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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类乙管”后新冠治疗医保怎么
报销？1月7日，四川省医保局、四川省
财政厅、四川省卫健委联合印发通知，
优化“乙类乙管”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患者治疗费用医疗保障相关政策，确
保人民群众平稳度过感染高峰期。

加大医保对农村倾斜支持力度

通知明确，四川省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患者在所有收治医疗机构发生
的，符合卫生健康部门制定的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诊疗方案的住院医疗费
用，执行前期费用保障政策，由基本医
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等按规定支付
后，个人负担部分由财政给予补助。
该政策以患者入院时间计算，先行执
行至2023年3月31日。

同时，四川将协同推动实施分级
诊疗，引导患者基层就医，确保医疗服
务平稳有序，加大医保对农村地区、城
市社区等基层医疗机构(二级及以下医
疗机构)倾斜支持力度。对参保患者在
基层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及疑似症状门急诊费用，
符合医保政策规定范围(含临时支付政
策范围)的，实施专项保障，不设起付线
和封顶线，由统筹基金直接按70%比例
支付。

统筹基金支付额不计入基本医
疗保险门诊统筹支付限额，不计入基
本医疗保险年度封顶线。鼓励基层
医疗机构配足医保药品目录内(含临
时纳入药品)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治
疗药物。专项保障先行执行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参保患者在其他医疗
机构发生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治疗
门急诊费用，按照现行相关医保政策
执行。

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的医疗
费用单列预算，不纳入定点医疗机构
的总额预算指标，不纳入DRG/DIP支
付范围，实行按项目付费。

5种治疗药品临时纳入医保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诊疗方案中新
型冠状病毒治疗药品、医疗服务项目

和《四川省医疗保障局等五部门关于

将清肺排毒合剂(新冠 1 号)等医院制

剂临时纳入医保基金支付范围的通

知》(川医保发〔2020〕3号)中有关新型

冠状病毒治疗医疗机构制剂延续医保

临时支付政策，先行执行至 2023 年 3

月31日。

治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复方氨

酚烷胺（口服常释剂型）、小儿氨酚黄

那敏（口服常释剂型）、氨咖黄敏（口服
常释剂型）、氨酚麻美（口服液体剂）、
贝诺酯（口服常释剂型）共5种药品临

时纳入我省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

按照甲类药品管理，先行执行至 2023

年3月31日。

通知还要求做好“互联网+”医保

服务，助力患者在线诊疗。各地卫生

健康部门要及时公布提供“互联网+”

医疗服务的医疗机构名单。对于行业

部门准许针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开放

的互联网首诊服务，按规定为出现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相关症状、符合《新冠

病毒感染者居家治疗指南》的患者提

供医保结算服务，有条件的可提供医

保移动支付结算服务，按各地现行线

下诊查费(普通门诊诊查费、专家门诊
诊查费、专家门诊诊查费副主任医师、
专家门诊诊查费主任医师)价格政策执

行，纳入我省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

按甲类项目执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相关症状复诊服务，仍按现行互联网

复诊报销政策执行。

继续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

治疗所需药品等集中采购、挂网采购、

备案采购、价格监测等工作，降低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患者治疗成本。

同时，继续做好医保便民服务，落

实长期处方医保支付政策，实施医保

经办工作常规事项网上办、紧急事项

及时办、特殊事项便民办、非急事项延

期办、消除隐患放心办。各级经办机

构要在做好参保宣传动员等经办服务

的同时，配合相关部门做好农村地区、

城市社区健康宣传工作，普及疫情防

控知识，提高群众自我防护意识，做到

医保经办服务不间断。 据“川观新闻”

全力救治患者四川多地备足医疗资源
“门急诊就诊患者无需提供核酸检

测结果，新入院患者和陪伴不再强制查
验核酸检测报告，互联网医院已开通病
毒性感冒专区提供在线咨询问诊、开药
方等服务。”1月8日，西南医科大学附
属医院官方微信“健康西南”发布“乙类
乙管”最新提示。同一时间，成都大学
附属医院在筹备1月9日在金牛区一地
开展一次特殊巡诊——一台巡回诊疗
车装上“车载CT”，将派专家进社区在
家门口根据居民需求提供体检服务。

这是四川各地积极做好“保健康、
防重症”的缩影。1月8日起，我国对新
冠病毒感染正式实施“乙类乙管”，从
风险地区和人员管控转到健康服务与
管理，全省各地提早谋划、多措并举，
全力以赴救治患者，提供了一系列多
元健康服务。

整合一切医疗资源
分梯队救治患者

“现阶段，我们最大限度地发挥基
层服务能力，对接医疗资源，开展‘五
到家’服务(送医到家、温暖到家、预防
到家、互助到家、宣传到家)。”在1月7
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的新闻发
布会上，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德源街
道禹庙村党委副书记蔡小雪介绍经
验，她以送医到家举例，禹庙村每个微
网格都有一个由微网格员、家庭医生
组建的 3—4 人服务团队，开展双向联
系、在线问诊、上门服务等。

