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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疗愈在精神病院空间设计中的创新应用

陈永迪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Ǔ上海Ǔ200030

摘Ȟ要：随着精神疾病患者数量的增加，精神卫生医疗需求持续增长，精神病院环境对患者康复的影响愈发受到

关注。本文聚焦环境色彩对精神病院改造的影响，阐述了研究的背景与意义。通过分析国内外研究现状，指出当前研

究在不同类型精神疾病患者色彩需求差异方面的不足。深入探讨色彩的基本属性、对情绪与心理状态的影响机制以及

精神病患者对色彩感知的特殊性，以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示范研究型病房改造项目为例，展示了环境色彩在接待区、

公共活动区、病房区和护士站的应用效果。提出精神病院环境色彩设计应遵循安全性和舒适性原则，避免使用刺激性

色彩，选择柔和淡雅的色彩营造舒适氛围。研究认为，色彩心理学原理为精神病院色彩设计提供了理论支持，未来应

加强跨学科研究以及对环境色彩设计效果的评估和监测，以提高设计质量和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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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及工作

压力也在不断上涨，这使得人们的遭遇的心理应激也不

断增长，根据国家卫计委介绍，到2015年年底，国内重
度精神患者、各类精神疾病患者、登记在册的严重精神

障碍患者分别超过1600万人、1.8亿人和429.7万人，截至
2017年年底，中国13.9亿人口中精神障碍疾病的患者数量
为2.4亿人，患病率高达17.5%。[1]这使得我国精神卫生医

疗需求持续增长。而精神病医院作为诊断和治疗的场所

就显得尤为重要。

随着对精神疾病治疗理念的不断发展，人们逐渐认

识到，除了药物治疗和心理干预，患者所处的物理环境

同样会对其心理状态和康复进程产生深远影响。环境色

彩作为构成医院物理环境的重要元素之一，对患者的生

理和心理具有独特的调节作用。色彩心理学是一门研究

色彩对人类心理影响的学科，它认为不同的色彩会引起

不同的情绪、认知和行为反应[2]。采用不同的色彩作为辅

助治疗，可以缓解负面情绪，有利于患者康复。

现阶段，还是有很多精神病医院的环境存在不少问

题，有些医院的室内空间以白色为主，会对患者产生正

在住院的意识强化，让人感觉紧张不安。也有一些医院

在室内色彩选择上缺少针对性，未考虑不同精神疾病患

者对颜色的不同感受，导致环境色彩无法在治疗过程中

起到辅助作用。

因此，深入研究环境色彩对精神病院改造的影响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旨在通过对色彩心理学原理以

及精神疾病患者心理特点的分析，探讨如何优化精神病

院的环境色彩设计，为患者创造一个更加舒适、宜人的

治疗环境，从而辅助提升治疗效果。

2��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于环境色彩与精神健康关系的研究起步较

早，在理论与实践方面都取得了丰富成果。色彩心理学

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为环境色彩在精神病院设计中的应

用提供了坚实理论基础。研究表明，不同色彩对人体心

理有着不同影响，如蓝色能缓解焦虑；绿色可让人感到

放松和愉悦。

国内对于环境色彩在精神病院应用的研究近年来逐

渐增多。有研究指出，精神病患者对色彩的感知和偏好

与常人不同，如精神分裂症患者更偏爱蓝色、绿色等冷

色。在实践领域，一些新建或改造的精神病院开始重视

通过合理运用柔和的配色，营造温馨、平和的氛围，减

少患者焦虑情绪。

3��环境色彩与精神病患者的心理

3.1  色彩的基本属性与心理联想
色彩，作为一种视觉语言，具有独特的属性和丰富

的心理联想内涵。其基本属性主要包括色相、明度和纯

度，这些属性相互交织，共同塑造了人们对色彩的感知

和情感反应。

其中色相，通俗来讲就是色彩的“相貌”，可以用

来区分不同色彩的种类。每种色相都有独特的情感和象

征意义。红色，象征着热情、活力和勇气，让人觉得

斗志昂扬。黄色代表希望、智慧和乐观，给人以积极向

上的感觉。蓝色则与冷静、理智还有信任有关，使人平

静、放松、心态平和。

明度，指色彩的明亮程度，眼睛对色彩明暗程度的

感受。明度变化会影响色彩的情感表达和心理效应。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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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是明度最高的颜色，给人以纯洁、清新和干净的感

