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己是否享受相关待遇？
自己是否享受门诊慢特病待遇，

参保人需要先按照参保地规定进行门

诊慢特病资格认定。

参保人完成异地就医备案后，可

以登录国家医保服务平台App，在“异

地备案”服务专区，点击查询服务下的

“异地就医更多查询”，选择“门慢特资

格”，查询自己的门诊慢特病资格认定

信息，以及按照参保地要求选择的就诊

定点医疗机构信息。

查询参保地是否开通服务？
目前，已经开通直接结算服务的

统筹地区准备了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

费用跨省直接结算告知书。参保人可

登录国家医保服务平台App，在“异地

备案”服务专区，点击查询服务下的“异

地就医更多查询”，选择“门慢特告知

书”，了解参保地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

费用跨省直接结算政策、流程等内容。

哪些可以跨省直接结算？
目前，各地正在有序扩大门诊慢

特病费用跨省联网定点医疗机构范围。

参保人就医前，需先查询就医地

定点医疗机构门诊慢特病结算开通情

况，可登录国家医保服务平台App，在

“异地备案”服务专区，点击查询服务下

的“异地联网定点医药机构查询”，选择

就医地，输入定点医疗机构名称，查询

定点医疗机构门诊慢特病结算开通情

况及支持病种；也可以点击“更多筛

选”，在“开通类别”中选择门诊慢特病，

查询就医地开通的门诊慢特病费用跨

省联网定点医药机构。

怎么做才能在医院直接结算？
参保人持医保电子凭证或社会保

障卡到已开通门诊慢特病直接结算服

务的定点医疗机构就医时，在门诊挂

号、就诊、结算等环节，需主动告知跨省

就医参保人身份和享受的门诊慢特病

病种资格。

定点医疗机构需查询获取门诊慢

特病病种资格认定信息，方便医生提供

合理诊疗服务。医生会按照就医地管

理要求，专病专治，参保人在结算窗口

持医保电子凭证或社会保障卡结算，本

次就医属于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的医

疗费用按照病种单独结算；如果同时发

生了与门诊慢特病治疗无关的其他医

疗费用，会按普通门诊费用和门诊慢特

病相关治疗费用分开结算。

哪些门诊费用暂时不能直接结
算?怎么办？

考虑到普通门诊和门诊慢特病报

销水平不同，为了避免影响参保人待遇

水平，减少定点医疗机构反复退费重结

的事务性负担，以下两种情况仍然需要

参保人回参保地手工报销：

一是如果就医的定点医疗机构没

有开通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跨省

直接结算服务，所有门诊慢特病相关治

疗费用都不能实现跨省直接结算，注意

不要按照普通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

需按参保地规定在定点医疗机构全额

自费结算后，回参保地手工报销。

二是如果就医的定点医疗机构开

通了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跨省直

接结算，但是参保人的门诊慢特病不

属于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门诊放

化疗、尿毒症透析、器官移植术后抗排

异治疗，发生的医疗费用也不能实现

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

算。参保人也不要按照普通门诊费用

跨省直接结算，需按参保地规定在定

点医疗机构全额自费结算后，回参保

地手工报销。

门诊慢特病
跨省直接结算
这份攻略请收好
国家医保局就相关热点问题回应公众

新华社电 截至目前，在普通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统筹地区全
覆盖的基础上，所有统筹地区均已开通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门诊
放化疗、尿毒症透析、器官移植术后抗排异治疗等5种门诊慢特病相
关治疗费用的跨省直接结算服务。国家医保局就与门诊慢特病跨省
直接结算相关的热点问题，回应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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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规模性疫情可能性不大
报告病例中绝大部分是轻症

问：近期发热病人是否增多？“二
阳”病例是否增多？

中国疾控中心传防处研究员王丽
萍：从全国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的监测

数据来看，4月中下旬以来，全国报告的

新冠确诊病例数呈现上升趋势，但近一

周来，上升趋势有所减缓。发热门诊的

监测数据也显示出类似趋势。监测数

据还显示，报告的确诊病例中绝大部分

是轻症。专家总体研判认为，今后一段

时期局部地区不排除新冠病例继续增

多的可能，但我国出现规模性疫情的可

能性不大，短期内不会对医疗秩序和社

会运行造成明显冲击。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感染病科
主任胡必杰：最近接诊的发热病人，相比

