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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1条 规划目的 

为提高连云港市医疗卫生设施服务水平，加强对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宏观管理，提高医疗卫

生设施供给保障能力，满足人民群众医疗卫生设施的需求；并促使医疗卫生事业适宜城乡的建设

发展，特编制《连云港市医疗卫生设施布局规划（2020—2035）》，对连云港市医疗卫生设施资源

进行科学合理配置，指导医疗卫生事业的有序发展，促进城乡可持续发展，以确保城乡医疗卫生

设施建设的顺利实施。 

第2条 规划对象 

本次规划的医疗卫生资源包含两大体系——医疗体系、公共卫生体系。其中医疗体系包括综

合医院、中医医院、专科医院、护理院。公共卫生体系由疾病预防控制类、卫生执法监督类、妇

幼保健类、应急指挥与紧急救援类等机构构成。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作为医疗体系和公共卫生体系功能的基层载体，具体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站（村卫生室）构成。 

本次规划对象按医疗体系、公共卫生体系以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架构进行布局。 

第3条 规划范围 

包含两个层次：市域和中心城区 

市域：连云港市市域行政范围，包括海州、连云、赣榆 3 区和东海、灌云、灌南 3 县，总面

积 15142平方千米，其中：陆域 7626平方千米，海域 7516平方千米。 

中心城区：本层次的规划范围主要是指《连云港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征求意

见稿）确定的连云港市中心城区范围。 

第4条 规划期限 

本次规划期限为 2020-2035年，其中： 

近期期限：2020-2025年； 

远期期限：2026-2035年。 

第5条 规划目标 

以居民的实际医疗卫生服务需求为依据，以合理配置利用医疗卫生资源、公平地向全体居民

提供高质量的基本医疗服务为落脚点，通过实施全行业管理，将各种所有制、投资主体、隶属关

系和经营性质的医疗机构统一规划、设置和布局，实行统一准入、统一监管，建立和完善覆盖城

乡的布局合理、结构优化、功能齐全、方便可及、分工协作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同时规划完善两级医疗服务网络，做精做优龙头医院、做大做强公立医院、做全做实基层卫

生服务机构、做专做诚社会办医院，按照规模合理、适度超前的思路，构建苏北领先、连云港特

色的现代化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到 2025年，卫生健康服务体系更加完善，资源配置更加科学合理，重大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应急处置能力显著增强，城乡居民身心健康素质显著提高，人人享有更加公平可及、更高质

量水平、更加系统连续、更加经济有效的卫生健康服务。基本建成区域性医疗卫生中心，建成健

康城市示范市。全市卫生健康发展主要指标进入全省第一方阵，城乡居民健康主要指标达到国内

先进水平。 

全市每千人常住人口拥有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为 7.6床， 每千人常住人口拥有卫生技术人员

10.0 人。 

到 2035年，全面建成体系完整、分工明确、功能互补、运行高效的整合型、智慧化、高质量

的现代化卫生健康服务体系，建成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要求相适应的健康连云港。 

市域每千人常住人口拥有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为 8.0床， 每千人常住人口拥有卫生技术人员

12；中心城区每千人常住人口拥有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为 10.0 床。中心城区建成以 26 所综合医

院（32个院区）、2所中医医院（5个院区）、17所专科医院、6所护理院和 32所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乡镇卫生院）以及多家社区卫生服务站（村卫生室）为网络的。实现市区卫生资源的优化配

置，形成完善的医疗服务、预防保健和卫生监督体系，居民健康水平达到省内先进水平。 

第6条 规划依据 

（一）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标准及政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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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修正）； 

2、《城市规划编制办法》（2006）； 

3、《医疗机构管理条例》（2016年修订）； 

4、《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卫生部令第 35号）； 

5、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加强医疗卫生机构统方管理的规定》； 

6、《江苏省实施〈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办法》（省政府令第 81号）； 

7、《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 

8、《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 

9、《城市公共服务设施规划标准 GB50442(修订)》（征求意见稿）； 

10、《医疗机构基本标准》（2021版）； 

11、《城市公共设施规划规范》（GB50442-2015）； 

12、《医疗机构设置规划指导原则》（2016-2020）； 

13、《综合医院建设标准》（建标﹝2021﹞36号）； 

14、《中医医院建设标准》（2020修订征求意见稿）； 

15、《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设标准》（建标 127-2009）； 

16、《妇幼健康服务机构建设标准》（建标 189-2017）； 

17、《儿童医院建设标准》（建标 174-2016）； 

18、《江苏省老年病医院基本标准（试行）》（苏卫医政 2017 3号）； 

19、《卫生监督机构建设指导意见》（卫监督发[2005]76号）； 

20、《中央预算内专项资金项目卫生监督机构建设指导意见》； 

21、《传染病医院建设标准》（建标 173-2016）； 

22、《精神专科医院建设标准》（建标 176-2016）； 

23、《血站设置规划》（卫计生发[2013]23号）； 

24、《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建设标准》（建标 163-2013）； 

25、《社区医院基本标准（试行）》（国卫办医函〔2019〕518 号） 

26、《乡镇卫生院建设标准》（建标[2008]142号）； 

27、《急救中心建设标准》（建标[2016]268号）； 

28、《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38号）； 

29、《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社会办医加快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国办发〔2015〕

45号）； 

30、《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印发医疗机构设置规划指导原则（2016-2020年）的通知》（国卫医

发〔2016〕38号）； 

31、《江苏省医疗机构设置规划指导意见》（苏卫医〔2011〕38号）； 

32、省委、省政府《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建设现代医疗卫生体系的意见》（苏发〔2015〕

3号）； 

33、《中共连云港市委、连云港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现代医疗卫

生体系的实施意见》（连发〔2015〕30号）； 

34、关于转发《江苏省农村区域性医疗卫生中心基本标准（试行）》的通知（苏卫办基层〔2019〕

20号）； 

35、《关于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意见》（苏发〔2020）27

号〕 

36、《关于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实施意见》（连发〔2021）

16号〕 

37、国家、省、市的其他相关政策文件。 

（二）上位及相关规划 

1、《“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 

2、《“健康连云港 2030”行动计划》； 

3、《连云港市“十四五”卫生健康发展规划》 

4、《连云港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征求意见稿）》 

5、《连云港市城市总体规划（2015-2030）（备案稿）》； 

6、《东海县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0）》； 

7、《灌云县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0）》； 

8、《灌南县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0）》； 

9、《江苏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与发展规划》（苏卫规财[2010]103号）； 

10、《连云港市医疗机构设置规划（2017-2030年）》； 

11、编制完成的连云港市中心城区各片区分区规划及控制性详细规划； 

12、其他相关规划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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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条 规划原则 

1、整体效益原则。 

2、公平可及性原则。 

3、科学布局原则。 

4、多元化办医原则。 

5、风险思维原则 

6、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并适度超前原则 

第二章 需求预测及建设标准 

第8条 人口预测 

依据《连云港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征求意见稿）确定至 2035 年全市常住人

口 500万人，实际服务人口 535万人、城镇化率 79%，城镇人口 395万人，中心城区常住人口 200

万人。另外，结合各片区已编制完成的控制性详细规划中所确定的人口和连云港市第七次人口普

查确定 2020年人口规模 459.95 万人，推算 2025年连云港市域人口规模为 470万人。 

 

第9条 床位预测 

2025年全市每千人床位数为 7.6张、床位总需求约为 35720张，需增加床位数 7277张。 2035

年全市每千人床位数为 8.0 张、床位总需求约为 42800张（参照规划期末实际服务人口），需增加

床位数 14357 张；2035 年中心城区达到 10.0 张，床位总需求为 20000 张（参照规划期末中心城

区常住人口），需增加床位数 6136张。 

第10条 卫技人员预测 

规划提出全市 2025年每千人卫技人员数约为 10.0人，其中执业（助理） 医师数 3.9人、注

册护士数 4.5 人、其他人员数 1.6 人，卫技人员总需求为 47000 人，需增加卫技人员 14561 人；

2035 年每千人卫技人员数约为 12.0 人，其中执业（助理） 医师数 5.0 人、注册护士数 5.0 人、

其他人员数 2.0人，卫技人员总需求为 64200人（参照规划期末实际服务人口），需增加卫技人员

31761 人。规划提出连云港中心城区 2035 年每千人卫技人员数约为 13.0 人，其中执业（助理） 

医师数 5.0 人、注册护士数 5.5 人、其他人员数 2.5 人，卫技人员总需求为 26000 人，需增加卫

技人员 12322人。 

第11条 医疗体系相关标准 

1、综合医院 

根据《综合医院建设标准》（建标[2021]36 号）确定以下的各项建设标准： 

（1）建设规模：综合医院的建设规模按病床数量应分为 5 个级别：200 张床以下、200-499

床、500-799 床、800-1199 床和 1200-1500 床。 

（1）建设规模：综合医院的建设规模按病床数量应分为 5 个级别：200 张床以下、200-499

床、500-799 床、800-1199 床和 1200-1500 床。 

（2）用地指标:综合医院的床均用地指标，应符合下表的规定。 

表 2-1 综合医院建设用地指标 (㎡/床) 

建设规模 200 张床以下 200-499 床 500-799 床 800-1199 床 1200-1500 床 

用地指标 117 115 113 111 109 

（3）建筑面积:综合医院的床均建筑面积指标，应符合下表的规定。 

表 2-2 综合医院建筑面积指标表 (㎡/床) 

床位规模 200 张床以下 200-499 床 500-799 床 800-1199 床 1200-1500 床及以上 

床均建筑面积指标 110 113 116 114 112 

注：1500 床以上的医院，参照 1200 床-1500 床床位规模的建筑面积标准执行。 

（4）容积率及建筑密度：新建综合医院建筑密度不宜超过 35%，容积率不宜超过 2.0。改建、

扩建项目容积率可根据实际情况及当地规划要求调整。 

（5）绿地率：新建综合医院应有较完整的绿化布置方案，设置相应的室外活动场地，绿地率

不宜低于 35%。 

2、中医医院 

根据《中医医院建设标准》（2020 修订征求意见稿）确定以下的各项建设标准： 

（1）建设规模：中医医院的建设规模，按病床数量，分为 100 床以下、100-299 床、300-499

床、500-799 床、800-1000 床、1000 床以上六种。 

（2）床位数：每千人口中医床位数宜按 0.55—0.83张床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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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筑面积：中医医院的床均建筑面积指标，应符合下表的规定： 

