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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武汉市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简报

2020年，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市卫生健康委深

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

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记嘱

托、拼搏进取，取得了武汉抗疫保卫战、疫后复苏保卫战的胜

利。

一、卫生资源

（一）医疗卫生机构

全市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 6446 个。其中医院 362 个，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 5958 个，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70 个，其他卫生

机构 56 个。与上年相比，医院减少 45 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减少 54 个，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增加 1 个，其他卫生机构增加

47 个。

医院中，公立医院 112 个，民营医院 250 个。医院按等级

分，三级医院 62 个（其中三级甲等医院 27 个，含部队医院），

二级医院 59 个，一级医院 122 个，未定级医院 119 个。医院按

类别分，综合医院 169 个，中医医院 58 个，中西医结合医院

15 个，专科医院 112 个，护理院 8 个。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33 个，社区卫

生服务站 293 个，乡镇（街道）卫生院 72 个，村卫生室 1777

个，门诊部 1444 个，诊所、卫生所、医务室 2239 个。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中，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8 个，其中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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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个、市级 1 个、区级 14 个，行业属 2 个。卫生健康监督机构

15 个，其中省级 1 个、市级 1 个、区级 13 个。
表1 各类医疗机构变化情况

年份
全市

合计

医院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专

业

公

共

卫

生

机

构

其

他

卫

生

机

构

小计 小计综合

医院

中医

医院

专科

医院

社

区

卫

生

服

务

中

心

卫生

院

村卫

生室
门诊部

诊所、

卫生

所、医

务室

2018 6340 398 177 65 105 5853 133 84 1701 1298 2349 79 10
2019 6497 407 194 45 134 6012 133 72 1829 1393 2340 69 9
2020 6446 362 169 58 112 5958 133 72 1777 1444 2239 70 56

图 1 近三年各类医疗机构变化情况

（二）卫生人员

2020 年，全市医疗卫生机构在岗职工总数 14.25 万人，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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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技术人员数 11.52 万人，其中执业(助理)医师 4.19 万人，注

册护士 5.73 万人，药师（士）0.47 万人，技师（士）0.56 万人。

与上年相比，全市卫生技术人员总数增加 1022 人，增幅为 0.89%，

其中执业(助理)医师增加 567 人，增幅为 1.37%；注册护士增加

500 人，增幅为 0.88%。

全市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由 2019 年的 10.19 人减少到

2020 年的 9.35 人，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由 2019 年的 3.69

人减少到 2020 的 3.40 人，每千人口注册护士由 2019 年的 5.07

人减少到 2020 年的 4.65 人。

表2 卫生人员变化情况（万人）

年份

在岗卫

生人员

总数

卫生技术人员数
其他技

术、管理、

工勤等人

员
小计

执业（助

理）医师）

注册护

士

药师

（士）

技师

（士）
其他

2018 13.63 10.96 3.96 5.44 0.47 0.54 0.51 2.40
2019 14.18 11.42 4.13 5.68 0.47 0.55 0.58 2.50
2020 14.25 11.52 4.19 5.73 0.47 0.56 0.58 2.47

图2 近五年全市卫生人员变化情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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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

2020年，全市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 9.38万张，其中医

院床位 8.12万张，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床位 1.03万张，专业公

共卫生机构床位数 2305张。与上年相比，全市医疗卫生机构

床位数减少 2523张，降幅 2.62%，其中医院床位减少 1608
张，降幅 1.94%，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床位减少 746张，降幅

6.75%，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床位数减少 169张，降幅 6.83%。

每千人口床位数由 2019年的 8.59张下降到 2020年的

7.61张；每千人口医院床位数由 2019年的 7.39张下降到

2020年的 6.59张。

表3 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变化情况（张）

年份 全市合计 医院
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

专业公共卫生

机构

2018 95277 81765 11024 2488
2019 96357 82836 11047 2474
2020 93834 81228 10301 2305

