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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养结合模式下的医院建筑设计策略研究

白辰山
机械工业第六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Ǔ河南Ǔ郑州Ǔ450000

摘Ȟ要：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医养结合模式成为应对挑战的关键策略。医养结合模式作为一种创新的养老服

务模式，将医疗资源与养老资源有效整合，旨在满足老年人全方位、多层次的需求。然而，医养结合模式下的医院建

筑设计面临诸多挑战，如何设计既符合医疗要求又兼顾养老需求的建筑，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旨在探讨医

养结合模式下的医院建筑设计策略，以期为相关建筑设计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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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剧，老年人对医疗

与养老服务的需求日益迫切。医养结合模式作为一种创

新的养老服务模式，将医疗与养老资源有机整合，为老

年人提供全方位的健康保障。然而，传统的医院建筑设

计往往忽视了老年人的特殊需求，导致就医环境不够友

好。因此，如何在医养结合模式下进行医院建筑设计，

以更好地满足老年人的需求，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

题。本文将从多个维度出发，深入探讨医养结合模式下

医院建筑设计的策略与实践。

1��医养结合模式下医院建筑设计的重要性

1.1  提供安全与舒适的居住环境
医养结合模式下的医院建筑设计，首要任务是营造

一个安全、舒适的居住环境，这对于老年人而言至关重

要。老年人的身体机能逐渐衰退，行动不便和跌倒风险

增加，因此无障碍设计成为设计中的核心要素。宽敞的

走廊、无阶梯的通道、平缓的坡道和稳固的扶手，这些

看似简单的设施，实则大大降低了老年人在医院内移动

时的风险[1]。此外，设计合理的照明系统，不仅能照亮

每一个角落，还能通过柔和的光线营造出温馨舒适的氛

围，减少老年人因环境变化而产生的焦虑感。通风和隔

音设施同样不可忽视，良好的通风系统可以保持室内空气

清新，有助于老年人呼吸健康；而有效的隔音设计，则能

减少噪音干扰，为老年人创造一个宁静的休息环境。

1.2  满足医疗需求
医养结合模式下的医院，不仅承载着养老的功能，

更是医疗服务的重要提供者。因此，医院建筑设计必须

确保医疗设施的齐全与合理布局。手术室、检查室、药

房等关键医疗区域应按照高效、便捷的原则进行规划，

确保老年患者能够迅速接受到必要的诊疗服务。考虑到

老年人可能存在的认知障碍或视力听力下降等问题，设

计中应融入人性化的导航和标识系统，如清晰的导向标

识、易于理解的图示和语音提示等，帮助他们轻松找到

目标科室和服务设施。这种设计不仅提升了医疗服务的

效率，也体现了对老年人尊严和自主权的尊重。

1.3  提供康复与养护设施
医养结合模式的另一大亮点，在于其提供的康复与

养护服务。医院建筑设计需充分考虑老年人的康复需

求，设置物理治疗室、康复训练室等专业设施，配备先

进的康复设备和专业的康复团队，帮助老年人恢复身体

机能，提高生活质量。针对需要长期护理的老年人，医

院应提供温馨舒适的养老院、护理楼层等居住空间，这

些空间不仅要满足基本的居住需求，还应融入人性化的

设计理念，如设置适老化家具、防滑地板、紧急呼叫系

统等，确保老年人在安全的环境中享受专业的养护服

务。此外，康复与养护设施的设计还应注重老年人的心

理健康，通过设置休闲区、阅读角等活动空间，丰富他

们的精神生活，促进身心全面康复。

2��医养结合模式下医院建筑设计的原则

2.1  医疗与养老相结合
医养结合机构的核心在于其兼具医疗卫生资质和养

老服务能力，这要求医院建筑设计必须遵循医疗与养老

相结合的原则。设计上，应确保机构能够无缝衔接生活

照护、健康教育、医疗救治、专业护理、康复训练、安

宁疗护及心理精神支持等多元化服务。这意味着，在空

间布局上，要合理规划医疗区与养老区，既保持医疗服

务的专业性，又融入养老服务的温馨与关怀[2]。设计应鼓

励从被动治疗向主动预防转变，通过设置健康教育中心、

康复花园等，促进老年人健康自我管理，精准聚焦其健

康需求，实现医疗与养老资源的深度融合与高效利用。

2.2  便捷性与安全性
便捷性与安全性是医养结合机构建筑设计的两大基

石，便捷性体现在医疗服务获取的便利上，机构应选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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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邻近大型医疗机构或具备转诊能力的区域，确保危急

