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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武汉市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简报

2021 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一年来，全市卫生健康系

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

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

攻艰克难、励精图治，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为

全市经济社会持续平稳发展提供坚强保障，实现了“十四五”良

好开局。

一、卫生资源

（一）医疗卫生机构

2021年末，全市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6585个，比上年增加139

个。其中医院364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6089个，专业公共卫生

机构70个，其他卫生机构62个。与上年相比，医院增加2个，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增加131个，专业公共卫生机构保持不变，其他

卫生机构增加6个。（见表1）。

医院中，公立医院111个，民营医院253个。医院按等级分：

三级医院67个（其中三级甲等医院29个），二级医院73个，一级

医院101个，未定级医院123个。医院按类别分：综合医院164个，

中医医院45个，中西医结合医院17个，专科医院132个，护理院6

个。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37个，社区卫生

服务站 199个，乡镇（街道）卫生院 73个，村卫生室 174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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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诊部 1515个，诊所、卫生所、医务室 2424个。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中，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9个，专科疾病防

治院（所、站）14个，妇幼保健院（所、站）15个，急救中心（站）

4个，采供血机构1个，卫生监督机构16个。

表1 全市医疗卫生机构及床位数

机构类别
机构数（个） 床位数（张）

2020年 2021年 2020年 2021年
医院 362 364 81228 84948
综合医院 169 164 54366 56359
中医医院 58 45 7112 6867
中西医结合医院 15 17 4715 4883
专科医院 112 132 14658 16359
护理院 8 6 377 480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5958 6089 10301 10238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33 137 5823 5825
社区卫生服务站 293 199 64 68
卫生院 72 73 4319 4009
村卫生室 1777 1741 - -
门诊部 1444 1515 95 336
诊所、卫生所、医务室 2239 2424 - -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70 70 2305 2396
其他机构 56 62 - 100
全市合计 6446 6585 93834 97682

（二）床位数

2021年末，全市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 9.77万张，其中医院

床位 8.49万张，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床位 1.02万张，专业公共卫

生机构床位数 2396张，其他卫生机构 100张。与上年相比，全

市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增加 3848张，增幅 4.10%，其中医院床

位增加 3720张，增幅 4.58%，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床位减少 63张，

降幅 0.61%，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床位数增加 91张，增幅 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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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1）。

每千人口床位数由2020年的7.61张下降到2021年的7.16张；

每千人口医院床位数由 2020 年的 6.59 张下降到 2021 年的 6.22

张。

图 1 全市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及增长速度

（三）卫生人员总数

1. 卫生人员数量

2021年末，全市医疗卫生机构在岗职工总数 15.52万人，较

上年增加 12721人，增幅为 8.93%。其中卫生技术人员 12.75万

人，较上年增加 12224人；其他技术人员 0.79 万人，管理人员

1.07万人，工勤技能人员 1.09万人。卫生技术人员中，执业（助

理）医师 4.70万人、注册护士 6.27万人、药师（士）0.50万人、

技师（士）0.82 万人，较上年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分别增加

5153人（增幅 12.30%）、5432 人（增幅 9.48%）、296人（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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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 6.32%）和 2583人（增幅 46.28%）。

全市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由 2020年的 9.35人减少到 2021

年的 9.34人，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由 2020的 3.40人增加

到 2021年的 3.45人，每千人口注册护士由 2020年的 4.65人减

少到 2021年的 4.60人。（见表 2）。

2. 卫生人员机构分布

2021年末，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在岗职工总数分别为：医院

10.84万人，占69.80%；基层医疗卫生机构3.82万人，占24.58%；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0.78万人，占5.01%；其他机构947人，占0.61%。

卫生技术人员数分别为：医院8.92万人，占70.01%；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3.11万人，占24.40%；专业公共卫生机构0.67万人，占5.22%；

