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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医疗建筑设计中的人性化设计

王 潘
通用环球医疗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 100010

摘 要：在新时代的背景下，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人们对医疗服务的要

求也在提高，在满足传统治病救人的基本功能的同时，需要进一步提供人性化服务。反映在医疗建筑设计中，则需要

业主方和设计师将人性化设计融入建筑之中，充分考虑患者的生理和心理双重需求。本文主要浅析了现代医疗建筑设

计中的人性化设计关注要点，考虑人性化如何应用到患者不同的诊疗场景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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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随着大众对自己健康的关注程度不断增加，

各级医疗机构的患者人数大大增加，一些医疗机构的内

部结构过于复杂，环境混乱，而且有很多不便，在医疗

护理的过程中，为了提高医疗服务的质量，有必要在医

疗建筑设计中整合人性化设计概念并积极实践以患者为

中心的服务观念[1]。

1 人性化设计理念

人性化主要是指产品设计中的人类思维方式，心理

状态，生理结构和行为习惯。在满足设计基本性能的前

提下，通过对产品的不断优化，使人们在使用过程中更

加的舒适和方便。人性化设计体现在设计过程中对人类

生理、心理、物质、精神的高度尊重，反映了人文护理

的核心理念。

2 人性化设计对于现代医疗建筑设计的意义

2.1  满足人们的生理需求
从基本需要来看，每位来医院接受治疗的患者都希

望能够及时适当地得到治愈。由于时代发展和科技跨越

式提升，人们的就医需求不断多样化，因此医院的科室

细分也越来越多。急诊部的治疗范围和治疗效率要求不

断提高，门诊部的患者需要得到精心咨询和相关检查，

医技部需要为患者提供各式各样的深度检查，保证疾病

治疗的准确性。这些对医疗需求的不断变化，实际上与

医院建筑设计紧密相关，但满足人们的基本生理需求，

保证身体健康的基本目的没有发生变化。医院是一个疾

病密集型场所，人员流动性相对频繁，卫生条件控制难

度较大，如果卫生条件不达标，很可能导致疾病的进一

步扩散。对一些特殊的病人，如残疾人、老年人、濒危

患者等，更是注重基本的生理上的安全需求。以上提到

的种种情况，均体现了就医人群对医院建筑的生理需

求，因此要求在医院建筑设计时，将生理需求作为基础

项进行考虑。

2.2  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
对于患者的心理需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去到医院的患者希望自己能够得到尊重，尽管人

们去到的是一个缺乏隐私的场所，但在门诊部，他们还

是希望能够有相对舒适宽敞的空间条件，并得到较好的

人文服务[2]。在住院部，患者同样希望自己作为病人的同

时，仍能保持一定的自由度，不希望自己的行为受到过

多的限制，身心能够得到一定的舒展。其次，考虑就诊

患者心情均比较急切的情况，我们希望医院建筑布局和

标识导引等设计，能够方便患者快速高效的找到治疗用

房的位置，而非走迷宫式的寻路方式。所有的患者均有

了解自己病情的基本权利，均需要得到情绪上的安抚。

因此建筑的装饰风格、软装布置等方面应尽可能的温馨

舒适，减轻疾病给患者带来的紧张感和恐惧感。最后，

对于住院患者而言，由于住院时间一般较长，他们希望

医院内部，可以提供一些休闲活动娱乐场所，例如景观

绿化小品、商业休闲设施等。

2.3  满足人们的社交需求
患者在住院治疗期间，仍需要考虑正常的基本社会

交流需求，避免与社会脱节，产生心理性疾病。在医疗

建筑的设计过程中，一般可以考虑灵活设置休息区、会

客区等区域，使患者和患者之间、患者和家属之间能够

有充分的社交条件，在社交过程中，有效消除患者的负

面消极情绪，以促进患者的治疗效果，早日康复出院。

3 人性化医疗建筑的设计原则

3.1  功能性原则
在医院建筑由整体规划到建筑设计各个环节中，应

充分考虑患者及医护人员基本的功能需求，根据人们的

生理和心理特点，结合行为习惯，合理设置内外部的功

能用房。

3.2  实用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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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院建筑设计的过程中，在满足基本功能性原则

的前提下，应确保设计的合理和实用，在结合医院设计理

念、内外部环境、建筑风格的同时，将建设工程成本的经

济因素考虑其中，以较小的代价达到人性化的目的[3]。

3.3  患者为中心
人性化建筑遵从以人为导向的设计准则，在医院建筑

中，尤指患者群体，在保证患者安全健康的同时，设计师

应充分考虑医疗建筑在人文关怀方面应该具有哪些诉求，

并将这些诉求体现到建筑物和周边场地环境之中，打造有

温度的医院。以患者为中心的含义，并非忽视医护工作人

员，只有在保证医护工作人员的良好工作环境和工作状态

的前提下，才能使患者得到更贴心的照料。

4 人性化设计在现代医疗建筑设计中的运用

4.1  整体规划和设计中的应用
为了在现代医院的建筑设计过程中，充分体现对患

者和医护人员的人性化关怀，有必要在项目前期，在整

体规划阶段即有所考虑。（1）从城市设计的视角出发
来看，医院建筑作为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应考虑高效

