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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规划背景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中提出“

普及健康生活、优化健康服务、完善健康保障、建设健康环境、发展健康

产业为重点；强化覆盖全面的公共卫生服务、提供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

加强重点人群健康服务”等医疗卫生体系建设新要求。

三亚市作为海南省重要的对外窗口城市、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标

杆城市，积极响应海南省明确提出的打造“世界健康岛、世界长寿岛”目

标，加快卫生与健康领域制度创新，构筑更高层次的卫生与健康发展格局

，实现更高质量的卫生与健康服务保障。

二、规划范围与期限

本次规划范围包括三亚市全部行政管辖范围，土地面积 1921.40 平方

千米。本次规划期限至 2035 年，与三亚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保持一致，

近期年为 2025 年。

三、医疗卫生设施需求预测

以依据《三亚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中人口预测以

及相关研究中对三亚周边地区关联，通过综合“千人指标法”与《医疗机构

设置规划指导原则》推算这两种方法，规划至 2035 年，应对三亚常住人

口设置医疗床位数不少于 1.7 万张，兼顾周边地区的情况下弹性设置床位

数原则上不少于 2.2 万张。

四、规划目标与空间策略

到 2035 年，形成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相适应的，体系完整、

分工明确、功能互补、连续协同、运行高效、富有韧性的整合型医疗卫生服

务体系，医疗卫生服务公平性、可及性和优质服务供给能力明显增强，促进

人民群众健康水平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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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构优化

本次规划以三亚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明确的城市空间结构为基础，结合

对全市医疗卫生设施资源的梳理，进一步完善医疗卫生服务资源的空间配置

体系，形成“一心四核，廊带贯通”的总体格局。

图1 三亚市医疗卫生服务空间结构图

 一心：依托中心城区（天涯区、吉阳区），打造中心城区区域医疗卫

生服务核心。

 四核：打造抱坡、南繁、海棠、红塘四处区级医疗服务核，推动城区

优质医疗服务向外围拓展，补足城区外围优质医疗卫生服务设施缺口

。

 廊带：打造南部滨海医疗服务廊，提高建成区医疗卫生服务覆盖面，

加强人口密集地区的医疗卫生设施建设，构建北部生态健康辐射带，

形成“海-城-山”整体布局并向内陆辐射的医疗服务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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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点：强化海坡、槟榔河、榆红、六盘、崖州老城等片区医疗卫生节

点建设，完善基层医疗设施配置，融入“社区生活圈”体系。

六、设施布局规划

 医院布局

全市布局综合医院共 34 所（独立占地 25 所）。现状保留 15 所；

规划新建 11 所，改扩建 8 所。规划新建医院和改扩建医院均为独立占地

。规划综合医院总用地面积 123.79 公顷。

保障综合医院建设与布局，推进老城区优质医疗资源向城市新发展地区

、外围地区转移，缓解老城区就医拥堵、空间不足等问题；在抱坡、红塘等

分别新建 1 所综合医院。原则上各区至少保障 1 所高等级综合医院，重

点保证人口导入承载地区综合医院项目建设，适当增加医院数量。

 中医医院

全市布局中医类医院（含中医医院和中西医结合医院）共 7 所（独立

占地 4 所）。现状保留 4 所（含在建 1 所）；规划新建 2 所，改扩建

1 所。其中，规划新建与改扩建设施均为独立医疗卫生用地。规划中医类医

院总用地面积 23.08 公顷。

健全完善以市级中医院为龙头，区级中医院和综合医院中医科为骨干、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科为基础、中医门诊部和诊所为补充，涵盖预防、

治疗、康复、保健、养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原则上各区至少设置 1

处中医服务机构（可合设），千常住人口中医医疗床位数达到 0.70 张。

 其他医院

全市布局其他专科类医院共 13 所（独立占地 5 所）。现状保留 10

所 （独立占地 2 所）；规划新建 2 所，改扩建 1 所，规划设施均为独

立医疗卫生用地。规划其他医院总用地面积 16.14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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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发展专科医院，增加专科医院种类与数量，增加专科医院用地面积

；重点加强儿科、妇产、精神卫生、传染病、老年护理、康复等专科医院建

设。实施生命全周期健康服务保障工程，依托温泉、山地、海岸等天然资源

，结合专科医院推动在海棠、育才、凤凰、半岭温泉等地段建设医养结合机

构。

图2 三亚市医疗卫生服务空间结构图

 基层卫生服务设施

全市规划布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8 所，社区卫生服务站 59 所。其

中， 现状保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5 所、社区卫生服务站 21 所；规划新

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6 所、社区卫生服务站 31 所；改扩建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 7 所、社区卫生服务站 7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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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规划布局卫生院 8 所、村卫生室 97 所。其中，现状保留卫生院

4 所、村卫生室 54 所；规划新建村卫生室 20 所；改扩建卫生院 4 所、

村卫 生室 23 所。

图3 三亚市医疗卫生服务空间结构图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布局规划

完善三亚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新区）建设项目，强化疾病预防控制、

卫生监测检验与评价、科研培训与指导、健康教育与促进、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处置与救灾防病功能。优先推进海棠区、崖州区等距离中心城区较远区域

的妇幼保健设施建设。根据服务人口、社会需求、交通状况、区域卫生和计

划生育事业发展规划以及承担的功能任务合理设置规模，可将妇幼保健设施

与综合医院、专科医院或其他公共卫生设施结合布局。以三亚 120 急救指

挥中心为核心，依托全市大型医疗资源建立健全全覆盖、无死角的“大三亚

” 120 急救体系。完善急救医疗服务网络，各区结合人口分布与服务半径

设置急救中心（站），推进服务三亚重要景区的急救站的建设。落实三亚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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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血站在吉阳区榆红片区建设，围绕全市以及三亚经济圈城乡临床用血需

求，构建布局合理、安全高效的采供血服务体系，辐射周边地市。

图4 三亚市规划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分布图

七、近期建设规划

 医院

改扩建医院 5 所，分别为海南省第三人民医院（三亚中心医院）、高

峰医院（近期建成）、育才医院（近期建成）、三亚市人民医院、海棠区人

民医院；新建医院 3 所，分别为三亚市人民医院抱坡院区、崖州湾科技城

综合医院和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三亚分院；完善提升已建成医院 3 所分别为

海南圣巴厘医院（哈尔滨市第二医院海南分院）、林旺医院和中国人民解放

军总医院海南医院。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在“十四五”近期医院类项目基础上， 进一步结合城市开发与更新建

设梳理各区基层医疗设施需求，建议将 12 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设施纳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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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建设。其中完善提升现状金鸡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海澜社区卫生服务

站；改扩建卫生院 3 所，即崖城、保港和南滨卫生院；改扩建临高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新建干沟、洪风 2 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新建河西社区卫生

服务站、回新社区卫生服务站和安罗村第二（安游）卫生室、拱北卫生室、

城东村卫生室。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加快推进三亚市妇幼保健院二期建设，完善“大三亚”120 急救体系

相关设施建设。

图5 三亚市医疗卫生服务近期建设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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