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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三部门发布医保基金管理新规——

一医一档 驾照式计分 监管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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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提醒

近期，包括无锡虹桥医院骗保在

内的多起医保金违规问题相继曝光。

9月27日上午，国家医保局召开

新闻发布会，宣布医保监管对象将从

机构向相关人员延伸，国家医保局、国

家卫生健康委、国家药监局《关于建立

定点医药机构相关人员医保支付资格

管理制度的指导意见》正式发布。

政策解读政策解读

两类定点医药机构人员
纳入医保监管范围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定点医药机构

相关人员医保支付资格管理制度是在医保协议

管理的框架下，从“医保支付”这一关键环节入

手，旨在强化对医疗保险基金的监管，保障医保

制度健康运行，遏制违规行为，维护参保人员权

益。

新规显示，根据定点医疗机构与医保经办机

构签订的服务协议，在定点医药机构涉及医保基

金使用的相关人员就获得医保支付资格，同时也

纳入医保监管范围。主要包括两大类：

第一类是医院的相关人员，包括为参保人提

供服务的医疗类、护理类、技术类的相关卫生专

业技术人员，以及负责医疗费用和医保结算审核

的相关工作人员。

第二类是定点零售药店的主要负责人，即药

品经营许可证上的主要负责人。

新规指出，各省级医疗保障部门将根据实际

情况组织制定实施细则，进一步细化记分依据、

记分细则、暂停期限、修复机制等，在压实定点医

疗机构责任基础上，分步骤稳妥实施，三年内逐

步将相关责任人员纳入记分管理，探索将相关人

员医保支付资格管理纳入医疗保障信用管理体

系。

实行驾照式记分
违规行为将面临严厉处罚

根据新规，在医保部门监管工作中，如果发

现相关人员违法违规行为，将按照问题的严重程

度对其予以驾照式记分：相对较轻的记1—3分，

重一点的记 4—6分，更严重的记 7—9分，最严

重的欺诈骗保等行为记10—12分。

一个自然年度内记分达到9分的，将暂停其

医保支付资格1—6个月，暂停期内提供服务发

生的医保费用不予结算（急救、抢救除外）。

一个自然年度内记分达到12分的，将终止

医保支付资格，终止期内所提供服务发生的医保

费用将不予结算。其中累计记满12分的，终止

之日起1年内不得再次登记备案；一次性记满12

分的，终止之日起3年内不得再次登记备案。

“一医一档”
信息全面记录 全国联网联动

发布会介绍，定点医药机构相关人员将会建

立“一医一档”医保诚信档案。每个人都将获得

唯一身份代码，这个代码在全国医保系统就如同

个人身份证一样，是终身唯一的，不随户籍地址、

居住地址而变化。一旦在一家定点医药机构被

暂停或终止医保支付资格，在其他定点医药机构

也将被采取相应措施。在一个区域被记分处理

的，信息会在全国共享，实现跨机构、跨区域联

动。其记分情况以及其他遵守医保相关法律法

规的情况，亦将伴随其整个职业生涯。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医保支付资格

管理制度将成为加强医保、医疗、医药的三医联

动和协同治理的重要抓手。医保部门将把记分

和暂停、终止人员有关情况通报卫健部门和药监

部门，由其按照职责对相关人员加强管理，共同

形成监管合力。

(据央视新闻客户端)

