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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简讯

中医日间病房医保结算省时又省钱
本报记者 丁 玲

患者白天在中医日间病房诊
疗后便可回家，不需要住院，可享
受医保报销，既省时又省钱。郑
州市医疗保障局、郑州市卫生健
康委员会联合印发《关于试点开
展中医日间病房医保结算的通知
（试行）》（以下简称《通知》），首批
确定颈椎病、风湿病、中风等 39
个病种、11家定点医疗结构，开展
中医日间病房医保结算。

首批确定39个病种试行中
医日间病房医保结算

《通知》明确规定，中医日间
病房诊疗是指患者符合住院条

件，以中医适宜技术治疗为主，且
在非治疗期间不需要住院持续观
察；经患者和医疗机构双方同意，
在当日治疗结束后患者即可离院
的治疗模式。

按照中医药优势突出、临床
路径清晰、诊疗规范明确、诊疗技
术成熟、治疗费用稳定、医疗安全
可保障、疗效与西医药疗效相近
或优于西医药疗效的原则，郑州
市首批确定了颈椎病、肩周炎、腰
痛、风湿病、痛风、中风、哮喘、眩
晕、骨折、脱臼等 39 个病种试行
中医日间病房管理方式，进行医

保结算。
省会11家医保定点医疗机

构被纳入首批试点
按照规定，新政实施范围为

经卫生健康部门批准的符合中医
住院诊疗条件的医保定点医疗机
构，具备独立中医日间病房病区
或分散在各临床病区，具备实施
中医治疗相关诊疗场所和设备、
具有取得执业资格的专业医师、
护理人员。

郑州市确定首批试点医疗机
构11家，包括河南中医药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河南省中医院、河南
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
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河南
省骨科医院、郑州市中医院、郑州
市大肠肛门病医院、郑州市颈肩
腰腿痛医院、郑州市第一按摩医
院、中牟县中医院、新密市中医
院。

中医日间病房医疗费用实行
按病种分值付费

《通知》规定，中医日间病房
医疗费用实行按病种分值付费
（DIP）。参保人员在试点医院经

医师诊察，接受中医日间病房治
疗的，住院期间按一次普通住院
进行结算，需要办理入院和出院
手续，在这期间发生的与本次治
疗相关的费用一并纳入结算；患
者入院前、出院后发生的检查、检
验和门诊治疗费用，不纳入中医
日间病房结算管理。

患者接受中医日间病房治疗
期间，医疗机构不得收取与中医
日间病房治疗无关的其他费用。
在结算周期内，床位费不再收取，
护理费按三级护理标准的30%收
取；中医、中药类费用应不低于医
疗总费用的70%；中药饮片（含中
药汤剂、外用中药洗剂、院内制
剂、中药配方颗粒）、口服中成药
占 药 品 费 用 的 比 例 不 得 低 于
90%。

按照规定，接受中医日间病
房治疗的参保人员，原则上30日
内不得因同一诊断再次进行中医
日间病房治疗，15日内不得接受
其他病种中医日间病房治疗。参
保人员在中医日间病房治疗期
间，确因病情变化需要转入普通

病房住院治疗的，中医日间病房
医疗费用及转入普通病房所发生
的医疗费用一并纳入普通住院进
行结算。

试点医疗机构和试点病种实
行动态管理

《通知》要求，中医日间病房
应以诊断明确、病情相对单一、适
合中医适宜技术治疗的患者为主
要收治对象。与试点病种主要诊
断符合，即可纳入中医日间病房
管理。

各试点医疗机构要对本院中
医日间病房试点病种实施临床路
径管理。治疗方案要以中医适宜
技术、中药饮片为主，规范、合理
诊疗，严防过度医疗、小病大治，
每日中医适宜技术治疗项目应按
照诊疗规范严格控制（为了减轻
参保人员负担，非病情需要不宜
超过5种）。

中医日间病房试点医疗机构
和试点病种实行动态管理。郑州
市医疗保障局将根据试点工作开
展情况，对试点医疗机构、试点病
种、结算方式等适时调整。

南阳

举办合理用药
知识技能竞赛

本报讯 （记者乔晓娜
通讯员闻 彬）1 月 11 日下
午，南阳市卫生健康体育委
等单位联合举办第六届南
阳市合理用药知识技能竞
赛。

此次竞赛以“以赛促
培”的形式进行，旨在倡导
合理用药，提高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管理水平和医务
人员的专业技能，规范基
本药物使用，确保临床用
药安全，进而保障南阳群
众基本用药，减轻群众用
药负担。

