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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建筑人性化空间设计浅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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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阶段，随着我国经济以及科学技术的持续发展，医院的基本建设水准也在不断的提高。针对医院来

讲，群众服务性组织，关键的作用便是为大家给予医护及其诊疗层面的服务。在现代化的医院基本建设全过程中，不

但需要重视技术水准的提高，更需要把人性化理念视发展全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方向。在人性化理念运用全过程中，将

服务患者视为关键的目标，以患者的要求为基本，对医院的服务品质开展改进，进而为患者造就出一个优良的医治自然

环境。基于以上内容，就现代医疗建筑工程空间人性化的设计内容开展简略剖析，可以给予相关工作者一个合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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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医疗建筑工程设计是一种综合性要求非常高

的专业设计工作，一方面需要满足医疗机构内部工艺流

程要求，另一方面需要考虑到医务工作者对患者的诊断

和医治空间与动线，医疗自然环境也应当表明医疗机构

本身的文化含义。由于涉及到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和诊疗

设备，对空间的要求也会更大。人性化观念在建筑设计

行业的医疗实践活动中，以患者的心理作为起始点，应

用人性化设计观念建立空间环境，医疗机构当前必须把

诊疗建筑设计作为必不可少的关键构成内容。人性化设

计构思，可以更合理地提升医疗机构的空间构造，达到

患者诊疗要求，并且为患者给予专业、舒服、良好的医

疗自然环境[1]。

1��患者对医疗建筑空间设计的需求分析

1.1  生理的需求
第一，治病要求，患者赶到医院关键是为了进行专

业病症诊疗并获得良好的恢复。因此医院相关工作人员

需要为众多患者给予有针对性的诊疗和医护服务，所以

可以有效的缓解疾病给患者带来的病痛，使患者可以早

日康复。第二，住院治疗要求。患者在住院治疗期间，

医院必须要给患者一个温暖、干净整洁、适合的住院自

然环境，保证医院病房每日有适合的溫度、湿度，阳光

照射充裕、自然通风畅顺，与此同时还需要构建一个清

静的住院自然环境，以达到医治疾病的要求，方便患者

恢复良好。除此之外医院需要关心患者的起居日常生

活，为其给予方便的标准，主要表现在日常出行、就餐

层面[2]。第三，安全性要求。医院中通常收治各种不同

病症的患者，为了防止产生患者之间的互相传染，务必

保证室内、室外的空气清新。在医院内部，由于科室较

多，理应尽可能保证日常出行和疏散，并且为老年患

者、残疾人的出行提供良好的保障。

1.2  心理需求
患者赶到医院最急切的心理要求是可以早日痊愈，

比较容易对医院生疏的自然环境产生焦虑不安、孤寂的

心态，医院如果能够保证抚慰患者的心里态度，对病症

的痊愈会有很大的帮助。首先，患者都期待获得重视，

这在建筑空间上反映为私密性。在医院门诊，诊室前需

要给予比较大的候诊空间，配上智能化的叫号服务，不

是所有的患者挤在狭小诊室内；住院治疗的病房里，患

者们接纳医治以外，个人的活动也不应遭受较多制约。

次之要能让患者迅速融入医院的自然环境。患者赶到医

院应尽早知晓就医步骤、入院步骤、同房室友们起居规

律等；在空间的设计上，降低医院和家的区别，使空间

自然环境接近于患者平常的生活环境，减少患者从家里

到医院的不舒服心理感受。最后，患者需要及时的获得

信息。患者须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有知情权，在医院精确

地了解自身病症，医治状况以及全新的医治方式，如何

预防其他病症。住院治疗期间的日常生活是枯燥的，可

在医院病房内配上电视机，在过道、室外绿化等区域加

设沟通交流空间，从而有效的排解患者的消沉心态[3]。

1.3  社会需求
患者在进到到医院之后，对于正常的的沟通交流仍

然有很大的要求，例如对医院当中的日常生活、治疗疾

病的相关经验等开展沟通交流，因此可以在医院中设定

茶室、休息室及会客厅等。

2��目前医疗建筑空间设计的难点分析

伴随着我国家医疗建筑工程设计与施工能力的发展

和提高，医疗建筑项目设计中人性化特征正获得逐渐展

示和呈现；对于社会诊疗服务组织及单位而言，社会

诊疗服务管理体系中政府部门管理及管控能力已逐渐削

减，医疗建筑设计已经回归到市场中，医疗救治要点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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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从传统的“治病救人”逐渐向“综合性的健康服务”