表 2-3 中医医院建筑面积指标表 (㎡/床) 

床位 100 床以下 100-299 300-499 500-799 800-1000 1000 床以上 

建筑面积 100 105 108 110 108 105 

（4）容积率：新建中医医院容积率不宜超过 1.5；改建、扩建项目容积率可根据实际情况，

以当地规划部门所规定的指标为准。 

（5）绿地率：新建中医医院绿地率不宜低于 35%；改建、扩建中医医院绿地率不宜低于 30%。 

3、专科医院 

（1）传染病医院 

根据《传染病医院建设标准》（建标 173-2016）确定以下的各项建设标准： 

1）建设规模：传染病医院的建设规模分为 250 床以下、250-399 床和 400 床及以上。 

2）建筑面积：传染病医院的床均建筑面积指标，应符合下表的规定： 

表 2-4 传染病医院建筑面积指标表 (㎡/床) 

床位 250 床以下 250-399 400 床以上 

建筑面积 82 80 78 

3）容积率及建筑密度：传染病医院单独新建时，建筑密度不宜超过 35%，容积率宜为 1.0-2.0。 

4）绿地率：新建传染病医院绿地率不宜低于 35%；改建、扩建综合医院绿地率不宜低于 30%。 

（2）精神卫生专业机构 

根据《精神专科医院建设标准》（建标 176-2016）确定以下的各项建设标准： 

1）建设规模：精神专科医院的床位规模，按病床数量可分为 199 床及以下、200-499 床和 500

床及以上三种类型。 

2）建筑面积：精神卫生专业机构的床均建筑面积指标，应符合下表的规定： 

表 2-5 精神专科医院床均建筑面积指标 (㎡/床) 

建设规模 199 床及以下 200-499 500 床及以上 

面积指标 58 60 62 

3）容积率：精神专科医院容积率控制在 0.5-0.8。 

（3）老年病医院 

根据《江苏省老年病医院基本标准（试行）》（苏卫医政〔2017〕3 号）确定以下的各项建设标

准： 

1）三级老年病医院：住院床位总数 300 张以上，每床建筑面积不少于 80 平方米。 

2）二级老年病医院：住院床位总数 100 张以上，每床建筑面积不少于 60 平方米。 

（4）儿童医院 

根据《儿童医院建设标准》（建标 174-2016）确定以下的各项建设标准： 

1）建设规模：儿童医院床位规模按病床数量分为 200 床以下、200-399 床、400-599 床、600-

799 床、800 床以上五种类型。 

表 2-6 儿童医院七项基本用房床均建筑面积指标(㎡/床) 

建设规模 200 床以下 200 床-399 床 400 床-599 床 600 床-799 床 800 床及以上 

面积指标 88 93 97 100 102 

2）绿地率：新建儿童医院的绿地率不宜低于 35%，改建、扩建的儿童医院绿地率不宜低于

30%。 

3）容积率：新建儿童医院的建设容积率宜控制在 0.8-1.5 之间，具体可根据实际情况及当地

规划要求调整。 

（5）其他专科医院 

其他类别的专科医院参照《综合医院建设标准》（建标[2018]），建筑面积、用地规模按不同床

位数级别选取相应标准。 

4、护理院 

根据《护理院基本标准（2011 版）》，确定以下的各项建设标准。 

住院床位总数 50 张以上。 

全院至少有 1 名具有副主任医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医师，至少有 3 名具有 5 年以上工作经

验的医师。除按照上述要求配备专职医师以外，还可以根据工作需要配备兼职医师。至少有神经

内科、心血管内科、呼吸内科、肿瘤科、老年病科等专科的专职或兼职医师负责定期巡视患者，

处理医疗问题。每增加 10 张床位，至少增加 1 名专职或兼职医师。 

病房每床净使用面积不少于 5 平方米，每床间距不少于 1 米。每个病室以 2-4 人间为宜。 

主要建筑用房不宜超过 4 层。需设电梯的建筑应当至少设置 1 部无障碍电梯。 

第12条 公共卫生体系相关标准 

1、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根据《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设标准》（建标 127-2009）和中共江苏省委、江苏省人民政府《关

于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意见》确定以下建设标准： 

1）综合医院重大疫情收治能力提升项目：设区市选择 1-2 所三级综合医院建设感染性疾病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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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独立的传染病区，设立传染病负压重症监护病房，满足传染病重症病例医疗救治的需要，设区

市城区可供疫情时期迅速开放的传染病床位数：市区人口 100 万以下的 60-100 张，100-500 万人

口的 100-600 张，500 万以上人口的不小于 600 张，原则上重症监护病床占医院编制总病床位数的

5-10%。 

2）县医院重大疫情收治能力提升项目：各县（市、涉农区）在县级医院（含县中医院）内建

设传染病区，或选择一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改扩建成传染病分院，负责县域内传染病患者的集中

收治、改善发热门诊、急诊部、住院部、医技科室等；加强感染性疾病科和相对独立的传染病病

区建设。完善检验检测仪器设备配置；按编制床位的 2-5%设置重症护理床，建设可转换病区。 

各县（市、涉农区）可供疫情时期迅速开放的传染病床位数：30 万以下人口的不低于 20 张，

30-50 万人口的不低于 50 张，50-100 万人口的不低于 80 张，100 万以上人口的不低于 100 张。 

3）医疗机构核酸检测能力提升项目：二级及以上综合医院、传染病医院，三级中医医院、专

科医院建设生物安全二级及以上防护条件实验室，具备核酸检测能力。 

4）医疗救治设备配置项目：市级传染病医院配置紧急医疗救治设备：每所医院配置 1 台移动

CT、2 台 ECMO（体外膜肺氧合、4 台呼吸机、1 台电子支气管镜）；每所市级急救中心配置 2 辆

负压救护车（含配套急救设备）。 

2、妇幼保健院（所） 

依据《妇幼健康服务机构建设标准》（建标 189-2017）确定以下的各项建设标准： 

（1）建筑面积：妇幼健康服务机构保健用房建筑面积指标，应按省级 60 ㎡/人、地市级 65 ㎡

/人、县区级 70 ㎡/人确定（人指编制管理部门确定的妇幼健康服务机构编制人员）。 

表 2-7 妇幼健康服务机构医疗用房床均建筑面积指标（m2/床) 

床位数 200 床及以下 201 床-400 床 401 床及以上 

床均建筑面积 88 85 82 

（2）容积率：新建妇幼健康服务机构建筑密度不宜超过 35%，建设用地容积率宜为 0.8〜1.3，

当改建、扩建用地紧张时，其建筑容积率可适当提高，但不宜超过 2.5。 

3、卫生监督所 

综合《卫生监督机构建设指导意见》（卫监督发[2005]76 号）、《中央预算内专项资金项目卫生

监督机构建设指导意见》确定以下的各项建设标准： 

（1）建设规模：卫生监督机构具体建设规模确定可按人（人指经编制部门批准的编制人数）

均建筑面积指标省级 40-45 平方米、地市级 40-47 平方米、县级 40-50 平方米计。 

表 2-8 各级卫生监督机构建设规模表 

机构类别 辖区人口（万人） 卫生监督机构建设规模（㎡） 

省级 

7000— 5700—8000 

5000—7000 4600—5700 

3000—5000 3600—4600 

1000—3000 2400—3600 

—1000 2400 

地市级 

700— 4600—6000 

500—700 3300—4600 

300—500 2000—3300 

100—300 1700—2000 

—100 1500—1700 

县级 

100— 2300—3000 

70—100 1800—2300 

40—70 1400—1800 

10—40 500—1400 

—10 —500 

注：1.辖区人口 10 万人以下的县，其卫生监督机构建设规模按照实际人员编制测算，且不超过 500 ㎡；辖区人口数小于 5 万人的

市辖区，其卫生监督机构原则上不予单独建设。2.机构负责人办公用房面积不得超过总面积的 3%。 

各级卫生监督机构开展日常工作所需各类用房，人均建筑面积应在 40 平方米以上。对于人员

编制较少的机构，县级卫生监督机构的建筑规模应不少于 1200 平方米。 

（2）容积率：建设用地指标宜按容积率 1.0-1.5 控制。 

4、急救中心（站） 

根据《急救中心建设标准（建标[2016]268 号）》确定以下的各项建设标准： 

（1）建设规模：急救中心（站）救护车辆规模应根据服务人口数量、当地经济 发展水平、

服务半径、地理位置等因素合理确定，每 5 万-10 万人配备 1 辆。急救中心救护车辆规模分为 5

辆、10 辆、20 辆、30 辆、40 辆、50 辆、60 辆和 60 辆以上。 

（2）建筑面积：急救中心（站）建筑面积指标宜符合下表的规定。 

表 2-8 急救中心建筑面积指标(㎡) 

车辆规模 5 辆 10 辆 20 辆 30 辆 40 辆 50 辆 60 辆 

建筑面积 850 1400 2150 2950 3700 4450 5200 

注：1、中间规模的急救中心建筑面积指标可采用插人法计算。 

2、60 辆以上规模的急救中心建筑面积可按每增加 10 辆增加 750 ㎡建筑面积计算。 

3、本表不包括培训用房的建筑面积。 

（3）容积率及建筑密度：容积率宜为 0.8-1.5，建筑密度宜为 40%。 

5、采供血机构 

根据《血站设置规划》（卫计生发[2013]23 号）确定以下的各项建设标准： 

（1）机构分类：包括血液中心、中心血站、中心血库、血站分支机构、储血点、采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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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设置标准： 

（一）血液中心：每个省级行政区域只设一个血液中心，一般设在直辖市或省会城市，由省

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批准设置，并承担省级行政区域内血站的质量控制与评价。血液中心实验室

应当承担区域集中化检测任务。 

（二）中心血站：在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所在城市，可规划设置一所相应规模的中心血站，

由省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批准设置。因采血量和地域面积较大，在规划血液中心承担集中化检测