本报讯（记者郭培远 通讯

员胡晓军）9月27日，记者从河

南省人民医院了解到，该院呼

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参与的一项

临床研究取得重要突破：气管

镜机器人取样诊断肺结节水平

如何，有了临床数据。

首个国内临床研究数据

这项研究的名称为“形状

传感机器人辅助支气管镜在周

围肺结节取样中的应用”中国

多中心前瞻性临床研究。该研

究是由上海胸科医院发起，全

国3家中心参与的临床研究。

在近两年时间内，研究人

员纳入90名患者，应用形状传

感机器人辅助支气管镜系统，

为患者进行肺结节取样诊断，

并长期随访，观察诊断准确率、

并发症发生率。

入组患者中，六成以上肺

结节分布在肺外周 1/3 处，这

是传统技术难以到达的位置。

而应用气管镜机器人操作，所

有病例均成功到达病灶，获取

活检样本。

经 6 个月随访，总体诊断

率为 87.8%，恶性诊断灵敏度

为 87.7%。即使在≤2厘米肺

结节大小的亚组中，诊断率也

达 85.7%。在安全性方面，仅

有 1例无须置管的气胸发生，

未有任何需要干预的出血发

生。

河南省人民医院中心入组

的 30例患者中，6个月随访的

总体诊断率为93.3%，未记录到

气胸或明显出血病例。

上述研究成果，已于近日

发表在《支气管和介入肺病学

杂志》上，河南省人民医院呼吸

与危重症医学科张群成副主任

医师为共同第一作者，张晓菊

主任医师为共同通讯作者。

张晓菊介绍，这是支气管

镜机器人控制系统在中国的首

个临床研究数据。

推动肺癌早诊早治

这项研究有怎样的临床意义呢？张群

成介绍，肺癌是癌症的“头号杀手”，早期

发现可显著改善预后。早期肺癌一般始于

肺结节，但一些结节，尤其是靠近肺外周

的结节，常规的气管镜可能无法做出正确

决断。

形状传感机器人辅助支气管镜系统是

一种用于肺部微创诊疗的机器人平台，主要

用于肺结节活检。它利用精密的机械臂控

制直径3.5毫米的超细导管，可向所有方向

180°弯曲。和传统技术相比，它能丝滑进

到人体更深的肺部气道,医生仅需操作控制

台上的轨迹球和滚轮，即可轻松控制导管运

动，实现精确导航与活检，对肺癌早诊早治

有重大意义。

让肺结节诊疗更精准更舒适

河南省人民医院呼吸内镜介入中心是中

国医师协会呼吸内镜培训基地，拥有荧光支

气管镜、超声支气管镜、内科胸腔镜、锥体束

CT、全肺虚拟支气管镜导航系统等先进设

备，在国内率先应用超声支气管镜、导航支气

管镜引导下肺活检、机器人支气管镜诊断肺

结节以及射频消融治疗早期肺癌等技术。

新的研究成果将助力气管镜机器人系

统的临床应用，进一步提高呼吸系统疾病

的经气道诊疗水平，让肺结节诊疗更精准、

更舒适。

本报讯（记者郭培远 通讯员张浩）“以

前做梦也想不到，这辈子我还能直立起来，

这都多亏了您！”9月23日，“梅伟中原名医

工作室”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中心

医院揭牌成立。在该院门诊大厅，一位女

士激动地对梅伟说。

这位女士姓陈，曾罹患强直性脊柱炎

合并后凸畸形，弯腰驼背长达20余年。去年

10月，在该院义诊现场，她有幸遇到了中原

骨科名医梅伟。同年11月，梅伟为她成功

实施手术。现在的她腰背挺直、自信开朗。

“今后，将会有更多的骨病患者像我一

样幸运！”得知“梅伟中原名医工作室”落户

哈密，她特别开心地说。

2015年以来，郑州市骨科医院每年选

派专家参与援助哈密工作。2023年10月，

该院与哈密市中心医院签订了骨科专科联

盟协议，帮助该院开展了一系列新技术、新

项目，得到了各族患者的一致好评，搭建起

了郑州与哈密两地良性互动的桥梁。

梅伟，现为郑州市骨科医院党委书记，

主任医师，中原骨科名医。

