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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的医疗保险改革已将部分医疗康复项目纳

入基本医疗保障范围, 旨在全面建成中国特色高质量

医疗保障体系, 为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和健康

福祉需要提供全过程服务[1] 。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

病防治法》 (以下简称 《职业病防治法》 ) 已颁布实

施 20 年, 其中明确职业病病人享有治疗、 康复权益,
康复费用按照工伤保险规定执行。 《工伤保险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86 号) (以下简称 《条

例》 ) 第三十条明确规定 “工伤职工到签订服务协

议的医疗机构进行工伤康复的费用, 符合规定的, 从

工伤保险基金支付”; 第四十八条 “经办机构按照协

议和国家有关目录、 标准对工伤职工医疗费用、 康复

费用……按时足额结算费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 《工伤康复服务规范 (试行)》 (人社部发 [2013]
30 号, 以下简称 《规范》 ) 目录有 9 项, 其中多为

急性创伤后神经外科和骨关节病患康复治疗的范围,
缺少尘肺病、 中毒性周围神经病、 急性化学物中毒神

经系统疾病等职业病患者的康复治疗项目, 导致职业

病患者回归社会和重返工作岗位的预期受到不同程度

的影响。 本文对职业病患者康复治疗现状进行分析,
提出对策与建议, 为社会及工伤保障部门的管理提供

参考。

1　 职业病患者康复治疗的意义及社会保障依据

2021 年全国报告的职业病数据显示, 各类职业

病新发病例 15
 

407 例, 其中职业性尘肺病 11
 

809 例,
占 76. 6%。 全国累计尘肺病患者 90 余万例, 约占职

业病发病人数的 90%。 尘肺病致残率高, 目前尚无可

治愈的药物和技术, 脱离粉尘作业病情仍会进展。 享

受工伤康复待遇并规范、 科学地进行康复治疗是尘肺

病患者提高生活质量和社会参与程度, 延长预期寿命

的重要手段[2] 。 部分急性职业中毒神经系统疾病患者

经治疗后存在持续功能障碍, 以及慢性化学中毒周围

神经病的患者多具有恢复和康复治疗的迫切需求。
《职业病防治法》 已规定了职业病患者的社会保

障权利, 即第三十九条第二款 “获得职业健康检查、
职业病诊疗、 康复等职业病防治服务” 和第五十七条

“职业病人的诊疗、 康复费用, 伤残以及丧失劳动能

力的职业病病人的社会保障, 按照国家有关工伤保险

的规定执行”。 《条例》 也制定了明确的职业病患者

享受工伤康复治疗的条款, 即第三十条 “职工因工作

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进行治疗, 享受工伤医疗

待遇”; 第四十八条 “经办机构按照协议和国家有关

目录、 标准对工伤职工医疗费用、 康复费用、 辅助器

具费用的使用情况进行核查, 并按时足额结算费用”。

2　 职业病患者康复治疗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2021 年国家医疗保障局公布的 《国家医疗保障

待遇清单 (2020 年版) 》 已将部分康复项目纳入基

本医疗保障范围, 其中第四条是不予支付的范围:
“应当从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 应当由第三人负担

的…”, 这使得职业病患者不能享受国家基本医疗保

险的康复治疗, 如若接受相关必要的康复治疗, 只能

隐瞒职业病诊断情况, 仅以病患组织的临床诊断入院

治疗, 如 “周围神经病, 双下肢肌力下降”。 医疗保

险基金不应支付的项目被变通支付, 职业病患者本应

该享受全额报销且符合规定的康复治疗费用, 不得不

自费负担, 工伤职工住院补贴亦无从落实。
《规范》 的工伤康复目录业务流程包括颅脑损

伤、 持续植物状态、 脊柱脊髓损伤、 周围神经损伤、
骨折、 截肢、 手外伤、 关节软组织损伤、 烧伤等 9
项, 法定职业病中的化学性皮肤灼伤、 放射性皮肤疾

病可纳入烧伤项目。 但是职业中毒导致的中枢和周围

神经损伤不符合 《规范》 中颅脑和周围神经损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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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住院标准, 《规范》 无尘肺病的康复治疗章节,
导致急需康复治疗的职业病患者在申请工伤康复治疗

时, 管理部门和康复鉴定专家的审批和鉴定缺失了法

规和政策依据。
以往很多尘肺病患者每年以 “尘肺合并肺感染”