重症老年人能够及时获得高级别医疗服务。内部设计需

考虑老年人的生理特点，如设置宽敞的走廊、无障碍电

梯、便捷的出入口等，便于转运和日常活动。安全性方

面，设计应全面考虑老年人的安全需求，如卫生间采用

零高度差设计、地面铺设防滑材料、安装稳固的安全扶

手等，每一处细节都旨在预防跌倒等意外事件的发生，

为老年人营造一个安全无忧的生活环境。

2.3  舒适性与人文关怀
医养结合机构不仅是治疗的场所，更是老年人生活

的家园。因此，医院建筑设计应注重舒适性与人文关

怀，通过精心设计的空间布局和细节处理，提升老年人

的生活质量。宽敞明亮的病房、合理的采光通风设计、

适宜的温度湿度控制，以及符合人体工程学的床铺和家

具，共同构成了一个有利于休息和疗养的温馨环境。此

外，设计还应融入自然元素和人文关怀，如设置室内绿

植、自然光引入、共享活动空间等，不仅美化环境，更

满足了老年人的社交需求，增强了其对晚年生活的认同

感和归属感，促进了身心的全面康复。

2.4  差异性与个性化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老年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其对居

住空间的需求日益多样化。医养结合机构的建筑设计应

充分尊重这一趋势，既考虑老年人的共性需求，又兼顾个

体差异，提供差异性与个性化的设计。在空间规划上，可

以采用灵活多变的设计策略，如模块化病房、可调节家具

等，以适应不同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和生活习惯[3]。在室内

装饰上，运用现代装饰材料和创新设计理念，通过色彩

搭配、材料肌理、光影效果等元素的巧妙运用，营造出

既美观又富有个性的居住氛围，让每一位老年人都能感

受到家的温暖与独特。

3��医养结合模式下医院建筑设计的具体策略

3.1  空间规划与布局
医养结合模式下的医院建筑设计，首先需注重空间

规划与布局，以优化服务流程，提升服务效率。医院的

主要功能区域，如门诊部、急诊部、住院部、手术室、

实验室等，需根据功能需求进行精准定位与合理布局。

门诊部应设有宽敞的接诊和候诊区域，确保老年人能够

舒适地等待就诊；急诊部则需配置急救区和观察区，以

便迅速应对紧急状况。这些功能区域之间需通过合理的

交通通道相连，确保医务人员和患者能够便捷、高效地

流动，减少不必要的等待时间，提升服务质量。在养老

设施布局方面，医院建筑应设置健康管理中心、养老护

理中心等，以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的养老需求。例如，养

老区的全失能养护区及半失能养护区可以邻近门诊医技楼

布置，便于危急重症老年人及时转移，接受专业救治。此

外，康复设施如物理治疗室、康复训练室等也应合理布

局，方便老年人进行康复训练，促进身体功能恢复。

3.2  无障碍设计
无障碍设计是医养结合模式下医院建筑设计的核心

原则，设计需充分考虑老年人的生理特点，通过减少台

阶数量、降低台阶坡度、设置无障碍通道和扶手等措

施，确保老年人在医院内的无障碍通行。无障碍设计还

应关注老年人的视觉、听觉和触觉需求，如设置明显的

标识系统、声音提示装置和触觉引导设施等，帮助老年

人更好地识别方向、感知环境，提升其在医院内的自主

行动能力[4]。在具体设计中，可采用防滑地板、防滑地砖

等防滑材料，减少老年人跌倒的风险；在卫生间、浴室

等湿滑区域，应设置安全扶手和防滑垫，确保老年人的

安全。此外，电梯、楼梯等交通设施也需进行无障碍设

计，如设置无障碍电梯、宽敞的楼梯间等，方便老年人

上下楼，提高其在医院内的通行效率。

3.3  人性化空间设计
医院建筑设计应充分考虑老年人的日常需求，提供

方便、舒适的服务。在病房设计方面，可设置私人卫生

间和洗浴设施，方便老年人进行日常生活活动；病房

内应配备合适的储物空间和易于操作的家电设备，如衣

柜、床头柜、电视等，方便老年人存放个人物品和进行

简单的烹饪等日常活动。此外，设计还应注重隐私保

护，如设置隔断、窗帘等私密设施，满足老年人的隐私

需求。在公共空间设计方面，可采用开放式布局，增加

空间的通透性和互动性；设置舒适的座椅、茶几等家

具，方便老年人休息和交谈。在色彩搭配方面，可采用

温馨、柔和的色调，如米色、浅蓝色等，营造舒适、宁

静的氛围。此外，设计还应注重细节处理，如设置防滑

地板、安全扶手等，确保老年人在公共空间内的安全。

3.4  康复与养护设施设计
