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东营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门诊

慢性病鉴定标准

根据临床诊断标准，门诊慢性病总准入标准为：诊断标

准与处置指征明确；已经确诊；病情相对稳定，适合在门诊

治疗；病程和治疗周期较长，需连续治疗或者长期服药。具

体标准如下：

一、循环系统

（一）高血压病(合并心、脑、肾并发症）

1．提供相关病史资料。

2．心电图、X 线或超声心动图示：左心室肥大。

3．眼底动脉硬化Ⅱ期：视网膜动脉呈铜丝状或银丝状，

二级分枝以后见动静脉交叉压迫症。

4．蛋白尿（或）血清肌酐浓度增高＞177μmol/L。



5．大动脉有粥样斑块或钙化。

6．脑出血，脑血管性痴呆，脑梗死（CT 或 MRI 证实），

有高血压脑病伴肢体障碍。

7．左心衰竭、心绞痛、心肌梗死病史。

8．肾功能衰竭，提供近三月内肾功能不全病史，血清

肌酐 SCR＞177umol/L，尿素氮＞14.3mmol/L。

9．在Ⅱ期视网膜改变基础上出现视网膜出血或渗出或

视神经乳头水肿。

10．夹层动脉瘤，症状性动脉闭塞病。

评定标准：必须提供相关病史资料，且具备高血压诊断

标准及第 2-5 项其中两项指标，或 6-10 项其中一项者可以

确定。

（二）慢性心功能不全（含肺源性心脏病）

1．左心功能不全

（1）提供相关病史资料。

（2）有劳力性、阵发性夜间呼吸困难或端坐呼吸。

（3）X 线胸片：左心影增大、肺淤血，叶间裂增厚等。



（4）超声心动图：左心室壁运动减弱， EF＜45%。

（5）放射性核素造影，左室舒张末期容量、峰值等参

数异常。

评定标准：必须提供相关病史资料，且具备第（2）（3）

（4）（5）不少于两项者综合确定。

2．右心功能不全

（1）有原发性心脏病临床表现。

（2）有体循环淤血表现，辅助检查提示肺动脉高压、

右心扩大。

评定标准：必须提供相关病史资料，且具备上述两项可

确定。

3．肺源性心脏病

（1）提供相关病史资料。

（2）有咳嗽、咳痰、气喘症状及肺气肿，重者有紫绀、

右心功能不全表现。

（3）有肺动脉高压、右室增大的诊断依据：心脏超声

符合肺心病诊断标准。



评定标准：具备上述三项可确定。

二、消化系统

（三）慢性肝炎

1．提供相关病史资料。

2．病毒标志物阳性或免疫性肝炎指标阳性。

3．半年内两次以上肝功能化验（须有下列之一项者）

（1）ALT＞正常 2 倍。

（2）BIL＞34.2 μmol/L。

4．肝穿提示炎症>G2。

评定标准：具备 1、2、3 项或第 1、4 项可确定。

（四）肝硬化

1．提供相关病史资料。

2．B 超或 CT 影像学诊断肝硬化或慢性肝损害。

评定标准：具备上述两项可确定。

三、泌尿系统



（五）尿毒症透析治疗

1．提供相关病史资料。

2．有少尿、浮肿、乏力、恶心、纳差、腰痛等症状。

3．贫血 HB≦100g/L。

4．B 超：双肾萎缩。

5．肾功能：肌酐＞707.2umol/L。

评定标准：必须具备 1、5 项结合其他三项综合判断。

（六）慢性肾小球肾炎

1．有慢性肾炎病史，并提供相关资料。

2．临床表现：可有水肿、高血压。

3．实验室检查：蛋白尿、血尿、管型尿等表现。

4．肾穿刺活组织检查符合慢性肾炎病理类型。

评定标准：必须提供相关病史资料，且具备第 1、2、3

或第 1、4 两项可确定。

四、血液系统

（七）再生障碍性贫血



符合 1987 年第四届全国再障学术会议修改诊断标准：

1．全血细胞减少，网织红细胞计数绝对减少。

