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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山东省献血场所规划建设的 

指导意见》的通知 

 

各市卫生健康委、市公安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市城市管理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山东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办法》等，进一步加强山东省无偿献

血工作，山东省卫生健康委、省公安厅、省自然资源厅、省住

房和城乡建设厅联合制定了《山东省献血场所规划建设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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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现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山东省公安厅 

山东省自然资源厅         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2 年 9月 29日 

（信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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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献血场所规划建设的指导意见 

 

献血场所是指具有无偿献血宣传、招募、血液采集功能的

固定献血屋、献血房舱和流动献血车。献血场所建设工作是推

动无偿献血事业健康发展的基础，是加强血液储备，保证临床

血液供应的必要手段。为切实做好献血场所规划建设工作，现

提出以下指导意见： 

一、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推进

健康山东建设，全面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献血场所

配置要求 WS/T401-2012》，把加强献血场所规划建设作为履行政

府职能、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重要民生工程，

加强献血场所规划建设，全面提升采供血服务能力，保障临床

用血需要和安全，推动全省无偿献血事业健康发展。 

二、规划建设原则 

（一）坚持政府主导，部门协同。突出无偿献血公益属性，

在献血场所规划布局、设施建设、运营保障等方面加大政府支

持力度，各部门广泛参与，形成与我省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

献血场所设置格局。 

（二）坚持供需平衡，适度超前。适应卫生健康事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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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民健康需求，对城市未来用血需求总量进行科学预测，对

献血场所数量、级别进行合理规划和设置。 

（三）坚持统筹兼顾，科学规划。科学谋划献血场所布局，

兼顾建设场地及周边环境，有效衔接城市相关规划，满足建设

和使用要求，逐步形成布点合理、满足需求的献血场所设施布

局。 

三、规划建设目标 

按照《山东省“十四五”医疗机构设置规划》提出的“根

据区域常住人口、医疗机构数量及临床用血需求，按照供需平

衡、统筹兼顾、高效便捷原则，合理增加献血场所数量，按照

每 1 万单位年血液采集量规划设置 1 个街头献血场所，每个县

（市、区）至少 1-2个，其中固定献血屋达到 75%以上”的要求，

我省采血量到 2025年末可达到 297万单位，应设置 297个献血

场所。医疗资源相对集中，床位数量增长快速的城市献血场所

应适当增加。 

四、规划建设标准 

（一）献血场所分类。献血场所分为献血屋和献血设施两

类。献血屋是为方便群众无偿献血在主体建筑内设置的固定献

血场所；献血设施是指在建筑物以外设置的固定专用场所、可

移动性（一般由拖车进行运输）的半固定式临时设施或专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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辆。献血场所规划应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建设形式。 

（二）献血场所设置管理标准 

1.献血屋。 

全血血液日均采集人数达到 60人以上的，适宜设置全血固

定献血屋，配置 4个以上采血位，总面积在 90㎡以上。 

单采日均采集人数 10人以上的，适宜设置单采固定献血屋，

配备 6台以上血液分离机，总面积在 200㎡以上。 

2.献血设施。 

全血血液日均采集人数达到 30-60 人的，适宜设置献血房

舱设施，配置 3-4个采血位，总面积在 60㎡以上。 

全血血液日均采集人数低于 30人的，适宜设置小型献血屋

（献血车）设施，总面积在 25㎡以上。 

大型活动及重点节假日期间可以设置流动采血车。 

五、部门职责 

省卫生健康委、省公安厅、省自然资源厅、省住房建设厅

指导各市做好献血场所规划建设工作。市、县（市、区）卫生

健康行政部门牵头，其他相关部门各负其责，通力合作，共同

做好献血场所选址布局、设置、运营保障等工作。 

（一）卫生健康部门。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负责将献血场所

设置及选址布局纳入医疗卫生设施空间布局专项规划，协调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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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部门做好场所设置及日常维护管理工作；加强对献血场所建

设的指导和定期评估，协调各相关部门及社会各方面共同做好

献血设施运营保障工作。 

（二）公安部门。各级公安交警部门对经向市级公安交警

部门报备的紧急运输血液车辆开辟绿色通道，免除车辆在紧急

运输血液期间产生的轻微交通违法处罚；允许周末、春节、国

庆等节假日及重大活动期间，特别是疫情等突发应急状况时，

采血车辆在不阻碍交通正常通行且确保车辆人员安全的地点暂

时停放。 

（三）自然资源规划部门。自然资源部门负责在医疗卫生

设施空间布局专项规划审查批准后，将献血场所空间布局相关

内容在国土空间详细规划编制工作中做好衔接落实，并将具备

可移动性的半固定式临时献血设施纳入《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豁

免清单》。 

（四）住房城乡建设部门。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协助卫生健

康行政部门做好献血场所建设的质量安全工作。献血设施在符

合献血场所规划，不占压盲道、不影响交通的情况下，城市管

理部门应允许外放辅助宣传物品。 

六、保障措施 

（一）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各市各单位要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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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到设置无偿献血场所是方便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加无偿献

血的重要措施，是提升血液采集能力与血液募集量的最有效方

式。各市要高度重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结合自身实际研究

制定实施方案，明确责任目标，推进工作有序开展。 

（二）积极协同配合，发挥工作合力。各相关部门要密切

配合、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充分发挥各自职能优势，形成分

工协作、协同联动的整体合力，共同推动献血场所规划建设工

作顺利开展。 

（三）强化规划管理，确保政策落实。卫生健康部门要充

分发挥无偿献血联席会议制度作用，联合献血场所属地管理部

门等相关部门建立献血场所规划建设联络员制度，研究解决献

血场所规划建设中存在的难题，推进献血场所规划建设和运营

保障工作取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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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2022年 9月 29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