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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几年，我市将从实际医疗服务
需求出发，保障全市城乡居民享有公平
可及的基本医疗服务。近日，《洛阳市
医疗机构设置规划（2016—2020年）》
（以下简称《规划》）正式发布。按照《规
划》，我市将新增多所二级、三级医院，
其中部分医院的位置已经确定。

将严格控制部分中心城市区
公立医院数量

来自市卫计委的统计数据显示，截
至2015年年底，我市共有各级各类医
疗卫生机构4149个，其中医院128个，
妇幼保健机构16个，社区卫生服务机
构168个，村卫生室3104个。

然而，这些医疗资源分布并不合
理。市卫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整体来
看，我市的优质医疗资源主要集中在城
市区和县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
力不足，医疗资源整体利用效率不高，
而且专科医院发展相对较慢，儿科、老
年护理等领域服务能力较薄弱。

目前，我市每千人拥有的市办公立
医院床位为0.51张，距离国家建议的
0.9张，尚有一定差距。

目前，涧西区、西工区、瀍河区现有

住院床位配置已经超出相关指标。因
此，《规划》提出，未来几年，将严格控
制医疗资源丰富的部分中心城市区
（洛河以北、陇海铁路以南区域）公立
医院数量。

这些医院可能建在您的家门口

针对医疗资源的分布现状，未来几
年，我市鼓励在诊疗需求比较突出的区
域新增医疗卫生机构，其中不乏一些二
级、三级医院。

《规划》显示：

● 在道北五路与嵩山北路交叉口
新增1个三级综合医院

● 在洛龙区现有综合医院中发展
1个三级综合医院

● 在洛龙区、伊滨区各新增1个二
级以上中医院

● 在武汉路与九都路交叉口、安
居路与四通路交叉口、秦岭路与纱厂西
路交叉口、王城大道与道北五路交叉
口、启明南路与滨河路交叉口、道北六
路与经二路交叉口新增6个二级医院

● 鼓励在洛河以北城市区新建或
让现有的1个二级公立医院转型为二级
以上儿童医院

● 依托目前市第一中医院和市第
一人民医院的建设项目，结合辖区内医
疗卫生服务需求，在伊滨区适当发展相
应医疗卫生机构

鼓励社会资本设立规模较大
的医疗卫生机构

按照“公平可及、统筹规划、科学布
局”的原则，未来几年，针对专科医院发
展较慢，儿科、老年护理等领域服务能
力薄弱等现状，新增的公立医疗卫生机
构将以专科医院、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及
康复、护理等医疗卫生机构为主。

由于病人太多，挂号排队、就诊的
时间往往会被拉长。按照《规划》，我市
将严格控制公立医院规模，回归公立医
疗卫生机构的公益性。省办综合医院
单体规模床位数一般控制在1000张以
下，原则上不超过1500张；市办综合医
院单体规模床位数将控制在800张至
1200张。

在保证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规划布
局合理的前提下，《规划》还积极鼓励社
会资本办医，尤其支持社会资本设立非

营利性医疗卫生机构，鼓励社会资本设
立二级以上规模较大、影响力较强的医
疗卫生机构。

未来，我市住院床位和医务
人员仍有较大缺口

《规划》显示，预计到2020年，我市
常住人口达到720万，城市区人口达到
285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5%，
全市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6.5岁。

根据全市2020年预测常住人口计
算，我市住院床位缺口约为6000张，医
师（含助理医师）缺口约为1000名，护
士缺口约为4000名，全市新增医疗卫
生机构将根据实际需求有序准入。

《规划》还统计了我市居民健康现
状及主要问题。统计数据显示，慢性病
已成为我市居民健康的“头号杀手”，因
慢性病而死亡的人在死亡总人数中占
比达89%，且发病率呈现年轻化趋势。

去年，造成我市居民死亡的原因
中，排名前5的依次为：脑血管疾病、心
脏病、恶性肿瘤、伤害、呼吸系统疾
病。市卫计委工作人员提醒，不健康
的生活方式、个人承受的较大压力及
环境污染等因素影响慢性病发病率，
在日常生活中，对慢性病的预防和治
疗不可大意。

《洛阳市医疗机构设置规划（2016—2020年）》正式发布

这些新建医院，看看是否在您家附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