图3 近五年全市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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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医疗服务

（一）医疗服务工作量

2020年，全市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达 6450.26万人

次，其中医院 4084.42万人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2055.13
万人次。与上年比较，总诊疗人次减少 2663.06万人次、降

幅 29.22%。其中医院减少 1865.54万人次、降幅 31.35%，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减少 714.81 万人次，降幅 25.81%。

全市医疗卫生机构出院人数达 195.76万人次，其中医院

177.29万人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10.92万人次。与上年比

较，出院人数减少 128.29万人，降幅 39.59%。其中医院减

少 146.76万人、降幅 45.29%，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减少 9.65
万人次，降幅 46.90%。

表 4 医疗机构门诊、住院变化情况（人）

机构分类 总诊疗人次数 出院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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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19 年

全市合计 64502576 91133166 1957611 3240505

一、医院 40844215 59499607 1772895 3240505

公立 35318854 52780897 1519387 2551047

民营 5525361 6718710 264565 391852

医院中：

三级医院 34455845 50657235 1493792 2565987

二级医院 4349156 5777021 188731 293424

一级医院 968933 1737283 35504 56005

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20551311 27699441 109221 205677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 7062741 10849590 39508 81049

图4 近五年医疗机构诊疗人次变化情况（万人）

图5 近五年医疗机构出院人数变化情况（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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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医疗机构病床使用率及平均住院日

2020年，全市医疗机构病床使用率为 65.65％，比上年

下降 24.38个百分点。其中，医院病床使用率为 69.24%，同

比下降 25.64个百分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 35.08%，同比

下降 16.50个百分点；专业公共卫生机构为 67.47%，同比下

降 17.73个百分点。

全市医疗机构出院者平均住院日数为 10.1天，同比增加

1.1天。其中，医院为 10.4天，同比增加 1.2天；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为 9.1天，同比增加 0.9天；专业公共卫生机构为

6.4天，同比增加 0.3天。

表5 医疗机构工作效率变化情况

机构分类

病床使用率(%) 出院者平均住院日

2020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19 年

全市合计 65.65 90.03 10.1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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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 69.24 94.88 10.4 9.2

公立 73.79 103.61 10.6 9.3

民营 49.59 58.34 9.1 8.2

医院中：

三级医院 73.25 104.93 10.1 9.0

二级医院 62.45 72.84 12.4 10.6

一级医院 40.14 46.3 13.2 10

图6 各类医疗机构病床使用率(%)

图7 各类医疗机构出院者平均住院日（天）

http://119.96.153.153:8086/meta/WSTJFX/analyses/portal/portal?selectedId=411893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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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医师诊疗担负工作量

全市医师日均诊疗担负工作量为 5.8 人次、住院担负工作

量为 1.4 床日；与上年相比，日均门诊担负工作量减少 2.6 人

次，住院担负工作量减少 0.6 床日。其中，医院医师日均诊疗

担负工作量为 5.7 人次，同比减少 2.8 人次；住院担负工作量

为 1.8 床日，同比减少 0.9 床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日均诊疗

担负工作量为 5.8 人次，同比减少 2.1 人次，住院担负工作量

为 0.3 床日，同比减少 0.1 床日；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医师日均

诊疗担负工作量为 8.2 人次，同比减少 4.7 人次；住院担负工

作量为 0.4 床日，同比减少 0.3 床日；卫生院医师日均诊疗担

负工作量为 6.4 人次，同比减少 1.5 人次、住院担负工作量为

0.9 床日，同比减少 0.5 床日。

表6 医疗机构工作效率变化情况

分类

日均诊疗担负工作量（人次） 住院担负工作量（床日）

2020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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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 5.8 8.5 1.4 2.0

医院 5.7 8.6 1.8 2.7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5.8 7.9 0.3 0.4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8.2 12.9 0.4 0.7

