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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床老人在家“住院”，家

庭医生服务上门，医护费用医

保报销……近年来，上海积极

推进家庭病床建设，200 多家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家庭病床

服务，设置家庭病床近 8 万张，

每年服务近 80 万人次，让很多

患病老人感到温暖。

统计数据显示，在我国，患

有一种以上慢性病的老年人比

例高达 75%，失能和部分失能

老年人超过 4000 万，老年人对

健康服务的需求非常迫切。为

了解决老年健康服务有效供给

不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

题，各地推出家庭病床、上门巡

诊等居家医疗服务，推动医疗

服务向家庭延伸，解决了行动

不便老年患者的就医难题，大

大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

推进家庭病床建设，是促

进医疗资源下沉的重要手段，

也是提高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质

量的有效途径。国家卫生健康

委等部门发布的《关于推进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高质量发展的

指导意见》提出：“对行动不便、

失能失智的老年人、残疾人等

确有需求的人群，要结合实际

提 供 上 门 治 疗 、随 访 管 理 、康

复、护理、安宁疗护、健康指导

及家庭病床等服务，加强医疗

质量监管，确保医疗安全。”目

前，一些地方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流于形式，存在“签而不约”

现象，这主要是因为签约居民

的健康状况千差万别，而签约

服务内容比较单一，和居民的

实际需求存在一定差距，难以

满足多层次、多样化、个性化的

健康需求。而设立家庭病床就

是瞄准居民的“刚需”，根据患

者的需求量身定制服务包，提

供更精准、更细致、更周到的服

务，从而使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落到实处。

办好家庭病床，需要完善

医 生 激 励 机 制 和 医 保 配 套 政

策。与传统的门诊模式相比，

上门服务需要医护人员付出更

多的时间和精力。因此，必须

建立有效的补偿激励机制，合

理体现医护人员的技术劳务价

值，科学确定家庭病床服务收费标准，充分调动医护人员的

积极性，让医生从“被动上门”到“主动入户”。同时，不断丰

富家庭病床服务项目，将更多中医适宜技术纳入医保。例

如，推出家庭病床服务包，患者可自愿选择按项目付费或按

服务包付费，相关费用纳入医保基金支付范围，减轻患者的

经济负担。

办好家庭病床，需要严把医疗质量关，把居家服务做实

做细。家庭病床提供的是介于门诊和住院之间的医疗服

务。开展家庭病床服务，医护人员的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存

在一定的医疗安全风险隐患。因此，有关部门要建立家庭

病床质量监管评估机制，将服务质量与绩效考核挂钩。要

制定家庭病床服务标准和指南，规范医疗行为，确保医疗安

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发布的《居家和社区医养结合

服务指南（试行）》提出，居家服务的重点是失能（含失智）、

慢性病、高龄、残疾、疾病康复或终末期，出院后仍需医疗服

务的老年人。服务内容包括健康教育、健康管理服务、医疗

巡诊服务、家庭病床服务、居家医疗服务、中医药服务、心理

精神支持服务、转诊服务等。因此，医护人员需要根据患者

实际情况，提供恰当的医疗服务，既不“缺位”，也不“越位”，

不断提升患者的满意度。

提高家庭病床服务质量，是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的迫切要求，也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应有之义。希望

有关部门进一步优化医疗资源配置，构建融预防、治疗、照

护三位一体的老年健康服务模式，让家庭病床更加贴近百

姓实际需求，助力健康中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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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养生“藏”为先，从头到脚都需要做好养护，如叩