更多基层医疗机构也努力当好健

康守门人。在郫都区安靖街道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2个闲置核酸检测方舱改

造为便民发热诊疗站作为贮备点位，

调整体检科为留观输液室和住院病

区，还扩容了88张病床，调剂外科、儿
科、妇科、康复科住院床位220张用于
收治发热患者，缓解住院床位紧张现
象。目前，该中心日接诊发热病人数
量由最高峰每日650余人次，回落至每
日数十人次左右。

随着疫情防控重心从“防感染”转
向“保健康 防重症”，大型医疗机构也
在及时布局。

据 1 月 8 日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
院官微“健康西南”最新消息，该院在
实施“乙类乙管”后，将继续打破学科
间壁垒，实现医务人员调度一盘棋、病
房床位收治全院一盘棋、医疗物资调
度全院一盘棋，设置呼吸与危重症医
学科扩展病区，共有43个临床科室分
类、分级收治新冠病毒感染患者，医院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驻点医师或专家
组也将巡视开展非呼吸专科收治患者
诊治工作，最大限度利用医疗资源，实
现患者能收尽收，应治尽治。

在南充市中心医院，医务科、护理
部、质控办、事业发展部联合成立了一
个床位协调专班，24小时轮流值守，专
门协调各科室新冠患者收治、转科及
床位分配等工作，争取转床、转科时做
到重症病人有床位、患者转科时尽量
收入病情相关的科室。

在自贡市荣县人民医院，该院实
行“全院一张床，三阶梯救治队模式”，
来确保患者救治工作。据介绍，第一
阶梯救治队为主要承担急危重症患者
收治的业务科室，在原有床位上扩容
确保重症患者救治;第二阶梯救治队为
重点内科科室，医院实行重点支援、重
点帮扶、全院协同;第三阶梯救治队，由
外科系列科室组成，在各外科病区统
筹规划床位，实行分区管理，最大限度

扩容病床数，专门用于收治上呼吸道
感染等患者，要求各科室至少预留1张
抢救床位用于重症患者收治抢救。

成都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市一医
院)也在1月5日召开新冠感染医疗救
治专题工作会，该院主要领导表示，目
前工作仍然是救治重症患者，降低危
重症死亡率，下一步将继续及时会诊
重症患者，提高床位周转率，对非重症
患者及时分流，将更多床位留给需要
救命的老年重症患者等。

提供多元健康服务
社区有了“涉新冠服务清单”

1 月 8 日，成都市多个区(市)县卫
健局发布一份社区服务清单——“社
区吸氧、输液、住院服务一览表”，旨在
满足辖区居民新冠感染后在家门口氧
疗、输液、住院等服务需求，推动新冠
重症社区“早发现、早干预、早分流”。

记者从成都市青羊区卫健局了解
到，全区11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均设
置氧疗区，可为居民提供门诊氧疗吸
氧服务、门诊输液服务，其中7家可承
接新冠轻症患者，提供住院服务。同
一天，都江堰市卫健局也发布基层医
疗机构提供涉新冠服务清单，13 家机
构均可提供氧疗吸氧、门诊输液、住
院、中医药和新冠疫苗接种5项服务。

这份及时的“服务清单”出现前，
我省多地已在重点地区、为重点人群
发放防疫健康包。

去年12月30日，资阳市雁江区为

1.68 万人(包括特困人员、空巢独居老
年人、计生特殊家庭)发放“抗疫健康爱

心包”，含退烧药物及家用喷头酒精、

N95口罩等防疫物资。同一天，眉山市

丹棱县仁美镇卫生院也主动把“暖心
医疗服务”送上门，为区域内贫困、失
能、行动不便的老人送去一份“防疫爱
心包”，并为他们测量血压、体温、听诊
心率，普及健康知识。

去年12月21日，乐山市夹江县第
一批“健康防疫包”也运抵并发放至青
衣街道、漹城街道 10 个社区 36 位“五
类重点人员”手中，“健康防疫包”内有
防疫物资，还配备了1本《个人防护手
册》和1张带帮扶人员联系方式的党群
连心卡，确保重症困难患者第一时间
能得到处置。

去年12月20日，凉山彝族自治州
第一批“防疫健康包”(老年人防疫健康
包和儿童防疫健康包)运抵并发放至凉
山州儿童福利院、凉山州德昌社会福利
院和凉山州盐源社会福利院，主要针对
60岁以上老年人和3岁以下幼儿的免
疫脆弱群体，发放退热类、清热解毒类、
止咳类药品以及外科口罩等防疫物品。

随着疫情防控重心从“防感染”转
向“保健康 防重症”，加之返乡潮将至，
各地还在积极行动。

在泸州，各级财政划拨资金达
6500 万元购买呼吸支持、抢救等设备
全力加强重症床位建设，西南医科大
学附属医院也将组织“红马甲”导诊志
愿者和“蓝马甲”陪诊志愿者满足普通
患者问询和高龄老人、残疾人全程陪
诊的需求，在春节来临之际给患者及
家属提供热水和面包。

绵阳 1 月 4 日印发《关于在药店、
村卫生室开展免费无创血氧饱和度监
测服务的通知》，超过800余家药店和
190余个村卫生室配备血氧仪，新的一
年，这项免费监测服务将惠及更多基
层群众。 据“四川在线”

“乙类乙管”后，新冠治疗费用四川医保这样报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