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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文件
苏卫规划〔２０１８〕２８号

关于印发《２０１７年江苏省卫生和计划生育
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的通知

各设区市及昆山、泰兴、沭阳县（市）卫生计生委：

现将《２０１７年江苏省卫生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印

发给你们，供参考。

江苏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２０１８年７月１０日

（信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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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江苏省卫生和计划生育事业

发展统计公报

２０１７年，全省卫生计生部门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认真

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

“健康江苏”建设为主线，深化省级综合医改试点，优化生育全程

服务管理，提升卫生计生服务能力，以惠民促富民、以健康促小

康，卫生计生事业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一、卫生资源

（一）医疗卫生机构总数

２０１７年末，全省医疗卫生机构总数３２０３７个，比上年减少９８

个。其中：医院１７２７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２９１１８个，专业公共

卫生机构９１１个。与上年比较，医院增加４８个，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增加２个，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减少１４８个。

全省医疗机构３１１００个，其中：非营利性医疗机构２４２６９个，

占医疗机构总数的７８０４％；营利性医疗机构６８３１个，占医疗机

构总数的２１９６％。医疗机构按经济类型分，国有３８８０个，占

１２４８％；集体１７０１４个，占５４７１％；联营６１１个，占１９６％；私

营医疗机构７６７１个，占２４６７％；其他机构１９２４个，占６１９％。

医疗机构中，公立医疗机构２０８９４个，占６７１８％，较上年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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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０个；非公医疗机构１０２０６个，占３２８２％，较上年增加３２３个。

医疗机构中，三级医疗机构１６１个，二级医疗机构３７３个，一级

医疗机构７１５个。

表１　全省医疗卫生机构数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６

总计 ３２０３７ ３２１３５

　医院 １７２７ １６７９

　　公立医院 ４７３ ５２５

　　民营医院 １２５４ １１５４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２９１１８ ２９１１６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 ２７８０ ２６６０

　　　乡镇卫生院 １０５６ １０３９

　　　村卫生室 １５３２０ １５４８１

　　　诊所卫生所医务室 ８４７９ ８６３４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９１１ １０５９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１１６ １１７

　　　专科疾病防治院（所、站） ４３ ４２

　　　妇幼保健院（所、站） １１０ １１０

　　　卫生监督所（中心） １０４ １０６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 ４５９ ６０５

　其他卫生机构 ２８１ ２８１

注：＃系其中数。以下各表同。

医院中，公立医院４７３个，民营医院１２５４个。医院按床位数

分：１００张床位以下医院１０３０个，１００－１９９张的医院２６８个，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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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９张的医院２２１个，５００－７９９张的医院８８个，８００张及以上

的医院１２０个。８００张及以上床位医院较上年增加５个。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２７８０个，乡

镇卫生院１０５６个，诊所、卫生所和医务室８４７９个，村卫生室

１５３２０个。

妇幼健康服务机构中，三级妇幼保健院（妇产医院）１０个，

二级妇幼保健院（妇产医院）２３个。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中，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１１６个，卫生监督

机构１０４个。

（二）卫生人员总量

２０１７年末，全省卫生人员总数达６９２７９４人（包括村卫生室人

员数，下同），与上年比较，增加３８５８４人（增长５９０％）。卫生

人员中：卫生技术人员５４７９９３人，其他技术人员２９４９５人，管理

人员２９１２９人，工勤技能人员５５２４３人。与上年比较，卫生技术

人员增加３０９２８人（增长５９８％），其他技术人员增加４２７５人，管

理人员增长２７５０人，工勤技能人员增加２２２１人。

卫生技术人员中：在岗执业（助理）医师２１７２２５人（其中执业

医师１８１３３５人），较上年增加１２５３８人（增长６１３％），在岗注册

护士２３７１５６人，较上年增加１５９５４人（增长７２１％），在岗药师

２８８３８人，较上年增加１０７９人（增长３８９％），在岗技师２７７２４人，

较上年增加２０３６人（增长７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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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全省卫生人员总数（万人）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６

总　计 ６９２８ ６５４２

卫生技术人员 ５４８０ ５１７１

　　＃执业（助理）医师 ２１７２ ２０４７

　　　内：执业医师 １８１３ １６９９

　　注册护士 ２３７２ ２２１２

　　药师（士） ２８８ ２７８

　　技师（士） ２７７ ２５７

其他技术人员 ２９５ ２５２

管理人员 ２９１ ２６４

工勤技能人员 ５５２ ５３０

乡村医生和卫生员 ３０９ ３２５

　　２０１７年末卫生人员机构分布：医院４１７５４３人（占６０２７％），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２３２８５０人（占３３６１％），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３５８４９人（占５１７％）。

２０１７年，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２７１人，每千人口注册

护士２９５人。

（三）医疗机构床位数

２０１７年末，全省医疗机构床位４６９８０５张，其中：医院床位

３７０２９１张（内：公立医院２４５１６９张，民营医院床位数１２５１２２张），

占床位总数的７８８２％；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床位８９５６０张，占床位

总数的１９０６％。与上年比较，全省医疗机构床位增加２６７０５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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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６０％，其中：医院床位增加１４０６３张，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床位增加１２０１４张。全省每千人口床位数由２０１６年的５５４张增加

