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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11日从国家医保局 2024
年上半年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2024 年将扩大门诊慢特病跨
省直接结算病种范围，让更多的
门诊慢特病患者能享受异地直接
结算。

国家医保局医疗保障事业管理
中心副主任隆学文介绍，今年将在
现有5种门诊慢特病跨省直接结算

基础上，进一步增加3至5种覆盖人
群多、药物治疗为主、待遇差异小的
门诊慢特病病种。

“除了扩大门诊慢特病跨省直
接结算病种范围外，今年将进一步
扩大跨省联网定点医院的范围。”隆
学文介绍，2023年，跨省联网定点
医药机构达到 55.04万家，比 2022
年底增长了68.37%。

此外，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
服务还将在就医地管理、异地就医
结算监测等方面提质增效。

隆学文介绍，接下来要强化
就医地管理力度，重点加强就医
地医保经办机构跨省异地就医费
用的审核，在京津冀、长三角等区
域内开展异地就医大额费用经办
联审工作，进一步规范就医地的

医疗行为，防止异地就医过程中
的不合理诊疗行为，取得经验后
向全国推广。

同时，加强异地就医结算监
测。跟踪了解异地就医结算政策落
地情况，破解异地结算过程中的痛
点、难点和堵点，持续完善异地就医
结算服务。

（彭韵佳 徐鹏航）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
长黄心宇 11日在 2024年上半年例
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到 2023 年
底，全国超九成统筹地区已经开展
DRG/DIP支付方式改革，改革地区
住院医保基金按项目付费占比下降
到四分之一左右。

“医保支付方式是医保经办机
构向医疗机构支付费用的具体方
式，如按项目付费、按病种付费、按
床日付费等，不同支付方式对临床
诊疗行为有不同的引导作用。”黄心
宇说。

据介绍，传统上医保基金采取

按项目付费的方式，先确定药品、
耗材、医疗服务项目的范围和报销
比例，再将应由医保报销部分的费
用直接支付给医疗机构。这种方
式虽然简单便捷，但容易诱发医疗
费用过快增长、“过度医疗”屡禁不
绝、医务人员劳动价值没有充分体
现等问题。

“DRG和DIP都是按病种付费
的具体形式，其目的是将复杂的临
床诊疗尽可能标化，实现相同的病
种之间可比较、可评价，医保支付
与医疗机构收入都有合理的预
期。”黄心宇介绍，DRG/DIP的病种

支付标准是以历史费用数据为基
础、运用大数据方法科学测算得
出，并随社会经济发展、物价水平
变动等适时提高，保证患者得到合
理、必要的治疗。

为支持临床新技术应用、保障
重病患者充分治疗，支付方式改革
中还引入了符合条件的新药、新技
术可不纳入病种支付标准的“除外
支付”规则。

黄心宇表示，国家医保局正
在建立面向广大医疗机构、医务
人员的意见收集机制和 DRG/DIP
分组规则调整机制，对 DRG/DIP

分组进行动态化、常态化调整完
善，确保医保支付方式科学性、合
理性。

对于少数医疗机构将医保支
付标准的“均值”变“限额”，以“医
保额度到了”的理由强行要求患者
出院、转院或自费住院的情况，黄
心宇表示，国家医保部门从未出台

“单次住院不超过 15天”之类的限
制性规定，我们坚决反对此类做法
并欢迎群众向当地医保部门举报，
同时将对相应医疗机构予以严肃
处理。

（彭韵佳 徐鹏航）

国家航天局 12日消息，鹊桥二
号中继星已完成在轨对通测试。经
评估，中继星平台和载荷工作正常，
功能和性能满足任务要求，可为探
月工程四期及后续国内外月球探测
任务提供中继通信服务，任务取得
圆满成功。

鹊桥二号中继星自 3月 20日发
射升空后，经过中途修正、近月制
动、环月轨道机动，于 4月 2日按计
划进入24小时周期的环月大椭圆使
命轨道。4月 6日，鹊桥二号中继星
成功与正在月球背面开展探测任务
的嫦娥四号完成对通测试。4月8日
至9日，鹊桥二号中继星与嫦娥六号
探测器（地面状态）开展对通测试。

此前同步搭载发射的天都一
号、二号通导技术试验星已于3月29
日进入环月使命轨道，4月 3日成功
实施双星分离，正在开展系列通导
技术验证。

鹊桥二号中继星和天都试验星
采用环月大椭圆冻结轨道作为使命
轨道。由于月球外形结构不规则，靠
近月球飞行的航天器受到月球引力
等因素作用，飞行轨道易产生偏差。
环月大椭圆冻结轨道是处于稳定状
态的环月轨道，航天器在该轨道飞
行，能够使飞行轨道的偏差最小化。

专家介绍，选择环月大椭圆冻
结轨道作为鹊桥二号的使命轨道具
有诸多优势。一是提高通信速率，

与鹊桥号相比，鹊桥二号的使命轨
道距离月球更近，数据传输的通信
速率将大幅提高。二是更好覆盖月
球南极通信，与围绕地月拉格朗日
L2点运行的鹊桥号相比，在环月大
椭圆使命轨道的鹊桥二号对月球南
极的可见性显著提升，大幅提高对
月球南极区域的通信覆盖能力。三
是节省卫星燃料，鹊桥二号可以用
极少的燃料，维持在该轨道上长期
驻留。

后续，鹊桥二号中继星将按计
划为嫦娥四号和即将要发射的嫦娥
六号任务提供中继通信服务，并择
机开展相应科学探测。（王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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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色古装 年轻时尚
4 月 8 日，年轻人在西安大

雁塔广场拍照游玩。

近年来，在古都西安，身着

传统服饰出行成为一种时尚，

受到越来越多年轻人的追捧。

邵瑞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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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
12日对外发布《关于建立煤炭产能
储备制度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
创新产能管理机制，推动煤炭产能保
持合理裕度和足够弹性，增强供给保
障能力，更好发挥煤炭在能源供应中
的兜底保障作用。

意见明确，到 2027年，初步建立
煤炭产能储备制度，有序核准建设一
批产能储备煤矿项目，形成一定规模
的可调度产能储备。到 2030年，产
能储备制度更加健全，产能管理体系
更加完善，力争形成3亿吨/年左右的
可调度产能储备，全国煤炭供应保障
能力显著增强，供给弹性和韧性持续
提升。

国家能源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建成一定规模的煤炭储备产能，可
在国际能源市场剧烈波动、恶劣天
气多发、供需形势急剧变化等极端
情形下“向上弹性生产”，快速释放
储备产能，有效提升煤炭应急保障
能力，更好发挥煤炭在能源供应中
的兜底保障作用。同时，煤炭产能
储备可有效提升煤炭供应灵活性，
保障煤电更好发挥支撑调节作用，
推动新能源高质量发展，促进能源
绿色低碳转型。

（陈炜伟）

我国将建立
煤炭产能储备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