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级医疗机构 二级医疗机构 三级

MA (一)康复评定

1 MAAX8001 表面肌电图检查 采用表面肌电图仪采集患者在某一种特定运动中各组肌群收缩的起止时间，收缩的强度以及不同肌群收缩的顺序情况以及频谱分析特点，进行数据后处理与分析，判断肌肉运动正常与否以及异常发生的原因。人工报告。A 次 ¥80.00 ¥80.00 ¥80.00 有明确的神经肌肉功能障碍，一个疾病过程支付不超过两次。 津人社办发〔2017〕281号 自2017年12月15日起执行。

2 MAAX9002 低频电强度-时间曲线检查 指使用不同波宽的方波低频电进行神经肌肉功能检查。仪器准备，核对医嘱，选定部位，排除禁忌证，摆体位，暴露检查部位，告知相关事项，低频电强度时间曲线诊断，放置辅电极，主电极放在所测肌肉运动点，依次用12种不同波宽方波刺激，分别记录引起肌肉收缩最小输出强度，各旋钮复位，描记强度-时间曲线，求得时值，分析结果，写出报告，电极衬垫洗净，消毒，晾干备用。A 条 ¥60.00 ¥60.00 ¥60.00 津人社办发〔2017〕281号 自2017年12月15日起执行。

3 MABW6001 偏瘫肢体功能评定 采用偏瘫肢体功能评定量表对偏瘫患者上肢、手指、下肢的联合反应、随意收缩、痉挛、屈伸肌联带运动、部分分离运动、分离运动、速度协调性、运动控制、平衡、感觉、关节活动度及疼痛等方面进行综合检查。人工报告。A 次 ¥300.00 ¥300.00 ¥300.00 分早、中、晚三期支付 津人社办发〔2017〕281号 自2017年12月15日起执行。

4 MABXA001 6分钟步行测试 采用标准化方法，对患者进行时间限定的步行距离、步行速度以及不适症状的检查。A 次 ¥60.00 ¥60.00 ¥60.00 津人社办发〔2017〕281号 自2017年12月15日起执行。

5 MABXA002 步态分析检查 采用步态分析系统进行检查操作，在躯干、骨盆、髋、膝、踝及第5趾骨等关节处贴标志点，采集步态视频，图像后处理，对步行速度、站立相与摆动相比例百分比，步长、步态对称性，步行周期中各环节特征识别，步宽、下肢诸关节运动曲线及数据进行处理分析。图文报告。A 次 ¥100.00 ¥100.00 ¥100.00 津人社办发〔2017〕281号 自2017年12月15日起执行。

6 MABXA003 步态动力学分析检查 采用动力学步态分析系统,患者从铺设在地面的压力传感器上走过,通过该系统对行走中下肢(髋、膝、踝关节)受力情况进行地反力、关节力矩、人体代谢性能量与机械能转换与守恒等的诊断。人工报告。A 次 ¥100.00 ¥100.00 ¥100.00 津人社办发〔2017〕281号 自2017年12月15日起执行。

7 MABX7001 关节活动度检查 利用徒手的方式,摆放不同体位，让患者被动或主动地进行关节活动,根据动作完成的状况与质量，利用量角器准确地摆放量角器的移动臂和固定臂，记录关节的活动度与患者的反应或状况。人工报告。A 每关节 ¥5.00 ¥5.00 ¥5.00 津人社办发〔2017〕281号 自2017年12月15日起执行。

8 MABX8001 肌张力评定 采用肌张力测定仪对患者进行检查，标准测试体位，将压力传感器垂直置于被测肌腹上，依次在休息位和最大等长收缩状态下各进行5次重复测量。取同名肌双侧比较。人工报告。A 次 ¥80.00 ¥80.00 ¥80.00 津人社办发〔2017〕281号 自2017年12月15日起执行。

9 MABX8002 等速肌力测定 采用等速运动肌力测试系统。依次标定被试体重、被测肢体重量，然后在仪器预先选定的速度(慢速、中速和快速)下进行被测肢体的等速运动测试。人工报告。A 每关节 ¥200.00 ¥200.00 ¥200.00 津人社办发〔2017〕281号 自2017年12月15日起执行。

10 MABX8004 肌肉疲劳度测定 表面肌电图和等肌力测试系统相结合，对被测工作肌群进行测定，要求连续完成动作20-30次，取前5次平均数值和后5次平均数值进行比较，并进行频谱分析。根据所提供多项数据人工报告。A 次 ¥280.00 ¥280.00 ¥280.00 含表面肌电图、等速肌力测定 津人社办发〔2017〕281号 自2017年12月15日起执行。

11 MAFAZ002 失认症评定 通过对患者进行物品辨认、面容辨认、图形辨认、颜色辨认等检查，判断患者是否存在物品失认，面容失认，同时失认以及颜色失认。人工报告。A 次 ¥100.00 ¥100.00 ¥100.00 津人社办发〔2017〕281号 自2017年12月15日起执行。

12 MAFAZ003 失用症评定 通过对患者进行空间构成能力、动作模仿、工具运用、系列动作等检查，诊断患者是否存在结构性失用、运动性失用、运动意念性失用、意念性失用等。人工报告。A 次 ¥100.00 ¥100.00 ¥100.00 津人社办发〔2017〕281号 自2017年12月15日起执行。

13 MAGAZ001 言语能力筛查 使用失语症筛查表、构音障碍筛查表、儿童言语障碍筛查表、言语失用检查表对患者进行言语测查，人工报告。A 次 ¥80.00 ¥80.00 ¥80.00 疑似言语功能障碍患者，不包括言语功能不能恢复的患者，一个疾病过程支付不超过两次。津人社办发〔2017〕281号 自2017年12月15日起执行。

14 MAGAZ002 失语症筛查 使用失语症筛查表对患者进行听理解、命名、复述、手语理解、手语表示等方面的测查，人工报告。A 次 ¥45.00 ¥45.00 ¥45.00 疑似言语功能障碍患者，不包括言语功能不能恢复的患者，一个疾病过程支付不超过两次。津人社办发〔2017〕281号 自2017年12月15日起执行。

15 MAGAZ003 构音障碍筛查 使用构音障碍筛查表对患者进行会话、单词检查、喉功能检查、构音器官等方面的测查，人工报告。A 次 ¥60.00 ¥60.00 ¥60.00 疑似言语功能障碍患者，不包括言语功能不能恢复的患者，一个疾病过程支付不超过两次。津人社办发〔2017〕281号 自2017年12月15日起执行。