此次竞赛由南阳市卫
生 健 康 体 育 委 和 市 总 工

会联合主办，南阳市药事
管 理 与 药 物 治 疗 学 委 员
会 和 南 阳 医 学 高 等 专 科
学 校 第 一 附 属 医 院 承
办。在此之前，主办单位
和 承 办 单 位 联 合 成 立 南
阳 市 合 理 用 药 知 识 技 能
竞 赛 组 委 会 。 该 组 委 会
通 过 积 极 协 调 、周 密 安
排 ，商 讨 确 定 竞 赛 内 容 、
议 程 、考 务 等 工 作 ，并 从
各县（市、区）和市直医疗
机构精心选拔 136 人参加

“药师、中药师、医师、中
（西）药用药交代、中（西）
药处方调剂审核”等 5 个
专业比赛。

濮阳

提升基层医疗
救治能力

本报讯 （记者陈述明
通讯员张明濮 徐 晶 袁
亚梅）近日，濮阳市卫生健
康委组织基层医疗机构工
作人员认真学习《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基层诊疗和服务
指南》，开展基层医疗救治
线上培训，提升基层医疗机
构“保健康、防重症”的工作
能力，最大程度保护群众的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从 1 月 5 日开始，濮阳
市卫生健康委召开全市新
冠病毒感染医疗救治工作
线上培训会。全市乡镇卫
生院院长、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主任、分管医疗救治

工 作 副 院 长 和 村 级 卫 生
室、社区卫生服务站医务
人员参加了此次培训。此
次培训提高了基层医疗机
构 对 新 冠 病 毒 感 染 的 识
别 、救 治 能 力 ，为 更 加 科
学、精准做好新冠病毒感
染救治工作提供了有力保
障。

1 月 11 日，濮阳市组织
基层医务人员参加国家卫
生健康委开展的“阻击新
冠 强在基层”培训，确保
基层医务人员培训实现全
覆盖，进一步提升基层分
级分类诊疗和健康服务水
平。

安阳市中心血站

乡镇采血工作
开局良好

本报讯 （通讯员牛鹏
磊）近日，河南省医学重点
学科建设项目公布。三门
峡市中心医院麻醉科成功
创建河南省医学重点学科，
康复医学科成功创建河南
省重点中医专科，眼科、重
症医学科、专科护理学、骨
科、神经内科 5 个学科成功
创建河南省医学重点（培
育）学科，实现该院省级重
点学科零的突破，填补了三
门峡在这些领域的空白。

2022年，三门峡市中心
医院开展学科建设年活动，
以“满足人民群众医疗需
求”为导向，以“学科兴院、

科教强院”为战略，以“提升
整体水平、强化特色学科、
打造重点学科”为目标，形
成了“院有重点、科有特色、
人有专长”的发展格局。

三门峡市中心医院有
关负责人说，将进一步加
强临床专科能力建设，充
分发挥临床专科能力建设
对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作用，以重点专
科项目建设带动医院专科
专病发展，努力建设一批
特色鲜明、辐射带动作用
明显的优势学科群，更好
地满足人民群众对医疗服
务的需求。

←1 月 11 日，在信阳职
业技术学院附属医院，检验
人员进行技能比赛。当天，
由信阳市卫生健康委、信阳
市总工会主办，信阳职业技
术学院附属医院承办的信
阳市第一届临床检验技师
技能比赛在该院举办。全
市八县二区及市直医疗机
构共 29 家单位 63 位检验选
手参赛。比赛内容包括检
验基础知识考试，以及基因
扩增技术、革兰氏染色技术
2项实践操作。通过激烈角
逐，本次活动产生特等奖 1
名、一等奖 4 名、二等奖 13
名、三等奖23名及优秀奖22
名。 王明杰 朱晓红/摄

↑1月11日，在新乡市高新技术开发区一家公司，卫生
监督员检查防护用品配备情况。为了防范春节期间职业
健康违法违规事件发生，近日，新乡市卫生计生监督局对
所管辖的用人单位开展春节前职业健康监督执法工作，全
力保障节日期间劳动者职业健康权益。 王雪倩/摄

三门峡市中心医院

创建7个省级
医学重点学科

本报讯（记者张治平 通
讯员张俊斌）1 月 7 日下午，市
区采血工作刚结束，安阳市
中心血站工作人员就马不停
蹄地赶往 80 多公里之外的林
州市临淇镇开展采血工作，
开启了 2023 年乡镇采血新征
程。

临近春节，因为血液库存
紧张叠加春节备血，安阳市采
供血工作人员压力较大。临淇
镇作为安阳市中心血站应急采
血乡镇之一，多年来在该市无
偿献血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党员干部、爱心群众在安阳
市乡镇采血队伍中扮演着重要
角色。