卫生院 6.4 7.9 0.9 1.4

图8 近五年医疗机构工作效率变化情况

（四）次均费用

全市门诊病人次均诊疗费用为 320.5 元，其中，医院 383.0

元，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164.5 元，专业公卫机构 292.1 元。与

上年相比，全市门诊病人次均诊疗费用增加 40.5 元，其中，医

院增加 49.1 元，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增加 36.7 元，专业公卫机

构减少 1.9 元。

全市住院病人人均住院费用为 16857.5 元，其中，医院

18048.1 元，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2658.8 元，专业公卫机构 9439.2

元。与上年相比，全市门诊病人次均诊疗费用增加 2786.5 元，

其中，医院增加 2912.5 元，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增加 451.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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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公卫机构减少 1183.8 元。

（五）中医服务能力

1、床位数及床位使用率

2020 年，全市中医医院编制床位数为 7139 张，相较于上

一年增长 5.26%；实有床位数为 7112 张，相较于上一年增长

8.41%；病床周转次数为 23.0 次，相较于上一年下降 31.34%；

病床使用率为 66.84%，相较于上一年下降 21.69 个百分点。

表7 全市中医医院床位数变化情况(张)

年份 机构分类 编制床位数 实有床位数 病床周转次数 病床使用率（%）

2018年

中医医院

6576 6448 32.2 84.93

2019年 6782 6560 33.5 88.53

2020年 7139 7112 23.0 66.84

2、中医医院人员数变化情况

全市中医医院在岗卫生人员总数为 7185 人，同比减少 171

人。卫生技术人员总数为 5975 人，同比减少 122 人；执业（助

理）医师 2225 人，同比减少 40 人；执业医师为 2097 人，同比

减少 83 人；注册护士为 2539 人，同比增加 10 人。

表8 全市中医医院人员数变化情况(人)

年份

在岗卫

生人员

总数

卫生技术人员

其他技术、

管理、工勤

等人员
小计

执业（助理）医师

注册

护士

药师

（士）

技师

（士）
其他

执业

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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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医医院工作效率情况

全市中医医院医师人均全年担负诊疗人次为 1584.0 人次，

较上年减少 681.4 人次；住院床日为 614.1 日，较上年减少 221.6

日。医师人均每日担负诊疗人次 6.3 人次，较上年减少 2.7 人

次，住院床日为 1.7 日，较上年减少 0.6 日。

表 9 全市中医医院工作效率情况

年份
医师人均全年担负 医师人均每日担负

诊疗人次 住院床日 诊疗人次 住院床日

2018年 2188.4 817.3 8.7 2.2

2019年 2265.4 835.7 9.0 2.3

2020年 1584.0 614.1 6.3 1.7

4、中医医院门诊服务情况

全市中医医院总诊疗人次数为 352 4426 次，较上年减少

31.16%。门、急诊人次 3520996 次，较上年减少 30.99%。健康

检查人数为 382977 人，较上年增加 41.34%。。

表 10 全市中医医院门诊服务情况

年份 总诊疗人次 门、急诊人次 健康检查人数

2018年 4770625 4754879 234369

2018
年

7147 589
9 2180 2025 253

2 515 378 294 1248

2019
年

7356 609
7

2265 2180 252
9

547 352 404 1259

2020
年

7185 597
5 2225 2097 253

9 550 334 327 1210



- 13 -

2019年 5119852 5102287 270947

2020年 3524426 3520996 382977

三、常住人口与期望寿命

2020 年，全市常住人口 1232.65 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111.45

万人。

2020 年，全市人均期望寿命 80.57 岁，其中男性 78.08 岁，

女性 83.26 岁。比上年末分别减少 0.91 岁、0.97 岁、0.82 岁。

图9 近五年人均期望寿命变化情况（岁）

四、妇幼保健

2020年，全市婴儿死亡率为1.84‰，新生儿死亡率为1.12‰，

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 2.47‰。产前检查率、产后访视率分别

为 99.29%、98.56%。较上年相比，婴儿死亡率下降 0.29‰，新

生儿死亡率下降 0.14‰，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下降 0.46‰。产

前检查率下降 0.19%、产后访视率上升 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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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近五年妇幼主要指标（1/‰）

