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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论

一 项目背景

（一）项目名称及工作阶段

项目名称：甘肃二甲医院建设项目

（二）项目建设单位

（三）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单位

西安文海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四）编制依据

二 项目概况

（一）建设地址及建设条件

医院（建设地点位于甘肃天水市中部，市政府以东两公里处，用地性质为医 

疗卫生用地，总用地面积 300 亩，有效用地面积 243 亩。该地块地势较为平坦， 

周边无环境污染源，噪音干扰小，水电供给充足，适宜医院建设。

（二）建设规模及内容

1、服务范围及服务人口

（1）服务半径

医院承担着全市城镇职工的医疗任务，服务半径为城区 20KM2 范围，并辐射 

周边新区及乡、镇、街道人群。

（2）服务人口

2、医院属性

3、床位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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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霍医院社会性开放床位数量 220 张，但据卫生局及市发改委的有关文 

件显示，该医院实际开放床位数 350 张，床位使用率已超过 135%。现有医院规 

模已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保健需求。

按照《医院分级管理标准》，三级医院的床位数量为 500 张以上，人民医院 

将按此标准进行建设，并将成为配合临汾市，为市辖区域提供高水平专科性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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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服务和执行高等教育、科研任务的区域性综合医院。经与建设单位商榷，初 

步确定市人民医院的床位规模为 800 张。

4、门（急）诊量

5、用地规模

三 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经研究分析，本项目建设依据充分，外部建设条件基本具备。本项目的实施 

是缓解群众看病难和就医难的迫切需要，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是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具体体现，是医院进一步加快发展的重要措施，对促进 

当地社会经济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因此，项目建设是必要的。建议项 

目及早实施，早日发挥效益。

（二）建议

建议项目实施单位在项目建设和运行过程中，严格执行国家环保等方面的政 

策和规定，采取有效措施，合理处置医疗垃圾、医疗污水，防止造成环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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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项目背景及建设必要性

一 项目背景

（一）医疗卫生事业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卫生事业有了较大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 

医疗卫生事业增速加快，领先于世界平均水平。但国民健康的改善程度却明显低 

于国际多数国家，当前卫生事业的发展与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的要求还不相适 

应，地区间卫生事业发展不平衡，农村卫生、预防保健工作薄弱，医疗保障制度 

不健全，卫生投入不足，资源配置不够合理，存在医药费用过快上涨的现象，卫 

生服务质量和服务态度同社会发展要求还存在差距。我国卫生事业在服务体系建 

设方面还存在布局和结构调整等多方面的不完善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费用大幅 

度攀升，老百姓看病贵、看病难、医患关系紧张的情况愈演愈烈。

“十二五 ”时期，市委、市政府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首位，通过实施 

教育提质、医疗健康、社会保障、创业就业、文化创新等五大工程，各项社会事 

业取得了重大进步。特别是卫生计生工作成绩显著，完成了市、乡、村三级医疗 

服务网络建设，医疗服务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实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减轻了 

群众就医负担；启动实施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2010 年底， 

全市新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达到 90%，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参保率达到 90%，社会 

保障工作有效推进。

（二）医疗需求增长情况

人人享有卫生保健，全民族健康素质的不断提高，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重要目标，是人民生活质量改善的重要标志，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 

容，是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随着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以及人民生 

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对改善卫生服务和提高生活质量将有更多更高的要求。 

工业化、城市化、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与生态环境、生活方式相关的卫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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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加重，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患病率上升。一些传染病、地方病仍危害着人

民健 康，新的传染病对人民健康构成重大威胁。

据统计，2013 年末，全国医疗卫生机构床位 618.2 万张，其中：医院 4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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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张（占 74.1%），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135.0 万张（占 21.8%）。与 2012 年比较， 

床位增加 45.7 万张，其中：医院床位增加 41.7 万张，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床位增 

加 2.6 万张。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由 2012 年 4.24 张增加到 2013 年 4.55 

张。

2013 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达 73.1 亿人次，比上年增加 4.2 亿 

人次（增长 6.1%）。2013 年居民到医疗卫生机构平均就诊 5.4 次。2013 年总诊 

疗人次中，医院 27.4 亿人次(占 37.5％)，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43.2 亿人次(占 59.1 

%)，其他医疗机构 2.5 亿人次(占 3.4％)。与上年比较，医院诊疗人次增加 2.0 

亿人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诊疗人次增加 2.1 亿人次。2013 年，公立医院诊疗 

人次 24.6 亿人次（占医院总数的 89.8%），民营医院 2.9 亿人次（占医院总数 

的 10.6%）。

2013 年，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 2.06 人，每千人口注册护士 2.05 人， 

每万人口全科医生 1.07 人，每万人口专业公共卫生机构人员 6.08 人。

由此可见，全国医疗诊疗人口数量呈现增长态势，人均床位数量、医护人员 

数量均在持续性增长。而作为医疗重点承载单位的公立性医院，将依旧承担着诊 

疗诊治的核心地位，其医疗需求将持续增长。

（三）全民医保水平将进一步提高

“坚持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方针，以增强公平性、适应流动性、 

保证可持续性为重点，全面建成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是我国医疗保障 

制度的基本要求。我国从十年前的农民和城镇居民基本没有医疗保障，到 2008 

年的新农合制度覆盖超过 8 亿人，再到 2012 年，以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为主体，城乡医疗救助制度为兜底，商业健 