到２０１７年的５８５张。

表３　全省医疗机构床位数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６

总计 ４６９８０５ ４４３１００

　医院 ３７０２９１ ３５６２２８

　　公立医院 ２４５１６９ ２４８６８１

　　民营医院 １２５１２２ １０７５４７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８９５６０ ７７５４６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 ２１３３６ １８４８０

　　　乡镇卫生院 ６７９２２ ５８７６８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７３５７ ６４９５

　其他卫生机构 ２５９７ ２８３１

　　二、医疗服务

（一）门诊工作量

２０１７年，全省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达５８４３７２４万人次，

比上年增加３３２１２３万人次（增长５８３％）。２０１７年，居民到医疗

卫生机构平均就诊７２８次。

２０１７年总诊疗人次中，医院２５７１６９４万人次（占４４０１％），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３１３３７９９万人次（占５３６３％），其他医疗机构

１３８２３１万人次（占２３７％）。

２０１７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含一级及以下医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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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８７７３０万次诊疗服务，占全省总诊疗人次的５９６８％。

２０１７年，公立医院诊疗人次１９８２１７２万人次（占医院总诊疗

人次的７７０８％），民营医院５８９５２２万人次（占医院总诊疗人次的

２２９２％）。

２０１７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诊疗人次达

１８２７１７４万人次，比上年增加２１８９０６万人次。乡镇卫生院和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站）诊疗人次占诊疗总量的３１２７％。

表４　全省医疗机构工作量及入院情况

诊疗人次数（万次） 入院人数（万人）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６

总计 ５８４３７２４ ５５２１６０１ １４１８０４ １３０９００

　医院 ２５７１６９４ ２４７５４７１ １１３１７３ １０７７５８

　　公立医院 １９８２１７２ １９７８２３５ ８３８３８ ８３２７９

　　民营医院 ５８９５２２ ４９７２３６ ２９３３５ ２４４７９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３１３３７９９ ２９１１６３０ ２５３８４ １９８２２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 ８８０２８９ ７７９４１３ ４３５７ ３４５９

　　　乡镇卫生院 ９４６８８５ ８２８８５６ ２１０１７ １６３３８

　其他医疗机构 １３８２３１ １３４４９９ ３２４７ ３３２０

　　（二）住院工作量

２０１７年，全省医疗卫生机构入院人数１４１８０４万人，比上年

增加１０９０４万人（增长８３３％），全省居民年住院率为１７６６％。

２０１７年入院人数中，医院１１３１７３万人（占７９８１％），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２５３８４万人（占１７９０％），其他医疗机构３２４７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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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占２２９％）。与上年比较，医院入院增加５４１５万人，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入院增加５５６２万人，其他医疗机构入院减少０７３万

人（见表４）。

２０１７年，公立医院入院人数８３８３８万人（占医院入院人数的

７４０９％），民营医院２９３３５万人（占医院入院人数的２５９２％），

民营医院入院人数占比较上年同期提高３２个百分点。

（三）医师工作负荷

据卫生部门综合医院统计，２０１７年医师日均担负诊疗９０１

人次，比上年减少０３０人次；平均每个医师每天担负住院２６０

床日，比上年减少０１２床日。不同级别医院医师工作负荷均较

上年有所下降（见表５）。

表５　卫生部门四级综合医院医师日均担负工作量

医师日均担负诊疗人次 医师日均担负住院床日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６

合　　计 ９０１ ９３１ ２６０ ２７２

省　　属 １０１９ １２３６ ２７３ ３３９

地级市属 ９１２ ９１３ ２５４ ２６３

县级市属 ８９５ ９１６ ２５５ ２５６

县　　属 ７４０ ７７７ ２９０ ３１８

　　（四）病床使用

２０１７年，全省医疗机构病床使用率为８２８３％，其中：医院

８７４５％，乡镇卫生院６７５４％，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５６０７％。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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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比较，医疗机构病床使用率提高 ０３７个百分点，医院提高

０１４个百分点，乡镇卫生院提高３９５个百分点，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提高４４个百分点。

２０１７年，医疗机构出院者平均住院日为９１日，其中：医院

９５日，乡镇卫生院７３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８９日。与上年

比较，医疗机构出院者平均住院日比减少０２日，医院减少０１

日，乡镇卫生院减少０３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减少０１日（见

表６）。

表６　医疗机构病床使用率及出院者平均住院日

病床使用率（％） 出院者平均住院日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６

总计 ８２８３ ８２４６ ９１ ９３

医院 ８７４５ ８７３１ ９５ ９６

　　＃综合医院 ８９３０ ８８７２ ８６ ８８

　　　中医医院 ８９２２ ８９６８ ９３ ９４

　　　专科医院 ８３７６ ８４５８ １２４ １３０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５６０７ ５１６７ ８９ ９０