2．一般无肝脾肿大。

3．骨髓检查显示至少一个部位增生减低或重度减低。

4．能除外引起全血细胞减少的其它疾病。

5．一般抗贫血治疗无效。

评定标准：必须提供相关病史资料，且具备上述五项标

准综合判断。

（八）血友病

1．提供相关病史资料，二级以上医院明确的诊断证明。

2．反复 出血，特点为：自发或轻微外伤即见渗血不止，

甚至持续数天，多为瘀斑、血肿；膝、踝、肘、腕等关节易

出血，反复出血可致关节畸形，口鼻粘膜出血也多见。

3．实验室检查

（1）凝血象检查见凝血时间延长，凝血酶原消耗不良。

（2）凝血因子测定异常。



评定标准：具备上述三项可确定。

五、风湿性疾病

（九）系统性红斑狼疮（ＳＬＥ）

符合美国风湿病学会 ARA1997 年再次修正分类标准：

1．颧颊部红斑。

2．盘状狼疮。

3．光敏感。

4．口腔溃疡。

5．非侵蚀性关节炎。

6．胸膜炎或心包炎。

7．蛋白尿（＞0.5g/d、尿常规＋＋＋）或尿细胞管型。

8．癫痫发作或精神病，除外药物或已知的代谢紊乱。

9．溶血性贫血或白细胞减少（<4×109/L）或淋巴细胞

减少(<1.5×109/L)，或血小板减少(<10×109/L)。



10．抗 dsDNA 抗体阳性，或抗 SM 抗体阳性，或抗磷脂

抗体阳性包括抗心磷脂抗体，或狼疮抗凝物，或至少持续六

个月梅毒血清试验假阳性三者中具备一项阳性。

11．抗核抗体 ANA 滴度异常。

评定标准：必须提供相关病史资料，具备上述四项及以

上，在除外感染、肿瘤和其他结缔组织病后，可确定。

（十）类风湿性关节炎

根据美国风湿病学会(ＡＲＡ)1987 年修订的类风湿性

关节炎 RA 诊断标准：

1．晨僵≥1 小时≥6 周。

2．3 个或 3 个以上关节肿≥6 周。

3．腕关节、掌指关节、近端指间关节肿≥6 周。

4．对称关节肿≥6 周。

5．皮下结节类风湿结节。

6．RF 类风湿因子阳性滴度>1:32。

7．手部 X 线片改变骨质疏松和关节间隙狭窄。



评定标准：必须提供相关病史资料，且具备上述７项中

的四项及以上可确定。

（十一）系统硬化病

以 1980 年美国风湿病学会 ARA 提出的系统硬化病硬皮

病分类标准作为诊断标准。

ARA 系统硬化病硬皮病分类标准：

1．主要条件：近端皮肤硬化：手指及掌指跖趾关节近

端皮肤增厚、紧绷、肿胀。这种改变可累及整个肢体、面部、

颈部和躯干胸、腹部。

2．次要条件

（1）指硬化：上述皮肤改变仅限手指。

（2）指尖凹陷性瘢痕，或指垫消失：由于缺血导致指

尖凹陷性瘢痕，或指垫消失。

（3）双肺基底部纤维化：在立位片上，可见条状或结

节状致密影，以双肺底为著，也可呈弥漫斑点或蜂窝状肺。

评定标准：必须提供相关病史资料，具备主要条件或两

项及以上次要条件综合判断。

（十二）白塞病



国际白塞病研究组 1990 年制定的诊断标准：

1．反复口腔溃疡：1 年内至少反复发作 3 次。

2．复发性生殖器溃疡或瘢痕尤其是男性。

3．眼病变：前和/后葡萄膜炎、裂隙灯检查时玻璃体浑

浊或视网膜血管炎。

4．皮肤病变：结节性红斑、假性毛囊炎、脓性丘疹、

青春期后（未服用糖皮质激素）出现的痤疮样结节。

5．针刺试验阳性。

评定标准：必须提供相关病史资料，具备第 1 项及其他

４项中两项以上综合判断。

（十三）强直性脊柱炎

诊断标准采用修订的纽约标准，临床标准：

1．腰痛、僵 3 个月以上，活动后改善，休息无改善。

2．腰椎额状面和矢状面活动受限。

3．胸廓活动度低于同年龄和性别的正常人。

放射学标准：



双侧骶髂关节炎≥2 级或单侧骶髂关节炎 3-4 级。