其他机构464人，占0.36%。

表2 全市卫生人员数

指标 2020年 2021年 同比增长

在岗职工总数（万人） 14.25 15.52 8.93%
卫生技术人员 11.52 12.75 10.61%
执业（助理）医师 4.19 4.70 12.30%
注册护士 5.73 6.27 9.48%
药师（士） 0.47 0.50 6.32%
技师（士） 0.56 0.82 46.28%

其他技术人员 0.66 0.79 20.56%
管理人员 0.79 1.07 35.09%
工勤技能人员 1.02 1.09 7.09%

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人） 9.35 9.34 -0.11%
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人） 3.40 3.45 1.47%
每千人口注册护士（人） 4.65 4.60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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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全市卫生技术人员数

二、医疗服务

（一）医疗服务工作量

2021年，全市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达 8933.71万人次，

其中医院 5790.96万人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2719.42万人次。

与上年相比，总诊疗人次增加 2483.45万人次、增幅 38.50%。其

中医院总诊疗人次增加 1706.54万人次、增幅 41.78%，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增加 664.29万人次，增幅 32.32%。

全市医疗卫生机构出院人数达 283.30万人，其中医院 263.36

万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10.01万人。与上年相比，出院人数增

加 87.54万人，增幅 44.72 %。其中医院出院人数增加 86.07万人，

增幅 48.55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减少 0.91万人，降幅 8.31%。

（见表 3）。

公立医院总诊疗人次达 4998.81万人次。其中，门诊人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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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8.48万人次，急诊人次为 422.65万人次，家庭卫生服务人次

为 69.89万人次，互联网诊疗服务人次为 305.27万人次，健康检

查人次数为 603.23万人次。公立医院出院人数达 227.81万人。

其中，住院病人手术人次数 86.78万人次。

表3 全市医疗服务工作量

机构分类
总诊疗人次数（万人次） 出院人数（万人）

2020年 2021年 2020年 2021年
全市合计 6450.26 8933.71 195.76 283.30
医院 4084.42 5790.96 177.29 263.36
公立医院 3531.89 4998.81 151.94 227.81
民营医院 552.54 792.15 26.46 35.55

医院中：

三级医院 3445.58 4955.41 149.38 234.09
二级医院 434.92 609.58 18.87 18.24
一级医院 96.89 121.00 3.55 4.15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2055.13 2719.42 10.92 10.01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 706.27 1025.68 3.95 4.24

图3 近五年医疗机构诊疗人次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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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近五年医疗机构出院人数变化情况

（二）病床使用

2021年，全市医疗机构病床使用率为 76.14％，比上年提高

10.49 个百分点。其中，医院病床使用率为 80.57%（公立医院

87.62%），同比提高 11.33个百分点（公立医院提高 13.83个百

分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 32.33%，同比下降 2.75个百分点；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为 78.23%，同比提高 10.76个百分点。

全市医疗机构出院者平均住院日为 8.8 日，比去年减少 1.3

日。其中，医院为 8.9 日（公立医院 8.9 日），同比减少 1.5 日

（公立医院减少 1.7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 9.1日，与上年

持平；专业公共卫生机构为 6.3日，同比减少 0.1日。（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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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医疗机构病床使用情况

机构分类
病床使用率（%） 出院者平均住院日

2020年 2021年 2020年 2021年
全市合计 65.65 76.14 10.1 8.8
医院 69.24 80.57 10.4 8.9
公立医院 73.79 87.62 10.6 8.9
民营医院 49.59 53.57 9.1 8.7

医院中：

三级医院 73.25 87.43 10.1 8.6
二级医院 62.45 64.04 12.4 12.6
一级医院 40.14 39.05 13.2 10.6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35.08 32.33 9.1 9.1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67.47 78.23 6.4 6.3

