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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建筑设计探索

付 强
四川戎城创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 宜宾 644000�

摘� 要：本文对医院建筑的历史演变、规划布局以及绿色与智能化设计进行了深入的探索。通过研究医院建筑的

发展轨迹，旨在为现代医院建筑设计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启示。同时，文章还着重探讨了医院建筑的规划原则与布局方

式，以及绿色与智能化设计在医院建筑中的应用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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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医院建筑作为医疗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设计与

建设对于医疗服务的质量和效率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医疗技术的进步，人们对医院建筑

的需求和期望也在不断变化。从历史的角度看，医院建

筑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功能主义到人性化设计的演

变。同时，如何科学合理地进行医院建筑的规划与布

局，以及如何将绿色与智能化设计理念融入医院建筑

中，也是当今设计师和建筑师关注的焦点。

1 医院建筑的历史与演变

医院建筑是医疗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历史与演

变植根于人类对医疗照顾的需求和医学技术的发展。从

古代到现代，医院建筑经历了多个阶段的变迁和演进，

逐步形成了现代医院的模式和特点。古代医院建筑起源

于古代文明的兴起。在古代，医疗机构和寺庙往往合二

为一，医院是寺庙的一部分。人们认为，医治病痛是神

灵的工作，因此依托寺庙来提供医疗服务。例如，古埃

及的神殿是具有医疗功能的建筑，其中设有诊所和手术

室。古希腊和古罗马也有类似的组织模式，公共浴室被

视为提供治疗和康复的场所。随着中世纪的到来，医院

建筑的模式发生了变化。在这个时期，宗教团体起到了

医疗和护理的重要角色。人们建立了修道院和教堂附属

的医院，其中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和康复护理。这些医

院非常重视洁净和空气流通的环境，房间和床位被安排

得相对宽敞，以提供更多的舒适和安全。随着现代医学

知识的进一步积累和科技的发展，医院建筑也发生了显

著的变化。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随着工业革命和

现代化的进程，医院建筑开始采用更先进的建筑设计理

念和设备。例如，医院建筑中开始使用钢筋混凝土结

构，大厦高度增加，同时增加了空调、暖气和供水系统

等基础设施设备。现代医院还提供更复杂和专业的医疗

服务，例如手术室、急诊科和各种检查设施。医院建筑

也更注重隐私和人性化的关怀，提供更舒适的环境和设

施。进入21世纪，随着医疗技术和医学理念的不断发
展，医院建筑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和变革。现代医院建筑

越来越注重智能化和绿色环保的原则。例如，引入智能

化系统来提高医疗服务的效率和质量，优化空间布局，

提高床位数量和利用率。

2 医院建筑的规划与布局

2.1  总体规划：分区、交通、景观等
医院建筑的规划与布局是保证医疗机构正常运作和

提供高质量医疗服务的基础。在医院建筑的规划与布局

中，总体规划包括分区规划、交通规划和景观规划等

方面的考虑。首先是分区规划。医院通常需要划分为不

同的功能区域，以便更好地组织医疗工作和提供各项服

务。例如，分区可以包括门诊部、住院部、手术部、急

诊科、检验科、影像科等。每个功能区应有明确的定位

和标识，方便患者和工作人员进行导航和交流。此外，

分区规划还要考虑功能区之间的合理连接和相互关系，

以提高工作协调性和效率。第二是交通规划。医院建筑

需要合理规划车辆和人员流动的交通系统，以确保患

者、医护人员和物资等的流动畅通。在交通规划中，需

要考虑到交通线路、交通节点和交通组织等因素[1]。例

如，医院应有明确的车辆通道和停车场，确保患者和访

客的车辆进出方便。同时，需要规划人员流动的通道，

如行人天桥、楼梯和电梯等，以确保人员的安全和便

利。第三是景观规划。医院建筑的景观规划不仅仅是为

了美化环境，更是给予患者和访客舒适感和愉悦感的重

要因素。景观规划可以包括绿化带、休闲区、庭院和花

坛等。绿色植被和景观设计除了可以制造美丽的环境

外，还可以提供清新的空气和绿色阴凉的休息场所，对

患者的愈合和康复有积极影响。此外，景观规划还应与

医院的整体形象和建筑风格相协调，营造一个和谐统一

的整体环境。在医院建筑的规划与布局中，总体规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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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合理性至关重要。在规划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到