一个月前有所增加。检测下来，新冠阳

性病例占比不大，其中大部分是轻症。

从接诊情况看，近期的发热病人中大部

分是首次感染新冠病毒。不过，最近1至

2周发现，二次感染的比例有所增加。

“二阳”症状相对更轻
重点人群防护要“关口前移”

问：“二阳”症状如何？哪些人要特
别注意防护？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主
任王贵强：无论是初次感染还是二次感

染，奥密克戎变异株的临床表现均集中

在上呼吸道。我国当前大量人群体内还

存有保护抗体，即使二次感染，症状普遍

较轻，病程相对较短，重症病例也很少。

目前，预防工作应重视既往未感染过的

人群，特别是没有打过疫苗、有基础疾病

的高龄老人等。建议高风险人群要始终

注意个人防护，“关口前移”尽可能避免

感染。这类人群一旦出现感冒、发热症

状，应及时筛查，确定感染新冠病毒后要

第一时间就医。早期进行抗病毒治疗、

及时氧疗，对于降低重症风险十分重要。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感染病科
主任胡必杰：根据临床观察，二次感染

的人群总体比第一次感染表现的症状

要轻，主要表现为发热、喉咙痛。脆弱

人群如 65岁以上尤其是 80岁以上的高

龄老人，高血压、冠心病、慢性支气管

炎、慢性肝肾疾病、糖尿病等基础病患

者，或者患有血液病、淋巴瘤等疾病的

人群，容易二次感染，感染后容易重症

化。因此，这类人群一旦出现发热，尤

其是家庭成员或周边人群已经明确新

冠感染，要及时做核酸或抗原检测，早

发现、早治疗，尽早使用抗病毒药物。

XBB成为主要流行株
致病力无明显变化

问：我国目前主要的新冠病毒流行
株是什么？致病力有什么变化？

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陈
操：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5月上旬，XBB
系列变异株已成为我国新冠病毒主要

流行株，境外输入病例中占比达95.6％，

和全球情况基本一致。从我国和全球

监测数据来看，与早期流行的奥密克戎

各亚分支相比，XBB系列变异株的致病

力没有明显变化。

广东省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
所所长康敏：随着XBB系列变异株持续

输入，以及人群抗体水平逐渐下降、五

一假期人员流动增多等原因，我们观察

到部分地区的疫情水平有小幅回升，这

也符合全球奥密克戎变异株波动流行

的规律。近期发热门诊就诊量有所增

加，但和4月份流感高峰期相比，仍处于

低位。当前，新冠疫情发展速度相对比

较缓慢，流行曲线也比较扁平。根据监

测结果综合研判，新冠疫情出现大幅回

升的可能性低。

做好科学防护
保持良好个人卫生习惯

问：普通人“二阳”后如何对症治
疗？怎样做好科学防护？

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大多数

人免疫力正常，感染了新冠病毒不必恐

慌，对症处理即可。目前从临床看，人

群二次感染新冠病毒后总体症状较轻，

不少患者以咽喉疼痛为突出症状，从中

医来讲是风热感冒加点“湿”或“燥”的

特征，可以用一些清热解毒、疏风解表、

清咽利喉类型的中药药物。在预防方

面，公众可坚持做好个人防护，保持勤

通风、勤洗手等良好卫生习惯，加强自

我健康监测。若确定感染了新冠病毒，

应避免带病工作、上学，建议在家充分

休养，待完全康复后再工作、上学。

“二阳”是否增多？
疫情形势会发生变化吗？
国家卫健委专家回应热点关切

新华社电 近日，网络上关于“二阳”的声音引发关注，有报道称部分
城市三甲医院的发热门诊就诊人数上升。“二阳”病例是否增多？再感染
风险有多大？新冠疫情会大幅回升吗？如何做好科学防护？针对这些
热点问题，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多位专家接受采访，专门作出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