表 11 全市妇幼工作主要指标完成变化情况

年份

婴儿死

亡率(1/

千)

围产儿

死亡率

(1/千)

产前检

查率(%)

产后访

视率(%)

住院分

娩率(%)

新法接

生率(%)

新生儿

死亡率

(1/千)

五岁以

下死亡

率(1/

千)

2018 1.95 2.71 99.72 98.1 100 100 1.14 2.45
2019 2.13 3.05 99.91 98.37 100 100 1.26 2.93
2020 1.84 3.30 99.29 98.56 100 100 1.12 2.47

五、重大疾病

（一）死因顺位

2020 年导致武汉市居民死亡率排名前三位仍然是恶性肿

瘤 178.01/10 万、脑血管病 145.51/10 万和心脏病 137.81/10 万。

男女死因顺位稍有差异，男性死亡率前三位为恶性肿瘤

224.93/10 万，脑血管病 155.21/10 万和心脏病 140.50/10 万，女

性死亡率前三位为脑血管病 135.47/10 万、心脏病 135.02/10 万

和恶性肿瘤 129.43/10 万。

表 12 2020年武汉市居民死亡十种主要疾病顺位机构成

合计 男性 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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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名
死亡率

(1/10 万)

构成比

(%)
病名

死亡率

(1/10 万)

构成比

(%)
病名

死亡率

(1/10 万)

构成比

(%)

恶性肿瘤 178.01 24.38 恶性肿瘤 224.93 27.39 脑血管病 135.47 21.31

脑血管病 145.51 19.93 脑血管病 155.21 18.90 心脏病 135.02 21.24

心脏病 137.81 18.88 心脏病 140.50 17.11 恶性肿瘤 129.43 20.36

呼吸系病 63.79 8.74 呼吸系病 81.50 9.87 呼吸系病 45.92 7.22

损伤中毒 44.15 6.05 传染病和寄生虫病 55.44 6.75 损伤中毒 40.73 6.41

传染病和寄生虫病 44.06 6.04 损伤中毒 47.46 5.78 传染病和寄生虫病 32.29 5.08

内营代 29.24 4.00 内营代 28.61 3.48 内营代 29.89 4.70

消化系病 16.73 2.29 消化系病 19.00 2.31 消化系病 14.37 2.26

神经系病 11.40 1.56 神经系病 11.04 1.34 神经系病 11.77 1.85

泌尿生殖系病 8.62 1.18 泌尿生殖系病 9.98 1.22 泌尿生殖系病 7.21 1.13

（二）免疫规划

2020 年，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工作，建证率、建簿率均

为 100%，

脊灰疫苗接种率为 99.44%，百白破疫苗接种率 99.42%，麻

腮风疫苗接种率 99.37%，A 群流脑疫苗接种率为 98.95%。

表 13 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调查情况

年份
免疫登记率（%） 单苗接种率（%）

建证率 建薄率 脊灰 百白破 麻腮风 A 群流脑

2018年 100 100 99.75 99.78 99.84 99.80

2019年 100 100 99.75 99.74 99.85 99.76

2020年 100 100 99.44 99.42 99.37 98.95

（三）血吸虫防治

2020 年全市血吸虫病防治应查人数 134600 人，粪检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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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1 人。查出病人数 429 人，去年遗留病人数 0 人。实有病人

数 429 人，其中晚期病人数 429。治疗病人数 161 人，其中晚

期病人数 161 人。

表 14 血吸虫病查治情况

年份 应查人数
粪检

人数

查出病人数 去年

遗留

病人

数

实有病人数 治疗病人数

合计
其中新

病人
合计

其中

晚期
合计

其中

晚期

2020 134600 1371 429 0 0 429 429 161 1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