齿、护尾、按足等。

中医认为，“肾主骨，齿为骨之余”。叩齿是古人重要的

养生保健方法之一，叩齿之后配合吞咽口中津液，能固摄肾

中精气、强壮脏腑、养阴生津。叩齿不仅能促进牙周组织的

血液循环，使牙齿坚固有力，还能刺激唾液分泌，有助于促

进消化和保持口腔清洁，并辅助缓解紧张情绪、放松身心。

可选择空闲时间进行叩齿锻炼，每次 50—100 下，每日 1—2
次，上下牙齿轻叩出声即可。叩齿结束后，舌在口腔内贴紧

牙齿，上下左右画圈搅动，待唾液分泌后缓缓咽下。“叩齿吞

津”法适用人群广泛，尤其是体虚疲劳、口干舌燥的老年人，

或中医辨证属于肾阴亏虚证的人群。

督脉为“阳脉之海”。按摩督脉上的长强穴（位于臀部

尾骨端与肛门连线的中点处），能调节全身阳经气血，还能

治疗急性尾骨痛、腰扭伤、慢性腰脊痛、脱肛或痔疮等疾

病。平时腰臀和下肢怕凉明显等肾阳不足者，可于家中或

车中座位上，备好温暖的坐垫，保护尾部阳气。

人体遇寒后气血凝滞会引发疼痛，特别是肢体末端血

行不畅，症状尤为明显。可用温水泡足后，进行足跟按摩和

昆仑穴按压。此法具有舒筋活络的功效，可治疗腰骶部疼

痛、足部疼痛等。

从头到脚做养护
刘 伟 宣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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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中老年人平时很注重养

生，体检时却被告知血糖超标或

者患上糖尿病。其实，慢性病都

不 是 突 然 发 生 的 。 当 血 糖 偏 高

时，或多或少都会通过身体发出

预警。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人体

在老化的过程中，腿部最先出现变化。可以

说，腿脚部位就是人体的“血糖仪”。当血糖

超标时，腿脚可能会释放出如下信号：

1.伤口不易愈合。伤口愈合需要伤口附

近的细胞不断分裂生长出新的细胞，同时也

要求血液中的免疫细胞发挥功效，防止病毒

和细菌的入侵。而高血糖会破坏机体原本

“舒适”的大环境，甚至引发血管病变和代谢

异常，使伤口得不到充足的营养和自我修复

能力，因而变得难以愈合。另外，老年糖尿病

患者的免疫力本来就差，处理不当可能引发

足部细菌反复感染，最终导致伤口长期无法

愈合。

2.出现“糖斑”。“糖斑”也叫“胫前糖斑”，

多见于男性糖尿病患者，主要表现为小腿前

侧的一些不规则的褐色斑，不痛不痒。主要

是由于持续高血糖导致血管内皮细胞功能紊

乱，以及毛细血管高压和蛋白质代谢不畅等，

使得皮肤血流量不足、营养不良，一旦有外伤

刺激双下肢胫前，就会出现皮肤红斑、水疱、

糜烂等症状。

3.腿脚麻木。长期高血糖会对血管内壁

产生不良刺激，导致“僵硬”的情况，阻碍正常

的血液循环，引起腿脚麻木。有些糖尿病患

者随着病情的加重，还会出现周围神经病变，

同样导致下肢麻木，且随着神经病变时间的

推移，症状也会越来越重。

4.皮肤瘙痒。血糖过高会导致血管内产

生更多的炎症因子，损害周围神经末梢，从而

出现一系列不适症状，如皮肤瘙痒等。这种

瘙痒主要发生在手脚等部位，感觉

像蚂蚁在皮肤上面爬一样，到了夜

间往往会更加明显。皮肤瘙痒不

仅影响日常生活和工作，还会降低

睡眠质量。少部分患者出现痛觉

过敏或下降等。

5.皮肤皲裂。长 期 高 血 糖 的

人，身体的渗透压也会更高一些。

皮肤血管处于扩张状态，组织中的

水分会慢慢向血液转移。其中部

分体液会从皮肤中流失，引起皮肤脱水和干

燥等。另外，血糖过高也会刺激微循环调节

机制，使得皮肤自身出现循环障碍，导致皮肤

干燥或皲裂。

慢性病预防重于治疗。在日常生活中，

中老年人请多留意腿脚部的细微变化。如果

高血糖长期得不到有效控制，可能引起非常

严重的并发症。若有频繁出现以上症状者，

应及时到医院就诊。

（作者为北京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

血糖高不高，留意腿和脚
汪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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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