评定标准：必须提供相关病史资料，具备放射学标准和

一项以上临床标准。

（十四）股骨头坏死

1．髋部疼痛，逐渐加重。

2．病人可有跛行，患侧肌肉萎缩。

3．影像学检查：股骨头密度增高、硬化、囊性改变，

骨骺碎裂变扁；股骨颈增粗及髋关节部分脱位，符合股骨头

坏死表现，且无手术指症。

评定标准：具备上述三项可确定。

（十五）瑞特综合症

1．有泌尿生殖系感染。

2．并发关节炎，为非对称性小关节炎，可累及大关节。

3．可并发结膜炎或虹膜炎或角膜溃疡。

4．并发龟头无痛性溃疡。

评定标准：具备上述任何三项可确定。



六、代谢性与营养性疾病

（十六）糖尿病（慢性感染，有心、肾、眼、神经并发

症者）

1．符合 1997 年 ADA 糖尿病的诊断标准：

（1）有多食、多饮、多尿、烦渴、善饥、消瘦或肥胖、

乏力等症群，并有完整的病历记载，长期服用降糖药物维持

的记录及临床检验报告或有糖尿病酮症或酮症酸中毒病史。

（2）多次临床检验：空腹血糖≥7.0mmol/L，餐后 2 小

时血糖≥11.1mmol/L，糖化血红蛋白升高。

2．并发症

（1）慢性感染：目前有慢性感染，有肢体慢性溃疡或

坏疽迁延三月以上或伴活动性结核病。

（2）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3）糖尿病肾病：具备肾炎综合征或肾病综合征或慢

性肾功能不全的临床特点，尿蛋白定性＋以上，且能排除其

它原因所致肾脏损害。

（4）周围神经并发症：有周围神经炎的症状，可有近

一年内肌电图检查证实周围神经传导速度低于 45m/s。



（5）伴发大血管病变。

评定标准：提供相关病史资料，符合 1 中两项糖尿病诊

断标准，且具备 2 中所列并发症任何一项可以确定。

（十七）甲状腺机能减退症

1．有甲状腺机能减退的临床表现。

2．甲状腺功能化验检查指标低于正常。

评定标准：具备上述两项可确定。

（十八）成年人腺垂体功能减退症含席汉氏综合症

1．甲状腺功能减退，怕冷乏力。

2．性功能减退，闭经、阴毛脱落、第二性征减退、无

乳。

3．肾上腺功能减退：厌食、体温下降、血压下降。

评定标准：具备上述三项之一可确定。

七、神经系统

（十九）帕金森病

1．提供相关病史资料。



2．多以双侧肢体颜面及咽喉部肌肉的动作减少，始动

困难和肌肉强直为主征，并伴有肢体静止性震颤，睡眠时消

失，激动时加重。

3．查体：四肢肌张力增高，面具脸，慌张步态。

4．已排除其它有关脑部病变，如脑炎，脑动脉硬化，

一氧化碳中毒，脑外伤，酚噻嗪类药物过量等。

评定标准：具备上述四项可确定。

（二十）癫痫

1．提供相关病史资料。

2．反复发作性抽搐、意识障碍。

3．常规脑电图或诱发试验脑电图可见癫痫波型，棘波、

尖波、慢波或棘慢波综合。

4．抗癫痫药物尚在治疗。

评定标准：具备上述四项可确定。

（二十一）脑梗塞

1．提供相关病史资料。

2．有头颅 CT 或 MRI 症实。



3．病程在一个月以上，且目前临床上还有神经功能障

碍。

评定标准：具备上述三项可确定。

（二十二）脑出血恢复期及后遗症期

1．提供相关病史资料。

2．有头颅 CT 或 MRI 症实。

3．病程在一个月以上，且目前临床上还有神经功能障

碍。

评定标准：具备上述三项可确定。

（二十三）脑性瘫痪

1．提供相关病史资料。

2．婴儿时期出现症状，表现为发育落后或各种运动障

碍。

3．有脑损伤神经学症状：中枢性运动障碍及姿势、反

射异常。

4．常伴随智力低下、言语障碍、惊厥、感知觉障碍及

其它异常



5．需除外进行性疾病所致的中枢性瘫痪、正常儿的一

过性运动发育滞后及肌病。