医养结合模式下的医院建筑设计应提供康复与养护

设施，以满足老年人的康复和养护需求。在康复设施设

计方面，医院应设置物理治疗室、康复训练室等，配

备专业的康复设备和器材。康复设施的设计需考虑老年

人的身体特点，如设置防滑地板、扶手和座椅等辅助设

施，确保老年人在康复过程中的安全。康复设施内应配

备专业的康复师和护理人员，为老年人提供个性化的康

复服务。在养护设施设计方面，医院应提供养老院、护

理楼层等养护设施，为需要长期护理的老年人提供温馨

的居住环境和专业的养护服务[5]。养护设施的设计应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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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适性和安全性，如设置防滑地板、安全扶手和紧急呼

叫装置等。此外，养护设施内还应配备专业的护理团队

和医疗设备，为老年人提供全方位的医疗和护理服务。

3.5  智慧医疗与智慧养老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智慧医疗和智慧养老成

为医养结合模式下医院建筑设计的新方向。通过引入智

能化设备和技术，可以显著提升医疗服务的效率和质

量，满足老年人的个性化需求。在智慧医疗方面，医院

可以引入智能化医疗设备，如远程医疗系统、智能诊断

系统和健康监测系统等。这些设备能够实时监测老年人

的健康状况，及时发现和处理健康问题，提高医疗服务

的效率和准确性。例如，通过远程医疗系统，老年人可

以在家中接受专业医生的诊疗服务，减少就医时间和成

本；通过智能诊断系统，医生可以更加快速、准确地诊

断疾病，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在智慧养老方面，医

院可以引入智能化养老设施，如智能穿戴设备、智能家

居系统和智能安全系统等。这些设施能够实时监测老年

人的生活状态，提供及时的帮助和支持，提高老年人的

生活质量和安全性。例如，通过智能穿戴设备，老年人

可以随时监测自己的心率、血压等生理指标，及时发现

异常情况；通过智能家居系统，老年人可以方便地控制

家中的灯光、空调等设备，提高生活的便捷性和舒适

度；通过智能安全系统，医院可以实时监测老年人的安

全状况，及时响应紧急事件，确保老年人的安全。

3.6  环境营造与人文关怀
医养结合模式下的医院建筑设计还应注重环境营造

与人文关怀，为老年人创造温馨、舒适的就医环境。在

绿化环境方面，医院建筑可以设置屋顶花园、室内绿

植和庭院景观等，增加自然气氛，愉悦使用者和观赏者

的心情。这些绿化设施不仅能够美化环境，提升养老环

境品质，还能够促进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在共享空间设

计方面，医院建筑可以设计餐厅、活动区等共享空间，

采用透明玻璃幕墙与百叶幕帘等设计手法，加强区域的

开放共融性。这些共享空间不仅能够满足老年人的社交

需求，促进交流互动，还能够提升医院的整体氛围和品

质。同时，设计应注重私密性和舒适性，如设置隔断、

窗帘等私密设施，以及舒适的座椅、茶几等家具，为老

年人提供一个温馨、舒适的就医环境。在文化氛围营造

方面，医院建筑可以注重文化氛围的营造，如设置文化

展览区、艺术走廊和怀旧物品展示区等。这些文化设施

能够让老年人在熟悉的环境中回忆美好时光，增强其对

晚年生活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同时，设计还可以融入当

地的文化元素和特色，如采用当地特色的建筑材料、装

饰图案等，提升医院的文化内涵和品质。

结语

综上所述，医养结合模式下的医院建筑设计是一项

复杂而细致的工作。通过优化空间规划与布局、实施无

障碍设计、营造人性化空间、提供康复与养护设施、引

入智慧医疗与智慧养老技术以及注重环境营造与人文关

怀等措施，我们可以为老年人创造一个安全、舒适、便

捷且富有人文关怀的就医环境。未来，随着科技的进步

和社会的发展，医养结合模式下的医院建筑设计将更加

注重个性化、智能化和人性化的发展趋势，为老年人提

供更加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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