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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高消费项目

今年1月11日，由国家医保局推
动的口腔种植体系统集中带量采购在
四川省成都市开标。根据对外发布的
口径，中选产品平均中选价格降至
900余元，与集采前中位采购价相比，
平均降幅达55%。

“那一天，我没有到成都，但是同
事去了。”国外某品牌种植牙在上海
的销售负责人彭穷回忆说，集采结果
公布那天，他的心情并没有出现大的
波动，甚至只是草草浏览了一遍新
闻，“该来的总是会来，一切都在意料
当中”。

这次备受社会瞩目的集采开标
之前，关于种植牙，人们的印象就一
个字——贵。

多年前，有媒体对种植牙市场调
研后发现，一颗种植牙的价格普遍在
万元以上。“种口牙相当于买辆私家
车”，还一度成了热门话题。2021年，
一位全国人大代表在全国两会期间提
交的《关于规范种植牙材料费用并将其
治疗和服务费用纳入医保的建议》中写
道：一个县级以下医院，口腔治疗门诊
平均每天接待患者30名，平均一颗种
植牙治疗费用为6000～20000元。如
果种全口牙，相当于在县城买套房。

2017年发布的第四次全国口腔
健康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我国
37%的成人和86.1%的老年人存在牙
齿缺失，全口无牙的老年人比例达到
4.5%，然而，我国总体缺牙修复治疗
的比例仅为63.2%。另一项关于上海
市老年人群的调查显示，老年群体中
29.7％的人存在种植牙需求，而价格
过高是导致老年人不接受种植牙的主
要原因之一。

松动、脱落的牙齿，已然成了民生
痛点。

牙齿缺失对形象的影响显而易
见，也会导致咀嚼功能下降，增加胃肠
道负担，久而久之会造成胃肠道功能
紊乱，直接影响消化系统的正常运作，
进而影响全身健康。一些医学文献指
出，牙齿缺失不仅影响口腔的咀嚼、发
音等生理功能，还与脑卒中、心脏病、
糖尿病、消化系统疾病等全身系统疾
病密切相关。

种植牙是缺牙修复的重要方式。
以前，为了给口腔补上缺失的“健康之

门”，很多人将眼光投向了种植牙，希
望一劳永逸解决牙齿问题，却因为高
昂的价格而望洋兴叹。“现代种植牙技
术在国外已经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
已经发展得很成熟。”彭穷介绍，种植
牙技术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进入中
国，由于具有牙齿功能恢复较好、外观
与真牙接近等优势，受到了广泛推
荐。但因费用高昂，属于“妥妥的”的
高消费项目。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10多年
前，走出大学校门的彭穷投身到了种
植牙市场。

借由“信息不对称”维持暴利

刚进入市场的彭穷发现，巨大的
需求孕育了庞大的市场，随着人口老
龄化以及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不断提
高，群众口腔保健意识日益增强，中国
口腔医疗市场呈现爆发式增长。然
而，一方面，我国公立医院开展种植牙
的总量有限，其份额大概只占到整个
种植牙市场的20%，大多数种植牙服
务在民营口腔医疗机构完成；另一方
面，大多数产品被“韩系”和“欧美系”
主导，占据了90%以上的市场份额。

10年前，全国一年种植牙的总量
为十几万颗。到2022年，这一数字增
长到了400万颗。眼见着越来越多的
民营口腔医疗机构挂牌成立，彭穷在
看到暴利的同时，也隐隐担忧，这种模
式到底能走多远。

2021年6月，被称为“牙茅”的某
上市公司股价上涨至历史高位，创造
了3年上涨10倍的奇迹。这家公司
主营业务以儿科医疗、正畸医疗、种植
医疗为主，2020年度的医疗服务毛利
率达到了45.78%。另一家口腔种植
收入占比超四成的公司在招股说明书
中表示，2020年国内种植牙市场规模
为 431亿元，2015 年—2020 年复合
增速为22.07%，预计2030年市场规
模将增至1911亿元。