“梅伟中原名医工作室”落户哈密后，

郑州市骨科医院将选派更多专家到哈密市

中心医院开展坐诊、查房、手术、人才培养

等医疗工作，积极促进哈密市中心医院在

医、教、研各方面全面发展，实现共建、共

享、共赢，让哈密各族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

优质医疗服务。

□宋文法

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运动具有诸多

益处，有助于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代谢性

疾病，改善多种癌症治疗，对广泛的认知

功能具有积极影响等。

然而，不同强度的体力活动、久坐与长

寿之间的关联仍未得到充分探索。近日，

中山大学的研究人员在老年科学杂志期刊

上发表了研究论文。研究显示，较高水平

的中度体力活动，包括快走、骑自行车、爬

楼梯、跳舞等最有助于长寿和减缓衰老，但

剧烈体力活动、久坐则加速衰老。对于不

同性别而言，体力活动和长寿之间的正相

关关系在男性中更为显著。

研究提醒，少坐多动，或是健康长寿

和减缓衰老的有效策略。

□杨进刚

如今，刷小视频、追剧、蹲直播带货已

经成了不少人的生活消遣方式。但最近

一项来自美国加州大学的研究警告，年轻

时总是沉迷于电子产品，会增加心血管病

风险。

这项研究结果显示，那些 20岁出头

就花大量时间待在屏幕前的人，得心脏病

的风险极高。举例来讲，23岁的年轻人

每待在屏幕前一个小时，心脏病风险就会

增加26%，心梗或脑卒中风险增加16%。

中年人长期沉迷在屏幕前同样危害

不小，在屏幕前每多滞留一个小时，冠心

病风险就会增加55%，脑卒中风险就会增

加58%，整体心血管病风险会增加32%。

研究者认为，年轻人长期待在各种屏

幕前，相对会减少睡眠和体育活动，这提

示生命早期养成良好的习惯对预防心血

管病的重要性。

□刘霞

瑞典科学家开展的一项新研究发现，

抗炎饮食可降低人们罹患痴呆症的概

率，心脏病患者受益更大。相关论文发表于

最新一期的《美国医学会杂志·开放网络》。

抗炎饮食包括更多的蔬菜、水果、全

谷物、鱼类和豆类等。

此次研究由世界医学排名前十的卡

罗林斯卡医学院衰老研究中心进行，涉及

英国生物库内8.4万多名老人，历时约13

年。研究结果显示，与食用富含红肉、鸡

蛋、乳制品和加工食品等促炎饮食的人相

比，坚持抗炎饮食的老年人罹患痴呆症的

概率降低了 21%。而且，有心脏病或糖

尿病的老年患者坚持抗炎饮食，痴呆症风

险下降了31%。

研究团队还对其中9000多名参与者

进行了脑部磁共振成像，结果显示，抗炎

饮食对神经系统有益。这表明，抗炎饮食

促使大脑内部发生了积极变化。

对于该结果，研究人员认为，一个可

能的解释是，抗炎饮食会抑制患者（尤其

是心血管或代谢性疾病患者）全身的炎

症，从而减缓痴呆症恶化。而且，这种好

处目前很难从抗炎补充剂那里获得，比较

容易从食物中获得，这再次强调了健康饮

食对大脑健康的重要性。“中原名医工作室”落户哈密

中度体力活动
最有助于长寿

长期霸屏
增加心血管病风险

抗炎饮食
能降低患痴呆症概率

健康课堂健康课堂

特别提醒
抽烟、肥胖人群和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患者

特别容易被心梗找上门，尤其需要注意；中老年人
需要注意气温波动，短时间冷热交替，血管痉挛，更
容易出危险。

心脏健康，从生活的点点滴滴做起。赶紧放下
手机，去运动、去休息……

□何张玙璠

脑膜炎组织联盟官网公布的数据显示，全
球每年有超过250万例脑膜炎病例，每10人中
就有1人死于脑膜炎，大约一半的脑膜炎死亡患
者是5岁以下的儿童，每5名脑膜炎幸存者中就
有1人终身残疾，包括听力损失、脑损伤、肢体缺
失和癫痫。