16 MAGAZ005 构音障碍检查 使用构音器官检查表对患者的肺、喉、面部、口部肌肉、硬腭、腭咽机制、下颌等是否存在器官异常和运动障碍进行检查，使用构音检查表对患者的发音清晰度，以及各个言语水平及其异常的运动障碍进行系统评价,使用吹气法、鼻息镜检查法、呼吸流量计对患者的鼻漏气进行检查,评定。人工报告。A 次 ¥60.00 ¥60.00 ¥60.00 疑似言语功能障碍患者，不包括言语功能不能恢复的患者，一个疾病过程支付不超过两次。津人社办发〔2017〕281号 自2017年12月15日起执行。

17 MAGAZ006 言语失用检查 使用言语失用检查表对患者进行口失用和言语失用的测查。人工报告。A 次 ¥45.00 ¥45.00 ¥45.00 津人社办发〔2017〕281号 自2017年12月15日起执行。

18 MAGAZ007 言语评估检查 含主观评估及及计算机评估，指对患者呼吸功能评估、发声功能评估、共鸣功能评估和构音功能评估及其参考标准，通过医师对患者构音评估方法就是让患者发音素、词及短句，最长声时是指深吸气后的最长发声能力。应用《汉语言构音能力测验》记录表对患者进行语言应用的评估。A 次 ¥60.00 ¥60.00 ¥60.00 津人社办发〔2017〕281号 自2017年12月15日起执行。

19 MAGAZ008 失语症检查 使用失语症检查表对患者的听理解、复述、命名、描述、朗读、阅读、抄写、描写、听写、计算各个方面在单词水平、短句水平、复杂句水平方面的残存能力进行检查，评分，分析。人工报告。A 次 ¥70.00 ¥70.00 ¥70.00 津人社办发〔2017〕281号 自2017年12月15日起执行。

20 MAGAZ010 实用性语言交流能力检查(CADL) 使用实用性语言交流能力检查表，根据交流的实用性对患者进行日常言语交流能力的分类、检查，判断患者言语交流障碍的程度并分析功能障碍的代偿方法，人工报告。A 次 ¥60.00 ¥60.00 ¥60.00 津人社办发〔2017〕281号 自2017年12月15日起执行。

21 MAGAZ014 语音频谱分析检查 使用语音频谱分析仪，对患者在发音、发声的状态下，其音声特点、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声韵母的共振峰、音调、音量等嗓音多维度的实时检查、分析，人工报告。A 次 ¥60.00 ¥60.00 ¥60.00 津人社办发〔2017〕281号 自2017年12月15日起执行。

22 MAGAZ016 发声障碍检查 使用声质评价表(GRBAS)对患者的声音的特点进行检查，评价，使用鼻流量计检查患者的鼻漏气情况，使用主观检查法对患者进行音量和音调的匹配，音量变化，音调变化，最大发声时间进行检查，评价。人工报告。A 次 ¥60.00 ¥60.00 ¥60.00 疑似言语功能障碍患者，不包括言语功能不能恢复的患者，一个疾病过程支付不超过两次。津人社办发〔2017〕281号 自2017年12月15日起执行。

23 MAGGK001 吞咽功能障碍检查 使用口颜面功能检查表、吞咽功能检查表、吞咽失用检查表对患者的口唇、舌、颊、颌、软腭、喉的运动及功能进行检查，对患者的吞咽动作和饮水过程有无呛咳、所需时间、饮水状况进行分级。人工报告。A 次 ¥30.00 ¥30.00 ¥30.00 一个疾病过程支付不超过三次。 津人社办发〔2017〕281号 自2017年12月15日起执行。

24 MAHWR001 手功能评定 利用计算机上肢功能评价系统对患者进行手部功能的检查,其中有速度、协调性以及动作完成的准确性等量化指标,同时电脑记录相关数据。人工报告。A 次 ¥90.00 ¥90.00 ¥90.00 评定间隔时间不短于14天。 津人社办发〔2017〕281号 自2017年12月15日起执行。

25 MAHZZ002 轮椅肢位摆放评定 利用专业的轮椅系统矫正设备、数据收集设备、坐位和背部传感器、轮椅模拟器和组合式气垫以及电脑软件对轮椅基本功能进行规范的测评，含轮椅类型、尺寸的评定以及肢体摆位时的坐姿以及臀部和背部压力的测评。A 次 ¥300.00 ¥300.00 ¥300.00 津人社办发〔2017〕281号 自2017年12月15日起执行。

26 MAKZY001 徒手职业能力评定 对患者进行与职业功能状态相关的徒手技术操作能力评定，含日常生活中与职业相关的各种运动技能和操作技能的评定。人工报告。A 次 ¥200.00 ¥200.00 ¥200.00 津人社办发〔2017〕281号 自2017年12月15日起执行。

27 MAKZY002 器械职业能力评定 利用仪器或器械模拟进行与职业功能状态相关的技术能力评定，含对患者日常生活中与职业相关的各种运动技能和操作技能的评定。人工报告。A 次 ¥200.00 ¥200.00 ¥200.00 津人社办发〔2017〕281号 自2017年12月15日起执行。

28 MAMZY001 综合能力评估 对肢体运动功能、认知功能、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生存质量、就业能力等做综合定量评定.人工报告。A 次 ¥300.00 ¥300.00 ¥300.00 津人社办发〔2017〕281号 自2017年12月15日起执行。

29 MAMZY002 生活质量评定 对患者进行主观生活质量(日常生活满意指数)和客观生活质量(功能性限制分布量表)的评定。人工报告。A 次 ¥50.00 ¥50.00 ¥50.00 限本目录所列康复项目在具体实施中涉及的日常生活能力评定。1 个疾病过程支付不超过 4 次。津人社办发〔2017〕281号 自2017年12月15日起执行。

30 MAMZY003 康复综合评定 以康复评价会的形式进行。根据患者具体情况，康复医生、康复护士、运动、作业、语言、社会工作者、心理治疗师、假肢技师参与评价会。评价会对患者身体功能，家庭状况，社会环境等材料进行收集，对患者身体功能及残存能力进行量化，制定近期、远期目标和训练计划的目的，调整训练计划，在患者出院前，判定康复治疗的效果，继续恢复的可能性，是否达到预期的康复目标及为患者出院后如何进行自我训练提供依据，为回归家庭、社会提供必要的帮助。A 次 ¥180.00 ¥180.00 ¥180.00 有明确的功能障碍；评定由3名以上专业人员开展，至少包含两个评估项目；一个住院期间支付不超过三次；两次评定间隔时间不短于14天。津人社办发〔2017〕281号 自2017年12月15日起执行。

