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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记者 姚常房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日间
手术推荐目录（2022年版）》。这是在
2016年推荐的43个日间手术术式和
2019年推荐的77个日间手术术式基
础上，遴选的第3批日间手术推荐术
式，共708个日间手术操作项目。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日间手术因时间短、效率高、病床
周转快、病人疾病负担低的特点，在国
际上被广为推崇。2015年，我国开始
逐步推行日间手术。2021年，《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
展的意见》和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
《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促进行动
（2021—2025 年）》都对日间手术提
出了明确要求，比如大力推行日间手
术，提高日间手术占择期手术的比例。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副院长曾勇介
绍，华西医院制定了日间手术“医生准
入、患者准入、术式准入”3个标准。
其中，只有取得相应资质、有拟申请开
展日间手术经验的手术医生，才具有
主刀开展日间手术的权限。比如，腹
腔镜胆囊切除手术，医生必须在大手
术室完成150例以上手术，且没有任
何医疗纠纷或者差错。另外，医院还

要求医生有较强的沟通能力和筛查评
估患者的能力。

“每家医院所处的地理位置、经济
社会发展环境、技术水平等都不相同，
因此，没有一家医院的日间手术可以
复制到全国，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
的。华西医院日间手术占择期手术的
比例目前是25%左右，实现了优质资
源尽可能最大化使用的目的，也解决
了一部分患者看病难、手术难的问
题。”曾勇说。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院长雷光华
表示，《目录》扩大了日间手术的病种
和术式，增加了更多的专科病种和术
式，也增加了三级和少量四级手术，
有利于各级医院根据自身的条件和
学科优势，探索与医院发展定位相适
应的日间手术病种和术式，扩大日间
手术规模。

最重要的是转变观念

“日间手术模式是传统住院手术
模式的大变革，其快速发展需要医院、
医保、医务人员和患者共同努力。”雷
光华认为，在这个过程中，患者需要改
变观念接受日间手术；医院需要在制
度和绩效上向日间手术倾斜，尤其是
让外科和麻醉医生能够更好、更多地
应用微创手术和加速康复外科理念，
为患者做好手术、快速康复；医疗保障

部门需要为患者接受日间手术、医院
开展日间手术提供制度保障。

“20多年前，国外的日间手术就
已经很发达了。国内专家的技术水平
也很厉害，但是日间手术在我国并没
有流行起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
属仁济医院副院长张继东表示，日间
手术的大发展与医务人员的整体素
质、社会大环境，以及社会各方对日间
手术的认识紧密相关。

张继东说，比如家庭居住条件现
在有了改善，患者术后回家有了更安
全的环境，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主动做
日间手术。而且经过一段时间的检
验，更多医生看到了日间手术的安全
性，也愿意在日间手术上投入更多时
间和精力。同时，支撑整个日间手术
的体系更为完善。

日间手术推荐目录也在不断更
新，紧跟时代发展的脚步。中国日间
手术合作联盟副主席兼秘书长、国家
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医药成
本价格研究部副主任于丽华说，一个
日间手术操作有唯一的编码。《目录》
所标专业为操作该术式时使用频次最
多的专业，其他相关专业未再一一罗
列。医疗机构开展时不受所标专业的
限制。

在《目录》中，708个日间手术操
作项目由两部分内容组成。第一部分
将第一批推荐的43个术式和第二批
推荐的77个术式的手术操作代码按
国家临床版3.0编码进行了更新，并

按一个操作一个代码将手术操作进行
了拆分，计295个项目；第二部分按统
一的代码推荐了第三批日间手术术
式，计413项。同时，《目录》的手术操
作名称和编码采用国家临床3.0版的
编码和名称。

为分级诊疗“添一把火”

曾勇认为，日间手术的发展可能
进一步带动分级诊疗。比如，早期肺
癌患者在大医院做完日间手术后，可
以将其转诊到社区或者区医院，做好
后期恢复。目前，仅在四川省成都市
内，华西医院就与十几家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签订了日间手术转诊协议。

“医院会经常给这些联姻医疗机
构做培训，包括技术知识和管理方法
等。”曾勇说，对于日间手术的发展一
定不能仅“看见了树木”，同时还要“看
见整个森林”，看到它对未来整个卫生
健康事业的推进作用。

