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印发《芜湖市基本医疗保险康复类疾病患
者住院按床日付费工作实施办法（试行）》的

通知
芜医保〔2022〕102 号

各县市区分局、直属分局，机关各科室，局属各事业单位，各

定点医疗机构：

现将《芜湖市基本医疗保险康复类疾病患者住院按床日付

费工作实施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芜湖市医疗保障局

2022 年 11 月 30 日



芜湖市基本医疗保险康复类疾病患者住院
按床日付费工作实施办法（试行）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

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加快建立管

用高效的医保支付机制为目标，持续推进以按病种分值付费为

主的多元复合式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切实践行价值医疗。探索

康复医疗按床日付费，切实保障群众基本康复医疗需求，引导

医疗机构合理收治诊疗，控制康复医疗费用不合理上涨，提高

医保基金使用效率，促进我市康复医疗有序健康发展，不断推

进医疗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

（二）覆盖范围

全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

患者，在我市开展康复类疾病住院业务的二级及以上定点医疗

机构发生的康复类疾病住院费用，实行按床日付费。

二、付费办法

（一）付费病种

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根据省文件确定的病种范围并结合

参保群众实际需求，暂确定 5 个试点病种纳入康复医疗按床日



付费，分别为：脑出血、脑梗死、脊柱脊髓损伤、四肢长骨骨

折术后、关节置换术后。

（二）分段标准

根据参保患者医疗、康复、护理需求的不同，将试点病种

急性后期康复治疗划分为“恢复期”和“慢性期”两个阶段。

第一段别为“恢复期”，是指经过疾病急性治疗期，患者生命体

征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但仍需进行积极康复治疗的阶段。该阶

段主要以恢复、改善患者自理能力为目的，以积极康复治疗为

主，从而使患者能够回归社区。“慢性期”是指患者经过一定时

期的治疗后仍存在较严重的影响日常生活的功能障碍，经医学

评估具有医疗康复价值，需要中长期住院康复治疗以改善功能

状态的情形。第一段别为 0-30 天，第二段别为 30-90 天。

（三）床日定额

根据康复医疗特点，结合试点病种近两年次均住院医药费

用、平均住院天数，综合考虑医药费用上涨、医保基金承受能

力、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实际因素，经与定点医疗机构谈判协

商后，确定不同级别定点医疗机构试点病种分段按床日付费定

额标准，具体见附件 1。按床日付费定额标准按年度动态调整。

（四）数据填报

定点医疗机构对康复医疗按床日付费住院患者，医保结算

清单数据标准，按照国家医疗保障局有关规定执行。评估量表

样式及字段按照中国康复医学会《国际功能、残疾和健康分类



康复组合（ICF-RS）评定标准》执行。评估量表参考模板见附

件 2。

（五）基金结算

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按参保患者住院床日累计定额费用减去

患者个人承担费用（含个人自付目录外费用）与医疗机构结算。

其中，住院床日累计定额费用由参保患者住院床日乘以对应各

段别定额标准累计计算，个人承担费用为按统筹地区医保待遇

政策计算出的个人应承担的费用。

（六）退出机制

出现以下情况，需退出按床日付费，执行按 DIP 付费：

1.住院日≤10 天的当次住院医药费用；

2.康复医疗患者合并躯体疾病或合并症、并发症等的，当

诊治躯体疾病等的专项医药费用（仅指治疗躯体疾病的专项检

查、专项治疗及专项药品费用）累计超过总住院费用 50%以上；

3.患者意识障碍的、植物状态超过一年的；

4.住院时间超过 90 天的，退出按床日付费，按现行 DIP

政策结算。待长护险制度建立后，纳入长护险结算。

（七）协同联动

根据试点病种运行情况，分析其费用变化，将试点病种床

日付费转换为病种分值，与 DIP 付费方式改革协同推进。康复

医疗按床日付费中医保基金支付的定额纳入区域总额预算和县

域医共体打包付费总额。



三、工作要求

（一）落实考核约束。结合康复医疗临床特点，建立动态

监测和考核监管机制，重点监测考核康复住院病人按床日付费

入组率、平均住院天数、次均费用、自费比、治疗效果转归、

患者满意度等指标，其中医保目录外费用占比不得超过上一年

度。将考核结果与医保基金支付挂钩，引导医疗机构在符合医

学原则下按康复诊疗规范为参保患者提供医疗服务，确保医疗

安全和质量。

（二）规范诊疗行为。各定点医疗机构在保障自身稳健运

行的同时，要主动控费。同时要严格执行康复医疗按床日付费

病种临床诊疗路径，规范诊疗行为。不得随意减少服务项目；

不得拒收、推诿危重患者；不得以合并症、并发症等理由不执

行按床日付费；不得小病大治；不得将门诊治疗的患者收治入

院；不得故意延长住院日；严禁通过外购处方、门诊处方、门

诊检查等方式转嫁按床日付费的患者医药费用，增加患者负担。

（三）强化基金监管。各级医保部门要加强医保基金监管，