乡镇卫生院 ６７５４ ６３５９ ７３ ７６

妇幼保健院（所、站） ８０５５ ８７１５ ６７ ６９

专科疾病防治院（所站） ７６３７ ７０２５ ４００ ３２４

　　三、基层卫生

（一）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建设

２０１７年末，全省已设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２７８０个，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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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５５８个，社区卫生服务站２２２２个。与上年

相比，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增加１４个，社区卫生服务站增加１０６

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人员４１９５３人，平均每个中心７５人；社区

卫生服务站人员７３１７人，平均每站３２９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站）人员数比上年增加４８２３人，增长１０８５％。

（二）社区医疗服务

２０１７年，全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诊疗７３３４２４万人次，

住院４３５２万人；平均每个中心诊疗１３１４万人次，住院７８０人；

医师日均担负１９８０诊疗人次和０７０住院床日。社区卫生服务站

提供诊疗１４６８６５万人次，平均每站年诊疗６６０９５９人次（见表

７）。

表７　社区卫生服务情况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６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个） ５５８ ５４４

　床位数（张） ２１１０７ １８１７５

　卫生人员数（人） ４１９５３ ３７４２０

　　其中：卫生技术人员 ３５２８３ ３１４７２

　　　　　内：执业（助理）医师 １４８４７ １３３３６

　诊疗人次（万人次） ７３３４２４ ６３７３５４

　入院人数（万人） ４３５２ ３４５４

医师日均担负诊疗人次（人次） １９８ １９１

医师日均担负住院床日（日） ０７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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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 ２０１６

　病床使用率（％） ５６０７ ５１６７

　出院者平均住院日（日） ８９ ９０

社区卫生服务站（个） ２２２２ ２１１６

　卫生人员（人） ７３１７ ７０２７

　　其中：执业（助理）医师 ２９７５ ２８１５

　诊疗人次（万人次） １４６８６５ １４２０５９

　　（三）农村卫生服务网

２０１７年末，全省共设乡镇卫生院１０５６个，床位６７９２２张，卫

生人员８８９２０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７４５３５人）。与上年比较，乡

镇卫生院增加１７个，床位增加９１５４张，卫生人员增加９１６５人

（见表８）。

表８　农村乡镇卫生院及医疗服务情况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６

乡镇卫生院数（个） １０５６ １０３９

床位数（张） ６７９２２ ５８７６８

卫生人员数（人） ８８９２０ ７９７５５

　＃卫生技术人员 ７４５３５ ６６９７１

　　内：执业（助理）医师 ３３１５６ ３０５４９

诊疗人次（万人次） ９４６８８５ ８２９０５２

入院人数（万人） ２１０１７ １６３３８

医师每日担负诊疗人次（人次） １１５ １０９

医师每日担负住院床日（日） １３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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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 ２０１６

病床使用率（％） ６７５４ ６３５９

出院者平均住院日（日） ７３ ７６

　　２０１７年末，全省共设１５３２０个村卫生室。村卫生室中，执业

（助理）医师１５１０９人，乡村医生和卫生员３０９３４人，其中乡村医

生２９４３１人。与上年比较，村卫生室减少１６１个，执业（助理）医

师增加４８０人，乡村医生和卫生员数有所减少（见表９）。

表９　村卫生室及人员数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６

村卫生室数（个） １５３２０ １５４８１

村卫生室人员数（人） ４７５５４ ４８４１７

　　执业（助理）医师数 １５１０９ １４６２９

　　注册护士数 １５１１ １２６４

　　乡村医生和卫生员数 ３０９３４ ３２５２４

　　（四）农村医疗服务

２０１７年，乡镇卫生院诊疗人次、住院人数均有所增加。诊疗

人次由２０１６年的８２９０５２万人次增加到２０１７年的９４６８８５万人次，

住院人数２０１６年为１６３３８万人，２０１７年为２１０１７万人；医师日

均担负１１５诊疗人次和１３个住院床日；病床使用率６７５４％，

出院者平均住院日７３天。

２０１７年，村卫生室诊疗量９０８２９６万人次，比上年减少６２７６

万人次，平均每个村卫生室年诊疗量５９２９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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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医服务

（一）中医类机构、床位及人员数

２０１７年末，全省共有１２１所中医医院，３２所中西医结合医

院，中医类医院较上年增加１５所，增长１０８７％，占全省医院总

数的８８６％。其中，三级４０所（中西医结合医院６所），二级５６

所（中西医结合医院６所），一级３３所（中西医结合医院８所）；

中医类医院中公立８７所，民营６６所；全省共有中医类门诊部

１８３所（其中民营１６７所）；中医类诊所（含筹建）１２２１所（其中民

营１１９１所）。全省中医类医疗机构１５５７个，较上年增加１０３个，

增长７０８％，占全省医疗机构总数的４８６％。

２０１７年末，全省中医类医院房屋建筑面积４４０２６万平方米，

较上年增长１０４３％，其中业务用房面积３８４９６万平方米，较上

年增长１１２２％。

２０１７年末，全省中医实有床位（中医类机构床位及非中医类

机构中医临床科室床位）５８８２７张（其中民营机构中医床位８９６１

张），较上年增加３４７９张，增长６２９％。全省中医类医院实有床

位５２４６６张（其中民营机构７２００张），较上年增加２３５６张，增长

４７０％。非中医类医疗机构中医临床科室床位６３３４张，较上年增

加１０９６张，增长 ２０９２％。中医床位占全省实有床位数的

１２５２％。全省每千人口中医床位数０７３张（其中每千人口民营机

构中医床位０１１张），较上年增加００４张。

２０１７年末，全省中医药人员数达 ３３４１９人（其中民营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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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８４８人），比上年增加２５１８人（增长８１５％）。其中中医类别执业