于是，从个体牙科诊所到民营连
锁口腔医疗机构，大量逐利的资金纷
纷冲上了种植牙这个看似前景广阔的
赛道，一些胆子大的民营诊所从业者

“理论上百度、实操靠优酷”，通过自学
技术开展种植牙业务。

“产品从国外生产出来到通过海
关、进入国内市场销售，再到用户口
中，价格是一路走高。”彭穷回忆，当时

为了扩大市场份额，厂家销售团队有
降价的意愿，“但是中间环节太多，整
个过程就不可控了”。

在彭穷眼中，有着半个多世纪发
展历史的种植牙行业借由“信息不对
称”维持暴利，明显不合理。

我国种植牙需求连续呈现两位数
的高速增长，同时该领域收费不规范、
费用负担重等问题也日益成为民生痛
点之一。群众对口腔种植天价收费，
宣传虚假补贴，用低价广告欺骗患者，
用好处费、介绍费买卖客源等问题反
映强烈。

于是，社会各界关于整治种植牙
乱象的呼吁逐步强烈。“不要让退休金
都进了牙科医院的口袋”“希望尽快集
采，想等降价后再去种牙”……这样的
声音越来越多。为了反映情况，还有
群众专门附了自己种植牙相关费用清
单及发票等票据。

2022 年 9 月，国家医保局印发
《关于开展口腔种植医疗服务收费和
耗材价格专项治理的通知》，决定开展
口腔种植医疗服务收费和耗材价格专
项治理。这项工作的主要内容是组建
由四川省医保局牵头的种植牙耗材省
际采购联盟，对辖区内具备种植牙服
务能力的医疗机构进行广泛动员，组
织公立医疗机构（含军队医疗机构）全
部参加，动员民营医疗机构参加种植
牙耗材集中采购。

在引导种植牙降价的同时，这项
工作还打出口腔种植医疗服务收费改
革、牙冠竞价挂网的组合拳，力图把过
高的种植牙费用降下来，挤掉种植牙
带金销售的价格虚高空间，引导医疗机
构通过透明价格、优质服务、规范管理
等实现高质量发展，引导医疗机构为老
百姓提供质价相符的口腔种植服务。

为确保集采覆盖面，国家医保局
要求，各省级医疗保障部门要以地市
为单位建立口腔种植的价格异常警示
制度，将价格投诉举报较多、定价明显
高于当地平均水平、拒绝或消极参与种
植牙集采、虚构事实贬损参与集中采购
的单位和中选产品，以及不配合调控工
作维护虚高价格的各级各类医疗机构
列入价格异常警示名单，并每季度在
当地医疗保障部门官方网站公开。

收费大幅降低不得不行

在集采动员令发出之前，风声早

已传出。彭穷看到，被称为“牙茅”的
某上市公司股价在冲到高点后，一路
回跌。“种植牙集采让大型口腔连锁机
构失去了此前集团采购优势，使之与
公立医院及其他民营口腔医疗机构站
在了同一起跑线，种植牙收费大幅降
低不得不行。”彭穷说。

1.8万家医疗机构报量参加了种
植牙集采，其中，民营医疗机构有1.4
万家，占总数的80%。集采中选结果
显示，共有55家企业参与，其中39家
中选，中选企业既包括一些知名国际
企业，也包括威海威高、常州百康特等
国内企业；集采前价格较高的士卓曼、
登士柏、诺保科种植体系统从原采购
中位价5000元降至1850元左右，市
场需求量最大的奥齿泰、登腾种植体
系统从原采购中位价1500元左右降
至770元左右。中选产品丰富，实现
与临床需求的良好匹配。

“当天议价，当天开标，无论如何
都得参与，不然就意味着放弃整个市
场。”彭穷了解到，一些欧美系的高端
品牌选择弃标，而大多数中低端品牌
从原先的竞争者变成了利益共同体，

“在主动大幅降价的同时，也保持了一
定默契”。

今年4月之后，种植牙集采在大
多数省份相继落地，许多怀揣“种牙
梦”的人迎来了圆梦之旅。“经历4个
月种牙，在今天完成了最后一步——
戴牙冠，全部花费8500元左右。”今年
9月，一位四川省成都市的网友开心
地在网络上晒出了医疗收费单，上面
显示的材料费是1450元。“第一次是
种植前验血，拍片看牙龈情况，第二次
是种牙加植骨，第三次是一周后去拆
线，第四次是三个月后取模，第五次是
半个月后戴牙冠。只要去正规医院就
诊，剩下的啥也别操心。”这位网友说。