10 月 5 日是世界脑膜炎日，让我们将目光
聚焦到这一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疾病，普及相
关知识，呼吁更多人重视脑膜炎预防。

认识脑膜炎

脑膜炎泛指发生于脑脊膜的急性或慢性炎

症。脑脊膜是包裹大脑和脊髓的保护薄膜，包裹

脑的部分称为脑膜，包裹脊髓的部分称为脊膜。

脑膜炎通常是由细菌、病毒、真菌或其他微

生物感染引起，也可以由药物、自身免疫、外伤、

肿瘤等非感染性因素引起。

脑膜炎最初表现为发热、头痛、呼吸道感

染、肌肉酸痛或皮疹等非特异性症状，常被误以

为是普通的感冒。随着疾病的进展，脑膜炎的

特殊症状将进一步出现：头疼程度剧烈，一般的

止疼药物效果不佳，并伴随脖子发僵、剧烈的喷

射性呕吐，同时，患者会从最初的疲倦，逐渐发

展到意识模糊或谵妄，甚至昏迷状态，部分病人

会出现癫痫、精神行为异常、人格改变、瘫痪等

局灶性神经功能损害。

脑膜炎可以影响到所有年龄段的人群，表

现出不同的感染类型，但幼儿的风险最大。新

生儿感染B群链球菌的风险最大，幼儿感染脑

膜炎球菌、肺炎球菌和嗜血流感杆菌的风险较

高，青少年和青年特别容易患脑膜炎球菌疾病，

老年人则容易患肺炎球菌疾病。

当人们距离很近时，例如在大型集会、过度

拥挤的家庭或学生、军人和其他职业环境中，风

险会更高。艾滋病毒感染或补体缺乏等免疫缺

陷、免疫抑制以及主动或被动吸烟，也会增加感

染不同类型脑膜炎的风险。

脑膜炎如何传播

感染的病原体不同，脑膜炎的传播途径也

有差异。

脑膜炎球菌、肺炎球菌和嗜血流感杆菌等

大多数引起脑膜炎的细菌存在于人的鼻子和喉

咙中，它们主要通过呼吸道飞沫或喉咙分泌物

在人与人之间传播。

B 群链球菌通常存在于人体肠道或阴道

中，可能会在分娩前后出现母婴传播。

脑膜炎相关疫苗

目前，可通过疫苗预防的脑膜炎主要是流

行性脑膜炎，简称流脑。世界卫生组织指出，接

种流脑疫苗是预防流脑最经济、最有效的措施，

尤其对婴幼儿的保护作用非常大。

近几年，除了国家免疫规划的A群多糖、A

群C群多糖流脑疫苗外，我国疫苗企业又相继研

发出了可作为自费疫苗接种的A群C群结合流脑

疫苗、ACYW135群多糖流脑疫苗和ACYW135

多糖结合流脑疫苗，不断扩大血清群保护，让我国

儿童可以拥有更优质和全面的免疫力。

特别了解一下结核性脑膜炎

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全球每年有1000万

人感染结核病，其中 2%—5%的人患有结核性

脑膜炎。

结核性脑膜炎是结核分枝杆菌通过血液或

直接侵入蛛网膜下腔，引起软脑膜、蛛网膜，进

而累及脑血管、脑实质和脊髓的病变，是一种常

见的中枢神经系统结核病。

结核性脑膜炎好发于儿童和青少年，冬春

季多见，糖尿病、营养不良、恶性肿瘤、艾滋病病

毒感染、免疫力低下、结核分枝杆菌感染、长期

激素治疗等都是结核性脑膜炎的易感因素。

结核性脑膜炎常以非特异症状起病，包括

发热、头痛、乏力、畏寒、精神萎靡、恶心、呕吐、

食欲减退等，急缓不一，以慢性及亚急性起病者

居多，可逐渐发展为脑膜炎相关的症状和体征，

如脑膜刺激征、颅内压升高征象、癫痫肢体运动