探索与按床日付费机制相适应的基金监管机制，严格按照《安

徽省医疗保障基金监督管理办法》，对违法违规套取、骗取医保

基金的行为严肃处理。

本通知自 2023 年 1 月 1 日开始执行，试行一年。

附件：1.试点病种分段按床日付费定额标准



2.评估量表参考模板



附件 1：

试点病种分段按床日付费定额标准

序号 病种 编码
第一段别

（天）

第二段别

（天）

三级医疗机构 二级医疗机构

第一段别

（元）

第二段别

（元）

第一段别

（元）

第二段别

（元）

1 脑出血 I61.9 30 60 500 450 350 300

2 脑梗死 I63.9 30 60 500 450 350 300

3 脊柱脊髓损伤 T91.8、T09.3 30 60 450 350 250 200

4 四肢长骨骨折术后 T92.1、T93.2 30 60 450 400 300 250

5 关节置换术后 T84.8 30 60 500 450 250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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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评估量表模板

姓名： 性别： 年龄： 住院/门诊号：

主要临床诊断： 康复诊断：

项目
评价标准

(以下评分方法 1=1 分 2=2 分，依次类推)
初 中 末

一

理
解

交

流

1.1
集中注意

力做事情

0=能够完成，无障碍；1=有不集中，不

影响生活；2=时常不集中，影响生活；

3=经常出现，严重影响生活；4=不能完

成

1.2

对重要事

情的记忆

能力

0=无记忆障碍；1=有时遗忘不影响生活；

2=时常出现稍影响生活；3=经常遗忘，

严重影响生活；4=完全无法记住重要事

情

1.3

分析并解

决日常生

活问题

0=独立解决；1=偶尔出现问题不影响生

活；2=时常出现问题，影响生活；3=经

常出现，严重影响生活；4=完全无法解

决

1.4
学 习 一项

新任务

0=独立完成学习任务；1=可基本完成，

偶尔出现问题；2=需他人协助，进度慢；

3=必须他人协助，学习效果差；4=很难

或不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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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大致理解

他人表达

内容

0=完全理解；1=基本理解，偶尔出现问

题；2=时常出现问题，影响生活；3=经

常出现问题，严重影响生活；4=通过任

何方式都不能理解他人表达的内容

1.6
主 动与 他

人交谈

0=完全能够；1=基本可，偶有障碍； 2=

时常出现反应迟纯，影响生活；3=经常

出现反应迟钝，影响生活；4=完全无法

与人交谈

二

身

体

活

动

2.1
长 时 间 站

立(30 min)

0=独立完成站立；1=间或有站立姿势；

2=需借助器具或在他人监护下站立； 3=

必须借助器具或在他人协助下站立； 4=

完全不能站立

2.2
坐 下 后 站

起

0=可以独立完成；1=需在他人语言指导

或监护下完成；2=需他人小部分协助；

3=需他人大量协助；4=不能完成

2.3
在 住 所 内

移动

0=独立在室内移动；1=需在他人监护下

完成；2=偶尔需借助器具或他人协助下

完成；3=经常需借助器具或他人协助下

完成；4=无法完成

2.4
长 距 离 步

行(1km)

0=独立完成；1=不能完成 1 千米或需人

从旁监护，以保证安全；2=完成一部分，

某些过程需借助器具或他人协助；3=某

种程度上能参与，整个过程需借助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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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他人协助；4=完全不能步行

2.5
在 住 所 外

移动

0=能独立外出；1=偶需在他人监护下外

出；2=经常在他人协助下外出；3=必须

在他人协助下外出；4=因健康问题导致

无法外出

2.6

搬运、移

动和操纵

物品

0=独立完成；1=基本可，偶有问题；2=

偶尔需他人协助；3=必须在他人协助下

完成；4=无法完成

三

自

我

照

护

3.1 洗澡

0=独立完成；1=可完成，偶有过程需他

人协助或他人从旁监护；2=能参与大部

分，某些过程必须由他人协助才能完

成；3=某种程度上能参与，但整个过程

必须由他人协助才能完成；4=全部依赖

他人完成

3.2 穿着

0=独立完成；1=可完成，偶有过程需他

人协助或他人从旁监护；2=能参与大部

分，某些过程必须由他人协助才能完

成；3=某种程度上能参与，但整个过程

必须由他人协助才能完成；4=全部依赖

他人完成

3.3 进食
0=独立进食；1=可完成，偶需他人从旁

协助；2=能使用餐具，某些过程必须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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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协助才能完成；3=某种程度下能使