任务的基础上，省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应当根据服务人口数量、采供血数量、地域特点、交通运

输状况、血站分布密度以及检测技术水平等，统筹规划承担血液集中化检测任务的中心血站。 

（三）中心血库：在血液中心或中心血站难以覆盖的县（市），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由省级卫生

部门批准设置一所中心血库。中心血库可以设置在当地县级综合医院内。 

（四）血站分支机构：根据采供血工作的需要，经省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批准，血站可以设

置分支机构，在规定的服务区域内提供相应服务，血站分支机构所开展的业务应当根据其规模、

保障范围以及交通状况等确定。血站分支机构命名应当规范，如“血站名称＋分站所在地行政区

划名称＋分站”。 

（五）储血点：为满足区域内临床用血需求，经省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批准，血站可以设置

储血点，开展血液储存和血液供应服务。 

（六）采血点：血站可以设立固定采血点和流动采血点，根据服务区域实际情况及采供血发

展预期提出采血点设置需求，设置采血点应当报省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备案。采血点由其所在区

域的血站负责运行管理。采血点应当设置在人群聚集区或人流量较大的商业区。 

第13条 基层医疗卫生体系相关标准 

1、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 

根据《江苏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与发展规划》（苏卫规财[2010]103 号）、《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站建设标准建标 163-2013》以及《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的选

址与规划布局要求标准化建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社区卫生服务站。 

（1）设置标准：街道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主体、中心覆盖不到的地方一般按 1 万居民设置

1 个社区卫生服务站。 

（2）建设规模：建设规模按常住人口规模可分为三档，即: 1400 平方米/3-5 万人、1700 平方

米/5-7 万人、2000 平方米/7-10 万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设置以康复功能为主的床位，其建设规

模在上述标准基础上每床增加建筑面积不超过 30 平方米。社区卫生服务站服务人口宜为 0.8 万-1

万人，建筑面积原则上不低于 150 平方米。 

（3）床位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康复床位数量，按照 0.3-0.6 张/千人口（指常住人口）确定，

原则上不得超过 50 张。社区卫生服务站不设床位。 

（4）容积率及建筑密度：新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应单独占地，其容积率为 1.0-1.2，建筑密度

不宜超过 45%。 

（5）人员配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按每万名居民配备 2－3 名全科医师，1 名公共卫生医师，

护士与全科医师的比例按 1∶1 配备。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人员配备总数按不高于乡镇卫生院的

比例配置。 

2、乡镇卫生院 

结合《乡镇卫生院建设标准》（建标[2008]142 号）、《江苏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与发

展规划》（苏卫规财[2010]103 号）打造规范化的乡镇卫生院。原则上，每个建制乡镇设立一所政

府举办的卫生院。乡镇卫生院按其功能划分为一般卫生院和中心卫生院。 

（1）设置标准：每个建制乡镇设立一所政府举办的卫生院。 

（2）建设规模：乡镇卫生院床位规模宜控制在 100 床以内，按床位规模分为无床、1-20 床和

21-99 床卫生院三种类型。 

（3）床位数：乡镇卫生院床位规模宜控制在 100 床以内。乡镇卫生院床位数应按每千人口

0.6-1.2 张水平计算，一般卫生院按本乡镇常住人口加暂住人口（办理暂住户口）计算。中心卫生

院则按本乡镇常住人口加暂住人口，再加上级卫生主管部门划定的辐射乡镇人口的三分之一计算。 

（4）建筑面积：乡镇卫生院的业务用房建筑规模以适度、实用为原则，使用面积不少于 1500

平方米。 

表 2-10 乡镇卫生院建筑面积指导标准 

                规  模 

名  称 
无床 1-20 床 21-99 床 

核定方式 按院核定（㎡/院） 按院核定（㎡/院） 按床位核定（㎡/床） 

建筑面积（㎡） 200—300 300—1100 55—50 

注：乡镇卫生院基本面积指标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和业务工作需要在上下限范围内取值。建筑面积指标中不含职工生活用房。 

（5）容积率：  

表 2-11 乡镇卫生院容积率指标表 

规   模 用地面积指标（容积率） 

无床 0.7 

1-20 床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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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9 床 0.8—1.0 

注：建设用地指标中不含职工生活用房用地。 

（6）人员配备：人员总数可按每万常住人口 11-15 人（最高不超过 18）的比例配备，卫技人

员应占人员总数的 90%以上，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资格的医师达到 30%以上。根据实际需要配备适

量的护理和其他专业技术人员。 

（7）中心卫生院建设标准 

中心乡镇卫生院所在位置应综合考虑人口的聚集度、交通便利性以及辐射周边乡镇等因素。 

1）设置标准：一般按当地农村常住人口每 20-30 万人 1 所的标准设置，原则上 30 万人以下

的县（市、区）按 1 所、30-55 万人的按 2 所、55-80 万人的按 3 所、80-105 万人的按 4 所、105-

130 万人的按 5 所、130 万人以上的县（市、区）按 6 所设置。 

2）建筑面积：业务用房（不含职工生活用房）面积每床 55-80 平方米，各功能用房面积应满

足功能、业务及设备装备的需要。 

3、村卫生室 

根据《江苏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与发展规划》（苏卫规财[2010]103 号）确定以下的

各项建设标准： 

（1）设置标准：按照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一体化管理的要求，本着方便农村居民的原则，

每个行政村或按 3000-5000 人口设立一所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鼓励社会力量举办乡村医

疗机构。 

（2）建筑面积：村卫生室的业务用房使用面积不低于 100 平方米，标准面积为 120 平方米。  

（3）人员配备：每个村卫生室人员一般 3-5 人，其中至少应有 1 名女乡村医生或女执业助理

医师。 

4、社区医院 

根据《社区医院基本标准（试行）》（国卫办医函〔2019〕518 号）确定以下的建设标准： 

（1）社区医院定位：社区医院以社区、家庭和居民为服务对象，以居民健康为中心，提供常

见病、多发病和慢性病的基本医疗服务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属于非营利性医疗机构。 

（2）床位设置：实际开放床位数≥30 张，可按照服务人口 1.0-1.5 张/千人配置。主要以老年、

康复、护理、安宁疗护床位为主，鼓励有条件的设置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等床位。床位使用

率≥75%。 

（3）业务用房：建筑面积≥3000 平方米，每床位净使用面积不少于 6 平方米。 

第三章 医疗卫生设施规划 

第14条 规划原则 

1．坚持生命至上、健康优先； 

2．坚持政府主导、多元共建； 

3．坚持防治结合、中西医并重； 

4．坚持深化改革、创新发展； 

5．坚持系统观念、问题导向。 

第15条 医疗体系规划 

（一）综合医院规划 

本规划中连云港市中心城区共设置了综合医院 26 所，共有 32 个院区，其中新建 4 处，（改）

扩建 7 处，保留 21 处。总用地面积约为 96.5 公顷，总建筑面积 149.25 万平方米，总床位数为

12271 张。详见表 3-1。 

（1）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现有两个院区，通灌院区规划保留提升；高新院区规划在现状的基础上进行（改）扩建，在

院区北侧空间，进行约 2.2 公顷的用地拓展，用于新建应急门诊、调度救治中心、感染病房等功能

为主的应急救治中心，同时，结合院区东侧空间进行约 3.6 公顷的用地拓展，用于新建科研楼、实

验楼、病案楼、规培基地学员宿舍楼、专家楼等功能为主的医院配套区；规划落实在建的连云港

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医院（市第一人民医院经营管理），位于湖西路东、昌圩路北，规划床位 1000

张。规划远期在连云新城新建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院区），规划床位 500 张。 

建成后总用地面积 43.17 公顷，总建筑面积 72.58 万平方米，总病床 4950 张。并加快医院相

配套设施建设，规划末期成为连云港市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康复、急救等于一体，

符合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国内有知名度、省内有位置、江苏沿海和苏北鲁南地区一流的现代化综

合医院、区域品牌医学中心。 

（2）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 

规划对现状两个院区进行（改）扩建，近期完成正在建设的西院区的急危重症救治病房及住

院医师规培基地大楼的建设，提升老海州地区的医疗服务能力。建成后总建筑面积 20.16 万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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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总病床 1800 张。规划末期成为部分专科实力省内有影响，多数专科苏北有位置，总体实力较

强的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和苏北一流的肿瘤医院。 

（3）连云港市东方医院 

规划对连云港市东方医院本部进行保留提升、海港院区进行（改）扩建，创建三级甲等综合

医院，规划期末把医院建设成为连云港市东部区域性医疗中心。医院本部改造建成后总建筑面积

10.27 万平方米，总病床 736 张，近期完成现状院区内医疗科技信息综合楼的建设。为了有效利用

医院现有的资源，做到能够及时应对处理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规划将对海港分院综合楼进行装