障碍等。婴儿和合并艾滋病病毒感染的儿童对

结核分枝杆菌高度易感，可发生严重的肺外播

散和脑膜炎，可能在短期内出现昏迷甚至死亡。

目前，接种卡介苗是唯一有明确针对作用

的预防措施，尤其对预防婴幼儿结核性脑膜炎

有明显效果。日常生活中注意卫生，勤洗手，维

持良好的卫生和通风环境，避免与结核患者密

切接触，可减少感染风险，同时，还要均衡饮食，

适量运动，保证充足的睡眠，提高身体免疫力。

脑膜炎最初常表现发热、头痛、呼吸道感染、肌肉酸痛等症状，但后期将出现严重症状，并可能留下终身残疾

别把脑膜炎当感冒

董淑娟，擅长各种心律失常的射频消融

和起搏治疗、心力衰竭器械治疗和冠心病介入

治疗，是国内最早一批左心耳封堵术全球带教

专家，全皮下植入式心律转复除颤器（ICD）全

国带教专家，其倡导的全流程优化房颤射频消

融技术得到国际国内同行的高度认可。

门诊时间：周一全天（院本部）

周三全天（北院区）

心脏，负责收集血液并将
其送往肺部，再把满载氧气的
血液一鼓作气泵出去“灌溉”
全身。25 亿次的跳动伴随我
们的一生，没有一分一秒的停
歇。然而，它也很脆弱——

跟着河南省人民医院心
血管内科北院区病区主任董
淑娟，一起了解让我们心脏受
伤的那些习惯……

1111

2222 3333

4444

5555

五个习惯伤害心脏
来，听专家讲如何保护心脏健康

久坐不动

你看这段文字的时候，是不是

坐在沙发里、电脑前、汽车上……

长时间不动，血液流动缓慢，可能出现

血栓。血栓一旦脱落，后果不堪设想。

如何避免？

每 30分钟站起来活动一下；长

时间坐飞机、火车时，衣裤要宽松；

多喝水，多上厕所，多活动手脚。

暴饮暴食

当你大快朵颐后，肠胃会请求更

多血液前来帮忙，加班加点的心脏只能

减少自己的血液供应，心肌缺血随之而

来。食物中的油脂一点点堵塞血管，每一杯

灌下的酒都让它压力增大。

如何避免？

每餐七分饱，饮

食要清淡，别太油腻；

冠心病患者和中

老年人尽量避

免喝酒。

起床太猛

当我们睡得正香，闹铃突然响

起，心跳仿佛漏了一拍，血液流动和

呼吸瞬间提速。立即起床，不论是心

脏还是血管，都在承受更大的压力。流

行病学调查显示，约有40%心肌梗死

和29%心脏性猝死发生在清晨时段。

如何避免？

起床前先伸个懒腰，活动下

手腕、脚踝，再慢慢坐起来。

赖床，对心脏挺好的。

压力过大
怒火攻心，并不是一句

空话，即使是短暂的气愤情绪，也会对心血管造

成损伤。另外，连续加班，也会让心脏的负担增大。

如何避免？

保持情绪稳定，学学卡皮巴拉，不轻易生

气；避免连续熬夜，及时休息，劳逸结合，看

看剧、听听歌，释放压力，放松身心；趁

着假期，好好补个觉（友情提示：

过度补觉可能有副作用，

1—2小时即可）。

大便太用力
当下面用力时，随着腹压升高，血

压也会升高，憋得满脸通红可不是

好事，会使心脏负担持续增加。

如何避免？

大便不畅，多吃富含膳食

纤维的食物，如新鲜果蔬和粗

粮，如果不能缓解，及时找医

生看看。注意，香蕉不解

决便秘哦！

专家名片

□本报记者 郭培远

本组漫画由河南省人民医院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