融入所在区域。在满足特殊疫情防控等要求的前提下，

通过适当的开放式设计理念，方便患者达到，得到周边

社区的认可。（2）从医疗流线方面，通过合理的流线
规划，保证医生和患者均能得到妥善的安排，设置有各

自相对独立的流线，减少相互之间的干扰。患者流线要

考虑门诊、住院、传染、体检等不同类型的特点，加以

细化区分。员工流线考虑临床、行政后勤等不同人员特

点，适当进行规划管理。除了不同人员流线外，医院的

物品流线同样不容忽视，洁物和污物流线必须严格规

划，避免造成交叉感染等院感问题。（3）交通流线组
织。如今医院的体量规模仍在不断发展壮大，并无减缓

趋势，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患者通过

私家车赴院就诊，对医院的交通系统和停车提出了考

验。在医院建筑的交通系统设计中，首先应考虑规划数

量足够的停车位，并根据人群特征，进一步分设员工停

车、患者停车、急救车、出租车、团体客车、新能源汽

车等不同类型的停车位和停车设施。为解决停车位数量

和场地条件受限等条件，可以借助立体机械停车、智能

化停车导引系统等手段，有效提高停车效率，解决停车

难题。通过上述不同的停车措施，给患者和其他人员带

来人性化的出行体验，方便不同人群的使用。（4）规划
花园式绿色医院。绿色自然的疗愈环境，作为辅助治疗

的手段之一，能够极大的帮助患者进行康复，应该作为

人性化的手段被高度重视。通过规划室外景观花园、景

观中庭、屋顶绿化等不同维度、立体式的绿化环境，打

造一个亲切、自然、舒适的医疗场所，为现代医院里，

高度紧张和繁忙的医患人员提供足够的人性化关怀[4]。

4.2  建筑布局中的应用
传统医疗建筑受限于投资规模和建造技术水平的限

制，一般为多层建筑，近年随着经济技术实力的进步，

用地条件紧张等因素，高层医疗建筑、甚至地标性医

疗建筑屡见不鲜。然而，高层建筑虽然建筑形象比较雄

伟，但从使用效率和医疗流线组织方面，相比多层建筑

而言并不存在优势。国外对于第五代医院的研究表明，

当条件具备时，医疗建筑首选水平向交通布局，方便各

个功能的相互联系，也方便患者就医，减少患者在不同

楼层间的奔波，给患者更加人性化的就医体验。

建筑布局受医疗理念的变化，也在不断进行创新。

传统门诊、医技、住院三大功能分别独立设置的建筑布

局，在现代化的医疗建筑设计中越来越少，更多的建

筑布局开始考虑几大功能的交叉融合，如专科中心的设

置，将专科相关的门诊、医技、住院集中设置，可以为

患者提供一站式的诊疗服务，极大的提高了疾病救治的

便利性。

4.3  色彩环境的应用
色彩在空间环境的应用中，对人们的情绪可以起到

重要的影响作用，在医疗建筑中，由于医院作为一个小

型的社会单元，整个了各种各样的医疗功能，运用好色

彩搭配，可以极大的提高患者的心理感受，改善患者紧

张焦虑情绪。根据相关研究表明，绿色可以舒缓患者心

情，而红色可能加重患者的病症，在一组小脑病患者对

比性实验中，当多数患者身穿绿色衣服时，他们在情绪

上和身体上，并没有发生显著的行为变化，而当他们身

穿红色衣服时，多数患者表现出了失去平衡感，甚至跌

倒的现象。通过相关推断，表明颜色确实对人类的心理

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进而表现为对人类的情感和行

为产生特定的影响。现代的医疗建筑设计过程中，必须

考虑将色彩与建筑空间积极结合进行应用，通过选用适

当的颜色，匹配适当的功能空间，对患者的心理情绪施

加正向积极的影响，帮助患者早日痊愈。则避免使用单

调、刺激性强的颜色，激化患者的悲观、焦虑、恐惧等

负面情绪，恶化医患矛盾关系。

医院科室众多，患者类型各异，具体在进行功能色

彩应用时，并非所有空间均选用同样的色彩搭配组合，

而是根据不同患者在疾病、年龄、性别、个体差异等方

面的特征，有针对性等进行色彩设计。例如，在儿科区

域可以根据不同年龄段儿童天真、活泼、好动等特点，

适当增加不同色彩的搭配组合，并使用一些相对明亮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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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的颜色进行点缀。在妇产科区域，考虑女性特征，可