有人也提出了疑问，目前不少日
间手术术式集中在一级、二级手术，这
与大医院的功能定位会不会相矛盾。
对此，曾勇表示，有了日间手术，相应
疾病的患者更愿意到大医院治疗，这
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基层患者减少。

“不过，这可能是一个发展阶段的问
题，目前基层能力需要进一步提升，优
质医疗资源需要不断下沉，分级诊疗

任重道远。”
前行者的足迹已经给了各方信

心。2005年9月，仁济医院决定在泌
尿外科率先试点日间手术；从2013年
开始，又逐步调整手术病种、术式结
构，鼓励开展微创手术，绩效制度向

“重点手术”和“重点病种”倾斜，改变
以往单纯考核数量的模式，剔除简单
的一级小手术，鼓励开展相对复杂的
三级和四级手术。因此，即便是日间
手术占比很大的仁济医院，在去年的
公立医院绩效考核中，疑难疾病诊治
难度排名（疾病难度系数CMI）仍位
列全国第十。

医保方理念的转变正在释放日间
手术更多可能。目前，全国大多数省
份出台了日间手术支付政策，积极推
动日间手术的发展。雷光华介绍，前
两版日间手术推荐目录发布后，湖南
省医疗保障局以目录为蓝本，支持湘
雅医院等试点医院先行先试，批准日
间手术患者在门诊完成的术前检查纳
入医保报销。于丽华说，目前各地在
日间手术的支付方式上各有不同。其
中，有20个省市实行按病种付费，如
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广东
省等。另外，福建省三明市、四川省攀
枝花市、山东省青岛市等地按DRG
（疾病诊断相关分组）支付；山东省淄
博市和广东省中山市等按DIP（基于
大数据的病种）支付；广东省深圳市则
是单独支付。“相信，日间手术未来的
路会越走越宽，越走越远。”于丽华说。

日间手术未来的路更宽了

□新华社记者 郑直
刘博 朱青

3月4日，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
将拉开帷幕，参加此次冬残奥会的中
国体育代表团有96名运动员，他们当
中的85人是首次参加冬残奥会。未
来的10天，他们将把自己的名字写进
冬残奥会的历史，写进一段38年的中
国残疾人体育奥运之路。

开拓

2022年2月最后一天，北京冬残
奥会的一路火种在英国曼德维尔采
集。这一来自残奥运动发源地的火种
随后和在中国境内采集的8路火种汇
集，生成本届冬残奥会的官方火种。

二战期间，路·古特曼医生在英国
小村庄曼德维尔的一家医院建立了一
个脊髓科，帮助救治受伤的官兵。为
了激励这些病人积极恢复，古特曼医
生开始鼓励他们从事体育运动，由此
慢慢形成了被广泛认为是残奥运动前
身的斯托克·曼德维尔运动会。

1960年的运动会走出曼德维尔，
来到罗马。“残奥会”一词在1984年由
国际奥委会正式认可，而1960年在罗

马的那届比赛被认定为首届残奥会。
同样是在1984年，中国选手登上

残奥舞台，那一年6月在纽约举办的
第七届夏季残奥会上，平亚丽以4米
28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获得半盲
B2级跳远金牌，为中国残奥体育代表
团拿下首枚金牌。

奋进

由于残疾人体育事业刚刚起步，
1984年的亮相之后，中国参加残奥会
的情况依然可用“三少一新”来形容，
具体说来，就是参赛人数少、项目少、
经验少、新手多。

以 1988 年的汉城残奥会为例，
200人以上的代表团约有五六个，中
国则只有43名运动员参加。

此后，中国残奥代表团稳步向
前，竞技实力不断提升，1992年巴塞
罗那，他们在奖牌榜首次位列亚洲
第一。四年后的亚特兰大，中国以16
金的成绩排名第九，首次跻身十
强。在悉尼，中国获得34枚金牌，25
次打破世界纪录，金牌总数上升至第
六位。

2004年雅典残奥会，国际残疾人
体育运动与中国残疾人体育事业同时
迎来历史性时刻。这是奥运会与残奥

会首次由同一个组委会组织完成，残
奥会在场地设施、组织机构等方面看
齐奥运会。

中国体育代表团也在雅典正式来
到世界舞台中央，200名运动员参赛，
23人29次打破世界纪录，获得63枚
金牌、46枚银牌与32枚铜牌，首次位
列金牌榜与奖牌榜双榜第一。