6．头颅 CT、MRI 检查可见结构性改变。

评定标准：必须具备 1、2、3、5 项并结合其他两项综

合判断

（二十四）智力障碍

1．提供相关病史资料。

2．智力障碍在发育年龄阶段（18 周岁以前）发病。

3．智力功能明显低于一般水平：智商（IQ）在 70（或

75）以下

4．适应行为缺陷：婴儿-初中生社会生活能力量表测试

明显缺陷

评定标准：必须具备 1、2、3、4 项并综合判断

八、精神病

（二十五）精神分裂症及偏执性精神病

1．符合 CCMD-3 精神分裂症及偏执性精神病的诊断标准，

并经精神病专科医院确诊者，病程达一年以上者。



2．症状标准

（1）以系统妄想为主要症状，内容较固定。

（2）主要表现为：幻觉、被害、嫉妒、夸大、疑病、

钟情等内容。

3．严重程度标准：社会功能明显受损。

4．排除：脑器质性精神障碍、躯体疾病所致精神障碍，

精神活性物质和非依赖性物质所致精神障碍。

5．住院治疗后，病情稳定者。

评定标准：必须提供相关病史资料，且具备上述五项可

确定。

（二十六）抑郁症及双向情感障碍（躁狂抑郁性精神障

碍）

1．符合 CCMD-3 抑郁症、双向情感障碍诊断标准，并经

精神专科医院确诊者。

2．精神专科医院住院一次以上，且病程一年以上。

3．经相应药物治疗病情稳定者。



评定标准：必须提供相关病史资料，且具备上述三项可

确定。

（二十七）孤独症

1．提供相关病史资料。

2．（1）、（2）、（3）项中符合 6 条，（1）项至少

符合 2 条，在（2）和（3）项中至少符合 1 条。

（1）在社会交往方面存在质的缺损：

①在诸如目光对视、面部表情、身体姿势和社交姿势等

多种非语言交流行为方面存在显著缺损。

②不能建立适合其年龄水平的的伙伴关系。

③缺乏自发性地寻求与他人共享快乐、兴趣和成就的表

现，例如不会向他人显示、携带或指向感兴趣的物品。

④与人的社会或感情交往缺乏，例如不会主动参与游戏

活动，喜欢独自嬉玩。

（2）在交往方面存在质的缺陷：

①口头语言发育延迟或完全缺乏，且并没有用其他交流

形式例如身体姿势和哑语来代替的企图。



②在拥有充分语言能力的患者表现为缺乏主动发起或

维持与他人对话的能力。

③语言刻板和重复或古怪语言。

④缺乏适合其年龄水平的装扮性游戏或模仿性游戏。

（3）行为方式、兴趣和活动内容狭隘、重复和刻板：

①沉湎于一种或多种狭隘和刻板的兴趣中，在兴趣的强

度或注意集中程度上是异常的。

②固执地执行某些特别的无意义的常规行为或仪式行

为。

③刻板重复的装相行为，例如手的挥动、手指扑动或复

杂的全身动作。

④持久地沉湎于物体的部件。

3．三岁以前起病

4．无法用 Rett 障碍或儿童瓦解性精神病解释。

评定标准：具备上述 1、2、3、4 项标准综合判断。

九、皮肤病

（二十八）银屑病



评定标准：有淡红色炎性丘疹或大小不等的斑块，表面

覆盖多层银白鳞屑，经治疗一年后复发。

十、肿瘤类

（二十九）恶性肿瘤（含白血病）（化疗或／放疗治疗

期）

1．有病理诊断或骨髓图片细胞学检查结果。

2．有影像学检查结果。

3．有手术病史诊断为恶性肿瘤的。

4．血清标志物检查阳性。

5．有二级以上医院放化疗治疗方案。

评定标准：具备 1-4 项其中一项以上及第 5 项可确定。

十一、器官移植

（三十）器官移植（抗排异治疗）

因心、肝、肾、肠、胰腺、角膜等重要器官功能出现衰

竭而做上述器官移植后需抗排异治疗患者。

1．器官移植的住院病历。



2．抗排异治疗方案。评定标准：具备上述两项可确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