数次申请住院治疗, 近两年由于机构改革, 一些地市

级的职业病防治院所不再收治患者。 事实上绝大部分

尘肺病患者更适合权威性的 《尘肺病肺康复中国专家

共识 (2022 年版)》 (以下简称《共识》) [2] 方案。 以

“尘肺合并肺感染” 的吸氧、 抗感染、 止咳化痰等治

疗费用可以从工伤保险基金直接列支, 但尘肺病的康

复项目尚不能给予报销, 这不仅导致尘肺病患者科学

规范的康复治疗不能按照 《共识》 落地推广, 还有

可能导致职业病患者的康复治疗针对性和效果缺失。
因 《规范》 项目中的住院标准、 住院时限等没

有职业中毒后相关康复治疗的内容, 以致职业中毒或

中暑导致的持续植物状态、 脑损伤、 周围神经损伤患

者的工伤康复治疗也陷入了困境。

3　 职业病患者工伤康复规范基本框架的设想及建议

基本框架应遵循《规范》的基本制度和格式的 5 个

方面, 同时融入《共识》的康复理念和治疗方案。
以尘肺病为例, 制定尘肺病康复住院标准的具体

条款, 不同尘肺期别的康复住院时限, 包括功能评

定、 康复治疗和康复护理的医疗康复规范, 针对尘肺

病患者的职业社会康复规范, 明确康复出院标准和可

能出现的需要延长住院康复时间的可开放性条款。 尘

肺合并肺感染应申请旧病复发再住院治疗, 尘肺康复

应按照-的指导性意见实现医疗机构、 社区 / 康复站、
居家康复的有机结合, 减轻尘肺病患者痛苦, 延缓病

情进展, 延长寿命, 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社会参与

程度以及患者家庭的幸福指数。
《共识》中明确了氧疗指征, 即 “尘肺患者静息

呼吸室内空气时, 氧分压( PaO2 ) ≤55
 

mmHg…” [2] 。
我们实际接触的尘肺病患者在无合并症的情况下大多

数 PaO2 >80
 

mmHg, PaO2 <60
 

mmHg 已达到呼吸衰竭

的程度, PaO2 ≤55
 

mmHg 的患者在高浓度吸氧后若

不能维持血氧饱和度, 则需要呼吸机治疗。 所以建议

将尘肺病患者工伤康复时的氧疗纳入最基本的常规治

疗项目, 以帮助患者完成体能训练及减轻尘肺病患者

的心理负担[2] 。
中毒性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和中毒性周围神经病等

职业病患者的康复可分别纳入 《规范》 中颅脑损伤、

持续植物状态和周围神经损伤的类别, 在相对应类别

的住院标准和康复住院时限条款中加入相关内容, 医

疗康复规范、 职业社会康复规范和出院标准等无需调

整。 所有的医疗康复项目应符合 《国家医疗保障待遇

清单 (2020 年版)》 康复项目的范畴。
《工伤保险职业康复操作规范 (试行)》 (人社部

[2014] 88 号)中强调, 工伤保险机构和工伤康复协

议机构应加强职业康复管理, 强化职业病康复专业化

和规范化[3] , 职业病康复与 《共识》 的某些观点增

补至 《规范》 和 《工伤保险职业康复操作规范 (试

行)》 是工伤社会保障亟需解决的问题。 采取科学规

范的综合康复措施, 防止职业病患者因躯体残损而丧

失生活自理和职业劳动能力, 最大程度恢复他们的日

常生活、 休闲娱乐及工作能力, 是职业健康工伤预防

体系二级预防的重要内容[4] 。 职业病患者的康复治疗

扩充至 《规范》 中可以减少工伤保险基金不必要的

支出。
总之, 职业病患者康复治疗纳入 《规范》 目录,

完全符合党的方针和新时期一切为了人民幸福的宗

旨, 是体现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有序衔接的行动举

措, 是必要和可行的, 是对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在职

业病康复治疗领域精准化的体现, 是提高职业病患者

健康福祉、 降低致残、 防止并发症和带病延年的有效

手段。 职业病患者工伤康复制度和政策的建立, 还可

延展至更广泛的未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农村尘肺病患

者, 使其在医疗保险框架内获得针对性康复治疗, 延

缓病情进展, 最大限度地防止尘肺病患者家庭因病致

贫和因病返贫[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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