31 MAZW6002 截肢患者初期评价 通过对下述内容：残端皮肤条件、有无皮肤破溃、有无红肿、有无窦道形成、残端肌肉固定情况、有无锥形残端、有无肌肉固定、有无肌肉成形；残端骨骼处理情况：有无骨刺形成、有无行骨融合术、残端有无压痛；残端皮肤感觉情况：有无感觉减弱或消失、局部有无神经瘤形成、有无残肢痛、有无幻肢痛、残肢相邻关节的活动度、有无功能障碍、残肢周围肌肉力量的大小的综合评价、确定残端的综合康复治疗。残端不良但不需要手术治疗：行残端的综合康复治疗。A 次 ¥60.00 ¥60.00 ¥60.00 津人社办发〔2017〕281号 自2017年12月15日起执行。

32 MAZW6003 截肢患者中期评价 通过对下述内容的综合评定，决定何时更换正式假肢：残端皮肤无破溃、无红肿、无窦道形成，残端肌肉固定好，无锥形残端，肌肉瓣条件好，残端骨骼无骨刺形成、骨融合固定好、残端无压痛，残端皮肤感觉无感觉减弱或消失、局部无神经瘤形成，无残肢痛、无幻肢痛，残肢相邻关节的活动度好，无功能障碍，残肢周围肌肉力量正常，穿戴临时假肢连续3周残端体积不变，穿戴临时假肢很适应，能满足日常生活需要。A 次 ¥60.00 ¥60.00 ¥60.00 津人社办发〔2017〕281号 自2017年12月15日起执行。

33 MAZW6004 截肢患者末期评价 下肢假肢的步态评定：坐位站起，转移，闭目站立，双脚并拢站立，单腿站立，双足一前一后站立等动作，负重平衡评定，负重量的评定，假肢质量的评定：假肢的悬吊情况，接受腔的情况，与残端的匹配情况。A 次 ¥100.00 ¥100.00 ¥100.00 津人社办发〔2017〕281号 自2017年12月15日起执行。

34 MAZW6005 肢体形态学测量 利用量尺对患者肢体的外观、长度、肌围度与肿胀的状况进行测量，并与对侧肢体进行比较、认真记录。人工报告。A 次 ¥60.00 ¥60.00 ¥60.00 津人社办发〔2017〕281号 自2017年12月15日起执行。

35 MAZZY001 疼痛综合评定 进行麦吉尔疼痛问卷评定，视觉模拟评分法评定，慢性疼痛状况分级等，对患者疼痛的部位、程度、性质、频率和对日常生活的影响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定。人工报告。A 次 ¥60.00 ¥60.00 ¥60.00 津人社办发〔2017〕281号 自2017年12月15日起执行。

MB (二)康复治疗

36 MBAW6001 水中肢体功能训练 准备热水，开启消毒循环过滤加热系统，使用无障碍电动升降装置搬运患者，利用水中治疗椅、水中治疗台、水中肋木、水中双杠、救生圈、浮板等设施器具，指导患者进行水中关节活动训练、肌力增强训练、耐力训练、平衡协调性训练、步态训练。水疗后洗浴，进行水疗设备的清洁消毒处理。A 次 ¥500.00 ¥500.00 ¥500.00 津人社办发〔2017〕281号 自2017年12月15日起执行。

37 MBAZX001 步行浴训练 准备热水，调节水温，开启无障碍电动升降装置将患者运入水中，开启气泡浴、喷流浴、消毒循环过滤装置，并指导患者进行水中关节活动度训练及肌力增强训练、坐位及立位平衡训练、步态纠正训练、步行训练。结束水疗后，开启无障碍电动升降装置将患者运出水中，放水，洗浴，进行水疗设备的清洁消毒处理。A 次 ¥200.00 ¥200.00 ¥200.00 津人社办发〔2017〕281号 自2017年12月15日起执行。

38 MBAZX002 电动浴缸训练 准备热水，开启气泡浴及喷流浴发生装置、自动消毒循环过滤装置及水温控制系统，使用无障碍运送轮椅车装置，将患者运入电动浴缸中，并指导进行水中关节活动度训练、肌力增强训练、翻身坐起训练、呼吸训练等。水疗后，洗浴，进行水疗设备的清洁消毒处理。A 次 ¥200.00 ¥200.00 ¥200.00 津人社办发〔2017〕281号 自2017年12月15日起执行。

39 MBAZX003 水中步行运动训练 准备热水，开启无障碍出入装置、自动消毒循环过滤及温控装置、喷流装置，设定患者水中电动步行平板训练参数，透过地上水槽侧壁透明玻璃窗，指导进行定量化的水中步行能力训练，并记录水中步行的定量结果。水疗后，洗浴，进行水疗设备的清洁消毒处理。A 次 ¥200.00 ¥200.00 ¥200.00 津人社办发〔2017〕281号 自2017年12月15日起执行。

40 MBBHY001 颈部综合运动训练 利用各种颈部综合运动训练设备，为患者进行被动的、辅助主动的、主动的、抗阻的关节活动范围训练、肌力训练、局部缓解肌肉痉挛训练、功能活动能力训练、姿势矫正训练及器械训练。A 次 ¥60.00 ¥60.00 ¥60.00 限器质性病变导致的肌力、关节活动度和平衡功能障碍的患者， 1 个疾病过程支付不超过 3 个月；每日支付不超过 2 次（包括项目合并计算）。与偏瘫、脑瘫或截瘫肢体综合训练同时使用时只支付其中 1 项。 津人社办发〔2017〕281号 自2017年12月15日起执行。

41 MBBVF001 脊柱关节松动训练 利用不同手法力度，徒手对患者颈椎、胸椎、腰椎、骶尾各关节进行不同方向的被动手法操作训练，扩大关节活动范围训练，缓解疼痛训练。A 次 ¥60.00 ¥60.00 ¥60.00 津人社办发〔2017〕281号 自2017年12月15日起执行。

