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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积极适应老龄化社会发展，缓解“一人住院，全
家奔波”的后顾之忧，国家医保局日前出台了护理类立
项指南（试行）和优化调整护理价格政策通知，统一指
导各省规范护理价格项目；同时新设“免陪照护服务”
价格项目，满足群众多样化的护理服务需求。

统一指导各省规范护理价格项目
将护理价格项目统一为三大类

据了解，国家医保局将各省目前名称和内涵不一
致的护理价格项目统一分类，包括分级护理、专科护
理、专项护理三大类，整合为22项价格项目。其中，分
级护理是根据对病人病情轻、重、缓、急及自理能力评
估后，给予不同级别的基础护理服务，由重到轻分为特
级、Ⅰ级、Ⅱ级、Ⅲ级护理。

除了规范护理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同时新设“免
陪照护服务”价格项目。所谓“免陪照护服务”是指由医
疗机构的专业医疗护理员，为住院患者提供24小时不间
断的生活照护服务，不再依赖患者家属亲自陪护。总体
上，医疗机构的医疗护理员岗位职责相对固定，专业性
更强，既有利于照护患者，也能够减轻患者家属负担。

目前，国家医保局明确现阶段“免陪照护服务”仅
适用于特级、Ⅰ级护理患者，且暂不纳入医保。

那么，“免陪照护服务”将如何收费呢？针对地方
的探索经验，国家医保局对“免陪照护服务”价格项目
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2024年底前各省对接落实立项
指南后，试点地区免陪照护服务收费将有据可依。

虽然此次通知并未明确具体的服务价格，但此前的
试点城市可以为我们提供参考。在浙江安吉，当地将无
陪护病房护理费分三档按天收费：“一对一”服务160元、

“一对二”服务120元、“一对三”服务100元。相比患者
家属自己请护工，费用便宜了几十元。安吉县89岁的患
者万荣华因为脑梗，不久前在医院进行康复治疗。由于
子女在外地打工，医院为他办理了“无陪护”病房服务。

加强对护理员的培训和教育
满足群众多样化的护理服务

对于患者家属来说，护理员的服务是否到位，照顾

是否专业是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那么，该如何提升
护理员的专业水平，满足群众多样化的护理服务需求
呢？

国家医保局表示，为保证服务质量，相关行业主管
部门和医疗机构，应进一步加强对护理员的培训和教
育工作。对此，各地也在积极探索。

在河南的一家老年康复护理院，健康照护师刘驰
正在给失能老人翻身、喂餐。经过专业培训的她，不仅
照护病人细心，还精通各类医学基础知识。

不仅要有专业的技能储备，对护理员的工作进行
监督与考评也至关重要。在福建，护理员上岗后，他们
的工作质量要接受患者家属、医院和公司的多重监管，
每天、每周、每月进行打分。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教授王岳表示，要设定好
相应的标准和培训，而且有相应的考核指标，由病人家
属来考核护理人员。

此外，为更好体现护理技术劳务价值，专家表示，
将推动调价结果向护士薪酬水平传导，吸引并稳定更
多人才从事护理工作。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研究员张圣和认为，要让护
理价格调整的红利去传导到一线的护士队伍上面去，
提高护士这个职业的吸引力，也能够让更多的人才愿
意从事护士工作。这样才能够稳定并壮大医护人员的
队伍，从而从根本上去解决缺口的问题。

据央视新闻

2024年医保目录现场谈判竞价开始
162个药品参加
涉及肿瘤和罕见病等新药有望纳入医保

昨天上午，2024年医保目录现场谈判竞价在北京正式开
始。根据此前公布的信息，从昨天到30日4天的时间里，将有
162个药品参加现场谈判和竞价，涉及肿瘤、高血脂、糖尿病、罕
见病等领域。

央视记者在谈判现场了解到，今年和此前一样也是由全国
各地遴选的25名医保部门的谈判专家，分成5个小组，进行医保
支付价格的磋商，正式拉开了医保现场谈判和竞价的序幕。就
今年的医保药品目录调整来说，有三个特点值得关注。

动态调整：连续第七年“每年一调”

据介绍，今年是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连续第7年对医保药品
目录进行调整，保持了“一年一调”的状态，及时将符合条件的新
药好药新增纳入医保目录。过去6年，已经累计新调入药品744
种，目录内的西药和中成药的数量增加到现在的3088种。

新技术路线 新获批上市药品纳入谈判

今年要谈的162种药品，既包括一些肿瘤方面的创新药物
也有针对高血脂、糖尿病这些常见病的最新的治疗药物，此前也
一直在关注的罕见病领域当中也有一些药品在谈判范围内。

我们能从医保谈判药品的快速迭代更新当中，感受到整个
医保对于创新类药物的支持。此外，及时将新获批上市药品纳
入谈判，也能实现药品保障范围与临床用药需求更高程度匹配。

六年谈判为患者减负超8000亿元

谈判是为了便利老百姓看病就医，为所有的参保人看病就
医减轻负担。此前国家医保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医保局成立以
来，通过这种谈判纳入的药品已经惠及参保患者8亿人次，叠加
谈判降价和医保报销等多重因素，累计为群众减负超过了8000
亿元。其中，医保基金支付就超过了3400亿元。

谈判的最后结果拟于11月份公布，明年1月1日落地，届时
将惠及更多的患者。

央视新闻

缓解“一人住院全家奔波”，国家指南来了！
国家医保局统一指导各省规范护理价格项目、新设“免陪照护服务”价格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