修改造，将现有资源合理运用，以便在疫情来临时达到收治确诊或疑似病例的要求，实现“平疫

结合”。 

（4）连云港市海州区人民医院 

考虑院区周边无扩建可能，规划对连云港市海州区人民医院进行保留，参照相关规范标准测

算出保留床位数 50 张。努力打造成为苏北、鲁南地区首屈一指的脑瘫治疗的专业机构。 

（5）连云港市赣榆区人民医院 

规划对连云港市赣榆区人民医院进行保留提升，努力打造成为一所综合实力较强的三级乙等

综合医院，建成后总建筑面积 12.65 万平方米，规划病床 1148 张；规划新建赣榆区人民医院（北

院区），位于海城路东、榆城路南占地约 4.4 公顷，规划病床 380 张，主要功能以规培基地学员宿

舍楼、专家楼、实验楼、病案楼、急救门诊等。 

（6）连云新城商务中心区医院 

结合连云港区域性国际商务中心拓展区以医疗康养、康养旅游、风情商业、生态休闲、品质

居住等为主导产业，推动连云港健康产业发展的：“宜业、宜游、宜享、宜养、宜居”的健康主题

功能区的规划定位，规划将已建设完成的位于金海路北、汇海路西的医院，打造成为一所三级综

合医院，占地面积 4.75 公顷，建筑面积 3.45 万平方米，规划床位 300 张。 

（7）连云港徐圩新区人民医院（医疗应急救援中心） 

规划对连云港徐圩新区人民医院（医疗应急救援中心）进行（改）扩建，根据新区管委会提

出的建立国际一流的石化园区应急救援体系要求，连云港徐圩新区人民医院（医疗应急救援中心）

二期工程将重点围绕防核、防化的预防及应急救援等功能开展深化研究，着力增加化救功能、园

区危险物科研、职业病预防与治疗、园区卫生环境检测，大型学术交流等特色功能，努力打造成

为一所集医疗保健、化学救援、职业健康、教学科研等多功能于一体的三级综合医院，建成后总

建筑面积 12 万平方米，包括门急诊医技楼、住院部、体检中心、医康养中心、高压氧中心、地下

核、化学救援医院等，规划病床 1000 张。建成后连云港徐圩新区人民医院（医疗应急救援中心）

将形成以化学及核应急救援为核心，综合医疗保障为支撑，医养结合为特色的综合性医疗机构。 

（8）解放军第 149 医院 

解放军第 149 医院现状为三级医院，是集医疗、教学、康复、疗养于一体的综合性医院，对

周边具有一定的辐射作用，作为部队医院，本次保留现状。 

表 3-1 中心城区综合医院规划一览表 

所属 序号 机构名称 地址 
建筑面积

（㎡） 

占地面积

（㎡） 

规划床位

(张) 
规划等级 医院性质 规划模式 

市直 

1 

连云港市第一人

民医院（通灌院

区） 

通灌北路

182 号 
130000 52700 

3450 

三级甲等 公立 

保留 

连云港市第一人

民医院（高新院

区） 

振华东路

6 号 
355800 237200 

（改）扩

建 

连云港经济技术

开发区人民医院 

湖西路

东、昌圩

路北 

159980 65500 1000 规划新建 

连云港市第一人

民医院（连云院

区） 

连云新城 80000 76300 500 规划新建 

2 

连云港市第二人

民医院（东院

区） 

海连东路

41 号 

201600 90000 1800 三级甲等 公立 

保留 

连云港市第二人

民医院（西院

区） 

幸福路

161 号 

（改）扩

建 

3 

连云港市东方医

院（本部） 

墟沟中华

西路 57

号 

96500 64200 620 

三级甲等 公立 

保留 

连云港市东方医

院（海港院区） 

连云区中

山中路 99

号 

6159 1046 116 
（改）扩

建 

海州区 

4 
连云港市海州区

人民医院 

西门路 81

号 
6422 5560 50 二级 公立 保留 

5 连云港长寿医院 
海连中路

161 号 
2500 8500 100 二级 社会办 保留 

6 连云港新海医院 
海连西路

7-3 号 
2500 2000 44 一级 社会办 保留 

7 东州医院 
振兴路 5

号 
7500 3650 100 二级 社会办 保留 

8 洪门惠民医院 
朝阳西路

88 号 
2050 1400 20 一级 社会办 保留 

9 连云港仁安医院 
苍梧路

20-4 号 
1028 450 20 一级 社会办 保留 

10 连云港宏田医院 

石棚名居

28 号楼 2

层 18 号

铺 

867 1483 20 一级 社会办 保留 

11 连云港永仁医院 
人民东路

33 号 
1300 1500 20 一级 社会办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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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 序号 机构名称 地址 
建筑面积

（㎡） 

占地面积

（㎡） 

规划床位

(张) 
规划等级 医院性质 规划模式 

12 连云港建国医院 
解放西路

37 号 
2973 796 20 一级 社会办 保留 

13 连云港煤炭医院 
通灌南路

124 号 
3000 1500 60 一级 社会办 保留 

14 连云港恒康医院 

陇海东路

77 号-1-

141 

2800 1500 20 一级 社会办 保留 

赣榆区 

15 

连云港市赣榆区

人民医院 

青口镇海

城路 88

号 

126508 93550 1148 

三级乙等 公立 

保留 

连云港市赣榆区

人民医院（北院

区） 

海城路

东、榆城

路南 

60000 44200 300 规划新建 

16 连云港圣安医院 
青口镇徐

福路 1 号 
45000 27000 490 二级 社会办 保留 

17 
连云港赣榆德震

医院 

青口镇镇

海东路 2

号 

3500 1000 80 一级 社会办 保留 

18 赣榆仁慈医院 
青口镇金

海路 2 号 
3000 700 80 一级 社会办 保留 

19 赣榆康泰医院 
青口镇黄

海路西端 
2553 3300 60 一级甲等 社会办 保留 

20 赣榆瑞慈医院 

青口镇金

海路 53

号 

30000 10869 240 二级 社会办 保留 

连云区 

21 连云港台北医院 

昌圩湖小

区邻里中

心二楼 

1470 — 48 一级甲等 社会办 保留 

22 

连云港徐圩新区

人民医院（医疗

应急救援中心） 

江苏大道

120 号 
120000 105000 1000 三级 公立 

（改）扩

建 

23 
解放军第 149 医

院 

连云区海

棠北路

127 号 

— 10000 500 三级 部队医院 保留 

24 连云港徐圩医院 

徐圩街道

张圩社区

幸福家园

物业中心 

1500 1000 25 一级甲等 社会办 保留 

25 
连云港市台南医

院 

连云区板

桥东路 25

号 

1500 5600 40 一级甲等 社会办 保留 

26 
连云新城商务中

心区医院 

金海大道

北、汇海

路西 

34500 47500 300 三级 
公立/社会

办 
规划新建 

合计 1492510 965004 12271 — — — 

 

（二）中医医院规划 

构建高质量中医药服务体系，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加快建设中医药强市。 

优化中医药资源配置，建立完善以公立中医医院为主体，综合医院、专科医院和基层医疗卫

生服务机构中医科室为重要力量，以中医门诊部、中医诊所等为补充，涵盖预防、保健、医疗、

康复等功能的中医药服务体系。力争全市每千常住人口中医床位数达到 1.1 张。加强综合医院、

妇幼保健院、传染病医院等医疗机构中医科室规范化建设，健全完善中医药服务体系。开展等级

中医馆建设，做“实”中医馆，做“全”中医阁，推进中医药全面融入基层卫生健康服务，实现

中医药在家庭医生团队服务中的全覆盖，建设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 

创新中西医结合医疗模式，加强医联体、医共体、专科专病联盟建设。推进中医药“防、治、

康、养”一体化建设，开展中医治未病服务，实施中医药康复能力提升工程，构建预防保健、疾

病治疗和康复护理一体化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提供覆盖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 

本规划中连云港市中心城区共设置了中医医院 2所，共 5个院区，其中新建 4处、保留 1处。

总用地面积约为 28.69公顷，总建筑面积 30.97万平方米，总床位数为 2770张。详见表 3-2。 

（1）连云港市中医院 

规划对现状位于朝阳中路 160 号的连云港市中医院进行保留，但考虑到现状医院用地局促、

床位紧张，不能满足中医院相关建设标准，为了更好的为居民服务；规划新建连云港市中医院连

云新城院区位于汇海路西、金海大道北，占地面积约 1.55 公顷，总建筑面积 2.3 万平方米，规划

床位数 200 张；规划新建连云港市中医院开发区院区，选址于黄海大道南、金桥路东，占地面积

约 16.00 公顷，总建筑面积 12 万平方米，规划床位数 1000 张，新院区按照集医疗、教学、科研、

预防、康养于一体的现代化三级甲等中医院标准建设，建成后将成为区域内中医药诊疗中心，处

于苏北地区中医系统领先地位，在全省中医系统争先进位。 

（2）连云港市赣榆区中医院 

规划对连云港市赣榆区中医院进行异址新建，位于黄海路 47 号（赣榆区人民医院旧址），使

其满足三级中医医院建设规模的相关标准，总占地面积约 3.86 公顷，总建筑面积 5.8 万平方米，

总床位 500 张；规划新建连云港市赣榆区中医院（南院区），选址于青年路西、镇海东路南，占地

面积约 3.4 公顷，总建筑面积 3.4 万平方米，规划床位数 300 张；将成为区域内中医药诊疗中心，

让赣榆区的百姓在家门口享受三级医院的优质服务，全力助推中医药强市和健康连云港建设。 

表 3-2 中心城区中医医院规划一览表 

序号 机构名称 地址 
建筑面积

（㎡） 

占地面积

（㎡） 

规划床位

(张) 
规划等级 医院性质 规划模式 

1 

连云港市

中医院(本

部) 

朝阳中路

160 号 
58700 38827 620 

三级甲等 公立 

保留 

连云港市

中医院(开

发区院区) 

黄海大道

南、金桥

路东 

120000 160000 1000 规划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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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云港市

中医院

（连云新

城院区） 

金海大道

北、汇海

路西 

23000 15500 200 规划新建 

2 

连云港市

赣榆区中

医院 

黄海路 47

号 
58000 38600 500 

三级 

公立 规划新建 

连云港市

赣榆区中

医院（南

院区） 

青年路

西、镇海

东路南 

50000 34000 450 公立 规划新建 

合计 309700 286927 2770 — — — 

 

（三）专科医院规划 

专科医院面向全市服务，床位资源全市统筹，根据需求变化动态调整。专科医院的设置原则

上不受区域限制，本次规划对一部分公立专科医院做了一些调整，对于现状社会办性质的专科医

院原则维持现状或进行整合提升。本规划共设置了专科医院 17 所，其中新建 4 家，（改）扩建 4

所。总用地面积约为 33.37 公顷，总建筑面积 34.83 万平方米，总床位数为 3418 张。详见表 3-

3。 

（1）连云港市第四人民医院 

规划对现状连云港市第四人民医院进行（改）扩建，加建呼吸道传染病房楼及配套设施，分

为传染科病房楼和缓冲隔离区域，科教研区，医技护隔离区及住宿区三部分，扩建后医院总占地

面积约为 12.0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 12.0 万平方米、总床位数为 1000 张。 

（2）连云港市眼科医院南院区（隶属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考虑现状市眼科医院南院区房屋超过使用设计年限、楼层加盖等原因，门诊楼、病房楼等区