42 MBBVG001 呼吸训练 徒手为患者胸部及其周围部位的肌肉进行被动的、辅助主动的、主动的放松训练、腹式呼吸训练、呼吸肌训练、缩唇式呼吸训练、咳嗽训练，体位引流，特殊手法操作训练及器械训练。A 次 ¥60.00 ¥60.00 ¥60.00 津人社办发〔2017〕281号 自2017年12月15日起执行。

43 MBBVG002 腰背肌器械训练 采用腰背肌训练器进行腰背肌训练，训练时根据腰背肌力量选择负荷量。A 次 ¥30.00 ¥30.00 ¥30.00 限器质性病变导致的肌力、关节活动度和平衡功能障碍的患者， 1 个疾病过程支付不超过 3 个月；每日支付不超过 2 次（包括项目合并计算）。与偏瘫、脑瘫或截瘫肢体综合训练同时使用时只支付其中 1 项。 津人社办发〔2017〕281号 自2017年12月15日起执行。

44 MBBWA001 上肢综合运动训练 利用各种上肢综合运动训练设备，为患者进行被动的、辅助主动的、主动的、抗阻的关节活动范围训练、肌力训练、局部缓解肌肉痉挛训练、局部肌肉牵拉训练、协调性训练、功能活动能力训练及器械训练。A 次 ¥55.00 ¥55.00 ¥55.00 限器质性病变导致的肌力、关节活动度和平衡功能障碍的患者， 1 个疾病过程支付不超过 3 个月；每日支付不超过 2 次（包括项目合并计算）。与偏瘫、脑瘫或截瘫肢体综合训练同时使用时只支付其中 1 项。 津人社办发〔2017〕281号 自2017年12月15日起执行。

45 MBBWR001 烧伤后手功能训练 分为被动活动和主动活动两种训练方式。被动活动是通过按摩、推拿、牵拉的方法，使手部腕、掌指、指间关节增加活动度。主动活动是以拇指尖掌面与其余四指指尖掌面做对掌运动，利用健手帮助患手进行掌指关节及指间关节屈伸活动，站立位手掌放置桌面上靠重力下压使腕背屈，2-5指背放置在桌面上进行掌指关节屈曲运动。A 单侧 ¥70.00 ¥70.00 ¥70.00 限器质性病变导致的肌力、关节活动度和平衡功能障碍的患者， 1 个疾病过程支付不超过 3 个月；每日支付不超过 2 次（包括项目合并计算）。与偏瘫、脑瘫或截瘫肢体综合训练同时使用时只支付其中 1 项。 津人社办发〔2017〕281号 自2017年12月15日起执行。

46 MBBW6001 偏瘫肢体综合训练 通过徒手的方式，对患者进行身体关节活动度训练，调整异常肌张力训练，诱发患者主动活动能力训练，协调性功能训练，平衡功能训练，日常生活动作能力综合训练。A 次 ¥80.00 ¥80.00 ¥80.00 1 个疾病过程支付不超过 3 个月。与床边徒手肢体运动训练、博巴斯训练、布伦斯特伦训练、颈部综合运动训练、站立+步行能力综合训练、腰部综合运动训练、转移动作训练、本体感觉神经肌肉促进训练(PNF)、呼吸训练、上肢综合运动训练、下肢综合运动训练、运动再学习训练(MRP)、腰背肌器械训练、平衡生物反馈训练、烧伤后关节功能训练、持续性被动关节活动范围训练(CPM)、四肢瘫肢体综合训练中的某项同时使用时，只支付其中 1 项。津人社办发〔2017〕281号 自2017年12月15日起执行。

47 MBBW6003 截瘫肢体综合训练 通过徒手的方式，对患者躯干及双侧下肢进行关节活动度训练，调整异常肌张力训练，提高患者残存肌力训练，转移动作训练，平衡功能训练，步行能力训练，日常生活动作能力综合训练。A 次 ¥80.00 ¥80.00 ¥80.00 1 个疾病过程支付不超过 3 个月。与床边徒手肢体运动训练、博巴斯训练、布伦斯特伦训练、颈部综合运动训练、站立+步行能力综合训练、腰部综合运动训练、转移动作训练、本体感觉神经肌肉促进训练(PNF)、呼吸训练、上肢综合运动训练、下肢综合运动训练、运动再学习训练(MRP)、腰背肌器械训练、平衡生物反馈训练、烧伤后关节功能训练、持续性被动关节活动范围训练(CPM)、四肢瘫肢体综合训练中的某项同时使用时只支付其中 1 项。津人社办发〔2017〕281号 自2017年12月15日起执行。

48 MBBW6004 四肢瘫肢体综合训练 通过徒手及辅助器具协助的方式，对患者四肢及躯干进行关节活动度训练，调整异常肌张力训练，提高患者残存肌力训练，呼吸训练，转移动作训练，平衡功能训练，日常生活动作能力综合训练。A 次 ¥80.00 ¥80.00 ¥80.00 限器质性病变导致的肌力、关节活动度和平衡功能障碍的患者， 1 个疾病过程支付不超过 3 个月；每日支付不超过 2 次（包括项目合并计算）。与偏瘫、脑瘫或截瘫肢体综合训练同时使用时只支付其中 1 项。 津人社办发〔2017〕281号 自2017年12月15日起执行。

49 MBBW6005 截肢肢体综合训练 通过徒手的方式，对患者假肢安装前后进行身体关节活动度训练，肌力训练，协调功能训练，平衡功能训练，日常生活动作能力综合训练及假肢清理、穿脱动作的训练。不含假肢的制作。A 次 ¥60.00 ¥60.00 ¥60.00 津人社办发〔2017〕281号 自2017年12月15日起执行。

50 MBBXA001 下肢综合运动训练 利用各种下肢综合运动训练仪器或设备，徒手为患者进行被动的、辅助主动的、主动的、抗阻的关节活动范围训练、肌力训练、局部缓解肌肉痉挛训练、局部肌肉牵拉训练、协调性训练、平衡能力训练、步行能力训练，功能活动能力训练及器械训练。A 次 ¥55.00 ¥55.00 ¥55.00 限器质性病变导致的肌力、关节活动度和平衡功能障碍的患者， 每日支付不超过 2 次（包括项目合并计算）。与偏瘫、脑瘫或截瘫肢体综合训练同时使用时只支付其中 1 项。 津人社办发〔2017〕281号 自2017年12月15日起执行。