觉，常用来营造简洁、干净的氛围。然而，若长时间处

于大面积的白色环境中，可能会引发孤独感和冷漠感。

黑色，明度最低，具有深沉、庄重和神秘的特质，常用

于表达权威和稳重。但过多的黑色也可能带来压抑和沉

闷的情绪。不同明度的灰色，则处于白色与黑色之间，

呈现出中性、沉稳的特点，可根据其深浅程度传达出不

同的情感，深灰色更显稳重，浅灰色则较为柔和。

纯度，也叫色彩饱和度，反映了色彩的鲜艳程度。

高饱和度的色彩鲜艳夺目，能够吸引人们的注意力，激

发强烈的情感反应。

色彩三要素不是孤立存在的，他们是相互作用、相

互影响的，这三要素共同构建了心理联想体系。在精神

病医院的环境设计中，通过巧妙运用色彩的属性，能够

为患者营造出有利于康复的空间氛围。

3.2  色彩对情绪与心理状态的影响机制
色彩在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它不仅影响人们的审

美，也会影响人们的情绪和心理状态。这些颜色作用于

人的感官，刺激人的神经，从而产生不同的情绪影响。

研究表明，蓝色等冷色调能够使人感到平静和放松，有

助于缓解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提升心理的舒适感。

而红色、橙色等暖色调则有助于增加多巴胺分泌，可以

激发人们的活力和积极性。

同时，色彩也受生活经验和文化背景影响。在传统

认知中，红色象征喜庆、热闹等感觉，所以当人们看到

红色时，会引发人们喜悦和兴奋的情绪。而在日常生活

中，红色也和火警等警示标志相关联，因此红色也会传

达出危险和警示的意味，使人们产生警觉的情绪。蓝色

常常与冷静、理智、稳重等概念相联系。看到蓝色，人

们会联想到天空、海洋等广阔的自然景象，从而产生平

静、安宁的心理感受。这种心理联想在不同文化中具有

一定的普遍性，使得蓝色成为一种常用于营造放松氛围

的色彩。

深入了解色彩对情绪和心理状态影响的机制，对于在

精神病院环境设计中合理运用色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能够更好地满足患者的心理需求，促进他们的康复。

3.3  精神病患者对色彩感知的特殊性
精神病患者由于自身原因，其对色彩的感知与常人

存在显著的差异，这种差异在不同类型的精神疾病患者

中表现各异。

红色可能会引发部分精神分裂症患者强烈的情绪波

动，使其感到烦躁不安、恐惧或愤怒。而抑郁症患者对

色彩的感知则往往偏向于消极和灰暗。他们可能对明

亮、鲜艳的颜色缺乏兴趣。焦虑症患者对色彩的感知也

受到其焦虑情绪的影响。他们可能对一些刺激性较强的

颜色，如黄色，产生过度的敏感和不适。

4��环境色彩在精神病院改造中的应用案例分析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始建于

1935年，前身为上海普慈疗养院，由慈善家陆伯鸿集资
建设，属教会管理，是当时远东最大、设备最完善的精

神科专科医院之一。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有徐汇和闵行两个院区，其中

徐汇院区位于上海市宛平南路600号；闵行院区位于上海
市沪闵路3210号。中心同时也是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精
神卫生分中心、上海市精神卫生临床质量控制中心、上

海市心理咨询培训中心、国家精神药物临床试验机构、

WHO/上海精神卫生研究与培训合作中心[3]。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示范研究型病房改造项目位于