瞩目

在亚特兰大、悉尼与雅典连续三
届残奥会上夺得金牌的侯斌，靠着双
手与一根绳索将自己和轮椅与火炬一
寸一寸地拽上半空，点燃了2008年北
京残奥会的主火炬。这是“超越极限”
精神的直观表达，也成为12天里中国
和世界残奥选手们拼搏的缩影。

在北京，中国残奥代表团以89块
金牌、211块奖牌的成绩蝉联了金牌
榜、奖牌榜“双第一”，再度在残奥之路
上留下一座里程碑。

筹办北京残奥会期间，中国残疾
人体育综合训练基地竣工，这一国内
最大的残疾人综合训练基地按残疾人
体育的特殊要求进行设计和建造，能
够满足田径、轮椅篮球、游泳等诸多项
目的训练和比赛需要。

从雅典到北京，乃至之后的伦

敦、里约与东京，中国体育代表团从
未在夏季残奥会上让金牌榜与奖牌
榜榜首旁落，连续五届实现金牌、奖
牌榜双第一。

延伸

在2002年美国盐湖城冬奥会上，
杨扬拿下中国冬奥史首枚金牌。而在
那一年的盐湖城冬残奥会上，中国残
奥代表团完成了首次亮相。此后，中
国冬残奥运动在探索中发展。

在2018年平昌冬残奥会上，中国
轮椅冰壶队夺得中国冬残奥历史首枚
金牌，也是首枚奖牌。

在中国残疾人体育综合训练基
地，国家残疾人冰上运动比赛训练馆
落成并投入使用，这里的地面采用无
高差全平面设计，每个角落都考虑到
残疾人的实际需求，被在此训练的队
员称为“最好的一份礼物”。

北京冬残奥会是中国第六次组团
参加冬残奥会，也是中国参加冬残奥
会以来，代表团规模最大、运动员人数
最多、参赛项目最全的一届。他们将
向世界展示新时代中国残疾人自强不
息的精神风貌，展示中国冬残奥运动
的发展成果，这条道路将在他们的奋
斗与拼搏中，继续向未来延伸。

中国残疾人体育奥运之路

“光明使者”
传递火炬

□通讯员 王家铃 李文芳
本报记者 郑纯胜

3月2日，在北京市盲人学校的操
场上，伴随着30名盲校师生动人的歌
声，火种采集台跳跃起了“光明之
火”。作为第一棒火炬手，浙江大学医
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眼科中心主任姚
玉峰教授早早就站在了准备区，从中
国残联副理事长程凯手中接过火炬。

姚玉峰高举银色和金色相间、寓
意为辉煌与梦想的火炬，热情地和现
场观众打招呼。这象征着“光明之火”
的火炬在火炬手的接续传递下汇集成
光明与爱的力量。

火炬传递结束后，现场表演歌曲
的盲校师生们提出跟姚玉峰合影，姚
玉峰将手中的火炬传到他们手中，师
生们一个接着一个触摸。看到他们一
边摸一边说着火炬可能长的模样，姚
玉峰被深深地感动着。

姚玉峰是名副其实的“光明使
者”，在长达3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给
3万多名患者带来了光明。“火炬传递
的是理想，是奋斗，是毅力，也是信念，
更是人与人之间的爱。”他说。

一起加油
为国争光

□特约记者 李健
本报记者 肖建军

“感谢白衣天使，咱们一起加油，
为国争光！”3月1日，一名中国冬残奥
运动员在河北大学附属医院冬残奥医
疗保障团队留言簿上写下这句留言。

这一幕发生在张家口赛区冬残
奥村综合诊所。当天傍晚，中国冬残
奥代表团的 3名运动员坐着轮椅来
到综合诊所就诊，正在值班的河北大
学附属医院冬残奥医疗保障队队员热
情接诊，检查、治疗等工作有条不紊
地进行。

综合诊所副医疗官、河北大学附
属医院骨外科副主任王晓冬介绍，综
合诊所康复医学科负责人、该院康复
医学专家谭龙带领团队根据3名运动
员的不同伤情，为他们量身打造康复
医学治疗方案，采用中频脉冲止痛等
康复医学治疗手段，缓解了他们的伤
痛症状。