（助理）医师２６１１７人（其中民营机构６９２７人），比上年增加１９８９

人（增长８２４％）；中药师６２９７人（其中民营机构１７２３人），比上

年增加２８１人（增长４６７％）。全省每千人口中医类别执业（助理）

医师０３３人（其中民营机构００９人），比上年增加００３人。

表１０　全省中医药人员数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６

中医药人员数（人） ３３４１９ ３０９０１

　　中医类别执业（助理）医师 ２６１１７ ２４１２８

　　见习中医师 １００５ ７５７

　　中药师 ６２９７ ６０１６

同类人员占比（％）

　　中医类别执业（助理）医师 １２０２ １１７９

　　见习中医师 １１１９ ７２４

　　中药师 ２１８４ ２１６７

　　（二）中医医疗服务

２０１７年，全省中医类医院提供５０１６０９万诊疗人次（其中民

营３６９３１万诊疗人次），较上年增长７４７％，占全省医院诊疗人

次１９５１％；中医门诊部提供１３０７３万诊疗人次（其中民营１１８２５

万诊疗人次），较上年增长１５２７％；中医诊所提供３８３８８万诊疗

人次（其中民营３６２３１万诊疗人次），较上年增长６２３％；其他

医疗机构中医类临床科室提供１８１２４５万诊疗人次，较上年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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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８１％。

２０１７年，全省中医类医院入院人数１７４０７万人（其中民营中

医院２００９万人），较上年增长６３７％，占全省医院总入院人数

１５３８％。

２０１７年，全省中医类医院出院人数１７４２６万人（其中民营中

医院２０３０万人），较上年增长６７４％；其他医疗机构中医类临

床科室出院人数１５７９万人，较上年增长３２８０％。

２０１７年，全省中医医院医师日均担负门诊人次９７个（其中

公立中医医院１００个，民营中医医院７０个），比上年增加０１

个；中西医结合医院８３个（其中公立中西医结合医院９１个，

民营中西医结合医院５２个），比上年增加０１个。医师日均负

担住院床日中医医院２１床日（其中公立２１床日，民营２１床

日），比上年减少０１个；中西医结合医院１８床日（其中公立

１９床日，民营１６床日），与上年持平。

２０１７年，全省中医医院病床使用率为 ８９２２％（其中公立

９１５９％，民营７１０９％），比上年下降０４６个百分点；中西医结

合医院为７８７８％（其中公立８３１７％，民营６３９０％），比上年下

降０５个百分点。

２０１７年，全省中医医院出院者平均住院日为９２７日（其中公

立９４日，民营８０日），较上年减少０１４日；中西医结合医院

为８８５日（其中公立９２日，民营７５日），较上年减少０２９日。

２０１７年，全省中医医院患者门诊次均费用２５４９元（其中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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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２５６６元，民营２３０１元），比上年增加６６元；中西医结合医

院为２５７２元（其中公立２５８７元，民营２４６８元），比上年增加

０１元。住院病人人均医疗费用中医医院 ９２６４３元（其中公立

９５２５８元，民营７０１４９元），比上年增加１００５元；中西医结合

医院为１０１９０２元（其中公立１１５１３６元，民营５１２６６元），比上

年增加３６元。

五、疾病控制与公共卫生

（一）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

２０１７年末，全省有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１１６个，其中：省级１

个、市级１３个、县（市、区）级９８个；有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人员

８１６０人，其中：省级４８２人，市级中心平均１４８８５人，县（市、

区）级中心平均 ５７４８人。２０１７年末，全省有专科疾病防治院

（所、站）４３个，有卫生人员１６６３人。２０１７年末，全省每千人口

疾病预防控制人员数为０１２人。

（二）传染病报告发病和死亡

２０１７年，全省甲乙类传染病共报告发病８９２１７例，死亡３６７

人。报告发病数居前五位的病种依次为：肺结核、梅毒、病毒性

肝炎、淋病、痢疾，占甲乙类传染病报告发病总数的９４１４％；

报告死亡数居前三位的病种依次为：艾滋病、肺结核、人感染

Ｈ７Ｎ９禽流感，占报告死亡总数的９２６４％。（见表１１）。

２０１７年，全省甲乙类传染病报告发病率为１１１５４／１０万，死

亡率为０４６／１０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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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１　全省甲乙类传染病报告发病及死亡数