51 MBBXA002 站立+步行能力综合训练 利用各种站立与步行能力综合训练设备，为患者进行被动的、辅助主动的、主动的、抗阻的下肢负重训练、立位平衡训练、身体重心转移训练、步态矫正训练、步行的耐力训练，功能性步行训练及器械训练。A 次 ¥30.00 ¥30.00 ¥30.00 限器质性病变导致的肌力、关节活动度和平衡功能障碍的患者， 每日支付不超过 2 次（包括项目合并计算）。与偏瘫、脑瘫或截瘫肢体综合训练同时使用时只支付其中 1 项。 津人社办发〔2017〕281号 自2017年12月15日起执行。

52 MBBXA003 平衡生物反馈训练 采用视听觉生物反馈训练仪对双下肢对称负重、重心转移、单腿负重、重心主动控制转移、稳定极限等技能进行训练。A 次 ¥55.00 ¥55.00 ¥55.00 限器质性病变导致的肌力、关节活动度和平衡功能障碍的患者， 每日支付不超过 2 次（包括项目合并计算）。与偏瘫、脑瘫或截瘫肢体综合训练同时使用时只支付其中 1 项。 津人社办发〔2017〕281号 自2017年12月15日起执行。

53 MBBX7001 烧伤后关节功能训练 指除手部以外的肢体关节主被动活动。由医生通过按摩、推拿、牵拉的方法以及特殊仪器给予关节被动屈伸活动,以及在医生指导下患者采取主动屈伸活动。A 每关节 ¥35.00 ¥35.00 ¥35.00 限器质性病变导致的肌力、关节活动度和平衡功能障碍的患者， 每日支付不超过 2 次（包括项目合并计算）。与偏瘫、脑瘫或截瘫肢体综合训练同时使用时只支付其中 1 项。 津人社办发〔2017〕281号 自2017年12月15日起执行。

54 MBBX7002 小关节松动训练 利用不同手法力度，徒手对患者腕、掌指、指间、踝及足部的关节，进行不同方向的被动手法操作训练，扩大关节活动范围训练，缓解疼痛训练。A 次 ¥60.00 ¥60.00 ¥60.00 津人社办发〔2017〕281号 自2017年12月15日起执行。

55 MBBX7003 大关节松动训练 利用不同手法力度，徒手对患者肩、肘、髋及膝关节进行不同方向的被动手法操作训练，扩大关节活动范围训练，缓解疼痛训练。A 次 ¥80.00 ¥80.00 ¥80.00 有明确的关节活动障碍 津人社办发〔2017〕281号 自2017年12月15日起执行。

56 MBBZH001 腰部综合运动训练 利用各种腰部综合运动训练设备，为患者进行被动的、辅助主动的、主动的、抗阻的关节活动范围训练、肌力训练、局部缓解肌肉痉挛训练、功能活动能力训练、姿势矫正训练及器械训练。A 次 ¥35.00 ¥35.00 ¥35.00 限器质性病变导致的肌力、关节活动度和平衡功能障碍的患者， 每日支付不超过 2 次（包括项目合并计算）。与偏瘫、脑瘫或截瘫肢体综合训练同时使用时只支付其中 1 项。 津人社办发〔2017〕281号 自2017年12月15日起执行。

57 MBBZX001 转移动作训练 利用各种转移动作训练设备，为患者进行被动的、辅助主动的、主动的床上翻身、起坐、站立、床与轮椅(座椅)之间的转移动作的训练，功能性活动训练及器械训练。A 次 ¥30.00 ¥30.00 ¥30.00 限器质性病变导致的肌力、关节活动度和平衡功能障碍的患者， 每日支付不超过 2 次（包括项目合并计算）。与偏瘫、脑瘫或截瘫肢体综合训练同时使用时只支付其中 1 项。 津人社办发〔2017〕281号 自2017年12月15日起执行。

58 MBBZX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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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次 ¥140.00 ¥140.00 ¥140.00 津人社办发〔2017〕281号 自2017年12月15日起执行。

59 MBBZX003 持续性被动关节活动范围训练(CPM) 利用持续性被动关节活动范围训练专用设备，对患者肩、肘、腕、髋、膝、踝关节，设定持续性被动关节活动范围训练的时间、阻力、速度和间歇时间等参数，在监测的状况下，进行被动关节活动范围的训练。A 每关节 ¥30.00 ¥30.00 ¥30.00 限器质性病变导致的肌力、关节活动度和平衡功能障碍的患者， 每日支付不超过 2 次（包括项目合并计算）。与偏瘫、脑瘫或截瘫肢体综合训练同时使用时只支付其中 1 项。 津人社办发〔2017〕281号 自2017年12月15日起执行。

60 MBBZX004 床边徒手肢体运动训练 利用徒手的方法，对患者进行早期或维持性的关节活动范围训练，提高肌力或肢体主动活动训练等。A 次 ¥45.00 ¥45.00 ¥45.00 限器质性病变导致的肌力、关节活动度和平衡功能障碍的患者， 每日支付不超过 2 次（包括项目合并计算）。与偏瘫、脑瘫或截瘫肢体综合训练同时使用时只支付其中 1 项。 津人社办发〔2017〕281号 自2017年12月15日起执行。

61 MBBZX005 博巴斯训练(Bobath) 把异常的身体部位被动地、辅助主动地、主动地摆放于良肢位，并对身体的关键点进行徒手的控制能力训练，异常肌张力的调整训练，利用反射模式进行功能活动训练，诱发患者主动参与功能性活动训练及器械训练。A 次 ¥45.00 ¥45.00 ¥45.00 限器质性病变导致的肌力、关节活动度和平衡功能障碍的患者， 每日支付不超过 2 次（包括项目合并计算）。与偏瘫、脑瘫或截瘫肢体综合训练同时使用时只支付其中 1 项。 津人社办发〔2017〕281号 自2017年12月15日起执行。

62 MBBZX006 布伦斯特伦训练(Brunnstrom) 把异常的身体部位被动地、辅助主动地、主动地摆放于功能位，并对异常的肌张力进行相应的手法训练，利用反射模式进行功能活动训练，诱发患者主动参与功能性活动训练及器械训练。A 次 ¥45.00 ¥45.00 ¥45.00 限器质性病变导致的肌力、关节活动度和平衡功能障碍的患者， 每日支付不超过 2 次（包括项目合并计算）。与偏瘫、脑瘫或截瘫肢体综合训练同时使用时只支付其中 1 项。 津人社办发〔2017〕281号 自2017年12月15日起执行。