用餐具，但整个过程必须由他人协助才

能成；4=主要由他人喂食

3.4

独立生活

一天及以

上

0=独立生活；1=基本可，偶有问题；2=

偶尔需他人协助完成；3=经常需他人协

助完成；4=必须由他人协助且不主动配

合

3.5 身体护理

0=独立完成；1=可完成，偶有过程需他

人协助或他人从旁监护；2=能参与大部

分，某些过程必须由他人协助才能完

成；3=某种程度上能参与，但整个过程

必须由他人协助才能完成；4=全部依赖

他人完成

3.6 如厕

0=独立完成；1=需协助及定时提醒；2=

间断失禁，部分过程由他人协助完成；3=

经常失禁，如厕过程由他人协助完成；4=

完全失禁，如厕全部依赖他人

四

与

人

相

处

4.1
与 陌 生 人

相处

0=无交往障碍；1=有障碍但无影响；2=

时常有障碍，需人协助；3=经常有障碍

必须有人协助；4=不会或不能与人相处

4.2
结 交 新 朋

友

0=完全能结交；1=可有困难但仍可建立

友谊；2=较困难需人协助；3=非常困难

必须他人协助；4=无法结新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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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维持友情

0=独立交往，行为适当；1=有困难，无

影响；2=经常有困难，需人协助纠正行

为；3=社会行为不当，必须由他人协助；

4=完全不能保持、终止友谊，社交距离

不当

4.4

与亲属建

立并维持

家庭关系

0=能独立相处；1=偶尔出现障碍；2=时

常出现障碍，需人协助；3=经常出现障

碍，必须他人协助；4=完全不能与人相

处

4.5

与配偶或

其他伴侣

建立并维

持亲密关

系

0=无障碍；1=轻度障碍；2=中度障碍；3=

重度障碍；4=不能完成

4.6

建立正式

社会人际

关系

0=独立建立并维持正式社会关系；1=有

障碍，无影响；2=时常有障碍，需人协

助；3=经常有障碍，必须他人协助；4=

完全不能建立正式社会关系

五

生

活

活

动

5.1
担 负 家 庭

责任

0=独立承担家庭责任；1=偶尔出现问题，

不影响；2＝时常出现问题，需人协助；

3＝经常出现问题，难以胜任；4=完全

无法承担家庭责任

5.2 很好地完 0=独立完成；1=基本完成，高难度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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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最重要

的家务

不能完成；2=时常有困难，需人协助；

3=经常出现困难，必须他人协助；4=无

法完成最重要的家务

5.3

完成所有

需要做的

家务

0=独立完成；1=完成 75%以上，高难度任

务不能完成；2=完成 50%以上，需人协助；

3=完成 25%以上，必须他人协助；4=无法

完成

5.4

按照需要

完成家务

的时效

0=独立按时完成，达到预期要求；1=基

本按时完成，效果欠佳；2=无法按时完

成，需人协助；3=耗费时间久，必须他

人协助；4=无法完成

5.5

担 负 日 常

工 作 或 学

习责任

0=独立完成；1=存在困难，通过努力能

克服；2=时常存在困难，需人协助；3=

经常存在困难，必须他人协助；4=无法

完成

5.6

很好的完

成大多数

重要的工

作或学习

0=独立、按标准很好的完成任务；1=完

成效果达到考核标准的 75%；2=完成效

果达到考核标准的 50%；3=完成效果达

到考核标准的 25%；4=无法完成重要的

任务

5.7

完成您份

内的所有

工作

0=独立完成；1=完成 75%以上，高难度任务

不能完成； 2=完成 50%，需人协助；3=完

成 25%以上，必须他人协助；4=无法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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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按照需要

完成工作

的时效

0=独立按时完成，达到预期要求；1=基

本按时完成，效果欠佳；2=无法按时完

成，需人协助；3=耗费时间久，必须他

人协助；4=无法完成

六

6.1

参加社区

和社会活

动的困难

0=完全没有障碍；1=可参加活动有不便但

可克服；2=可参加活动有很多不便，需

人协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