医院（山东省立医院）门诊大厅秩序井然。在

这家年诊疗量接近 400 万人次的大型综合医

院，手持医保码自助服务，已成为大多数就诊

者的习惯。

医保码，即医保电子凭证，是医保参保人

的统一信息标识。国家医保局 2023 年 11 月

24 日宣布，医保码全国用户超 10 亿人。小小

医保码，给患者就医带来了极大便利。

医保码打通看病就医
全流程，体现了以患者为
中心的服务理念

“2008 年，我还在济南上大学，去医院看

病前，得先检查一下卡和证件带没带齐。做

检查必须先刷就诊卡，没有卡就没法往下走

流程。”山东济南市民张先生表示，“不久前我

去医院拔智齿，从预约挂号、签到就诊、拍片

拿药，拿着医保码顺利走完了所有流程，真是

高效便捷。”

2019 年 11 月 24 日，全国首个医保码在济

南市激活，标志着就医购药正式进入“一码

通”时代。国家医保局的信息显示，截至目

前 ，医 保 码 累 计 激 活 超 10.8 亿 人 。 31 个 省

（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已支持医保

码 就 医 购 药 ，接 入 定 点 医 药 机 构 超 过 80 万

家。从各省份激活情况来看，浙江和青海两

省已率先实现全省参保人覆盖，半数以上省

份的医保码激活率超过 75%。

国家医保局规财法规司副司长谢章澍表

示，自医保码上线以来，医保部门持续推动医

保码“全场景通”“全流程通”“全国通”，实现

群众看病买药“一码通”的三个“转变”：一是

服务场景从“单点”向“全程”转变；二是服务

范围从“本地”向“全国”转变；三是服务功能

从“可用”向“好用”转变。

2020 年，医保码被纳入全国一体化在线

政务服务平台电子证照库，完成了与国家政

务服务平台统一身份认证系统的对接，实现

了在国家政务服务平台 APP、微信、支付宝、

手机银行等多渠道的激活使用。

2021 年，国家医保局将“医保码激活应

用”列入国家医保局“我为群众办实事”事项

清单，创新“互联网+医保”服务模式，让便民

举措广泛惠民。

2022 年，全国医保系统广泛探索推进医

保码线上线下应用，不断丰富应用场景，为提

升群众医保服务体验、推进医保移动支付落

地应用等进一步夯实基础。

以往，排队是患者就医过程中最头疼的

事，挂号取号、缴费排队耗费了患者大量时

间。如今，对于普通参保人来说，就诊前可通

过诸多线上渠道实现预约挂号，结算时使用

医保码完成线上医保支付。据腾讯健康测

算，使用医保码相关服务，平均为每名就诊者

节省了 43 分钟。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数据科学与管理工程

学系长聘副教授童昱表示，推行医保码，打通

看病就医全流程，体现了以患者为中心的服

务理念。

各方力量协同推进，
为实现医保码便捷服务提
供保障

在医院就诊，可以打开国家医保服务平

台 APP，也可以打开支付宝、微信，还可以打

开银行的 APP……用自己习惯的方式使用医

保码，是医保码的一个特点。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医保

码合作渠道包括支付宝、微信等互联网平台，

农业银行、招商银行等银行渠道，以及定点医

药机构渠道，总计达 234 个。比如在支付宝

APP 首页，通过“医保专区”、搜索、卡包等路

径都可以使用医保码。

推广应用医保码是惠民利民的好举措。

4 年多来，无论是互联网平台还是商业银行，

无 论 是 地 方 政 府 还 是 医 疗 机 构 ，各 方 都 是

赢家。

“浙江省从系统建设开始，就将医保码

的应用推广一体谋划、一体推进，取得了很

好的成效。”浙江省医保局副局长曹岑告诉

记者，为推广使用医保码，浙江从３个方面

着力。一是在优化使用环境上下功夫。建

设 智 慧 医 保 系 统 时 ，要 求 所 有 的 定 点 医 疗

机 构 、定 点 零 售 药 店 对 医 院 信 息 系 统 接 口

进 行 改 造 ，必 须 做 到 全 流 程 支 持 使 用 医 保

码。二是在宣传推广上下功夫。医保码一

上 线 ，各 级 医 保 部 门 想 方 设 法 ，在 抖 音 、微

信公众号、人流密集的场所大力宣传，特别

把 宣 传 重 点 放 在 医 院 、药 店 、医 保 经 办 窗