域出现较为严重的沉降，多处地面、墙面出现裂缝，已鉴定为 D 级危房，必须搬迁。规划将连云

港市眼科医院南院区合并至北院区，合并后总床位数为 300 张，打造成为一所集医疗、科研、教

学、防盲治盲与医养结合为一体的公立专科医院。 

（3）江苏省赣榆区康复医院 

规划对江苏省赣榆区康复医院进行（改）扩建，增加其建筑面积，以满足相关标准对于床均

建筑面积的要求，扩建后建筑面积为 3.0 万平方米,床位数为 300 张。 

（4）连云港市赣榆区残疾人康复医院 

规划对连云港市赣榆区残疾人康复医院进行原址（改）扩建，扩建后医院的总建筑面积为 0.8

万平方米，床位数为 80 张。 

（5）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健康中心 

规划于苍梧路南、龙河路西（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旧址）规划新建一处儿童健康中心，占地

面积约 1.94 公顷，总建筑面积 4.5 万平方米，包括保健、托幼早教、门急诊医技、行政办公教学

科研等功能，设置 400 张床位（其中含 100 张托幼）。 

（6）连云区儿童医院 

随着全面三胎政策实施，为关爱儿童的身心健康，规划于鸿海路以北、海滨大道以东新建一

处儿童医院，总占地面积约 3.0 公顷，总建筑面积 2.87 万平方米，设置床位 300 张。 

（7）赣榆区儿童医院 

随着全面三胎政策实施，为关爱儿童的身心健康，规划于东关路东、文化路北新建 1 处儿童

医院（原赣榆区中医院），总占地面积约 1.9 公顷，总建筑面积 2.83 万平方米，设置床位 300 张。 

（8）赣榆区新城专科医院 

规划于黄海东路北、滨河路东新建 1 处专科医院，远期随着社会发展以及居民需求，最终确

定具体专科类别，总占地面积约 1.08 公顷，总建筑面积 1.2 万平方米，总床位 100 张。 

表 3-3 中心城区专科医院规划一览表 

序号 机构名称 地址 
建筑面积

（㎡） 

占地面积

（㎡） 

规划床位

(张) 
规划模式 

1 连云港市第四人民医院 解放东路 316 号 120000 120000 1000 （改）扩建 

2 
连云港市眼科医院（隶属连云港

市第一人民医院） 

国槐路与新浦大道交

叉口 
35000 37000 300 （改）扩建 

3 连云港光明眼科医院 海宁西路 3 号 11700 8667 100 保留 

4 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 
凤舞路与学院路交叉

口东北角 
4200 1000 64 保留 

5 连云港耳鼻喉专科医院 海连西路 2 号 2200 2400 50 保留 

6 连云港和美家妇产医院 海连西路 14 号 2400 2000 50 保留 

7 连云港成宏口腔医院 朝阳东路 36 号 1465 1465 15 保留 

8 郁州骨科医院 民主中路 177 号 2200 1800 109 保留 

9 
连云港市口腔医院（隶属连云港

市第一人民医院） 
海州区市化路 54 号 3880 1800 30 保留 

10 江苏省海滨康复医院 
连云区墟沟海棠北路

163 号 
- 39300 100 保留 

11 赣榆帮扶眼科医院 青口镇镇海西路 8 号 11930 8109 120 保留 

12 江苏省赣榆区康复医院 
区经济开发区香港路

30 号 
30000 28105 300 （改）扩建 

13 连云港市赣榆区残疾人康复医院 青口镇义塘路 8 号 8000 4200 80 （改）扩建 

14 
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健康中

心 

苍梧路南、龙河路西

（原连云港市妇幼保

健院） 

45000 19400 400 规划新建 

15 连云区儿童医院 

连云新城（与规划连

云区妇幼保健院合

建） 

30000 28700 300 规划新建 



连云港市医疗卫生设施布局规划（2020—2035）                                                                                                                                                                              规划文本 

 11 

16 赣榆区儿童医院 
青口镇文化东路 1 号

（原赣榆区中医院） 
28344 19006 300 规划新建 

17 赣榆区新城专科医院 

黄海东路北、滨河路

东（位置、类别自行

调整） 

12000 10790 100 规划新建 

合计 348319 333742 3418 - 

 

 

（四）护理院规划 

本规划中连云港市中心城区共设置了护理院 6 所，其中新建 2 所，（改）扩建 1 所、保留 3 所。

总建筑面积 14.4 万平方米，总床位数为 1618 张。详见表 3-4。 

（1）连云港市赣榆区养老护理院 

规划对连云港市赣榆区养老护理院进行原址（改）扩建，扩建后医院的总建筑面积为 3.4 万

平方米，床位数为 300 张。 

（2）连云港市老年护理院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老年病发病率不断提高，为关心老年人的身心健康，规划于青峰路

西、一麟路西规划新建一处老年病专科医院，占地面积约 2.25 公顷，总建筑面积 4.4 万平方米，

设置床位 300 张。 

（3）连云新城护理院 

规划于金海大道以北、汇晶路以东规划新建一处护理院其主要功能以安宁疗护为主，占地面

积约 3.15 公顷，总建筑面积 3.5 万平方米，设置床位 300 张。 

表 3-4 中心城区护理院规划一览表 

序号 机构名称 地址 
建筑面积

（㎡） 

占地面积

（㎡） 
现状床位(张) 规划模式 

1 
连云港市海州区养老护

理院 

连云港市海州区新浦大道西

首（与 204 国道交汇处） 
25000 30000 528 保留 

2 康尔家护理院 
连云港市连云区中山中路 99

号 
2000 —  50 保留 

3 
连云港市赣榆区养老护

理院 

连云港市赣榆区青口镇宋口

村 
34000 26600 300 （改）扩建 

4 赣榆仁和护理院 
赣榆县青口镇金海路和青年

路交汇处 
4000 7600 140 保留 

5 连云港市老年护理院 青峰路北、一麟路西 44000 22500 300 规划新建 

6 连云新城护理院 
连云新城（金海大道以北、

汇晶路以东） 
35000 31500 300 规划新建 

合计 144000 118200 1618 —  

 

第16条 公共卫生体系规划 

1、疾病预防控制类机构 

(1) 规划目标 

坚持“预防为主、医防融合、平战结合、联防联控”，聚焦疾病预防控制、重大疫情救治、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重大疾病防治和职业健康保护等关键领域；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预

案、专家决策咨询制度，健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多点触发监测预警机制，建立集中统一高效的指

挥体系。在充分利用现有资源的基础上，建成规模适度、覆盖城乡、等级清晰、分工明确、功能

完善、有效应对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 

（2）规划体系结构 

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

重要指示精神以及省、市对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总体规划要求，以及按照连云港市行政区划和现

有疾病预防控制资源，形成以市疾控中心为核心、区疾控中心为枢纽、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网底

的疾病防控三级网络。本次规划中市区的载体为连云港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海州区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连云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赣榆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以及各街道（乡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各级各类医院的疾病控制部门，其中连云港市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海州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连云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赣榆区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属于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

区卫生服务站、乡镇卫生院、各级各类医院的疾病控制部门属于基层预防保健组织。 

因此本次市区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完善连云港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提高重大疾病和疫情的防控能力，有效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其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加强健

康危害因素的监测和干预，保证正常的医疗秩序和维护社会稳定，对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3）疾病预防控制类机构规划 

本次规划共设置疾病预防控制类机构 5所，其中保留 2所、新建 3所。总建筑面积 5.22万平

方米。详见表 3-5。 

1） 连云港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规划于迎曙路南、花果山大道西新建连云港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占地面积约 1.94公顷，总

建筑面积 3.49万平方米，主要包括：标准用房、特殊实验室用房、增量用房等。 

2）海州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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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对现状海州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搬迁至海连中路 161号（原连云港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与区卫生监督所结合设置，规划建筑面积 7000平方米，以满足相关建设标准的要求，更好的为片

区内居民服务。 

3）连云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规划对连云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异地新建。新址位于连云区广州路北、深圳路东。 

4）赣榆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现状赣榆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筑面积充足，满足相关标准要求，规划予以保留提升。 

5）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规划对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保留提升。 

表 3-5 中心城区疾病预防控制类机构规划一览表 

序

号 
机构名称 地址 

建筑面积

（㎡） 

占地面积

（㎡） 
规划模式 

1 连云港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迎曙路南、花果山大道西 34900 19400 规划新建 

2 海州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海连中路 161 号（原连云港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7000 7060 

新建（与区卫生监督所结合设

置） 

3 连云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连云区广州路北、深圳路东 2000 — 新建 

4 赣榆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青口镇黄海东路 306 号 6307 12420 
保留（与赣榆区卫生监督所结

合设置） 

5 
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 

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花果

山大道 567-1 号中华药港商

务大楼 

2000 2000 
保留（与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

区卫生监督所结合设置） 

合计 52207 40880 — 

 

（4）基层预防保健组织布点规划 

基层预防保健体系由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卫生服务站、乡镇卫生院等疾病预防控制部

门组成，实施计划免疫、预防接种、传染病疫情及健康危害因素报告等工作，并指导开展基层的

病毒害灭杀工作和卫生防病宣传教育，切实做到“保健在基层、防病在基层”。 

2、卫生执法监督类机构 

（1）规划目标 

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决策、执行、监督既分离又相互协调的要求，建立覆盖城乡、

结构合理、运转协调、执法有力的市、区、街道（乡镇）三级卫生执法监督新体系。 

（2）卫生执法监督类机构规划 

本次规划市区共设置卫生执法监督类机构 5 所，其中保留 2 所、新建 2 所、（改）扩建 1 所。

总建筑面积 1.66万平方米。详见表 3-6。 

1）连云港市卫生监督所 

现状连云港市卫生监督所建筑面积充足，满足相关标准要求，规划予以保留提升。 

2）海州区卫生监督所 

规划对现状海州区卫生监督所搬迁至海连中路 161 号（原连云港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与海

州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结合设置，规划建筑面积 7000平方米，以满足相关建设标准的要求，更好

的为片区内居民服务。 

3）连云区卫生监督所 

规划结合新建的连云区公共卫生中心新建连云区卫生监督所，规划连云区公共卫生中心位于

中华路北、栖霞路西，总占地面积约 8664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30000平方米。主要综合区卫生