衔接。随着现代科学技术与工艺的飞快发展，为了给医

疗建筑工程人性化设计方案给予机遇以及挑战。国内的

大部分二级甲等及以上医院在升级发展实践活动中，也

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难题及缺点，由于体系及运作体制的

管束，造成部分医院运营效率较低，实际的状况主要表

现在以下层面。

2.1  医院建筑的规模局限，运营成本的增加
因为很多二级甲等及以上医院住院治疗楼、医院门

诊楼均完工于20世纪末，由于当时人口和社会要求制
约，在当时特殊环境下相匹配的医疗建筑工程经营规模

早已没有办法达到当前的医疗要求和标准，达不到当前

医疗建筑工程的扩大需求。医院病房医护模块总面积

80~130m2的床位规范，没有办法达到大型医院的医疗

服务规范和规定；随着城镇基本建设用地的限制性，二

级甲等及以上医院大多数是建造在城镇核心地区的，很

多医院不具有再次扩建的条件，医院改扩建没有办法达

到现行相关规范及标准。除此之外，由于社会经济发展

的制约和城镇核心区域建设用地紧张双向压力下，很多

坐落于城镇核心大型的医疗建筑工程构造开始向高层发

展，医疗建筑工程遭遇着综合性经营成本上升的状况，

医院附近的交通出行压力显著增加，在医院垂直方向交

通运输管理体系压力陡增。

2.2  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匀，缺乏长期总体规划
中国二级甲等及以上的医疗组织，早已学习国外很