口 ，安 排 志 愿 者 一 对 一 帮 助 参 保 人 使 用 医

保码。三是在方便参保人激活医保码上下

功 夫 。 市 县 医 保 部 门 开 展 上 门 服 务 ，逐 一

走 访 辖 区 内 参 保 人 数 较 多 的 单 位 ，开 展 专

题培训，指导激活医保码。

“当前，群众对医保服务的需求呈现多层

次、多样化、个性化的特点。结合群众实际需

要，医保部门推出了一批功能好用、群众爱用

的‘互联网+医保服务’，如在线问诊、一键续

方、复诊配药、线上结算、送药到家等，更好地

满足了群众看病买药的需求。”谢章澍表示，

国家医保局关注到老年人等一些运用智能技

术较为困难群体的需求，将传统服务与智能

方式有效融合，推出亲情账户、异地就医代他

人备案等功能，并在医保经办机构增加了医

保码线下激活服务，助力特殊群体获取并享

受 掌 上 医 保 服 务 ，提 高 医 保 便 民 服 务 的 可

及性。

医 保 码 不

仅 为 就 诊 者 带 来

了便捷，也有力地提

升了医院的就诊秩序和

运转效率。在浙江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门诊护士、导医、

志愿者等都会主动在患者就诊

前指导使用医保码。该院常务副

院长裘云庆表示，医院实现了参保患

者就医各环节全流程智能化便捷服务，

2023 年医保码结算率达 45.67%。

拓展应用场景，不断
提高“医保码、一码通”含
金量

“ 我 往 那 里 一 站 ，打 开 电 子 码 ，看 镜 头

‘刷’一下，医药费就报销了。”不久前，在广东

省东莞市的一家医院，“刷脸就医”让一名就

诊者感到惊喜。这一应用以医保码为基础，

将国家医保信息平台中的人脸识别数据和移

动支付技术相融合，驱动人脸识别医保结算。

在医保码应用推广过程中，各地不断探

索医保码延伸服务，进一步提升参保人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在吉林省，智慧医保“先医后付”便民服

务试点已经启动。这一服务依托全国医保信

息平台，使用医保码作为身份认证介质，由合

作银行以消费金融产品方式，向符合条件的

本省参保人提供限期免息、超期低息的专属

授信额度，经本人签约授权后，可用于门诊自

动扣费或缴纳住院押金，实现门诊看病“全场

景无感付”和入院押金“免现金信用付”。

“‘先医后付’便民服务启动后，参保人在

家里可以完成医保挂号，预约就诊时间。在

诊室里或者检查、取药的过程中，就可以无感

完成扣款交费。交费环节与原来相比，可缩

短近 2/3 的时间。”吉林省医保局总会计师林

吉说。

在浙江省，“智慧医保”系统全域接入国

家医保平台，整合全省 54 套系统，实现全省医

保结算在同一套系统。通过浙里办 APP，参

保人无需提供亲属证明，系统就能直接判断

家庭成员关系，从而实现亲情账号快速绑定，

为老人、小孩及特殊群体带来了便利，提高了

医保便民服务的可及性。

“我们将医保码全流程应用拓展到‘一站

式’出入院服务，通过引入智能审核系统，对

出院患者实行住院医保在线预审核制度、床

旁结算的服务模式。”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

省立医院医保办相关工作人员介绍，患者可

持医保码在病区护士站或在自己手机端完成

出院医保结算，压缩了无效等待时间，提高了

就医满意度。

谢章澍表示，目前部分医药机构还存在

医保码无法全流程使用的情况。下一步，医

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完善医保码应用场景，持

续优化简化各项服务，推出更多群众需要和

喜爱的服务应用，不断提高“医保码、一码通”

的含金量。

“互联网+医保”服务模式惠民利民，医保码全国用户超10亿人

医保码让就医更便捷
本报记者 孙秀艳 李 蕊

图①：山东省济南市机关医院，

患者在就医时使用医保码。

赵 宇摄

图②：重庆市万盛经开区中医院

收费窗口，医务人员指导老人注册医

保结算“刷脸”支付。

曹永龙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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