一名运动员在做完康复治疗后
说：“现在舒服多了，也不疼了，不会影
响明天的测试赛。”就诊结束后，3名
中国运动员写下了自己的衷心感言，
与医务人员相互加油、相互鼓劲。

关注北京冬残奥会

宁夏

守牢“两品一械”
安全底线

本报讯 （特约记者魏剑）今年，
宁夏回族自治区将守牢“两品一械”
（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质量安全
底线，持续推进全域创建“食品药品
安全区”工作。这是记者从近日召开
的宁夏药品监管暨党风廉政建设工
作会议上获悉的。

据了解，2021年，宁夏药监部门
聚焦“两品一械”领域损害群众利益突
出问题，先后组织查处“两品一械”一
般程序行政处罚案件462起、简易程
序案件 395 件，罚没款 1342.31 万
元。2022年，该自治区将深入开展药
品安全专项整治，集中力量严惩重处
一批违法违规案件，不断提升全区“互
联网+药品监管”应用服务水平，推动
各级监管干部用好宁夏药品智慧监管
平台，力争实现稽查执法数据、常规监
管数据、许可备案数据、监督抽样数据
的现场即时录入率分别达到 70%、
80%、90%、100%。

江苏

医保确定
十方面工作重点

本报讯 （记者程守勤 通讯员
蒋婷）近日，江苏省医疗保障工作会议
在南京市召开。会议明确，2022年重
点抓好10个方面工作。

据江苏省医保局党组书记、局长
周英介绍，这10个方面工作主要是：
持续完善医保制度体系；全力构筑医
保基金监管高压态势；持续深化医保
支付方式改革，全面推进总额控制下
多元复合医保支付方式，重点推进
DRG/DIP支付方式改革三年行动计
划；全面提升医保管理质效；深入推进
药品医用耗材招采制度改革；积极推
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全面规范医保
基金总额管理；强力推进“智慧医保”
建设；全面优化医保公共服务水平，启
动“15分钟医保服务圈”全覆盖三年
行动计划，年内建成132个省级示范
点和350个左右市级示范点；大力支
持医药产业创新发展和公立医院高质
量发展。

新疆

药品产业链
健康发展

本报讯 （记者邢靓 夏莉涓）近
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药品监督管
理局公布，新疆药品产业目前已形
成集种植、加工、生产、销售、研发于
一体的全产业链模式，加速产业化
发展。

新疆 2021 年支持红花等 14 个
中药材“定制园”建设，采用“公司+
科研机构+合作社+农户”形式，推
动全区中药材种植养殖标准规范化，
从源头上把握中药材质量。同时，新
疆药品企业积极引进先进设备，打造
全产业链、扩大生产效能。全区医药
工业企业现有药品批准文号总计
759个，独家品种53个。新疆药监局
还积极为药企护航，在2021年取消
了“药品委托生产审批”行政许可事
项，“两品一械”检验周期由25个工
作日压缩为20个工作日，11大类65
项政务服务基本事项实现“一网通
办”等，为新疆药品产业发展“赋能
减负”。

辽宁

推动综合医院
老年医学科建设

本报讯 （记者邹欣芮 郭睿琦）
辽宁省今年将着力加强综合医院老
年医学科建设，推动二级及以上综
合医院设置老年医学科，积极开展
老年综合评估、老年综合征诊治、多
学科诊疗，提高多病共治能力；预计
到今年年底，该省 50%的二级及以
上综合医院将设置老年医学科。这
是近日记者从辽宁省卫生健康委获
悉的。

据悉，辽宁省将持续开展老年友
善医疗机构建设，并有力推动医疗机
构优化就医环境和就医流程，全面落
实老年人医疗服务优待政策，为老年
人提供友善服务，提升老年人就医满
意度。目前，辽宁省已有414家医疗
机构被评为老年友善医疗机构。到

“十四五”末期，85%以上的综合医院、
康复医院、护理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要建设老年友善医疗机构，以更好
满足老年人健康需求，大力营造敬老
爱老助老的社会氛围。

点燃

3月3日，火种
护 卫 点 燃 火 炬 手
王 志 华 的 火 炬 。
当日，北京冬残奥
会 火 炬 在 河 北 省
蔚 县 暖 泉 古 镇 传
递 。 北 京 2022 年
冬残奥会将于 3 月
4日开幕。

新华社记者
朱旭东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