监督所、区级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区基层卫生人才实训基地。主要设有预防接门诊、发热门诊、

普通门诊、医技用房科室、医学检验科室、病房以及婚姻体检、计划生育服务、基层卫生人才实

训基地及卫生监督用房等。 

4）赣榆区卫生监督所 

规划对现状赣榆区卫生监督所进行原址（改）扩建，规划建筑面积 2000平方米，以满足相关

建设标准的要求，更好的为片区内居民服务。 

5）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卫生监督所 

规划对现状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卫生监督所进行保留提升。 

表 3-6 中心城区卫生执法监督类机构规划一览表 

序号 机构名称 地址 
建筑面积

（㎡） 

占地面积

（㎡） 
规划模式 

1 连云港市卫生监督所 迎曙路 66 号公共卫生中心 3648 — 保留 

2 海州区卫生监督所 
海连中路 161 号（原连云

港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7000 7060 

新建（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设

置） 

3 连云区卫生监督所 中华路北、栖霞路西 2000 — 
新建（与连云区公共卫生中心结

合设置） 

4 赣榆区卫生监督所 青口镇黄海东路 306 号 2000 873 
（改）扩建（与赣榆区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结合设置） 

5 
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

区卫生监督所 

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花

果山大道 567-1 号中华药

港商务大楼 

2000 2000 
保留（与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结合设置） 

合计 
16648 9933 

— 

 

（3）基层卫生执法监督机构 

社区、乡镇卫生执法监督工作由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承担，可与各社区卫生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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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合设，共同承担卫生监督、疾病控制、爱国卫生、计划

生育等工作。 

3、妇幼保健类机构 

（1）规划目标 

不断完善“健康宝贝工程”服务项目，健全出生缺陷防治网络，提高出生缺陷综合防治服务

可及性。不断优化“健康妈妈工程”，提升各级救治中心服务能力，保障母婴安全。加强婚前、孕

前、孕产期、新生儿期和儿童期保健工作，推广使用电子版保健手册，为妇女儿童提供系统、规

范的服务。推动儿童早期发展均等化，帮助家庭科学养育，促进儿童健康成长。 

（2）妇幼保健类机构规划 

本次规划市区共设置妇幼保健类机构 4所、共 5个院区，其中保留 2所、新建 2所、（改）扩

建 1所。总建筑面积 18.93 万平方米，总占地面积约 18.79公顷，总床位数为 1868张。详见表 3-

7。 

1）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 

现状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建设规模、床位数等均满足相关标准要求，规划予以保留提升。 

2）海州区妇幼保健所 

规划考虑海州区疾控中心搬迁可腾空约 1800㎡建筑用房，预留给海州区妇幼保健所建筑面积

扩建需求，提高相关服务配套，扩建后建筑总面积约 3100㎡。 

3）连云区妇幼保健院 

规划于鸿海路以北、海滨大道以东新建一处妇幼保健院，总占地面积约 3.0 公顷，总建筑面

积 3.0万平方米，设置床位 300张。 

4）赣榆区妇幼保健院 

为更好地开展妇幼保健工作，进一步完善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服务配套设施，规划对现状赣

榆区妇幼保健院进行保留，并新增赣榆区妇幼保健院（新城院区）1处，规划位于盛世路西、徐福

东路北，占地面积约 5.43 公顷，总建筑面积 5.4万平方米，总床位 500张。  

表 3-7 中心城区妇幼保健类机构规划一览表 

序号 机构名称 地址 
建筑面积

（㎡） 

占地面积

（㎡） 

床位数

（张） 
规划模式 

1 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 秦东门大街 669 号 92720 93066 938 保留 

2 海州区妇幼保健所 新浦大道 1 号 3100 — 30 

扩建（与

浦西社区

卫生服务

中心结合

设置） 

3 连云区妇幼保健院 
连云新城（与规划连云区

儿童医院合建） 
30000 30000 300 规划新建 

4 

赣榆区妇幼保健院（本部） 青口镇文化路 11 号 9500 10500 100 保留 

赣榆区妇幼保健院（新城院

区） 
盛世路西、徐福东路北 54000 54333 500 规划新建 

合计 189320 187899 1868 — 

 

（3）社区妇幼保健服务机构 

结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加强社区级妇幼保健服务能力建设，增强基层保健服务功能；城市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按要求设置妇女保健室和儿童保健室。 

4、血液采供类机构 

本次规划连云港市血液采供体系仍采用单级式的结构，即由连云港市红十字中心血站对全市

范围的血液采供工作统一管理执行，各区县只设置采血点不独立设置血站。 

考虑连云港市红十字中心血站现有的规模和设施均无法满足未来城市发展形势的需要，因此，

规划予以异地选址新建。。详见表 3-8。 

表 3-8 中心城区血液采供类机构规划一览表 

序号 机构名称 地址 
建筑面积

（㎡） 
占地面积（㎡） 规划模式 

1 连云港市红十字中心血站 
杏坛路东、振华东路南（建议

选址） 
18000 13500 规划新建 

5、应急指挥与紧急救援类机构 

（1）卫生应急指挥体系 

1）规划目标 

通过卫生应急指挥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建立平战结合、统一指挥、分级负责、分类指导的卫

生应急指挥体系，进一步提高我市卫生应急指挥能力和水平，有效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其他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保障全市人民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不断完善紧急医学救援网络建设，加

强卫生应急宣传，普及卫生应急知识，提高公众自救互救能力。 

2）指挥体系建设 

在连云港市卫健委内设立卫生应急办公室，负责全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的日常管理

工作。海州区、连云区和赣榆区卫健委设置卫生应急机构，负责本辖区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

的日常管理工作在发生大规模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时，由市政府牵头，市卫生行政部门同市相关

管理部门协作，共同处理突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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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应急指挥信息系统建设：搭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卫生应急指挥、管理信息平台。建立市、 

区、社区三级应急工作机制，明确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职责，由市和区卫生行政部门具体负责组织

突发公共事件的调查、控制和医疗卫生救援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层层落

实的工作制度。 

（2）紧急医疗救援体系 

1）规划目标 

建立适合连云港市实际情况的科学合理、功能完善、反应灵敏、应对有效、运转协调、覆盖

城乡的市、区二级紧急医疗救援指挥系统和市、区、社区三级紧急医疗救援网络。 

2）布点规划 

①布点原则： 

中心城区按区域的实际情况设置分站，原则上按每 10-15 万人口设 1 个分站，其服务半径为

3-5公里，人口密集地区，服务半径可适当减小。 

②布点方案： 

完善急救医疗服务网络，形成以连云港市 120 指挥中心为核心，规划近期建设的连云港市第

一人民医院应急救治中心为着力点，各“120”急救网络医院（急救站）联合的救护体系。加强连

云港市急救医疗指挥中心的技术建设提高急救网络医院的应急能力建设，调整和完善院前急救医

疗网点布局，加强基层急救网点建设，在急救半径相对较长的地段增设急救站点。中心城区急救

半径应控制在 5 千米以内。市 120 指挥中心统一指挥调度全市社会医疗急救资源。本次规划根据

急救半径、急救反应时间、服务人口，在中心城区设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应急救治中心，保留

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东院区、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

西院区、连云港市第四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东方医院本部、板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连云港市赣

榆区人民医院等急救分站，规划至规划期末市区新增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院区）、连云港

市东方医院（连云院区）、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高新院区）、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医院、

连云港徐圩新区人民医院（医疗应急救援中心）、连云新城商务中心区医院、连云港市赣榆区中医

院、赣榆区人民医院（北院区）、浦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分站、海州区浦南卫生院分站 10 个急救

分站，以应对日常医疗急救任务、重大活动的医疗应急保障和突发公共事件的紧急医疗救援，建

成院前急救抢救的中心枢纽和群众的“生命保障线”。详见表 3-9。 

 

 

表 3-9 中心城区急救中心及分站规划一览表 

序号 名称 类别 位置 规划模式 

1 连云港市急救中心 急救中心 
迎曙路 66 号公

共卫生中心 
保留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通灌院区）分站 

急救分站 

通灌北路 182

号 
保留 

3 连云港市中医院分站 
朝阳中路 160

号 
保留 

4 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分站 
秦东门大街

669 号 
保留 

5 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西院区）分站 幸福路 161 号 保留 

6 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东院区）分站 海连东路 41 号 保留 

7 连云港市第四人民医院 
解放东路 316

号 
保留 

8 连云港市东方医院（本部）分站 
墟沟中华西路

57 号 
保留 

9 板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分站 
连云区仁和路

86 号 
保留 

10 连云港市赣榆区人民医院分站 
青口镇海城路

88 路 
保留 

11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院区）分站 

金海大道以

南、汇晶路以

西 

规划新建 

12 连云港市东方医院（连云院区）分站 
连云区中山中

路 99 号 
规划新建 

13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高新院区）分站 振华东路 6 号 规划新建 

14 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医院分站 
湖西路东、昌

圩路北 
规划新建 

15 
连云港徐圩新区人民医院（医疗应急救援中

心）分站 

江苏大道 120

号 
规划新建 

16 连云新城商务中心区医院分站 
金海路北、汇

海路西 
规划新建 

17 赣榆区人民医院（北院区） 
海城路东、榆

城路南 
规划新建 

18 连云港市赣榆区中医院分站 黄海路 47 号 规划新建 

19 浦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分站 新浦大道 1 号 规划新建 

20 海州区浦南卫生院分站 

海州区新浦大

道与国槐路交

叉口 

规划新建 

 

第17条 县级卫生资源配置 

在本规划期末，将三县人民医院发展为三级综合性医院，进一步强化县人民医院的龙头作用，

完善院内各项设施配套。全面提高县级医院的医疗救治水平。同时，县级公立医院牵头成立县域

医共体，建成儿科等专科联盟。县域就诊率达 90%，基层医疗机构诊疗量占比超过 70%，处于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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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列。 

实现了省级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的县区全覆盖，将三县建成国家级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

公共卫生监督体系逐步完善，在全省率先开展公共场所领域卫生信用分级分类监督管理。家庭发

展工作有序开展，全面推行计生服务管理承诺制。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区域全覆盖，实现职业健康