病名
发病例数 死亡人数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６

合计 ８９２１７ ９１３８０ ３６７ ４０６

鼠疫 － － － －

霍乱 １ ６ － －

传染性非典型肺炎 － － － －

艾滋病 １３１７ １６１２ １９９ ２２６

病毒性肝炎 ２０７１１ ２２７００ ３ ５

脊髓灰质炎 － － － －

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 － － － －

麻疹 １３３ ７５０ － －

流行性出血热 ３７５ ３３０ ３ ８

狂犬病 ２１ ４４ ２０ ４４

流行性乙型脑炎 ９ １４ － －

登革热 ２８ １６ － －

炭疽 － － － －

细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 ２６９９ ３２３４ － －

肺结核 ２６８１２ ２８６５５ ９８ ９６

伤寒和副伤寒 １５１ ３１７ － －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 ２ ４ １ －

百日咳 ６１ １４ － －

白喉 － － － －

新生儿破伤风 １ ２ － －

猩红热 ２６３０ ２２３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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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名
发病例数 死亡人数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６

布鲁氏菌病 １８７ １４３ － －

淋病 ８７４９ ７２０３ － －

梅毒 ２５０１９ ２３６８８ － １

钩端螺旋体病 ２ － － －

血吸虫病 １ ４ － －

疟疾 ２３８ ３０６ － －

人感染Ｈ７Ｎ９禽流感 ７０ １０３ ４３ ２６

　　２０１７年，全省丙类传染病共报告发病１３３２８１例，死亡３人。

报告发病数居前三位的病种依次为：手足口病、其它感染性腹泻

病、流行性感冒，占丙类传染病报告发病总数的９５２５％（见表

１２）。

２０１７年，全省丙类传染病报告发病率为１６６６３／１０万，死亡

率为０００３８／１０万。

表１２　全省丙类传染病报告发病及死亡数

病名
发病例数 死亡人数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６

合计 １３３２８１ １８３７８９ ３ １

流行性感冒 １０１１３ ５２１８ － －

流行性腮腺炎 ５９５９ ５０３８ － －

风疹 ２５ １７３ － －

急性出血性结膜炎 ３２４ ３４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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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名
发病例数 死亡人数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６

麻风病 １２ ５ － －

斑疹伤寒 ２ － － －

黑热病 － １ － －

包虫病 ５ ６ － －

丝虫病 － － － －

其它感染性腹泻病 ２５４８３ １５４１４ － －

手足口病 ９１３５８ １５７５９４ ３ １

　　（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死亡

２０１７年，全省累计报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２７１起，报告病例

１１１９８人，死亡４人。与２０１６年相比，报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数

和病例数分别增加１１００８％和１７３２６％。

（四）预防接种和预防接种异常反应

２０１７年，全省共报告接种疫苗２３３３万剂次，共报告预防接

种异常反应１５２０例，报告发生率６５１／１０万剂次，以过敏性皮疹

为主，其中属于严重异常反应的有３８例；偶合症７１例；心因性

反应３例；接种事故０例。全省未监测到群体性疑似预防接种异

常反应事件，也未发现疫苗质量事故。

（五）血吸虫病防治

２０１７年末，全省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县（市、区）６４个；累计

达到血吸虫病消除标准的县（市、区）４６个，达到血吸虫病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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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断标准的县（市、区）６４个；年底实有病人２５０５人，比上年减

少３１９人；年内治疗病人３６２７人次（含扩大化疗）。

（六）疟疾防治

２０１７年末，全省疟疾防治工作县（市、区）９６个，累计达到

消除疟疾标准的县（市、区）９６个，全省已连续６年无本地感染

疟疾病例，年内报告境外输入性疟疾病例２３９例，无死亡病例。

（七）地方病防治

２０１７年末，全省碘缺乏病防治工作县（市、区）９４个，居民

合格碘盐食用率为９５２％，现症病人５人（Ⅱ度甲肿）。地方性氟

中毒（饮水型）防治工作县（市、区）２６个，氟骨症病人１３０３万

人。

（八）居民死因顺位

２０１７年，全省居民前十位的死因为：恶性肿瘤、脑血管病、

心脏病、呼吸系统疾病、损伤和中毒、内分泌、营养和代谢疾

病、神经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泌尿生殖系统疾病、传染病

和寄生虫病，前十位死因合计占死亡总数的９５５０％，其中由慢

性非传染性疾病导致的死亡占死亡总数的８６８３％。

表１３　２０１７年全省居民前十位死亡原因构成

顺位
男性

死亡原因（ＩＣＤ－１０） 死亡率（１／１０万） 构成（％）

１ 恶性肿瘤 ２６１７０ ３５０２

２ 脑血管病 １４９１６ １９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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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位
男性

