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服务

孩子咳嗽剧烈，又有反复发热，精神、食欲
变差等症状时，尤其是学龄前期或学龄期的儿
童， 这时胸片或者CT可表现为大叶肺炎或
“白肺”，有的甚至还会合并胸腔积液、肺不张、
坏死性肺炎、肺脓肿等。如有上述表现者，建议
住院治疗，必要时需要行气管镜灌洗治疗。

支原体感染后多久可以上学？ 肺炎支原

体感染不是法定传染病， 没有明确的隔离
期限， 但跟其他呼吸道病原体感染一样有
传染性，潜伏期为1—3周，且为飞沫传播，
容易在儿童之间流行，因此，建议结束用药
或者出院后1周且等到咳嗽症状基本好转
后再去上学。 ■文/视频 全媒体记者 李琪

事关就医购药！“医保卡”改为“记账户”
湖南省本级职工医保迎来重要变化： 下月起，个人账户资金将计入本人“记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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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账户资金将计入本人“记账户”

从2023年10月起，省本级新增参保人员不再办理个人
账户“医保卡”实体卡，个人账户资金将计入本人“记账户”。

个人账户“记账户”管理模式下，每月划入金额不变，
计息和支取管理不变，实现当月即到账、手机可查询、异地
能使用、跨域可转移、大病保险可代扣等更多便捷高效服
务。参保人员可凭本人“医保码”（医保电子凭证）或社会保
障卡，在本统筹区内定点医药机构、在跨省和省内异地联
网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其符合医保政策范围的个人自
付部分费用可由“记账户”资金支付，实行直接结算。

“医保卡” 余额和收支明细仍通过原途径进行查询。
“记账户”可线上通过“湘医保”APP、公众号、小程序等途
径，或线下通过各级医保经办窗口、街道和社区医保服务
站点等途径查询个人账户“记账户”资金计入、计息、使用
和余额等信息。

“医保卡”与“记账户”有何区别

湖南省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个人账户“医保卡”管
理模式，即个人账户资金划入医保个人账户银行卡（医保
卡），参保人员凭医保卡就医购药刷卡使用。

个人账户“记账户”管理模式，即个人账户资金划入医
保个人“记账户”，实行收支记账管理，参保人员可凭本人
“医保码”（医保电子凭证）或社会保障卡，刷卡（码）使用。

目前，湖南省省本级和长沙市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实行
“医保卡”管理模式，其他13个市州统筹区实行“记账户”管
理模式。值得注意的是，本次优化管理模式对划入个人账
户的资金金额和待遇没有任何影响，未调整计入比例和划
入金额。

管理模式优化后，如何使用个人账户

“记账户”管理模式下，参保人员可凭本人“医保码”
（医保电子凭证）或社会保障卡，在统筹区内定点医药机构
就医购药，及在跨省和省内异地就医联网定点医药机构就
医购药， 其符合医保政策范围的个人自付部分费用可由
“记账户”支付，实行直接结算。

实施“记账户”管理模式后，参保人员原实行“医保卡”
管理模式的个人账户，按照“老户老办法”执行，个人账户存
量资金不转入“记账户”，“医保卡”原余额仍按原途径使用。

属于异地安置退休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常驻异
地工作人员备案人员的情形，可以将参保人员“医保卡”个
人账户余额转入“金融子账户”，参保人员可继续使用。

参保人跨统筹区参加职工医保， 需办理医保关系转移
接续，原“医保卡”内的余额可继续使用或一次性支取；“记
账户”余额原则上随同医保关系转移划转到新参保地使用。

参保人员因死亡、出国（境）定居、跨制度变更参保等
原因不能继续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在办理终止参保
业务后，可办理医保个人账户（含“医保卡”和“记账户”）余
额一次性支取。 ■文/视频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李琪

通讯员 肖文波

三湘都市报10月16日讯
近期，我国支原体肺炎发病有
所上升，尤其在广东、福建等
南方地区，与去年同期相比上
升明显。

记者从湖南省儿童医院、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

院、湖南航天医院等多家医院了解到，目前我省
也呈现这样的趋势，支原体肺炎感染患儿增多。

支原体肺炎如何预防？ 家长需要注意哪些？
10月16日，记者结合案例，采访相关专家。

【案例】吃药不见好，孩子咳到痰液带血

“孩子咳嗽，一直不见好，甚至出现了咳血症
状，怎么办啊？”国庆长假刚开始，罗君君出现咳
嗽症状，渐渐加重，晚间咳嗽严重至影响睡眠。陈
女士赶紧带着儿子罗君君（化名）来到湖南中医
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儿科门诊就诊， 经过检查，
罗君君被确诊为肺炎支原体感染。

“入秋以来，南方城市肺炎支原体感染阳性率
开始上升，目前已从6月份的7%升至10%以上，感
染小高峰已经到来。”10月16日，该院主任医师詹
红艳表示， 很多家长因孩子出现肺炎支原体感染
而担心。事实上，肺炎支原体感染可防可控，家长
无需过分忧虑。

【症状】儿童是高发人群，成人感染普遍较轻

支原体肺炎本身就有儿童易感的特点，并非
今年流行的独有特征。专家表示，成人感染也不
少见，但一般症状较轻，很少有重症病例。支原体
肺炎广泛存在于全球范围内，约3—7年会发生一
次地区性流行。

据介绍，支原体感染的患儿症状与大多数呼
吸道疾病相似，以发热、咳嗽等为主要症状，一般
咳嗽比较剧烈，退烧后，咳嗽还可能继续1到2周。
成人支原体感染的症状与儿童类似，但一般较轻。

【治疗】不属于细菌，也不属于病毒

湖南省儿童医院副主任医师吴碧琛提醒，肺
炎支原体既不属于细菌，也不属于病毒，是一类
没有细胞壁、高度多形性、大小介于细菌和病毒
之间的一种非典型微生物。

需要注意的是，头孢、青霉素等药物对肺炎
支原体效果不理想。目前，一线治疗药物主要是
大环内酯类抗生素，常用的有阿奇霉素、红霉素、
克拉霉素等，处方药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用药。

支原体肺炎有“难治性”，吴碧琛解释，是
因为孩子感染了耐药性支原体，导致治疗效果
受到影响。

记者10月16日从湖南省医保
局了解到，为进一步规范个人账户
使用范围，提高个人账户资金划拨
效率， 为参保人员提供便捷高效医
保服务，医保局决定省本级职工医
保个人账户由“医保卡账户”（简称

“医保卡”）管理模式改为“收支记账账户”（简称“记
账户”）管理模式。

湖南省医疗生育保险服务中心为省本级参保
人员在医保系统设立“记账户”。从2023年11月起，
个人账户资金计入本人“记账户”，实行收支记账管
理，不再划拨到本人原“医保卡”。参保人员个人账
户“记账户”资金计入额度、计息、支取和转移管理
等按原规定执行。

支原体肺炎什么情况需住院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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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诊量陡增，“支原体”感染大年来了？
专家：约3—7年会发生一次；可防可控，无需过分忧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