在北京，居民周女士去年10月进
行了牙齿根管治疗，但未做牙冠，今年
3月底吃饭时这颗做了根管治疗的牙
齿劈裂。“隔三差五隐隐作痛，朋友劝
别着急治疗。”周女士表示，4月20日
北京市落地集采政策后，她到某公立
医院口腔门诊部治疗，“医生检查后表
示种植条件可以，一颗种植牙费用全
包大概为9000元，而集采前的费用要
超过20000元。忍一忍，还是省了不
少钱”。

“我们依据‘种植体植入+牙冠植
入+医疗服务价格’3部分划分，落实
口腔种植价格全流程整体调控，三类
主要费用同步下降，降价幅度很大。
以牙冠为例，集采前，硬度较高的全瓷
冠每颗要2000余元，现在最多600余

元。不仅牙冠，种植体的平均价格也
降至900余元。在医疗服务费方面，
我们按照医保局相关要求和医院级
别，对单颗常规种植牙的医疗服务费
进行额度设限——不得超过 3890
元。单颗常规种植牙整体费用大为降
低，将使更多患者受益。”某省份三级
综合口腔专科医院专家介绍，种植牙
需求在较短时间内大量释放，接受牙
齿种植的患者数量明显增加。

市场格局整体处于重塑中

彭穷感觉，集采之后市场出现了
变化，有价格乱象，有行业内卷。

伴随着种植牙集采政策落地，彭
穷体会到，尽管所在公司的市场占有
率仍稳居前列，自己和销售团队还是
清闲了很多，收入也下降明显。“收入
下降这是公司的提成政策决定的。既
然销售量已通过集采完成，那么销售
的工作重点就要放在给客户提供超出
预期的体验上。”彭穷表示，牙齿是“身
内之物”，种植牙经过集采后仍有品牌
之分，“考虑到耐用性、产品质量等因
素，很多有种牙需求的人往往倾向于
选择单价较高的产品，不在乎千元的
价格差距。自己所负责的中低端品牌
今后能否在集采中站稳脚跟、收到同
样的报量，令人忧虑”。

而有的民营口腔医疗机构面临生
存危机，主动降价，甚至打起了价格
战，有的开始在客户引流上想办法。

“我在网页上查询了种植牙，浏览了
一些民营口腔医疗机构的介绍，结果
一个个电话打过来。客服服务态度
真好，甚至表示可以派车来接我。”家
住北京的廖先生说起近日手机来电
不断的经历，表示不胜其烦，“面对
广告上不足2000元的低报价，实在
不敢相信，也怀疑后面是不是藏着
连环计”。

记者发现，当前充斥在各大网络
平台的种植牙广告铺天盖地，“店庆
价”“集采价”“团购价”等字眼令人眼
花缭乱，有些机构更直接挂出查询价
格的链接，一旦点击进去，则要填写
手机号经验证后才能获取进一步的
信息。

“很多民营口腔机构缺乏自我约
束、规范经营，这个行业确实到了需要
树立规范的时候了。”彭穷表示，有些
广告宣传的低价位甚至连材料成本都
不够，实际目的还是靠低价噱头吸引
客源，“一些低收入人群被低价吸引，
比如说种半口牙，可能只种了四五颗，
其他用的是义齿，用各种办法把成本
压下来”。

北京市某民营口腔医疗机构门
外，停着一辆贴满广告语的面包车。

“当天戴牙、当天种牙、当天啃苹果”的
字眼分外醒目。记者进入服务区，接
待人员一见面就问：“是不是来询价
的？”在接下来的介绍中，这位接待人
员表示，如果选用集采产品，种植一颗
牙的价格在5000元到12000元，“要
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来定，可以先
帮忙免费预约一次牙齿拍片”。

在10多分钟的咨询过程中，记者
看到，这家机构没有新的人员进入，显
得冷冷清清。当被问及种植开展情况
时，接待人员支支吾吾地表示：“每天
都会有，不然也没法开下去。”