死亡原因（ＩＣＤ－１０） 死亡率（１／１０万） 构成（％）

３ 心脏病 ９８８５ １３２３

４ 呼吸系统疾病 ９１８４ １２２９

５ 损伤和中毒 ６３６４ ８５２

６ 内分泌、营养和代谢疾病 １７９８ ２４１

７ 消化系统疾病 １２１６ １６３

８ 神经系统疾病 １１９９ １６０

９ 泌尿生殖系统疾病 ７２４ ０９７

１０ 传染病和寄生虫病 ６１５ ０８２

前十位死因合计 ——— ９６４５

顺位
女性

死亡原因（ＩＣＤ－１０） 死亡率（１／１０万） 构成（％）

１ 恶性肿瘤 １５０３９ ２４１７

２ 脑血管病 １４９６６ ２４０５

３ 心脏病 １１００３ １７６９

４ 呼吸系统疾病 ７２７９ １１７０

５ 损伤和中毒 ４６０９ ７４１

６ 内分泌、营养和代谢疾病 ２５３４ ４０７

７ 神经系统疾病 １４１８ ２２８

８ 消化系统疾病 １０１８ １６４

９ 精神和行为障碍 ５５６ ０８９

１０ 泌尿生殖系统疾病 ５０４ ０８１

前十位死因合计 ——— ９４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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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位
男女合计

死亡原因（ＩＣＤ－１０） 死亡率（１／１０万） 构成（％）

１ 恶性肿瘤 ２０６６３ ３０１５

２ 脑血管病 １４９４１ ２１８０

３ 心脏病 １０４３８ １５２３

４ 呼吸系统疾病 ８２４２ １２０２

５ 损伤和中毒 ５４９６ ８０２

６ 内分泌、营养和代谢疾病 ２１６２ ３１５

７ 神经系统疾病 １３０７ １９１

８ 消化系统疾病 １１１８ １６３

９ 泌尿生殖系统疾病 ６１５ ０９０

１０ 传染病和寄生虫病 ４７１ ０６９

前十位死因合计 ——— ９５５

　　（九）严重精神障碍防治

２０１７年末，全省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登记在册患者为３２９７４４

人，在册患者检出率为４１３‰；按照《严重精神障碍管理治疗工

作规范（２０１２年版）》和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严重精神障碍患者

管理项目的要求，纳入管理的患者为３１２４２６人，患者管理率为

９４７５％。

表１４　２０１７年末全省登记在册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分类构成

疾病诊断 患者人数 构成比（％）

精神分裂症 ２１７５４６ ６５９７

偏执性精神病 ２４６３ ０７５

—２２—



疾病诊断 患者人数 构成比（％）

分裂性情感障碍 ８４０６ ２５５

双相（情感）障碍 ３７４０７ １１３４

癫痫所致精神障碍 １６６２３ ５０４

精神发育迟滞伴精神障碍 ４７２９９ １４３４

合计 ３２９７４４ １００

　　（十）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２０１７年，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人均补助标准提高到

６０元以上，全省平均达到６７元，服务内容扩大到１４类５５项，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和可及性明显提高。

六、爱国卫生

（一）生活饮用水卫生监测

２０１７年，全省水质监测覆盖所有集中供水城乡地区，共监测

集中供水水厂１５５９座，其中城市水厂１４１座，农村水厂１４１８座。

城乡生活饮用水总合格率９２２％，比上年提高３８个百分点。其

中城市生活饮用水合格率 ９９２％，农村生活饮用水合格率

８８８％，比上年分别提高２０个百分点和３３个百分点。

（二）卫生创建

２０１７年末，全省已建成国家卫生城市３４个、国家卫生乡镇

（县城）１６７个、江苏省卫生县城１１个、江苏省卫生乡镇２９６个、

江苏省卫生村７３２９个。２０１７年，新命名江苏省卫生县城２个、

江苏省卫生乡镇７１个、江苏省卫生村８８１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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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健康教育与促进

２０１７年，全省居民健康素养水平２２６９％。其中健康知识知

晓率７４１６％，行为形成率６７１０％。全省建成健康主题公园４２９

个，健康小屋１８９８个，健康一条街３１０条，健康步道１９１７条，

健康食堂１２２３个，健康餐厅９９７个，健康促进学校５０７６所。全

省建成国家级流动人口健康促进示范企业９个，示范学校９所，

流动人口健康家庭７４个；省级流动人口健康促进示范企业２４

个，示范学校１９所，流动人口健康家庭１５４个。

七、妇幼卫生

（一）妇幼保健服务

２０１７年，孕产妇产前检查率和产后访视率分别为９８８％和

９７６６％，与上年比较，产前检查率和产后访视率均稳定在９７％

以上；住院分娩率为１００％（城市１００％，农村１００％），稳定在

１００％；孕产妇系统管理率达９５０３％，与上年比较，稳定在９５％

以上；３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率９５４９％，与上年比较，稳定在

９５％以上（见表１５）。

表１５　孕产妇及儿童保健情况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６

产前检查率（％） ９８８ ９８９３

产后访视率（％） ９７６６ ９８０２

住院分娩率（％） １００ １００

　　城市（％） １００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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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 ２０１６

　　农村（％） １００ １００

孕产妇系统管理率（％） ９５０３ ９６０６

３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率（％） ９５４９ ９６２３

　　（二）５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２０１７年，５岁以下儿童死亡率３６７‰，其中城市３４０‰、农