体检不出县。完善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流行病学调查、疾病监测等功能。落实各级医疗机构疾

病预防控制职责，推动二级以上医院设立公共卫生科, 整合医院公共卫生资源，加强医防融合。 

建强中医药服务体系。优化中医药资源配置，建立完善以公立中医医院为主体，综合医院、

专科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中医科室为重要力量，以中医门诊部、中医诊所等为补充，涵

盖预防、保健、医疗、康复等功能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每个县建“强”1所二级以上中医医院，力

争 1-2 所县级中医院转设成为三级中医医院。加强综合医院、妇幼保健院、传染病医院等医疗机

构中医科室规范化建设，健全完善中医药服务体系。 

开展等级中医馆建设，做“实”中医馆，做“全”中医阁，推进中医药全面融入基层卫生健

康服务，实现中医药在家庭医生团队服务中的全覆盖，建设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依托市

中医院、连云港中医药高等职业技术学校等建设市级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基地，县区依托县区中

医院或有能力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设县区级推广基地。 

积极构建城乡基层卫生服务机构与县级医院间的双向转诊、分级医疗和技术协作机制，真正

建成“小病在基层、大病进医院、康复回基层”的医疗服务新格局，努力实现“户户拥有家庭医

生，人人享有卫生保健”。 

第18条 基层医疗卫生体系规划 

1、指导思想 

发展城市社区卫生工作，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实现人人享有

初级卫生保健为目标，改革城市卫生服务体系，把城市卫生工作重点放到社区，大力开展以社区

居民的卫生需求和健康促进为中心，综合提供以预防、保健、康复、健康教育与管理、计划生育

技术服务和一般常见病、多发病的基本医疗服务等“六位一体”为主要任务的便民利民的社区卫

生服务。加快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加快建设农村区域性医疗卫生中心和社区医

院。实施卫生人才强基工程，完善全科医生激励政策，提高基层卫生人员待遇。开展“优质服务

基层行”活动，实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2、规划原则 

（1）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布局合理、规模适度的原则。 

（2）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设置立足于调整现有卫生资源，对现有基层卫生机构进行资源重

组，对其结构、功能进行调整，促进优质卫生资源进入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原则。 

（3）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具有公益性质，不以营利为目的，不向医院模式发展。坚持预防

为主，完善“六位一体”的社区卫生服务功能。社区卫生服务与社区发展相适应，坚持积极稳妥、

循序渐进的发展方针，保证城市社区卫生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4）方便群众按街道或片区规划人口设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该中心或邻近中心不能覆盖的

区域设立社区卫生服务站，确保居民步行 15 分钟以内可到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社区卫生服务

站。 

（5）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设置规划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区域卫生规划、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

和城市建设相关规划。并将社区卫生服务用房纳入居民小区建设规划，与居民住宅同步规划、同

步建设、同步投入使用，不断健全社区卫生服务网络。 

（6）合理调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也将随之调整。 

3、规划目标 

根据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发展规模及人口，并按照城镇居民步行 15 分钟左右可到达一

个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要求，城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覆盖率达到 100%。设置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站)全部达到标准化建设和设备配置要求，健全预防、保健、基本医疗、健康教育、康复、计划

生育技术服务“六位一体”的综合卫生服务功能，与综合医院、专科医院建立起社区首诊、双向

转诊、分级医疗的有效机制，发挥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网络的网底作用，全面提升社区卫生

服务能力水平，共同打造“15分钟健康服务圈”。 

4、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规划 

本次规划按照乡镇、街道办事处所辖范围、服务人口和服务半径等要点综合考虑确定基层医

疗卫生服务机构布局，原则上，每个建制乡镇政府设置 1 所乡镇卫生院，按当地农村常住人口每

20-30万人的标准设置 1所中心乡镇卫生院；每 3-10万人口的居住组团或街道办事处所辖范围设

置 1 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常住人口超过 10万应按人口数增加布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常住人口

不足 3 万的，可由临近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覆盖，但应布局社区卫生服务站。农村地区按行政

村或 2000-3000 人口设置 1 个村卫生室，人口较多或面积较大的行政村酌情增设；城市地区以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为主体、中心覆盖不到的地方一般按 1万居民设置 1个社区卫生服务站。 

本次规划对照相关建设标准，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站（村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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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进行优化、补充、完善。对有用地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按标准要求合理进行改扩建；对无用

地，租赁现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规划选址适宜用地近期搬迁新建。部分城区现有公立医疗资

源，向新区搬迁后原址转型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老城区根据现状，合理配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新城区根据片区人口与用地规模发展，合理选址新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现状保留的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近期完成标准化改造，新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均需按标准化建设。到规划期末，城区绝大

部分居住区都可以在步行 15 分钟的范围内得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标准服务水平或以上的公共医

疗卫生服务。 

表 3-10 中心城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规划情况一览表 

序号 机构名称 地址 
建筑面积

（㎡） 

占地面积

（㎡） 

规划床位

(张) 
规划模式 

1 
新东街道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 
海州区苍梧路 41 号 3400 8600 60 保留 

2 新浦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海州区南极北路 146 号 4800 4800 100 改扩建 

3 新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建康路北、通灌南路西（规划

新南街道办事处内） 
3500 —— 60 新建 

4 路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朝阳中路北、普庆路西 3500 —— 60 新建 

5 浦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海州区新浦大道 1 号 3860 3896 60 保留 

6 洪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海州区海连西路 14 号 1700 1200 60 改扩建 

7 
孔望山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海州区秦东门大街（海州区政

府东侧） 
3532 5082.9 60 保留 

8 新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海州区振海路 40-10 号 1513.8 918.771 60 新建 

9 
花果山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海州区花果山街道花果山北路

49 号 
4935 3887 60 改扩建 

10 南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海州区学院路与红砂路茗昇花

园综合路 
4529 1510 60 保留 

11 云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连云港市云台农场猫山路 14 号 7790 3300 60 新建 

12 海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海州区西南路 13 号 5560 7820 100 改扩建 

13 海州区锦屏卫生院 海州区新坝中路 17 号 3200 2400 60 改扩建 

14 海州区宁海卫生院 海州区宁海街道平安村 3900 7670 60 保留 

15 海州区浦南卫生院 海州区新浦大道与国槐路交叉 6500 13000 60 保留 

16 板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板桥街道办事处安置小区 B 地

块 24 号楼 
2000 2000 20 保留 

17 墟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平山花园云和路 99-36 3500 743 25 保留 

18 
高公岛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高公岛村西山组 13 号 1750 1690 10 保留 

19 连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连岛西连岛村 9 区 2059 1380 20 保留 

20 连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连云街道临海路 19 号 2197 1377 20 保留 

21 宿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连云区宿城街道桃源路 15 号 1800 5666 10 保留 

22 云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连云区云竹路 3 号 2046 7399 20 改扩建 

23 青口中心卫生院 青口镇华中路 4 号 3560 1537 65 保留 

24 青口镇城南卫生院 青口镇一沟村 621 号 3907 9324 80 保留 

25 宋庄镇卫生院 宋庄镇孟庄村 7395 4752 90 保留 

26 朝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朝阳街道新县街 6-66 号 7820 4795 48 改扩建 

27 中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开发区中云街道松花江路 20 号 5600 4800 20 保留 

28 猴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猴嘴街道先锋路南、台西路西 8346 5632 80 新建 

29 云台街道卫生院 云台街道丹霞村 1800 2400 30 保留 

30 徐圩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辛高圩辛五路 35 号 1700 1420 10 改扩建 

31 
海州湾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连云区西墅花园北侧约 130 米 1500 314 10 改扩建 

32 
墟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东园分中心） 
中华西路 47 号 3000 1400 0 改扩建 

33 连云区公共卫生中心 中华路北、栖霞路西 30000 8664 100 新建 

合计 152199.8 129377.671 1638 —— 

 

第四章 近期建设规划 

第19条 近期建设年限 

本次规划的近期建设年限为 2020年——2025年。 

第20条 近期建设指导思想 

1、 加快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提高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 

2、 完善社区医疗卫生体系，建立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3、 整合存量医疗资源，加快新增城市化地区医疗设施建设。 

第21条 近期建设目标 

到 2025年，市区每千常住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不少于 7.6张、每千常住人口卫技人员数

不少于 10.0人；规划（改）扩建综合医院 4个院区、新建综合医院 2个院区，规划新建中医医院

2 个院区和改扩建专科医院 2 个院区、新建专科医院 2 个院区、新建护理院 1 个院区，完善公共

专业机构体系、基本完成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资源优化配置。 

第22条 近期建设安排 

（一）医疗卫生设施近期建设项目 

1、综合医院 

1）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高新院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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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高新院区进行（改）扩建，与院区北侧空间，进行约 2.2 公顷的用

地拓展，用于新建应急门诊、调度救治中心、感染病房等功能为主的应急救治中心，同时，结合

院区东侧空间进行约 3.6 公顷的用地拓展，用于新建科研楼、实验楼、病案楼、规培基地学员宿

舍楼、专家楼等功能为主的医院配套区。 

2）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西院区） 

规划近期完成正在建设的西院区的急危重症救治病房及住院医师规培基地大楼的建设，提升

老海州地区的医疗服务能力。规划末期成为部分专科实力省内有影响，多数专科苏北有位置，总

体实力较强的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和苏北一流的肿瘤医院。 

3）连云港市东方医院 

规划对连云港市东方医院本部进行保留提升、海港院区进行（改）扩建，创建三级甲等综合

医院，规划期末把医院建设成为连云港市东部区域性医疗中心。医院本部改造建成后总建筑面积

10.27 万平方米，总病床 736 张，近期完成现状院区内医疗科技信息综合楼的建设。为了有效利用

医院现有的资源，做到能够及时应对处理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规划将对海港分院综合楼进行装

修改造，将现有资源合理运用，以便在疫情来临时达到收治确诊或疑似病例的要求，实现“平疫

结合”。 

4）连云港徐圩新区人民医院（医疗应急救援中心） 

规划对连云港徐圩新区人民医院（医疗应急救援中心）进行（改）扩建，根据新区管委会提

出的建立国际一流的石化园区应急救援体系要求，徐圩新区医疗救援二期工程将重点围绕防核、

防化的预防及应急救援等功能开展深化研究，着力增加化救功能、园区危险物科研、职业病预防

与治疗、园区卫生环境检测，大型学术交流等特色功能，努力打造成为一所综合实力较强的二级

甲等综合医院，建成后总建筑面积 12.0 万平方米，规划病床 1000 张。 

5）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医院 

规划落实在建的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医院（市第一人民医院经营管理），位于湖西路东、

