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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医保

属性

医保限定

1 120800002 肠内高营养治疗 指经腹部造瘘置管的胃肠营养治疗，含肠营养配置。特指不能进食的病人 营养泵 次 是

2 250403107

高敏乙型肝炎病毒脱氧核糖

核酸定量检测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样本采集，促凝，离心，分离血清后于2-8℃保存7天。采用磁珠法提取血清样品

中的HBV-DNA，利用针对HBV核酸保守区设计的一对特异性引物、一条特异荧光探针（TaqMan探针5’末端

标记FAM荧光素），配以PCR反应液，在荧光定量PCR仪上，应用实时荧光定量PCR检测技术，通过荧光信

号的变化实现HBV-DNA的定量检测。试剂准备（在试剂准备区进行）约30分钟，样本处理（在样本处理区

进行，阴性对照、阳性对照、定量参考品与待测样本同步处理）约2.5小时，PCR扩增（在扩增分析区进

行）约2.5小时，报告审核（在报告审核区由具有PCR上岗证的专业技术人员审核后发送报告）约2小时；

并录入实验室信息系统、登记结果、发送报告；保存资料和血清；按规定处理废弃物；接受临床和患者

相关咨询。

次

含特殊试剂

盒

是

3 250501039 细菌性阴道病唾液酸酶测定 项 是

4 250501041

乙型肝炎病毒基因YMDD变异

测定

包括YIDD变异测定 次 是

5 260000019 血小板交叉配合试验 次 是

6 310401050 耳石复位治疗

让受试者戴上红外摄像眼罩平卧于测试床上，不断变换体位，先行位置试验。依据位置试验的结果确定

耳石症的诊断，明确受累半规管的位置和侧别，根据诊断结果进行耳石手法复位，如为垂直半规管良性

车发性位置性眩晕（BPPV）。选用Epley手法复位法、水平半规管BPPV采用翻滚复位法，如多个不同半规

管同时受累，则选用综合耳石复位法。治疗中，可能出现恶心呕吐等不同程度迷走神经兴奋症状。复位

过程中通过红外成像系统观察眼震情况判断耳石复位情况。

次 是

7 310905026 内镜色素检查

内镜下于病变部位喷洒染色药物或电子染色，以暴露病变部位黏膜及边界。图文报告。不含监护。含喷

洒管、染色剂。

次 是

8 330100018 输液港植入术

消毒铺巾，局部浸润麻醉，穿刺针负压穿刺静脉，置入导丝，顺导丝置入引导管，延引导管送入输液导

管，输液导管到位后拔除引导管，切开皮肤，制作U型囊袋，输液港体置入囊袋。使用分离棒钝性分离皮

下组织，将输液导管远端固定于输液港体接口，无损伤针回抽血，缝合切口，敷料加压或封堵器固定。

包括取出术。

次 是

9 330501020 耳廓软骨取骨术 含耳廓软骨制备 次 是

10 330610001 扁桃体切除术 包括残体切除、挤切 次 是

11 340100002 可见光治疗 包括红光照射、蓝光照射、蓝紫光照射、太阳灯照射

每个照

射区

是

12 340200029 引导式教育训练 次 是

13 340200030 等速肌力训练

采用等速肌力训练仪，选择不同训练肌群，选择不同的训练配件，将患者固定，选择训练速度，训练模

式，设定训练量。

次 是

14 210300000②

X线计算机体层（CT）扫描

（三维重建加收）

次 是

15 250403013c

高敏丙型肝炎病毒核糖核酸

定量检测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样本采集，促凝，离心，分离血清后于2-8℃保存7天。采用磁珠法提取血清或血

浆样品中的丙型肝炎病毒（HCV） RNA，利用针对丙型肝炎病毒（HCV）核酸保守区设计的一对特异性引

物、一条特异荧光探针，配以 PCR反应液，在荧光定量 PCR仪上，应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检测技术，通

过荧光信号的变化实现丙型肝炎病毒（HCV） RNA的定量检测。试剂准备（在试剂准备区进行）约30分

钟，样本处理（在样本处理区进行，阴性对照、阳性对照、定量参考品与待测样本同步处理）约3.0小

时， PCR扩增（在扩增分析区进行）约2.5小时，报告审核（在报告审核区 由具有PCR上岗证的专业技术

人员审核后发送报告）约2小时；并录入实验室信息系统、登记结果、发送报告；保存资料和血清；按规

定处理废弃物；接受临床和患者相关咨询。

次

含特殊试剂

盒

是

16 310605002b 超声支气管镜检查 含活检 次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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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311201010a

宫颈扩张术（宫颈管掻刮

术）

次 是

18 320100015a 经皮血液透析通路溶栓术

消毒麻醉，穿刺透析通路插管，造影并摄片，引入溶栓导管或溶栓导丝靠近或插入血栓，药物溶栓，造

影评价效果，拔管压迫止血，冲洗胶片。人工报告。不含监护

导管、

导丝、

血管鞘

次 是

19 330502020 电子耳蜗植入术 次 是

限0—7周岁双侧重度

、极重度感音神经性

耳聋，佩戴助听器无

效，符合人工耳蜗植

入指征的儿童使用支

付。

20 310401029 电子耳蜗编程 次 是

限0—7周岁双侧重度

、极重度感音神经性

耳聋，佩戴助听器无

效，符合人工耳蜗植

入指征的儿童使用支

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