村４５６‰；婴儿死亡率２６１‰，其中城市２４７‰、农村３０５‰；

新生儿死亡率１６８‰，其中城市１６３‰、农村１８４‰。

（三）孕产妇死亡率

２０１７年，在全面两孩政策实施、高危孕产妇比例大幅增长的

形势下，我省孕产妇死亡率仍控制在１０／１０万以下，农村和城市

无显著性差异。

（四）国家免费孕前优生项目

全省所有县（市、区）全部进入国家级试点。２０１７年，全省

共为５３７３万名计划怀孕夫妇提供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服务，

目标人群覆盖率达到１００％。筛查出的高风险人群全部获得针对

性的咨询指导和治疗转诊等服务，落实了孕前预防措施，有效降

低了出生缺陷的发生风险。

八、食品安全与卫生监督

（一）食品安全风险监测

２０１７年，全省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已覆盖１００％县级行政区域。

食品污染及食品中有害因素监测食品包括蔬菜及其制品、谷物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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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制品、水产及其制品、坚果及籽类、豆类及其制品、含硒保健

品、肉及肉制品、乳及乳制品、蛋及蛋制品、饮料、婴幼儿配方

食品、特殊膳食用食品等２５大类，总样本７９５７份，监测项目包

括食品中元素、有机污染物、兽药、食品添加剂、食品加工贮藏

过程产生的污染物、生物毒素、农药、禁用药物、包装材料迁移

污染物、食源性致病菌、卫生指示菌和寄生虫等１７９个项目。食

品放射性污染监测食品包括生鲜牛乳、奶粉、蔬菜、茶叶、粮食

作物、肉类、水产品、水果、干果炒货、水等１０类样品，总样

本６３２份。全省设置食源性疾病监测哨点医院３８０家，采集并检

测病例标本１３１２６份。

（二）公共场所卫生监督

２０１７年，全省公共场所９８２万个，从业人员４４１３万人，持

健康合格证明人数占９９３５％。各地卫生行政部门和监督机构共

对公共场所进行经常性卫生监督１３３４万户次，检查合格率为

７８４６％，依法查处案件５０６件，结案５０６件。

（三）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

２０１７年，全省生活饮用水供水单位８６８个，从业人员４３４０

人。开展生活饮用水经常性卫生监督１５３６户次，对７０３家涉及饮

用水卫生产品生产企业实施监督检查，依法查处案件５６件，结

案５６件。

（四）消毒产品卫生监督

２０１７年，全省消毒产品生产企业５３４个，从业人员８５７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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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消毒产品经常性卫生监督１１９４户次，共抽检消毒产品９２５个

批次，依法查处案件７４件，结案７５件。

（五）学校卫生监督

２０１７年，全省共监督检查学校５７８１所，９９４９％的学校建立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案，依法查处案件１１１件，结案１１１件。

（六）职业卫生和放射卫生监督

２０１７年，全省职业卫生技术机构３１３个，放射诊疗机构３９２６

家，放射工作人员２２４万人，依法查处案件１７３件，结案１７３

件。

（七）医疗服务监督

２０１７年，全省对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依法查处案件８４９件，

结案８４９件。依法查处无证行医案件１８２５件。

（八）传染病防治监督

２０１７年，开展传染病防治监管，依法查处案件６７６件，结案

６５２件。

九、无偿献血及采供血

２０１７年末，全省一般血站２７个，其中血液中心２个、中心

血站１２个，中心血站分站１３个。单采血浆站２个。

２０１７年，全省接受无偿献全血９０７７万人次，较上年同期增

长１９９％；无偿献机采血小板 ８９３万人次，较上年同期增长

３７４％；采集全血总量１４５１９３４单位，较上年同期增长３３４％；

采集机采血小板１４９９５２治疗量，较上年同期增长５４１％。常住人

—７２—



口每千人献血率为１２４２。基本满足医疗用血需求，继续保持了

无偿献血占临床用血１００％，自愿无偿献血１００％，无偿捐献采血

小板１００％。

十、医疗卫生机构支出与资产

（一）支出

２０１７年，全省医疗卫生机构总支出达到２６８０５２亿元，比

２０１６年增加２５４９６亿元，增长１０５１％。

（二）资产总额

２０１７年，全省各类医疗卫生机构总资产３０３８３１亿元，比

２０１６年增加２６９４６亿元，增长９７３％。其中，卫生行政部门所属

的医疗卫生机构资产２３９５１９亿元。

十一、病人医药费用

（一）门诊和住院病人人均医疗费用

据卫生部门综合医院统计，２０１７年，门诊病人人均医疗费用

２７５８元，比上年增加１２５元，增长４７５％；住院病人人均医疗

费用１２４７３７元，比上年增加２７０７元，增长２２１％（见表１６）。

表１６　卫生部门综合医院门诊和住院病人人均医疗费用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６

费用

（元）

较上年增长（％）

当年价格 可比价格

费用

（元）

较上年增长（％）

当年价格 可比价格

门诊病人人均医疗费用 ２７５８ ４７５ ２９９ ２６３３ ６１７ ３７８

　　其中：药费 １１６６ ２５５ ０８４ １１３７ －０７９ －３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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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 ２０１６