63 MBBZX007 本体感觉神经肌肉促进训练(PNF) 徒手对患者单侧、双侧、对侧、对称与非对称肢体进行螺旋对交差运动模式的训练，并利用患者现存的运动能力进行被动的、辅助主动的、主动的、抗阻的关节活动范围训练，肌力训练，运动控制能力训练，功能性活动训练及器械训练。A 次 ¥45.00 ¥45.00 ¥45.00 限器质性病变导致的肌力、关节活动度和平衡功能障碍的患者， 每日支付不超过 2 次（包括项目合并计算）。与偏瘫、脑瘫或截瘫肢体综合训练同时使用时只支付其中 1 项。 津人社办发〔2017〕281号 自2017年12月15日起执行。

64 MBBZX008 运动再学习训练(MRP) 徒手对患者进行上肢功能训练，口面部功能活动训练，从仰卧到床边坐起训练，从侧卧到坐起训练，坐位平衡训练，站起坐下训练，站立平衡训练，步行训练及器械训练。A 次 ¥45.00 ¥45.00 ¥45.00 限器质性病变导致的肌力、关节活动度和平衡功能障碍的患者， 每日支付不超过 2 次（包括项目合并计算）。与偏瘫、脑瘫或截瘫肢体综合训练同时使用时只支付其中 1 项。 津人社办发〔2017〕281号 自2017年12月15日起执行。

65 MBBZX009 减重支持系统训练 利用减重支持仪，穿戴悬吊背心，根据其残存的运动功能状况调整气压，并固定气压阀，拉紧悬吊拉扣后，徒手对患者进行被动的、辅助主动的、主动的减重步行训练,平衡功能训练,下肢协调性训练。A 次 ¥40.00 ¥40.00 ¥40.00 由神经、肌肉、骨骼疾患导致的独立行走障碍患者。 津人社办发〔2017〕281号 自2017年12月15日起执行。

66 MBBZX010 电动起立床训练 利用电动起立床，根据病情在不同的角度下，对患者实施被动的站立训练。A 次 ¥40.00 ¥40.00 ¥40.00 住院期间，以减少卧床并发症为治疗目的或者以直立行动为康复目标。 津人社办发〔2017〕281号 自2017年12月15日起执行。

67 MBBZX011 跑台康复训练 根据患者具体情况，采用可调速度、可调坡度的康复训练跑台对患者进行康复训练。A 次 ¥100.00 ¥100.00 ¥100.00 津人社办发〔2017〕281号 自2017年12月15日起执行。

68 MBBZX012 功率自行车康复训练 根据患者具体情况,采用可调速度、可调功率的功率车对患者进行康复训练。训练中对心率进行监测。A 次 ¥60.00 ¥60.00 ¥60.00 津人社办发〔2017〕281号 自2017年12月15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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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MBBZX013 肢体平衡功能训练 指小脑性疾病、前庭功能障碍及肢体功能障碍的平衡训练。利用坐位、爬行位、单膝跪位、双膝跪位、单足立位、双足立位，对患者进行徒手的静态平衡训练，动态平衡训练，保护性姿势反应的动作训练，功能性平衡能力训练。A 次 ¥35.00 ¥35.00 ¥35.00 有明确的平衡功能障碍。 津人社办发〔2017〕281号 自2017年12月15日起执行。

70 MBBZX014 运动协调性训练 利用徒手的方式，进行手眼协调性训练，双侧上肢、双侧下肢、上肢与下肢、肢体与躯干间的运动协调性训练。A 次 ¥60.00 ¥60.00 ¥60.00 津人社办发〔2017〕281号 自2017年12月15日起执行。

71 MBBZX016 烧伤功能训练床治疗 将患者平卧于烧伤功能训练床，将患肢固定于训练床的机械转臂上，接通电源，设定转速和治疗时间，打开运动开关进行训练，训练毕，关闭运动开关，松解固定带，将病人安全送回原病床，随时观察病人反应，防治意外伤害。
A 次 ¥55.00 ¥55.00 ¥55.00 津人社办发〔2017〕281号 自2017年12月15日起执行。

72 MBBZX017 截肢术后康复训练 协助指导四肢主要肌肉肌力训练、关节活动度的训练、站立平衡的训练、迈步的训练、假肢穿戴的训练、肌电手的开手和闭手训练、抛物训练、日常生活能力训练。A 次 ¥60.00 ¥60.00 ¥60.00 与床边徒手肢体运动训练、博巴斯训练、布伦斯特伦训练、颈部综合运动训练、站立+步行能力综合训练、腰部综合运动训练、转移动作训练、本体感觉神经肌肉促进训练(PNF)、呼吸训练、上肢综合运动训练、下肢综合运动训练、运动再学习训练(MRP)、腰背肌器械训练、平衡生物反馈训练、烧伤后关节功能训练、持续性被动关节活动范围训练(CPM)、四肢瘫肢体综合训练中的某项同时使用时只支付其中 1 项。津人社办发〔2017〕281号 自2017年12月15日起执行。

73 MBBZX018 假肢使用训练 对患者假肢的应用进行控制训练及使用假肢模拟日常生活活动进行的训练。A 次 ¥60.00 ¥60.00 ¥60.00 与床边徒手肢体运动训练、博巴斯训练、布伦斯特伦训练、颈部综合运动训练、站立+步行能力综合训练、腰部综合运动训练、转移动作训练、本体感觉神经肌肉促进训练(PNF)、呼吸训练、上肢综合运动训练、下肢综合运动训练、运动再学习训练(MRP)、腰背肌器械训练、平衡生物反馈训练、烧伤后关节功能训练、持续性被动关节活动范围训练(CPM)、四肢瘫肢体综合训练中的某项同时使用时只支付其中 1 项。津人社办发〔2017〕281号 自2017年12月15日起执行。

74 MBBZX019 耐力训练 利用康复训练设备与仪器，辅助或指导患者在结合心肺功能训练的前提下，进行全身性的肌肉耐久性训练。A 次 ¥15.00 ¥15.00 ¥15.00 由于损伤导致的全身运动耐力下降患者。 津人社办发〔2017〕281号 自2017年12月15日起执行。