（三）医师工作负担

2021年，全市医疗卫生机构医师日均担负诊疗 7.4人次和住

院 1.5 床日，与去年相比分别增加 1.6 人次和 0.1 床日。其中，

医院医师日均担负诊疗 7.6人次和住院 2.1床日，与去年相比分

别增加 1.9人次和 0.3床日。（见表 5）。

表5 医疗机构医师工作负担情况

机构分类
日均担负诊疗人次 日均担负住院床日

2020年 2021年 2020年 2021年
全市合计 5.8 7.4 1.4 1.5
医院 5.7 7.6 1.8 2.1
公立医院 6.1 8.3 1.9 2.3
民营医院 4.1 5.0 1.3 1.4

医院中：

三级医院 6.2 8.0 1.8 2.2
二级医院 4.7 7.2 1.8 2.0
一级医院 3.3 3.7 1.2 1.1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5.8 6.6 0.3 0.2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 8.2 11.3 0.4 0.3
卫生院 6.4 10.0 0.9 0.8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8.0 10.2 0.9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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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改善医疗服务

截至2021年底，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中，77.97%开展了预约

诊疗服务，83.05%开展了临床路径管理，42.37%开展了远程医

疗服务，98.31%开展了优质护理服务。

三、医药费用

（一）医院医药费用

2021年，医院门诊病人次均诊疗费用 382.7元，比上年下

降 0.08%（当年价格，下同）；人均住院费用 17112.3元，比上

年下降 5.19%。其中次均门诊药费（149.3元）占 39.01%，比上

年下降 0.88个百分点；人均住院药费（4314.1元）占 25.21%，

比上年下降 1.19个百分点。

2021 年，公立医院门诊病人次均诊疗费用、住院病人人均

住院费用较上年略有下降。二级公立医院门诊病人次均诊疗费用

190.4元，较上年下降 36.3%，住院病人人均住院费用 9076.9元，

较上年下降 0.87%；三级公立医院门诊病人次均诊疗费用 380.7

元，较上年增长 1.25%，住院病人人均住院费用 18248.1元，较

上年下降 9.02%。（见表 6）。

（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药费用

2021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次均门诊费用143.4元，

比上年下降11.54%；人均住院费用3704.7元，比上年上涨15.53%。

其中次均门诊药费（79.7元）占55.58%，比上年下降5.43个百分

点；人均住院药费（999.4元）占26.98%，比上年增长2.39个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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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2021年，卫生院次均门诊费用83.2元，比上年下降25.52%；

人均住院费用2577.8元，比上年上涨6.54%。其中次均门诊药费

（53.2元）占63.94%，比上年增长1.90个百分点；人均住院药费

（1065.9元）占41.35%，比上年下降0.71个百分点。（见表6）。

表6 医疗卫生机构病人门诊和住院费用（元）

机构分类
次均门诊费用 人均住院费用

2020年 2021年 2020年 2021年
医院 383.0 382.7 18048.1 17112.3
公立医院 366.8 363.8 18775.6 17692.7
三级公立医院 376.0 380.7 20056.6 18248.1
二级公立医院 298.9 190.4 9156.1 9076.9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 162.1 143.4 3206.6 3704.7
卫生院 111.7 83.2 2419.6 2577.8

四、中医药服务

（一）中医类卫生资源

2021年末，全市中医类医疗卫生机构（不含村卫生室）总数

达951个，比上年增加205个。其中：中医类医院（包括中医医院

和中西医结合医院）62个，中医类门诊部224个，中医类诊所665

个。全市中医类医疗卫生机构床位11772张，其中：中医类医院

11750张（占99.81%）；其他医疗机构中医类临床科室床位3796

张。中医类医院年末5000元以上中医诊疗设备台数共4211台。（见

表7）。

2021年末，全市中医类卫生人员总数达8512人，比上年增加

1458人（增长20.67%）。其中：中医类别执业（助理）医师6720

人，中药师（士）1696人，见习中医师9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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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中医类医院在岗卫生人员总数为 14447 人，同比增加

1431人。卫生技术人员总数为 12210人，同比增加 1159人；执

业（助理）医师 4557人，同比增加 461人；注册护士为 5781人，

同比增加 718人。

表7 全市中医类医疗卫生机构数和床位数

机构类别
机构数（个） 床位数（张）

2020年 2021年 2020年 2021年
中医类医院 73 62 11827 11750
中医医院 58 45 7112 6867
中西医结合医院 15 17 4715 4883