费用

（元）

较上年增长（％）

当年价格 可比价格

费用

（元）

较上年增长（％）

当年价格 可比价格

住院病人人均医疗费用 １２４７３７ ２２１ ０５１ １２２０３０ ３１５ ０８３

　　其中：药费 ４２２３８ －４４７ －６０７ ４４２１７ －６９１ －９００

注：２０１７年物价指数１０１７％。

（二）药费占医疗费用比重

据卫生部门综合医院统计，２０１７年，门诊病人人均医疗费

中，药费为１１６６元，占４２２８％；与上年相比，药费增加 ２９

元，占比下降０９个百分点。住院病人人均医疗费中，药费为

４２２３８元，占３３８６％；与上年相比，药费减少１９７９元，占比降

低２３７个百分点（见表１６）。

十二、计划生育

（一）全面两孩政策

２０１７年全省共办理生育登记 ６６９万件，办理再生育审批

１４０４６件。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平稳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

（二）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２０１７年，全省为流动人口办理生育服务登记４９５１９人次，为

流入已婚育龄妇女提供免费计划生育基本公共服务（技术）１８１２３

人次。

（三）计划生育惠民政策

２０１７年，全省共为１７３４９万名群众发放农村部分计划生育

家庭奖励扶助金１６６６亿元；为１０４５万名群众发放计划生育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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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扶助金７２亿元。

注解：

（１）医疗卫生机构包括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专业公共

卫生机构和其他机构。

（２）公立医院指经济类型为国有和集体办的医院（含政府办

医院）。

（３）民营医院指公立医院以外的其他医院，包括联营、股份

合作、私营、台港澳投资和外国投资等医院。

（４）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包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街道卫

生院、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门诊部、诊所（医务室）。

（５）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包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科疾病防

治机构、妇幼保健机构、健康教育机构、急救中心（站）、采供血

机构、卫生监督机构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

（６）中医类医疗卫生机构包括中医、中西医结合、民族医的

医院、门诊部、诊所及科研机构。

（７）卫生人员包括卫生技术人员、乡村医生和卫生员、其他

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工勤技能人员。按在岗职工数统计，包括

在编、合同制、返聘和临聘半年以上人员。

（８）卫生技术人员包括执业（助理）医师、注册护士、药师

（士）、技师（士）、卫生监督员（含公务员中取得卫生监督员证书

的人数）、其他卫生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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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执业（助理）医师指取得医师执业证书且实际从事临床工

作的人员，不含取得医师执业证书但实际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

（１０）注册护士指取得注册护士证书且实际从事护理工作的人

员，不含取得护士执业证书但实际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

（１１）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执业（助理）医师数、注册

护士数、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按常住人口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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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２０１７年江苏省卫生和计划生育事业

发展统计公报》有关数据的说明

一、卫生人力结构进一步优化

一是卫生技术人员保持稳定增长。２０１７年每千人口执业（助

理）医师２７１人、注册护士２９５人，分别比去年增加０１５人、

０１８人。

二是医护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发生了较为明显的改善。医护比

总体呈上升趋势，２０１７年，全省医疗卫生机构医护比１：１０９，

长期以来医护比例倒置的问题得到了有效扭转。

二、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为居民主要死亡原因

２０１７年，全省居民的主要死亡原因仍为慢性非传染性疾病，

占死亡总数的８６８３％，前三位死因分别为恶性肿瘤、脑血管病

和心脏病，共占死亡总数的６７１８％。

三、医疗服务利用持续增长

２０１７年居民年均就诊７２８次，年住院率１７６６％。２０１７年门

诊总量比上年增加３３２１２３万人次（增长５８３％），高于去年４７５

个百分点，住院总量比上年增加１０９０４万人（增长８３３％），高

于去年０８２个百分点。

四、社会办医有序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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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资源向非公医疗机构倾斜。２０１７年，全省共有民营医院

１２５４个，占医院总数的７２６％（比上年提高３９个百分点），民营

医院床位数１２５１２２张，占医院床位总数的３３７９％（比上年提高

３６个百分点），民营医院诊疗人次５８９５２２万人次，占医院总诊

疗人次２２９２％（比上年提高２８３个百分点），多元办医格局初步

形成。

五、公共卫生计生服务工作全面加强

２０１７年，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人均补助标准全省平均

达到６７元，服务内容扩大到１４类５５项，覆盖包括流动人口在内

的全体居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及可及性明显提高。全

省甲乙类传染病报告发病率为１１１５４／１０万，继续保持稳中有降。

六、病人医药费用涨幅低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长

根据卫生部门综合医院统计，按可比价格计算，２０１７年门诊

病人人均医疗费用上涨 ２９９％；住院病人人均医疗费用上涨

０５１％。病人费用涨幅低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长速度（９２％）。

医药费用增长受人口老龄化、慢性疾病模式，以及医疗技术进步

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应通过实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引导和规范

医疗行为，控制费用不合理增长。

七、计生惠民政策有效落实

２０１７年，全省共办理生育登记６６９万件，全面两孩政策实

施平稳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计划生育奖扶、特扶制度共投

入资金２３８６亿元，比２０１６年增加３３７亿元，共扶助受益１８３９４

—３３—



万人。

抄送：国家卫生健康委，省统计局。

江苏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室 ２０１８年７月１２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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