“在民营医疗领域，牙科一直都被
投资者视为坡长雪厚的黄金赛道，运
动员多了，赛道就窄了。”彭穷表示，目
前，很多民营口腔医疗机构面临着巨
大的经营压力，面对高昂的诊所房租、
水电以及人工费用等，因为同行竞争

而倒闭的并不罕见，“就像是围城，外
面的人想进来，里面的人想出去，市场
格局整体处于重塑中”。

真正照顾到所有老百姓

在改革的路径上，种植牙的价格
水分被挤了出来，与之对应的医疗服
务价格也设置了全流程调控目标：三
级公立医院为4500元，三级以下公立
医疗机构的调控目标参照当地医疗服
务分级定价的政策相应递减。

根据政策要求，多地进一步规范
现行口腔种植类医疗服务价格项
目。比如，北京市整合规范了 15个
口腔种植相关医疗服务项目，价格
水平较调整前平均下降 72%；同步
对单颗常规种植牙医疗服务总费用
进行了调控，区分不同等级、不同属
地医疗机构及国家口腔医学中心等
情况，分别设立4档调控目标：全市
二级及以下公立医疗机构4300元，
非城六区三级公立医疗机构 4500
元，城六区三级公立医疗机构 5000
元，国家口腔医学中心（北京大学
口腔医院）5450元。

公立医院实行价格调控，成了压
在民营医疗机构身上的那根稻草。国
家医保局也明确，民营医疗机构口腔
种植牙等服务价格实行市场调节，定
价应遵循公平合法、诚实信用和质价
相符的原则，对比本地区公立医疗机
构，制定符合市场竞争规律和群众预
期的合理价格，主动在明显区域按规
定进行价格公示。

“医疗服务价格全流程费用包括
单颗常规种植全过程的诊查费、生化
检验和影像检查费、种植体植入费、种
植牙冠修复置入费、医学3D扫描设
计建模和打印费、麻醉费，以及抑菌含
漱液、抗生素、冲洗、消肿、镇痛药等相
关药品费用等。以前，种植体和医疗
服务费用居高不下，成为种植牙贵的
主要原因。”某省份三级公立口腔专科
医院的一位专家表示，通过改革的组
合拳，公立医院发挥价格“锚”的作用，
把调控目标的治理效果传导至民营医
疗机构。

“昨天晚上，跟口腔机构的一位老
师打电话，本想简短问候一下，谁知聊
到凌晨1时。”彭穷表示，自己常常思
索今后的路该怎么走，也会想到，“种
植牙集采并没有办法真正照顾到所有
老百姓。种植牙再便宜，单颗种植实
际花费也要5000元以上，如果是半口
无牙的人，真实费用就需要在6万元
以上了”。

在我国，非疾病治疗的牙科项目
没有被列入医保报销范围。“当前，我
国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立足于参保人的
基本医疗需求，种植牙属于更高层次
的医疗需求，暂时还没有被纳入医保
支付范围。”2022年，国家医保局在一
份对外的答复中表示。一些地方为推
进种植牙集采落地，出台文件规定，口
腔种植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纳入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支付范围，医
保统筹基金则不支付。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医保
局等4个部门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推
进口腔医疗服务和保障管理工作的通
知》提出，在基金可承受的基础上，将
符合条件的治疗性医疗服务项目和医
用耗材按程序纳入基本医保支付范
围；支持、鼓励商业保险积极发挥作
用，减轻群众经济负担。

“更多积极的信号已来。”彭穷表
示，希望有更多人关注口腔医学发展，
也关注普通人群的口腔健康。

一位种植牙从业者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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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人们对口腔健康更加关注，对种植牙的需
求也越发强烈。今年年初，通过种植牙集采工作，我国单颗种植牙费用告别了“万元时代”。相
关政策落地后，降价潮让很多患者感受到了明显的实惠。种牙更便宜的背后，经历了怎样的

“波涛汹涌”？一位种植牙从业者以自己的观察，带我们了解这条还在继续往前延伸的路。

6月11日，一家医院的医护人员在向市民普及种植牙的惠民政策以及口腔健康知识。王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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