中医类门诊部 132 224 3 22
中医门诊部 122 203 0 9
中西医结合门诊部 10 21 3 13

中医类诊所 541 665 - -
中医诊所 384 574 - -
中西医结合诊所 157 91 - -

其他医疗机构中医类临床科室 - - 3623 3796
合计 746 951 11830 11772

（二）中医医疗服务

2021年，全市中医类医院总诊疗人次达881.10万人次，比上

年增加270.55万人次（增长44.31%），占全市医院总诊疗人次的

15.22%，其中中医治未病服务人次为21.45万人次；其他医疗机

构中医类临床科室诊疗人次为217.50万人次。全市中医类医院出

院人数30.67万人，比上年增加8.94万人（增长41.12%）；其他医

疗机构中医类临床科室出院人数为6.78万人。（见表8）。

2021年，全市中医医院医师日均担负诊疗8.3人次，比上年

增加2.0人次；医师日均担负住院1.9床日，较上年增加0.2床日。

中西医结合医院医师日均担负诊疗7.0人次，比上年增加1.5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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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师日均担负住院1.6床日，较上年增加0.2床日。

表8 全市中医类医疗卫生机构医疗服务量

机构分类
总诊疗人次数（万人次） 出院人数（万人）

2020年 2021年 2020年 2021年
中医类医院 610.55 881.10 21.73 30.67
中医医院 352.44 521.39 12.85 17.48
中西医结合医院 258.11 359.71 8.88 13.19

中医类门诊部 52.87 85.22 - -
中医门诊部 50.40 78.98 - -
中西医结合门诊部 2.47 6.24 - -

中医类诊所 99.73 94.71 - -
中医诊所 56.70 75.93 - -
中西医结合诊所 43.03 18.78 - -

其他医疗机构中医类临床科室 157.88 217.50 5.24 6.78

图5 近五年中医类医院诊疗人次和出院人数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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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疾病控制与公共卫生

（一）传染病

2021年，全市甲、乙类传染病报告发病率148.69/10万，报告

死亡率0.67/10万，病死率为0.45%。

（二）血吸虫病防治

2021年全市血吸虫病防治应查人数94200人，粪检人数682

人。查出病人数401人。实有病人数401人，其中晚期病人数401

人。治疗病人数140人，其中晚期病人数140人。全年完成查螺面

积185239平方米，查出钉螺面积83113平方米，灭螺总面积24110

平方米，基本灭光总面积4680平方米，累计灭螺总面积占有螺面

积的90.62%。（见表9）。

表 9 血吸虫病查治情况

年份
应查

人数

粪检

人数

查出病人数 实有病人数 治疗病人数

合计
其中新

病人数
合计

其中

晚期
合计

其中

晚期

2021 94200 682 401 0 401 401 140 140

（三）爱国卫生和健康城市建设

2021年，全市新创建国家卫生乡镇8个，省级卫生乡镇（街

道）31个，省级卫生社区168个，省级卫生村241个，省级卫生单

位239个，市级无烟党政机关84个，全市省级卫生乡镇覆盖率达

100%；积极开展“健康细胞工程”建设，年内全市新建市级健

康示范社区9个，市级健康示范村3个，市级健康示范单位37个。

积极开展全民健康素养提升工程，城乡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达

2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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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免疫规划

2021年，积极推进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工作，建证率、建

簿率均为100.00%。脊灰疫苗接种率为98.57%，百白破疫苗接种

率96.83%，麻腮风疫苗接种率96.03%，A群流脑疫苗接种率为

91.90%，甲肝疫苗接种率为95.08%，白破疫苗接种率96.67%。

截至2021年底，全市累计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796.92万剂次。

新冠病毒疫苗3岁及以上人群全程接种率为94.00%。

（五）死因顺位

2021 年全市居民前五位死因依次为恶性肿瘤、脑血管病、

心脏病、损伤中毒、呼吸疾病，死亡率分别为 172.52/10 万、

134.40/10万、122.69/10万、48.92/10万和 45.62/10万，由其引起

的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比例分别为 27.42%、21.37%、19.50%、