75 MBCWR001 徒手手功能训练 利用徒手的方法进行的各种手部功能训练或者进行手工艺制作和训练，必要时进行手法治疗或指导。支具 A 次 ¥50.00 ¥50.00 ¥50.00 有明确的手功能障碍。 津人社办发〔2017〕281号 自2017年12月15日起执行。

76 MBCWR002 器械手功能训练 利用仪器设定特定的治疗程序或者器械进行手部功能训练，含使用电脑辅助游戏以及手工艺制作活动，必要时给予指导。支具 A 次 ¥100.00 ¥100.00 ¥100.00 津人社办发〔2017〕281号 自2017年12月15日起执行。

77 MBCZX001 身体功能障碍作业疗法训练 利用各种运动训练设备，对身体功能障碍的患者进行主动、被动、辅助主动的关节活动度、肌力、缓解局部痉挛以及姿势矫正等功能训练。A 次 ¥45.00 ¥45.00 ¥45.00 限器质性病变导致的生活、工作能力障碍。 每日支付不超过 1 次。 津人社办发〔2017〕281号 自2017年12月15日起执行。

78 MBCZX003 认知功能障碍作业疗法训练 针对从各种感觉(刺激)输入到运动性的输出，含知觉与感觉、注意、记忆、计划或者策划能力以及执行能力等，作业疗法在整体过程中都会按一定的顺序，进行评价及制订治疗计划促进肢体机能的恢复与日常生活活动的提高，改善障碍者的自立程度。A 次 ¥45.00 ¥45.00 ¥45.00 限器质性病变导致的生活、工作能力障碍。 每日支付不超过 2 次。 津人社办发〔2017〕281号 自2017年12月15日起执行。

79 MBCZX004 日常生活动作训练 对独立生活而每天所必须反复进行的、最基本的一系列身体动作，即进行衣、食、住、行、个人卫生等日常生活的基本动作进行系统的评定，发现存在的问题并将制定相关的训练计划付诸实施的过程。A 次 ¥30.00 ¥30.00 ¥30.00 存在日常生活活动能力障碍（ADL）的患者，每14天训练经功能量表评定后取得明确功能进步才可继续支付。津人社办发〔2017〕281号 自2017年12月15日起执行。

80 MBCZX005 辅助(器)具作业疗法训练 通过各种辅助(器)具与日常生活活动相结合的训练使用，提高患者使用各种矫形器、轮椅、拐杖、洗澡椅、坐便椅等辅助器具的能力，提高患者的个人生活自理能力的训练。
A 次 ¥35.00 ¥35.00 ¥35.00 限器质性病变导致的生活、工作能力障碍。每日支付不超过 3 次。 津人社办发〔2017〕281号 自2017年12月15日起执行。

81 MBDZX002 失语症训练 利用实物、图片或仪器，对患者在听理解、复述、命名、朗读、阅读理解、书写等语言模式及其在单词水平、句子水平、短文水平、文章水平等方面的训练。A 次 ¥35.00 ¥35.00 ¥35.00 限器质性病变导致的中、重度语言障碍。每日支付不超过 1 次。 津人社办发〔2017〕281号 自2017年12月15日起执行。

82 MBDZX007 构音障碍训练 指导患者进行呼吸训练、放松训练、构音改善训练、克服鼻音化训练、克服费力音训练、克服气息音训练、韵律训练、语音工作站、交流系统应用训练等对患者进行发声及矫正错误发音的训练。A 次 ¥35.00 ¥35.00 ¥35.00 限器质性病变导致的中、重度语言障碍。每日支付不超过 1 次。 津人社办发〔2017〕281号 自2017年12月15日起执行。

83 MBDZX008 发声障碍训练 通过体位与呼吸功能的改善训练、放松训练、持续发声训练，改善异常音调、音量、音质训练以及正确用声方法的指导和发声障碍后的治疗。A 次 ¥35.00 ¥35.00 ¥35.00 限器质性病变导致的中、重度语言障碍。每日支付不超过 1 次。 津人社办发〔2017〕281号 自2017年12月15日起执行。

84 MBDZX009 无喉者发声障碍训练 通过特殊培训对喉摘除患者利用食管打嗝的练习、空咽的练习、元音的加入、辅音的加入、加快速度、延长气流时间、词和句子的联系、音调和语气等方法进行特殊的发声训练。A 次 ¥35.00 ¥35.00 ¥35.00 限器质性病变导致的中、重度语言障碍。每日支付不超过 1 次。 津人社办发〔2017〕281号 自2017年12月15日起执行。

85 MBDZX010 吞咽障碍电刺激训练 利用电刺激治疗仪对患者的吞咽肌群进行低频电刺激，同时进行冰刺激、舌唇、下颌运动训练、进食训练。A 次 ¥25.00 ¥25.00 ¥25.00 限中、重度功能障碍；限三级医院康复科或康复专科医院使用。 津人社办发〔2017〕281号 自2017年12月15日起执行。

86 MBDZZ001 言语矫正治疗 言语治疗医师对患者呼吸功能评估、发声功能评估、共鸣功能评估和构音功能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和矫正，可通过计算机软件，患者应用耳机和麦克风，通过人机对话方式进行训练。A 次 ¥50.00 ¥50.00 ¥50.00 津人社办发〔2017〕281号 自2017年12月15日起执行。

87 MBEZX001 知觉障碍康复训练 对单侧忽略、躯体失认、手指失认、空间知觉障碍、物品失认、面容失认、结构性失用、意念运动性失用、意念性失用等进行一对一康复训练。记录训练成绩。A 次 ¥35.00 ¥35.00 ¥35.00 限器质性病变导致的认知知觉功能障碍。 津人社办发〔2017〕281号 自2017年12月15日起执行。

88 MBFZX003 认知障碍康复训练 对注意障碍、记忆障碍、失算症、分类障碍、推理障碍、序列思维障碍、执行功能障碍等进行一对一康复训练。训练成绩自动记录。A 次 ¥35.00 ¥35.00 ¥35.00 限器质性病变导致的认知知觉功能障碍。 津人社办发〔2017〕281号 自2017年12月15日起执行。

89 MBGZX001 认知行为塑造训练 由心理医生一对一对患者的情绪、注意力、操作能力、模仿能力、依从行为、行为控制力、交往沟通能力等进行矫正和塑造训练。A 次 ¥35.00 ¥35.00 ¥35.00 限器质性病变导致的认知知觉功能障碍。 津人社办发〔2017〕281号 自2017年12月15日起执行。