昌圩路北，规划床位 1000 张。 

6）连云新城商务中心区医院 

规划将已建设完成的位于金海大道北、汇海路西的医院，打造成为一所三级综合医院，占地

面积 4.75 公顷，建筑面积 3.45 万平方米，规划床位 300 张。 

2、中医医院 

1）连云港市中医院（开发区院区） 

市中医院开发区院区将按照一座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康复于一体的现代化三甲中医

医院标准建设，用于服务市开发区及周边地区，发展开发区的大健康产业。院区规划床位 1000 张，

建筑面积约 12.0 万平方米，将成为区域内中医药诊疗中心，让开发区的百姓在家门口享受三级医

院的优质服务，全力助推中医药强市和健康连云港建设。近期建设内容为，门急诊及医技综合楼、

内科住院楼、外科住院楼、中医综合治疗、科研教学楼、行政办公及后勤保障楼、中药制剂中心

以及传染性疾病应急处置中心等。 

2）连云港市赣榆区中医院 

赣榆区中医院进行异址新建，位于黄海路 47 号（赣榆区人民医院旧址），规划床位 500 张，

建筑面积约 5.8 万平方米，使其满足中医医院建设规模的相关标准；让赣榆区的百姓在家门口享

受三级医院的优质服务。 

3、专科医院以及护理院 

1）连云港市第四人民医院 

规划对现状连云港市第四人民医院进行（改）扩建，加建呼吸道传染病房楼及配套设施，分

为传染科病房楼和缓冲隔离区域，科教研区，医技护隔离区及住宿区三部分，扩建后医院总建筑

面积为 12.0 万平方米，总床位数为 1000 张。 

2）江苏省赣榆区康复医院 

规划对江苏省赣榆区康复医院进行（改）扩建，增加其建筑面积，以满足相关标准对于床均

建筑面积的要求，扩建后建筑面积为 3.0 万平方米,床位数为 300 张。 

3）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健康中心 

规划于苍梧路南、龙河路西（原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规划新建一处儿童健康中心，占地面

积约 1.94 公顷，总建筑面积 4.5 万平方米，包括保健、托幼早教、门急诊医技、行政办公教学科

研等功能，设置 400 张床位（其中含 100 张托幼）。 

4）赣榆区儿童医院 

随着全面三胎政策实施，为关爱儿童的身心健康，规划于青口镇文化东路 1 号（原赣榆区中

医院）新建 1 处儿童医院，使其满足儿童医院建设规模的相关标准，总占地面积约 1.9 公顷，总

建筑面积 2.83 万平方米，总床位 300 张。 

5）连云港市老年护理院 

随着人口老龄化及少子化加剧、老年人医疗、康复、护理等“刚性需求”加快增长。老年病

发病率不断提高，为关心老年人的身心健康，规划于青峰路西、一麟路西规划新建一处老年病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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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医院，占地面积约 2.25 公顷，总建筑面积 4.4 万平方米，设置床位 300 张。 

表 7-1 中心城区医疗卫生设施近期建设项目规划一览表 

序号 机构名称 地址 

建筑面

积（平

方米） 

占地面

积（平

方米） 

规划床

位(张) 

医院等

级 
规划模式 

1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高

新院区） 
振华东路 6 号 355800 237200 — 

三级甲

等 
（改）扩建 

2 
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西

院区） 
幸福路 161 号 — — — 

三级甲

等 
（改）扩建 

3 

连云港市东方医院（本部） 
墟沟中华西路

57 号 
96500 64200 620 

三级甲

等 
（改）扩建 

连云港市东方医院（海港院

区） 

连云区中山中路

99 号 
12760 1046 116 

4 
连云港徐圩新区人民医院

（医疗应急救援中心） 
江苏大道 120 号 120000 105000 1000 三级 （改）扩建 

5 
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

医院 

湖西路东、昌圩

路北 
159980 65500 1000 

三级甲

等 
新建 

6 连云新城商务中心区医院 
金海路北、汇海

路西 
34500 47500 300 

三级甲

等 
新建 

7 
连云港市中医院(开发区院

区) 

黄海大道南、金

桥路东 
120000 160000 1000 

三级甲

等 
新建 

8 连云港市赣榆区中医院 黄海路 47 号 58000 38600 500 三级 新建 

9 连云港市第四人民医院 解放东路 316 号 120000 120000 1000 三级 （改）扩建 

10 江苏省赣榆区康复医院 
区经济开发区香

港路 30 号 
30000 28105 300 二级 （改）扩建 

11 
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健

康中心 

苍梧路南、龙河

路西（原连云港

市妇幼保健院） 

45000 19400 400 二级 新建 

12 赣榆区儿童医院 

青口镇文化东路

1 号（原赣榆区

中医院） 

28344 19006 300 二级 新建 

13 连云港市老年护理院 
青峰路北、一麟

路西 
44000 22500 300 三级 新建 

 

（二）公共卫生设施近期建设项目 

1、连云港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连云港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迁建工作,新址位于迎曙路南、花果山大道西，现状公共卫生中

心南侧，占地面积约 1.94 公顷，建筑面积 3.49万平方米。 

2）海州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区卫生监督所 

规划将现状海州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区卫生监督所搬迁至海连中路 161 号（原连云港市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规划建筑面积 7000 平方米，以满足相关建设标准的要求，更好的为片区内居

民服务。 

3）连云区卫生监督所 

规划结合新建的连云区公共卫生中心新建连云区卫生监督所，规划连云区公共卫生中心位于

中华路北、栖霞路西，总占地面积约 8664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30000平方米。主要综合区卫生

监督所、区级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区基层卫生人才实训基地。主要设有预防接门诊、发热门诊、

普通门诊、医技用房科室、医学检验科室、病房以及婚姻体检、计划生育服务、基层卫生人才实

训基地及卫生监督用房等。 

4）海州区妇幼保健所 

规划考虑海州区疾控中心搬迁可腾空约 1800㎡建筑用房，预留给海州区妇幼保健所建筑面积

扩建需求，提高相关服务配套，扩建后建筑总面积约 3100㎡。 

5）连云港徐圩新区人民医院（医疗应急救援中心）急救中心分站 

新建连云港徐圩新区人民医院（医疗应急救援中心）急救中心分站，规划位于江苏大道 120

号，连云港徐圩新区人民医院（医疗应急救援中心）院内。 

表 7-2 公共卫生设施近期建设项目规划一览表 

序号 机构名称 地址 
建筑面积

（平方米） 

占地面积（平方

米） 
规划模式 

1 
连云港市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 
迎曙路南、花果山大道西 34900 19400 新建 

2 
海州区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和区卫生监督所 

海连中路 161 号（原连云港市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7000 7060 新建 

3 连云区卫生监督所 中华路北、栖霞路西 2000 —— 
新建（与连云区公共卫

生中心结合设置） 

4 海州区妇幼保健院 新浦大道 1 号 3100 —— （改）扩建 

5 

连云港徐圩新区人民

医院（医疗应急救援

中心）急救中心分站 

江苏大道 120 号 —— —— 规划新建 

 

（三）基层医疗卫生体系近期规划 

1、完善基层卫生服务体系，对现状建筑面积偏小，无法达到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建设标准的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站），按照建设标准进行改扩建。 

规划近期新建连云区公共卫生中心，位于中华路北、栖霞路西，总占地面积约 8664 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约 30000 平方米，设置床位数 100 张，主要综合区卫生监督所、区级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区基层卫生人才实训基地。主要设有预防接门诊、发热门诊、普通门诊、医技用房科室、医

学检验科室、病房以及婚姻体检、计划生育服务、基层卫生人才实训基地及卫生监督用房等；规

划近期新建猴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位于猴嘴街道先锋路南、台西路西，总占地面积约 5632平方

米，总建筑面积约 8346平方米，设置床位数 80张。 

2、加大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人员补给，组织专业技术人员的相关技能培训，从而提高技术人员

的技能专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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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开展健康教育、预防、保健、康复等公共卫生服务活动，同时建立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与大

中型医院合理分工及双向转诊的有效机制。 

第五章 保障措施 

第23条 优化市场环境，培育多元化主体 

正确引导社会办医，进一步完善多渠道办医的体制，积极探索股份合作办医、集团化经营办

医等办医模式和经营模式。 

推广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多种模式，吸引个人、企业、社会组织等以多种形式参与兴

建卫生健康机构，政府在资金、用地、税费等方面给予支持。 

第24条 强化部门协调，确保组织与实施 

建立联席审查制度，提高建设和管理透明度。规划控制的医疗设施用地是为居民提供卫生健

康服务的公共设施用地，不得随意减少用地规模或改变性质挪为它用。若需调整或修改，应建立

由县卫生健康委员会、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等相关部门的联席审查制度，并按照法定程序进行规

划变更。 

第25条 开展定期评价，注重监督与落实 

加强规划实施情况评价工作，对每年卫生健康设施建设规划实施绩效进行分析评价和总结，

通过对综合医院、中医院、专科医院及基层卫生健康设施的统计分析，拟定下一年度卫生健康设

施建设年度计划，抓好医疗设施建设的落实。 

第26条 强调全程参与，保障设施与用地 

加强医疗主管部门在卫生健康社会建设的立项、用地审批、规划审批、施工和验收等环节的

全过程参与程度。城乡规划建设审批过程中，对涉及卫生健康设施建设相关事项的，审批部门须

征求卫生健康主管部门意见。 

将规划卫生健康设施布点和用地纳入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一张图”管理，指导卫生健康设施

及用地的规划管理与建设审批。已纳入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卫生健康设施用地应严格控制，原则上

不得调整为其它用地。确需对控制性详细规划中的卫生健康设施用地进行调整的，须详细论证且

经卫生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并按照用地规模不减少的原则，就近重新选址卫生健康设施用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