康保险及其他多种形式医疗保险为补充的中国特色医保制度体系初步形成，目前 

我国医疗保障制度已基本覆盖人数超 13 亿人。作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我国仅 

用 10 年时间，实现了全民基本医保，被国际社会誉为“ 中国速度 ”。截至 2013 

年底，全国有 2489 个县（市、区）开展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人口数达 8.02 

亿人，参合率为 98.7%。2012 年，各级政府对新农合的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 

240 元，农民个人缴纳 50 元，人均筹资标准达到 29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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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仅以人口数量纳入医保网来衡量医保水平还不够。目前，城乡医疗保 

障水平差异较大，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的保障水平相对较低。公务员、事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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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员工，城镇职工及城乡居民的三个群体享受到的医疗保障水平仍呈现三个阶 

梯。

自新一轮医改启动以来，有一部分群众仍感觉不明显，主要是因为城市，特 

别是城市中的大医院看病还比较难、比较贵。我国的医保水平还比较低，和群众 

日益增长的卫生保健需求还有一定的差距。目前，我国医疗保障制度的特征是从 

无到有、从有到低水平，只能达到广覆盖，将广大人民群众先覆盖进来，再逐渐 

提高医保水平。医疗保障水平人需伴随经济的发展逐步提高。

二 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一）是医疗体制改革、医院自身发展的需要

按照国家有关政策要求，为给当地人民群众提供可靠的医疗保障，更好地发 

挥医疗机构救死扶伤、保障健康的作用，根据市卫生事业发展、《市城市总体规 

划调整（1999—2010）》的要求，拟建立一座综合的现代化医院。通过项目实施， 

改善市人民医院的医疗卫生条件，提高医疗保健水平，保证当地人民群众身体健 

康，不仅十分必要，而且也十分紧迫。

（二）是提高医疗技术水平，促进医学科技进步的需要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疾病医疗诊治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疾病 

的种类也不断增加，给医务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近年来，疾病并发症发病率逐 

渐提高，一些疾病的前期症状往往不是有一种病情产生，有些病症显出突发的不 

明原因性，传统的诊治方法不能准确判断，容易造成误诊和错诊。而由于缺少必 

备的设备和医疗技术手段，医生只能让患者转诊，延缓患者就诊时间。同时，与 

医疗相关的科研、教学工作无法开展，新的治疗方式也无法顺利进行。

通过本项目的建设，引进先进的医疗设备，将显著增强医院医疗技术水平和 

医学科研实力，促进医学科技的进步。

（三）将方便患者就近就医，减轻群众负担，增加社会效益

通过建设新医院，将最大程度的覆盖人民群众的就诊范围，减少因缺乏医疗 

设备而转移的患者数量，减少对危重患者及时救助的延误，使患者减轻痛苦，同 



5

时也减少患者留驻外地诊疗而造成不必要的经济负担，进一步增强当地基

本医疗 保障体系，促进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增加显著的社会效益。

（四）是健全社会服务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6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和政府做出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建立健全完善

的社会服务能力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志。目前，社会服务能力在城乡之 

间、地区之间发展不均衡的状况不断加重，成为社会高度关注的焦点问题，也是 

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突出问题。虽然社会成员之间存在一定的医疗服务可及性 

差距是难以避免的，但如果差距过大，长期得不到解决，必然会影响国民健康素 

质，影响社会安定团结，影响群众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信心。坚持以人为本，实现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构建和谐社会，就要着手解决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 

突出问题。

综上所述，从满足当地医疗、保健、救治需要以及促进群众身体健康，推动 

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角度来看，建设医新医）项目，不仅是完全必要的，而且 

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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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建设地址及建设条件

一 建设地址

新医院建设地点位甘肃天水中部，市政府以东两公里处，用地性质为医疗卫 

生用地。该地块地势较为平坦，周边无环境污染源，噪音干扰小，水电供给充足， 

适宜医院建设。

二 建设条件

（一）地质条件

（二）气象条件

冬季盛行偏北风，夏季盛行偏南风。年平均气温 12.2℃ , 年降水量为 437.3 

毫米，年日照时数 2265.1 小时，全年无霜期日数 235 天。

（三）水文条件

（四）交通条件

（五）地震效应

1、抗震设防烈度

据《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划分，抗震设防烈度为 8 度，设 

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20g，设计地震分组为第一组。属对建筑抗震一般地段。

2、建筑场地类别

根据地堪报告资料显示，场地内 20.00m 深度范围内土层的实测等效剪切波 

速 测试值 为 324.2m/s 、 345.9m/s 、 379.1m/s ，按《 建 筑抗 震 设计 规 范 》 

（GB50011-2010）要求，确定场地土地类型为中硬土，该建筑场地类别为 II 类。

3、抗震设防类别

7、场地稳定性及适宜性评价

http://baike.baidu.com/view/206507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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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区域地形、地貌及地质构造条件，结合场地条件，判定场地无全新活动 

断裂通过，不存在滑坡、泥石流、崩塌等不良地质作用。地基土不存在液化、震 

陷。拟建场地属于稳定场地，适宜建筑。

（五）配套基础设施条件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

。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

https://d.book118.com/24514323230401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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