7.78%和 7.25%，累计为 93.95%。（见表 10）。

与上年相比，前十位死因相同，其中损伤中毒、内分泌营养

代谢疾病引起的死亡率分别增长了 10.80%和 2.50%，其余八类死

因引起的死亡率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从不同性别看，男性和女

性前三位死因顺位均与总体顺位一致。

表 10 2020年和 2021年全市居民前十位死因顺位统计表

顺位

2020年 2021年

病名
死亡率

（1/10万）

构成比

（%）
病名

死亡率

（1/10万）

构成比

（%）

1 恶性肿瘤 178.01 24.38 恶性肿瘤 172.52 27.42
2 脑血管病 145.51 19.93 脑血管病 134.40 21.37
3 心脏病 137.81 18.88 心脏病 122.69 19.50
4 呼吸系病 63.79 8.74 损伤中毒 48.92 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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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2020年和 2021年全市居民前十位死因顺位统计表（续）

5 损伤中毒 44.15 6.05 呼吸系病 45.62 7.25

6 传染病和寄生虫病 44.06 6.04 内分泌营养代谢

疾病
29.97 4.76

7 内分泌营养代谢

疾病
29.24 4.00 消化系病 14.06 2.23

8 消化系病 16.73 2.29 神经系病 9.38 1.49
9 神经系病 11.4 1.56 传染病和寄生虫病 6.90 1.10
10 泌尿生殖系病 8.62 1.18 泌尿生殖系病 6.53 1.04

图 6 2021年全市居民分性别前十位死因情况比较

六、妇幼卫生与健康老龄化

（一）妇幼卫生

据全市妇幼健康监测，2021年，全市孕产妇死亡率为6.91/10

万，新生儿死亡率0.90‰，婴儿死亡率1.66‰，5岁以下儿童死亡

率2.27‰。与上年相比，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新生儿死

亡率和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见表11）。

2021年，孕产妇产前检查率、产后访视率分别为99.32%、

98.48%，较上年分别上升0.03%和下降0.08%。3岁以下儿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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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率为85.01%，孕产妇系统管理率为93.75%。

表11 全市妇幼工作主要指标完成变化情况

年份

孕产妇死

亡率
（1/10万）

新生儿

死亡率

（‰）

婴儿死

亡率

（‰）

五岁以

下儿童

死亡率

（‰）

产前检

查率

（%）

产后访

视率

（%）

住院分

娩率

（%）

新法接

生率

（%）

2019 3.26 1.26 2.13 2.93 99.91 98.37 100 100
2020 7.02 1.12 1.84 2.47 99.29 98.56 100 100
2021 6.91 0.90 1.66 2.27 99.32 98.48 99.99 99.99

（二）推进老年健康服务和医养结合

截至2021年底，全市设有老年医学科的二级及以上医院55

个，老年友善医疗机构182个，老年医院21个。全市两证齐全（具

备医疗卫生机构资质，并进行养老机构备案）的医养结合机构数

共有56家。全市二级及以上医院中，69.85%设置老年绿色通道，

33.82%的机构与其他医疗机构建立针对老年人的双向转诊合作

关系。

2021年末，接受健康管理的65岁及以上老年人数58.94万人；

按照规范要求进行高血压患者健康管理的65岁及以上老年人数

33.83万人；按照规范要求进行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的65岁及以

上老年人数14.70万人。

七、血液安全与供应

2021年血液总采集量稳步提升，全市共采集全血 19.0万人次、

32.31万个单位，分别同比增长 44.32%、48.54%；采集成分血 5.88

万人次、8.35万个治疗量，分别同比增长 37.34%、35.36%。其中，

公民自愿无偿献血 15.68万人次，同比增长 49.33%。供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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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总供血量（含冷沉淀）54.30万个单位，同比增长 30.15%。

