健康的潜在危害相对
较小，风险较低。当然，在“新国
标”实施之后，就更不用担心啦！

食品企业可能使用哪些防
腐剂进行替代？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
加剂使用标准》（GB2760-2024）中
批准使用的防腐剂有25种。就烘
焙制品而言，当前比较常用的替代
品包括丙酸及其钠盐、钙盐，山梨
酸及其钾盐、乳酸链球菌素和ε-
聚赖氨酸等。

乳酸链球菌素与ε-聚赖氨
酸均为微生物发酵产物，易于被人
体吸收利用，也是当下热门的生物
防腐剂，安全可靠。

防腐剂在食品工业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可以延长食品的保质期，防
止食品变质，减少食品浪费，保障食
品安全。按照“新国标”中合规使用
的防腐剂都是安全的。消费者可以
一方面多多关注食品标签，了解所
购食品的成分；另一方面均衡饮食，
多样化选择食品，减少单一食品的
摄入量，降低潜在风险。

（来源：新华网）

“脱氢乙酸钠”将被大范围禁用

面包糕点中普遍存在，还能放心吃吗？

近日，我国自主研制的首
艘新型大型LNG（液化天然气）
运输船在上海交付国外用户，
这型船采用了国际先进的新型
货舱系统，填补了我国在该船
型建造领域的空白。

本次交付的新型大型LNG
（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由中国
船舶江南造船设计建造。它采
用了最新的第三代薄膜式围护
系统来储存液化天然气。与以
往相比，货舱中负责隔绝液化
天然气与外界接触的绝缘层和
屏蔽层厚度从530毫米降低到
了400毫米，这样，同样大小的
LNG运输船可以装载更多货
物。同时该船还减少了货物在
运输中的蒸发损失，具有高安

全性、节能环保等特点，达到国
际先进水平。

据介绍，此次交付打破了
此前国外船企在这型LNG船建
造领域的垄断，提升了我国船
舶工业在高技术、高附加值船
舶的市场地位。

中国船舶江南造船大型
LNG运输船主管建造师 宋博
文：这条船实现了中国在这个
领域“零的突破”，通过这条船
的成功建造，中国在能源运输
跟海洋装备领域的一些合作会
更加密切。目前该型船手持订
单总计是8艘，后续将逐步进行
产品优化、迭代、提升，推出更
多更高效、更有引领性的产品。

（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打破国外垄断

我国首艘新型大型LNG运输船交付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近日报
道，美国能源部阿贡国家实验
室科学家，利用橡树岭国家实
验室的“前沿”超级计算机，实
现了迄今最大规模宇宙天体物
理模拟。这为宇宙流体力学模
拟设定了新基准，也为模拟原
子物质和暗物质的物理特征奠
定了坚实基础。

此次模拟使用的程序名为
“硬件/混合加速宇宙学代码”
（HACC）。这一成熟的宇宙模拟
程序自15年前问世以来，便致
力于研究宇宙暗区大规模结构
的形成，包括暗能量、暗物质、
中微子和原始涨落的起源等。

随着美国E级计算项目（E
级指每秒进行百亿亿次浮点运
算）的推进，HACC也迎来重大升
级，其在E级“前沿”超级计算机
上展现了惊人的运行速度，比
最初的参考运行速度快了近
300倍。此次的新模拟更是通

过使用约9000个“前沿”超级计
算机的计算节点，实现了破纪
录的性能。

团队表示，宇宙包含两个组
成部分：被认为只与引力相互作
用的暗物质，以及普通物质。因
此，如果科学家想要探究宇宙的
奥秘，需要同时模拟两大事物：
引力以及包括热气体、恒星、黑
洞和星系形成在内的其他物理
学过程，这便是宇宙流体动力学
模拟的核心所在。

然而，与模拟不断膨胀的
宇宙相比，宇宙流体动力学模
拟的计算成本要高得多，难度
也更大。以往，科学家无法模
拟像智利鲁宾天文台等大型望
远镜观测到的、跨越数十亿年
时间的宇宙区域的流体动力学
情况。但在最新研究中，他们
在“前沿”超级计算机上实现了
这一点。

（来源：《科技日报》）

“前沿”超算实现最大规模宇宙天体物理模拟

大科学装置中国散裂中子
源，被称为“超级显微镜”，是深
度探索微观世界的有力工具。
它不仅能解决前沿科学问题，
还可以应用到生产生活中的方
方面面。近日，中国散裂中子
源又解锁了一项“新技能”——
通过对文物无损检测，探明文
物内部物质，助力文物研究和
保护。

利用大科学装置中国散裂
中子源，工作人员对广东省博
物馆收藏的一件清代鎏金铜器
进行了扫描。这件文物此前在
用X射线扫描时显示其内部中
空，而通过中国散裂中子源的
探测，有了新的发现。

广东省博物馆文物保护科
技中心主任张欢告诉记者：“我
们可以穿透铜和鎏金层，显现
出里边我们一般认为比较轻的
一些物质，比如木材、植物纤
维，我们看到有一些宝石的信
号，这里边的宝石可能有一些
是有机的，也可能有一些是无
机的。”

中国散裂中子源是建在粤
港澳大湾区的国家重大科技基
础设施，它就像一个“超级显微

镜”，通过高能粒子撞击重金属
靶体，产生大量中子。中子作
为一种独特的微观粒子，具有
极强的穿透能力，利用中子作
为“探针”，可以探究物质材料
的内部微观结构和开展动力学
研究。

据介绍，中子成像技术可
以对文物进行无损检测，清晰
地显示其内部的结构和细节，
与传统的X射线成像相比，中子
对于那些由重金属包裹或内部
结构复杂的文物，具有更强的
穿透能力。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
究所副研究员王声翔说：“中
子探测器就像眼睛一样，可以
探测到打到样品上获得的衍
射的中子，每一种晶体都有它
的衍射特征的峰，我们通过探
测到它这样的一个峰，我们可
以看见不同的元素，以及它在
什么位置。”

截至目前，工作人员已经
对广东省博物馆的一批金属文
物进行中子成像分析和中子衍
射分析，并取得了初步的实验
成果。

（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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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中国长城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获悉，近日，国产首颗
全电推通信卫星——亚太6E通
信卫星正式在轨交付印度尼西
亚。该卫星可覆盖印尼全境，
为该国提供高性价比的高通量
宽带通信服务，助力其信息化
建设迈上新台阶。

亚太6E通信卫星由中国空
间技术研究院采用东方红三号
E平台研制，是该平台的首发
星，在轨寿命15年，通信容量约
30Gbps。2023年1月13日，该
卫星搭乘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
进入预定轨道。今年7月，卫星

通过在轨技术验收评审和地面
系统最终验收评审，正式投入
运营并由印尼用户开展天地全
系统测试。

随着东方红三号E平台、东
方红四号E平台和东方红五号
平台构成的国产通信卫星产品
线不断完善，中国航天不断优
化提升国际化发展的核心竞争
力。亚太6E通信卫星的成功交
付，进一步提升了国产东方红
三号E平台和东方红全系列通
信卫星平台在国际国内市场的
品牌形象和客户认可度。

（来源：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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