多医疗组织的分层次医疗方式，除大型医疗建筑工程

外，还需很多小型医疗服务组织和社区医院填补诊疗资

源紧缺的难题，随着社会医疗规章制度及管理体系持续

发展和演化，大型医疗机构的发展速度已超出了中型及

小型医疗服务组织总体实力，很多重要的关键技术和设

备均集中化在大型医院里。为了确保医疗救治水准，在

同等的标准下，大家更希望去大医院医治，绕过社区医

疗机构，造成大医院长期高负载运行。另外，就医院的

部署层面而言，一些医院建筑设计工作人员将主要设计

时间精力放到建筑工程外型层面，忽略了医院内部人性

化设计层面，医院内部的构造设计人性化水平降低。除

此之外，由于大部分工程项目的构造设计方案周期普遍

较短，很多设计方案材料和初始数据不充裕，造成医院

建筑工程构造和设计方案人性化较弱。

3��医疗建筑空间设计中人性化设计的应用对策分析

3.1  空间整体氛围营造
现阶段，因独特的企业社会义务责任，医疗建筑工

程自然环境基于心理方面要求的空间组成方式开始发生

变化，其关键反映在以下几个层面。（1）地理环境特
征。地理环境同患者的疾病治疗的互相关系在早期就被

人所注重，相对高品质的地理环境对于患者疾病治疗以

及恢复具备不能取代的关键效果[4]。因而，务必搭建内外

互相联络的总体景观布局管理体系，才能为医疗建筑工

程工程的人性化设计水准做出贡献。（2）居住自然环境
特征。医疗建筑工程装饰及布局的居住感在早期就被大

多数人高度重视，考虑到医疗建筑工程特征，由于生理

学自然环境的独特性，很非常容易造成一定消沉心态。

对于医护人员和患者而言，相对私密性及单独的空间和

自然环境可以达到不一样的心理感受。

3.2  就诊流程设计
一，医院诊疗流程设计。在医院内部医疗工艺流程

开展人性化的设计情况下，可以考虑改善医疗效率。医

院提供的各项健康服务，是为了带动患者尽早进到医

治环节、便于早日康复。医院，设定的就医程序十分复

杂，患者缺乏对医治地点，以及方法的了解，会耽误治

疗时间。因此在医院的诊疗步骤设计过程中，理应充分

考虑到患者的要求，反映人性化设计构思，必须有效地

整体规划、部署，可以有效的促使患者可以轻轻松松地

把握就医全过程，让诊疗流程更为科学和高效。第二，

垂直的交通出行设计。部分医院建筑构造的空间设计环

节，因科室总数多，为了给患者明确提出就医的便捷，

一般会安设自动扶梯。人性化视角考虑，可以把扶梯设

为剪刀型，从某种意义上可以减少患者的上楼梯和下楼

梯流线，降低患者走路的路程，节省看病的时间。设计

工作人员还须用心地测算医院电梯轿厢数量，有益于提

高医院就医服务效率。除此之外，还需要对电梯轿厢的

内部空间进行合理地运用，提高患者满意水平。三，标

志系统设计。医院中一般设定了很多的诊室，走廊、过

道，患者要想去某处，又不了解路线，则会觉得非常繁

杂。因而医院可以在人总流量比较大的场地，设计医院

内部线路图，并在适当部位张贴醒目、清楚的标志，为

患者出行、就医等给予导航，最后引导患者在最短时间

内寻找特定地点。

3.3  亲切宜人空间尺度
以往医疗建筑工程的特点比较紧张、冷淡，通过医

院的空间设计可以合理减轻这种氛围，首先，空间尺度

掌握是设计工作中一个关键元素。从医院内各建筑工程

之间的关系看来，需从市区空间尺度和内院空间尺度这

两层面进行设计工作。现代医疗建筑工程愈来愈重视工

作空间关系。首先是在物质方面，医院不再是封闭式，

周边设置广场以及公园等方式的诞生模糊了医院与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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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界线，通过园林的景观布局构成公共性、半公共性、

半私密和私密活动空间，达到各类群体需求。次之是在

心理方面上，运用广场、引进日常左邻右舍日常生活，

比如布局娱乐休闲性的场地、简易性的商业服务等，创

建人与生活之间贴近的空间关系，使患者在住院治疗期

间，也维持与社会联络，寻找到心理上的信任感。

3.4  加强对医护人员的人性化设计
除了患者应缓解压力外，对于医师、护理人员、职

工等，也应考虑到到他们的压力。医院应按时为其减

压，提升工作的积极主动度，使职工更为有动力的进行

工作。以下例举了两个应考虑到的内容：（1）物件放置
人性化。在建筑设计时，可以参照医务人员对某些物件

的应用頻率来设置物件柜，使患者需要帮助的时候，医

护人员可以精确、便捷地运用相关的工具。比如在牙椅

两边或是背后安放物件箱，使医师在全心身关心患者牙

科时不分心于物件的收放。或是设定一些专用型通道，

可以与医师办公室进行有效的连接等，方便和医师讨论

一些难题，不让拥堵的人流遮挡住医师的通道。还可设

定一些地下通道，便捷职工清除污物，提升工作效率。

因而在这部分设计时应考虑到到便捷而不是宽敞，关键

是使医院变成一个更有效率的场所。（2）工作中自然环
境的人性化。在医院中应整体良好的规划出专业为护理

人员、职工等设计的休息空间，这样不但可以在医疗纠

纷时对职工开展临时性维护，还可使其在工作中适度的

歇息，便于医护人员可以以饱满的精神面对患者，有效

的缓解工作压力。

3.5  安全合理无障碍设计
在医疗建筑的设计过程中，无障碍的设施不但是针

对伤残人，也是对老人、孕妇和儿童等人性化的设计方

案。无障碍建筑工程设计，在便捷患者的同时，也能降

低他们因身体功能障碍从而造成的心理压力，这对于病

症痊愈也有非常大的帮助。医疗建筑工程无障碍设计，

更应关心如何让患者便捷地就医。比如，在医院通道处

要设定盲道，拓展到医院门诊导医台；在医院门诊厅、

候诊厅、检测科室前要安放轮椅，考虑到各空间之间轮

椅回转半径能不能达到规定，便捷通行不方便的患者进

行临时性应用；室内有高差的地方还需要设定伤残人坡

道或升降梯，便于身体障碍者通行无阻；电梯轿厢要充

足大，可安放轮椅，还需在较低处设定盲文按钮，每层

抵达电源开关门应该要视频语音提醒；过道一侧或两侧

需设定栏杆扶手，方便患者抓靠；在盥洗室设计工作

中，洗手池可设计成多种不一样高度，便捷儿童和坐在

轮椅上的患者使用，也可选用脚踏式出水水龙头，防止

多人的手上病菌互相污染等。

结束语：伴随着我国建筑工程项目设计与施工技术

的迅速发展和提高，医院建筑工程展现出智能化、高新

科技化及人性化的发展特征；再加上人们日常生活水平

持续提高，医院作为大型的诊疗综合性服务单位，早已

从以往的单纯性给予诊疗救治服务逐渐转为高品质、高

规范及人性化的健康服务机构。在现代诊疗服务管理体

系中，人性化健康服务逐渐变成社会医疗管理体系发展

的主体之一。对于医院本身而言，应该不断追求完美人

性化服务水准及能力，促进医疗建筑工程的长期以及稳

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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