以选用相对柔和淡雅甜美的色彩搭配，体现女性气质和

文化，契合女性形象。在中医科区域，可考虑相对稳

重、传统的色彩搭配，以利于体现传统中医文化。值得

注意的是，色彩搭配的要求并非固定不变，随着新中

式、北欧风等不同风格逐渐被社会接受，医院的色彩选

择也将有越来越多的可能性。

4.4  光环境的应用
光学环境在医疗建筑设计中，可以对患者的情绪产

生明显的影响。通常情况下，光学环境是建筑空间最基

础的要素之一，可以分为人造光源和自然光源。在设计

过程中，首先应尽可能的引入自然光线，利用天井、下

沉庭院、采光天窗等不同措施，打造医院采光特色。通

过自然采光通风等条件，在为患者提供良好的物理环境

的同时，有效降低医院建筑能耗。人工照明方面，一般

诊疗用房的灯光效果以暖白色的温馨效果为主，灯光色

温优先选用3500-4000K的类型，对患者产生积极的情绪
影响。在营造整体照明氛围的同时，应考虑患者特点，

相应进行特殊化设计。如病房和推床患者经过的区域，

天花照明避免选用直射光源对患者眼睛造成不利影响，

优先选用间接式照明光源。灯光控制考虑医护人员管理

和节能降耗需求，可以做到分区域分时段控制，并间隔

分组控制灯具的开关。考虑住院患者夜间使用特点，可

设置夜灯、床头灯等不同类型的照明灯具，方便个体进

行使用，提高夜间使用的安全性和便利性，体现人性化

设计的特点[5]。

通过自然采光与人工照明相结合，为患者提供全天

候的温馨舒适的光环境，营造良好的诊疗环境。

4.5  在各科室中的应用
医疗建筑设计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受限于经济发

展和传统观念限制，只能满足治病救人的核心要求，而

缺少对患者的人文关怀。近年新建医院建筑中，人性化

设计的理念在不断得到体现，并融入到不同科室的设计

中。在人性化的设计理念下，各科室根据患者特点，进

行相应的设计考虑。

在门诊区域，考虑患者候诊数量众多，为方便医院

管理，尽可能分设一次候诊和二次候诊，根据不同医院

的科室设置规模，有条件时每个科室单独设置候诊区，

条件有限时可不同科室共享候诊区，但应做好分区管

理，避免人群混乱。候诊区内配置人性化便民服务措

施，如饮水机、自助售卖机、自助叫号、自助挂号收费

机等。考虑特殊患者就诊，设置轮椅等候位置。

在不同科室设置特色化的空间，如在儿科设置儿童

活动区，配有一些儿童娱乐设施，减少儿童就诊期间的

无聊枯燥，分散儿童注意力，缓解紧张恐惧的情绪。在

眼科、康复科等区域，设置展示中心，展示视光配镜、

康复器具等，方便患者了解专科知识，购买相关产品。

在住院病区，应考虑患者的使用安全、便利性、隐

私性等需求，通过每床设置医用呼叫系统，方便患者快

速与医护人员取得联系；通过每床配置隔帘，方便患者

在检查或夜间休息时有相对独立的空间。病房类型考虑

多人间和单人间组合设置，单人间满足高端患者的住院

需求，提供更加舒适的住院条件，多人间利于减少患者

住院治疗期间的孤独感受，方便患者间相互交流、相互

鼓励支持。

4.6  其他人性化设计的应用
除上述人性化设计内容外，医疗建筑还有很多细节，

需要我们去理解和关注。医疗建筑应充分考虑无障碍设计

的应用，在室外和室内空间得到展现。室外空间方面，建

筑主要出入口应设置为平坡出入口，或设置无障碍坡道，

满足轮椅和推车患者使用；靠近出入口处设置无障碍停车

位，方便患者落客；设置风雨连廊和宽大雨棚，方便患者

在室外不同建筑间穿行。室内空间方面，设置无障碍卫生

间、无性别卫生间、无障碍病房、无障碍电梯、低位服务

台等功能设施，满足患者的使用需求。

结束语

医疗建筑作为一种特殊的建筑类型，是人民幸福生

活、健康生活的基本保障，随着物质文化的飞速发展，

人们在去医院就医时，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能够得到身体

上的康复，在治疗过程中，患者更希望能够得到人性化

的关怀和尊重，这是科技进步、技术发展难以满足的地

方，在这种背景下，人性化设计愈发显得举足轻重。人

性化和医疗化正如同科技和人文两个社会学科，缺一不

可，相辅相成，只有将两者有机结合，才能为患者提供

更加科学、高效、舒适、温馨的诊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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