90 MBHZX001 轮椅技能训练 指导患者乘坐轮椅正确的坐姿以及驱动轮椅的正确技术动作、转移动作，进行驱动轮椅快速起动、急停和转弯训练，绕障碍物行走、抬前轮、上下台阶及坡道练等训练。A 次 ¥70.00 ¥70.00 ¥70.00 需要长期使用轮椅且能够自行操作的患者。 津人社办发〔2017〕281号 自2017年12月15日起执行。

91 MBHZX002 轮椅篮球训练 指导患者驱动轮椅进行各方向跑动练习，各种姿势的传球和接球、原地投篮、跑动投篮以及从地面拾球练习，并分组进行练习比赛，将各种基本技术综合应用，进一步提高轮椅使用技术，改善残疾患者心理状态。A 次 ¥100.00 ¥100.00 ¥100.00 津人社办发〔2017〕281号 自2017年12月15日起执行。

92 MBHZX003 轮椅跑台训练 根据患者具体情况，设置电子轮椅跑台变速时间、距离、阻力等数据，通过患者在轮椅跑台上用力摇动轮椅来完成所预定的目标。A 次 ¥100.00 ¥100.00 ¥100.00 津人社办发〔2017〕281号 自2017年12月15日起执行。

93 MBHZX004 轮椅体操训练 根据患者具体情况，按照颈部、肩关节、肘关节、手腕、手指、躯干、髋关节、膝关节、踝关节进行体操练习，以保持肢体各关节正常的活动范围，提高身体的灵活性和柔韧性。A 次 ¥120.00 ¥120.00 ¥120.00 津人社办发〔2017〕281号 自2017年12月15日起执行。

94 MBKZX001 家居环境改造咨询 根据患者对家居环境的使用目的和要求指导患者进行家居环境改造建议和咨询，含住房入口、卫生间、厨房、卧室、客厅的门、斜坡、开关、手柄等的测量和改造设计以及物品放置指导等，为患者进行居家改造提供图纸并对患者进行环境改造后的适应性训练。
A 次 ¥300.00 ¥300.00 ¥300.00 津人社办发〔2017〕281号 自2017年12月15日起执行。

95 MBKZX002 职业功能训练 使用仪器或器械模拟对患者进行与职业功能状态相关的训练，含日常生活中与职业相关的各种运动技能和操作技能的训练。A 次 ¥90.00 ¥90.00 ¥90.00 有就业意愿经过PARQ医学筛查适合进行职业功能训练的患者。 津人社办发〔2017〕281号 自2017年12月15日起执行。

96 MBKZX003 工作模拟训练 使用仪器或器械模拟对患者进行与职业功能状态或就业目标相关的训练，含单个工作任务的训练及提高患者的工作行为意识，重新找回工作者角色。A 次 ¥120.00 ¥120.00 ¥120.00 津人社办发〔2017〕281号 自2017年12月15日起执行。

(三)其他系统康复项目

97 FFA04704 平衡试验 含平衡台试验，行感觉结构分析，分别在六种条件下行静态平衡功能检查，每个条件下做两次，观察各条件下足底压力中心的晃动面积及前后、左右的晃动长度及平衡得分，行感觉结构分析，分别观察视觉、本体觉以及前庭觉在平衡维持中的得分，计算Romberg商，行稳定极限范围试验，观察患者在保持不跌倒的情况下身体中心晃动的最大范围。行跌倒评估试验，在平板运动情况下让患者睁眼、闭眼，观察患者身体随平板运动时的增益、幅值及能量消耗情况，预估跌倒的机率。视动试验旋转试验，甘油试验。不含平板试验。A 次 ¥200.00 ¥200.00 ¥200.00 津人社办发〔2017〕281号 自2017年12月15日起执行。

98 KFA19901 平衡训练 受试者立于平衡台上，不断的变换姿势以达到与投影设施上目标一致来锻炼自己的平衡能力，技术人员根据受试者当前平衡状态控制目标移动的方式、速度、大小等来控制平衡训练的难度，同时保护受试者安全。A 次 ¥55.00 ¥55.00 ¥55.00 有明确的平衡功能障碍。 津人社办发〔2017〕281号 自2017年12月15日起执行。

99 TJJM0031 家务劳动训练 对家务劳动能力，包括含备餐、清洗、室内清洁、整理房间、购物、家庭预算等进行训练。范围：因外伤、病变、先天缺陷、畸形等原因导致家务劳动能力下降或障碍患者A 次 ¥20.00 ¥20.00 ¥20.00 津人社办发〔2017〕281号 自2017年12月15日起执行。

100 TJJM0032 感觉训练 对感觉障碍者患者进行感觉再教育和感觉再训练，对感觉过敏者进行脱敏训练。范围：中枢神经、周围神经损伤及相关疾病导致的感觉障碍，截肢术后、外伤及术后瘢痕引起的感觉过敏。意义：对感觉障碍者患者进行感觉再教育和感觉再训练提高感觉辨识能力，预防再损伤，使患者能更好的适应日常生活及工作需要。A 次 ¥20.00 ¥20.00 ¥20.00 津人社办发〔2017〕281号 自2017年12月15日起执行。

101 TJJM0033 独立生活能力训练 针对患者出院后独立生活所必需的能力，如生活自理、参与社会活动、正常的娱乐休闲活动等进行的综合训练。范围：神经系统疾病，骨关节疾病，内科疾病，儿科疾病，精神疾病等引起独立生活能力障碍的患者。意义：通过有针对性地训练和提供必要辅助设备使患者获得最好的独立生活能力技巧。A 次 ¥20.00 ¥20.00 ¥20.00 津人社办发〔2017〕281号 自2017年12月15日起执行。

102 TJJM0034 家庭康复技巧训练指导 根据康复患者的伤情及社区康复需要，为他们制定出院后的家庭康复计划和书面方案，提供具体的训练指导以及出院后定期的跟进服务。范围：适用于脑卒中、颅脑损伤、帕金森病、骨关节疾病、精神疾病、儿科疾病、内科疾病。意义：使各种不能正常参与社会生活的人重新回归社会，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更能帮助患者回归社会，可积极地、科学地解决病伤残者与家庭，单位、社会之间不平衡的矛盾，提高病伤残者生活质量。A 45分钟 ¥35.00 ¥35.00 ¥35.00 津人社办发〔2017〕281号 自2017年12月15日起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