安阳市中心血站从全市
采供血现状和春节期间临床
用血需求出发，全面统筹2023
年采供血工作，将今年的首次
乡镇采血地安排在临淇镇。
体采部门工作人员主动联系
当地政府，进行精准宣传，提
前把采血时间、地点等信息发
布在临淇镇各村微信群中，加

大宣传力度，为今年首次乡镇
采血工作良好开局提供有力
支撑。

在采血现场，广大党员干
部、爱心群众在献血车前有序
排队，严格按照流程献血。

“今年放开了，终于能带着
孩子回老家过年了，感谢国家
的好政策，咱也献献血，算是回
报社会啦！”从外地务工回来的
李苏林激动地说。

“是啊，国家为我们付出了
这么多，现在医院用血紧张，作
为一名党员，更应该在关键时
刻挺身而出，献血救人！”临淇
镇政府工作人员元志林说。

据统计，此次献血活动 4
天共采集血液 536 人次，献血
量达 21.36 万毫升，创乡镇单
次采血人数历史新高。这不
仅缓解了安阳市目前用血紧
张的局面，为春节期间临床
用血提供有力保障，而且为
新的一年安阳市中心血站乡
镇 采 血 工 作 奠 定 了 良 好 基
础。

12岁女孩昏迷 竟是因为脑出血
本报记者 王 婷 通讯员 石婉嘉

两周前的一天，12 岁的元元
（化名）跟以前有点儿不一样，不知
道是电脑看多了还是学习太累了，
一直说自己头疼。到了吃午饭时
间，元元说自己反胃，吐了两口，最
后饭也没吃，回卧室了。

妈妈叫正在午睡的元元起床，
却怎么也叫不醒，以为元元是看电
脑时间太长，导致身体不适。这
时，元元学医的姑姑打来视频电
话：“嫂子，元元咋啦？我看你发微
信说元元吐了。”“吃饭时说头疼，
胃口不好，还吐了，这会儿睡了，刚

才叫她也没醒，我想着让她多睡会
儿。”元元妈妈说。

“嫂子，你赶紧去叫元元，要是
还叫不醒，可能不是睡着了，而是
昏迷了。”元元姑姑着急地说。

元元妈妈赶紧再去叫元元，结
果还是叫不醒。元元妈妈慌了，急
忙拨打120。急救人员抵达现场后
初步判断，元元可能是脑出血引发
的昏迷。

在当地医院，经急诊检查，医
生发现元元脑内出血量近50毫升，
占右脑面积的1/3。

为了得到更好的救治，元元
被紧急转运到郑州大学附属郑
州中心医院急诊卒中中心。在
元元抵达医院时，神经外科主任
医师闵有会和副主任医师宗庆
华已经了解元元的情况。头部
CT 检查结果提示：脑出血破入
脑室系统。

元元这么小，怎么会发生脑出
血呢？他们推断，很可能是元元的
脑血管出了问题。他们紧急安排
元元进行CTA（CT血管造影术）检
查，终于找到“真凶”。检查结果显

示：元元的右额叶动静脉畸形并发
动脉瘤破裂出血。元元必须立即
手术。

由于元元太小，为了将手术风
险降到最低，术中，闵有会谨慎地
操作每一步，尽最大努力保护好元
元的血管、神经和周围脑组织……

6小时后，元元转危为安，被转
入 ICU（重症监护室）接受后续治
疗。接下来的几天里，在医务人员
的精心照顾下，元元从可以活动手
指、脚趾到能下床行走，闯过了一
道道难关。

现在，元元已经可以下床活动
了，语言和肢体功能基本恢复正
常，回到当地接受康复治疗。元元
已基本恢复正常生活，再过一段时
间就能正常上学了。

闵有会提醒，在不少人的印象
中，脑出血是老年人的“专属疾
病”，实际上儿童也会发生脑出血，
脑血管畸形、烟雾病、动脉瘤是常
见原因。儿童、青少年如果无明显
诱因突发剧烈头痛甚至一侧肢体
无力、口齿不清等，应该立即到医
院就诊，找到病因。

↑1月12日，河南省人民医院96195综合服务平台接线员正在接听患者电话。近期，该院互联网医院开
通涵盖儿童、孕产妇、成人、心理、中医的新冠病毒感染咨询专区，每个咨询专区都有数名甚至近百名专业医
生“组团”解答疑问。全体接线员分为白天与晚上两班，24小时提供咨询服务。 冯金灿 梁雅琼/摄

群众无偿献血 张俊斌/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