闵行院区北部，建筑面积约1500平方米，作为精神心理
疾病临床研究基地，主要用于不同病种的临床研究。适

用于抗精神病药、抗抑郁药、抗焦虑药等临床试验。由

于研究型病房做为共享的实验用病房，在不同时段同一病

房接诊的病患是不同的，为了帮助病患在住院期间维持稳

定情绪，室内环境采用了浅调蓝色、绿色与米白色相结合

的色调做为病房楼的主要色调，不同区域配色不同但整

体协调统一，使环境更加宁静祥和，没有紧张感。

其中，接待区作为患者和家属进入精神病院首先接

触的区域，其色彩选择显得至关重要。温暖、亲和的色

调，能给患者带来舒适与关怀的感受，可以有效缓解他

们初入医院时的紧张情绪。通过这些色彩元素的综合运

用，营造出轻松愉悦的氛围，为患者和家属提供一个良

好的第一印象，减轻他们对医院环境的陌生感和恐惧。

公共活动区是精神病患者社交互动和康复活动的重

要场所，色彩在其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能够激发患者的

社交欲望，促进他们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从心理学角

度来看，活泼、温暖的色彩具有独特的情感唤起功能，

可以降低患者的社交恐惧和焦虑，使他们更敢于与他人

交流。此外，色彩还可以通过影响空间感知来促进社交

互动。明亮、温暖的色彩能够使空间显得更加宽敞、开

放，给人一种包容和接纳的感觉。在这样的空间中，患

者会感到更加自在，减少了心理上的距离感，从而更愿

意与他人靠近和交流。相比之下，冷色调或暗沉的色彩

会使空间显得狭窄、压抑，不利于患者的社交互动。因

此，在公共活动区的色彩设计中，选择明亮、温暖的色

调，营造出开放、友好的空间氛围，鼓励患者积极参与

社交活动，促进他们的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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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活动室场景

病房区是患者在住院期间生活和休息的主要场所，

其环境色彩对患者的安全感与舒适感有着至关重要的影

响。采用淡绿色这类柔和的色彩，能够为患者营造出温

馨、安全的居住环境，给患者带来心理上的放松和安宁，

让患者仿佛置身于森林小屋，身心得到充分的放松。

本项目病房场景

护士站为方便病患及其家属迅速找到，选用了浅蓝

与白色的组合，给人以专业和信任感。

本项目护士站场景

5��境色彩在精神病院改造中的应用原则与策略

5.1  安全性原则
精神病患者对环境色彩的敏感度较高，一些刺激性

的色彩容易引起患者的情绪波动，诱发不良反应。因

此，在精神病院的环境色彩设计中，应避免使用刺眼、

强烈的色彩。

其中红色作为一种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力的颜色，往

往会引起人体生理和心理上的强烈反应。当患者看到大

面积的红色时，身体会不自觉地产生一系列生理变化，

如心跳加速、血压升高等，使其情绪变得烦躁不安、焦

虑恐惧。

除了红色外，其他一些高饱和度、对比强烈的色彩

组合也应避免。红与绿、黄与紫等对比色搭配，会产生

强烈的视觉冲突，容易引起患者的视觉疲劳和心理不

适。在选择色彩时，应优先考虑柔和、淡雅的色彩，淡

蓝色、淡绿色、米白色等能够给患者带来平静、舒适的

感觉，有助于缓解他们的负面情绪，促进身心的放松。

5.2  舒适性原则
柔和的色彩有助于营造舒适的氛围，对辅助精神病

患者康复意义重大。淡绿色作为一种常见的柔和自然色

彩，常常让人联想到大自然中的绿色植物和生机勃勃的

景象。在精神病院的环境中，通过运用淡绿色元素能够

为患者带来清新、宁静的感受，有助于缓解他们的焦虑

和紧张情绪。米白色也是一种极具舒适性的色彩，它融

合了白色的纯洁与米色的温暖，给人以柔和、温馨的感

觉。在病房区，采用米白色的墙面，既能营造出干净、

整洁的环境，又能让患者感到舒适、安心。同时，米白

色的环境不会对患者的视觉造成强烈刺激，有助于他们

保持平静的心态。

通过选择不同的柔和色彩的搭配，并合理控制色彩

的明度和纯度，能够为精神病患者营造出舒适、放松的

环境氛围，促进他们的身心健康和康复。

结束语

本文通过研究不同色彩对人的情绪的影响并探讨环

境色彩对精神病院改造的帮助，揭示了色彩设计在精神

病院环境建设中的重要价值。从理论层面来看，色彩

心理学原理为环境色彩在精神病院的应用提供了坚实基

础。不同色彩通过对生理和心理的双重作用机制，对情

绪与心理状态产生显著影响。这种理论依据为精神病院

的色彩设计提供了科学的指导方向，使我们能够根据患

者的心理需求，有针对性地选择和搭配色彩。

跨学科研究也将在精神病院环境色彩设计中发挥更

加重要的作用。通过多学科的交叉融合，能够从不同角

度为环境色彩设计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不断创新

设计理念和方法。

未来还应加强对环境色彩设计效果的评估和监测。

建立科学、完善的评估指标体系，通过对患者生理指标、

心理状态、康复进程等多方面的监测，全面评估环境色彩

设计的效果。根据评估和监测结果，及时调整和优化环境

色彩设计方案，不断提高设计质量和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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