（见表 12）。

表12 全市采供血工作情况

年份
采血总人次（人次） 采血总量（单位） 总供血量

（单位）

总供血量

（含冷沉淀）全血 成分血 全血 成分血

2021年 189987 58798 323050 83475 465110 542966

八、院前急救服务

2021年，全市急救机构电话受理量 84.31万余次，有效派车

17.72万余次，同比增长 16.46％，院前急救服务网络平均反应时

间约为 12秒，救治 16.39万人次，同比增长 5.38%。与上年相比，

救治人次数排前三位的疾病仍为损伤及中毒、心脏病（含高血压

性心脏病）和脑血管病。（见表 13）。

表13 院前急救服务利用情况

指标 2020年 2021年
急救呼叫次数（次） 818464 843068
出车次数（次） 152140 177186
救治人次数（ICD-10） 155557 163929
其中：心脏病（含高血压性心脏病） 16263 17241

高血压（不含高血压性心脏病） 2948 2673
脑血管病 15840 16732
损伤及中毒 42451 49131
传染病 10106 5916
恶性肿瘤 3679 4238
呼吸系统疾病 13949 14167
消化系统疾病 10959 13798
神经系统疾病 12790 12194
泌尿系统疾病 2740 2697
妊娠、分娩及产褥期并发症 2220 2141
其他 21612 2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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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医疗卫生监督

2021年，全市医疗机构监督检查应监督5507户，应监督中实

监督5270户（实监督10802户次），监督覆盖率95.70%，国家随

机监督抽查完结率100%。取缔无证行医85户次，依法作出卫生

行政处罚案件20件。

十、人口情况与期望寿命

2021年末，全市常住人口1364.89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20.12

万人。全市二孩率40.46%，多孩率3.80%。

2021年，全市人均期望寿命82.15岁，其中男性79.59岁，女

性84.88岁。比上年末分别增加1.58岁、1.51岁、1.6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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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卫生健康信息化建设

2021年，全市互联网诊疗服务人次达 320.82万人次，其中远

程医疗服务 23.82万人次，互联网诊察服务 204.47万人次。健康

武汉官微小程序总计用户达 903.81万人，累计访问量 11985.77万

次，健康武汉官微微信公众号累计关注用户达 299.68万人，访问

量 3486.47万次，健康武汉 APP累计用户 1.51万人，访问量 15.22

万次；采集整理健康档案 855余万份。

十二、与“十四五”规划部分发展指标的比较

2021 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全市卫生健康工作取

得积极进展。对标我市“十四五”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规划部分指

标，健康水平相关指标已达到或接近预期水平；卫生资源相关指

标与预期目标存在一定差距，从总量分析，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

执业（助理）医师数、注册护士数呈逐年增长的趋势，但考虑到

全市常住人口的快速增长（2021年末全市常住人口 1364.89万，

比上年末增加 120.12万），使得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

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等指标相比

上年有所下降。健康服务相关指标中的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就诊率、每千人口献血率等与预期目标存在一定差

距。



- 20 -

表14 与“十四五”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规划部分指标的比较

指标分类 指标名称 2021 年 2025 年

健康水平

人均预期寿命（岁） 82.15 82.4

婴儿死亡率（‰） 1.66 ≤2.5

孕产妇死亡率（/10万） 6.91 ≤9

卫生资源

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张） 7.16 8.8

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人） 3.45 4.74

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人） 4.60 5.2

每万人口全科医生数（人） 2.79 5

每千人口中医执业类（助理）医师数（人） 0.49 0.62

健康服务

居民健康素养水平（%） 29.60 35

人群过早死亡率（%） 11.10 ≤10.5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就诊率（%） 30.4 40

三级医院平均住院日（天） 8.6 ≤8

每千人口献血率（‰） 11.49 20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处置及时率（%） 100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