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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推进健康教育、慢病管理等措施，减轻大病负担

意见明确，对降血压和降血糖以
外的其他药品费用等，或已纳入门诊
慢性病或特殊疾病保障范围 “两病”
患者的待遇，继续按现行政策执行。

按照两部门的解读， 这项政策
不仅惠民便民 ，大大减轻 “两病 ”患
者用药负担，方便买药用药，同时也
推行了综合治理 “两病 ”的模式 ，更
加有利于提高 “两病 ”规范管理率 ，
降低终末期大病发生率， 提高人群

总体健康水平，实现健康老龄化。
陈金甫介绍， 政策将疾病的系

统管理和医保政策进行融合，“它不
仅是一个保障政策， 还是一个国家
从‘两病 ’门诊用药入手 ，进行一系
列减负、 预防、 健康管理的综合治
理，患者将从中受益。 ”

张宗久说，此次的“两病”门诊用
药政策的出台，将进一步优化医疗资
源的配置 ，促进分级诊疗 ，提高 “两

病” 患者门诊就医保障和就医体验，
降低患者负担。 “这项改革配套进行
有效的慢病管理、药物控制，从长远
来看， 老年人群的终末期糖尿病、高
血压、脑卒中、慢性肾功能衰竭、心梗
等严重疾病， 未来会大大地减少，从
而提高人群健康水平。 同时，还能减
少医保对终末期疾病治疗的开支，是
一项眼光长远的制度性安排。 ”

（据《工人日报》）

多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加强城乡居民用药保障

高血压糖尿病门诊药费可报销超五成
10 月 9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国务院政策例

行吹风会，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陈金甫和国家卫健委医
政医管局局长张宗久介绍 《关于完善城乡居民高血
压、糖尿病门诊用药保障机制的指导意见》的有关情
况。 该意见明确，城乡居民高血压、糖尿病“两病”参保
患者在二级及以下定点基层医疗机构看门诊开降压

药、降糖药，可进行医保报销，政策范围内支付比例达
到 50%以上。

“两病”患者门诊开药
可享长期处方并报销

据陈金甫介绍，该政策保障对象为
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并采取药物治疗的

“两病”患者，报销范围为国家基本医保
用药目录内的降血压、 降血糖药品，优
先选用目录内甲类药品、 国家基本药
品、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品种、集中采购
中选品种。

意见明确了配套措施，对“两病”用
药按通用名合理制定医保支付标准并动

态调整，同时推进支付方式改革；保障药
品的供应和使用， 有条件的地方可探索
第三方配送机制，完善“两病”门诊用药
的长期处方制度； 落实基层医疗机构和
全科医生的责任， 加强健康教育和健康
管理，提高群众防病治病健康意识。

张宗久介绍，我国医疗机构急诊处
方用量一般为 1 天，不超过 3 天，门诊
一般不超过 7 天，长期用药通常不超过
14 天。 目前，浙江、上海、北京等地实行
了长期处方制度。长期处方用量一般超
过一周，不超过 3 个月。由于高血压、糖
尿病患者需要连续长期用药，如果医保
支付支持长期处方制度，同时进行连续
的处方配送，将大大方便“两病”患者，
有助于基层全科医生对患者的长期慢

病管理，提高治疗效果。

1亿多人直接受益，医保将为“两病”一年支付近 400亿元
高血压、 糖尿病是最常见的慢性

病。 据测算，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中约
有 3.2亿“两病”患者。目前，城乡居民医
保参保人的门诊医疗费用，能够通过享
受现有的普通门诊统筹、慢特病门诊待
遇获得相应的保障。 但是，部分不需要
住院或达不到特殊慢病诊断门槛的“两
病”患者，难以享受到门诊报销待遇。随

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居民医保待遇的提

高，这部分“两病”患者门诊用药保障需
求相对凸显。

国家医保局待遇保障司司长王

芳琳介绍， 城乡居民参保人群中需
要服药治疗的“两病”患者有 1 亿多
人， 这部分人群将直接受益于这项
政策。 一般地， 每人每年控制高血

压、糖尿病的药品费用从几百元到几
千元不等，医保将为城乡居民“两病”
患者支付费用一年近 400 亿元。

这部分费用会不会对医保基金支出

造成压力？ 陈金甫说，医保基金的总体运
行在良好区间，支撑了不断出台的惠民措
施，解决老百姓的重点难点问题。 未来还
将通过改革提质增效，发挥改革红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