医疗机构的功能需求、人员的流动要求以及患者和访客

的舒适度。符合医疗标准的规划和布局有助于提高医院

的服务质量和效率，为患者提供更好的医疗体验。同

时，还需要结合当地的城市规划和环境要求，与周边社

区和环境相融合，营造一个和谐的医疗环境。医院建筑

的规划与布局不仅仅关乎医疗机构的内部管理，更关乎

患者的就医体验和医疗服务的质量。

2.2  医疗功能分区：门诊部、住院部、手术部等
医疗功能分区是医院建筑中的重要方面，它将不同

的医疗功能区域划分为独立的区域，以便于医疗工作的

有序开展和提供全面的医疗服务。常见的医疗功能区

包括门诊部、住院部、手术部、急诊科、检验科、影像

科等。下面将具体介绍不同医疗功能区的布局和特点。

首先是门诊部。门诊部是医院最常见的功能区之一，它

是患者就医的入口。门诊部通常分为内科门诊、外科门

诊、儿科门诊、妇科门诊等。门诊部的布局需要考虑到

患者的就医流程，包括挂号、候诊、门诊诊室和检查

等。门诊部应该具备合理的分诊台和候诊区，以便给予

患者更好的导诊和服务。此外，门诊部还需要充足的检

查室和治疗室，以满足患者的常规检查和治疗需求。其

次是住院部。住院部是医院提供住院治疗的重要部分。

住院部的布局需要考虑到提供患者舒适和安全的住院环

境。住院部的一般区域包括病房、护士站、供应室、医

疗办公室等。病房通常根据病种和病情的不同分为普通

病房、特需病房、重症监护室等。在住院部的布局中，

还需要充分考虑到病房与护士站之间的距离和患者的隐

私需求。第三是手术部。手术部是医院进行手术和创伤

救治的专业区域。手术部的布局需要考虑到手术流程的

合理性和手术室的设施要求。手术部通常包括手术室、

恢复室、洗手间、卫生间和手术器械消毒室等。手术室

的布局需要满足手术器械和设备的配套和安全使用，同

时还需要考虑手术室与恢复室之间的连通性和患者的转

运需求。再者是急诊科。急诊科是提供紧急医疗服务和

抢救的重要部门。急诊科的布局需要紧急救治的原则和

流程。急诊科常见的区域包括急诊接待台、急救室、诊

室、特需治疗室等。为了方便急诊病人的快速诊断和治

疗，急诊科需要与其他医疗功能区域有紧密的联系，例

如与门诊部和住院部有直接的交通通道和信息交流。最

后是检验科和影像科。检验科和影像科是医院提供诊断

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规划布局中，检验科和影像科

需要与门诊、住院部和手术部等医疗功能区域相连接，

以便及时获取患者的实验室检查和影像检查结果。

2.3  科室布局与流程设计
科室布局和流程设计是医院建筑中的重要方面，它

对医院的工作效率和医疗质量有着直接的影响。科室布

局要考虑到科室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工作流程的合理性，

以确保医疗服务的顺畅和高效。首先是科室布局。医院

的科室通常根据专业性和工作流程的不同进行划分，如

内科、外科、儿科、妇科、眼科等。科室布局需要根据

科室之间的关系和联系进行规划。例如，相关专科可以

组织在相邻的楼层或同一个楼栋内，以便医生之间的多

学科协作和患者的转诊。此外，科室布局还需要考虑到

科室的大小和家具设备的摆放，以充分利用空间并提供

良好的工作环境。其次是科室流程设计。科室的流程设

计是确保医疗服务连贯和高效的重要环节。科室流程设

计需要明确整个就诊过程，包括挂号、候诊、诊断、治

疗、结算和离院等环节。科室流程设计需要充分考虑患

者的需求和医生的工作流程，以优化医疗服务的效率和

质量。例如，在挂号环节可以采用预约挂号、网络挂号

等方式，减少患者的等待时间。在诊断和治疗环节中，

可以合理安排医生和护士的工作时间和工作量，以减少

医疗错误和提高患者就诊的体验。此外，科室流程设计

还需要充分考虑到医疗技术的发展和信息技术的应用。

随着医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科室流程需要及时更新和调

整，以适应新技术的应用和医学研究的进展。同时，信

息技术的应用也可以在科室流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如电

子病历、医疗信息系统和远程医疗等，有助于提高医疗

服务的准确性和便利性[2]。科室布局和流程设计不仅仅是

医院建筑的一部分，更是医院管理和运营的关键。科室

布局要注重不同科室之间的联系和协作，以促进医疗资

源的充分利用和患者的医疗体验。科室流程设计要紧密

结合医疗技术的发展和患者的需求，以优化就诊流程和

提高医疗服务的效率和质量。科室布局和流程设计是医

院建筑和管理的一体化过程，它们共同决定了医院的运

作效率和医疗服务的水平。

3 医院建筑的绿色与智能化设计

3.1  绿色医院建筑的设计策略
绿色医院建筑是指在医院建筑设计和运营过程中充

分考虑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的设计策略。绿色医院建筑

可以提高医院的工作效率、降低运营成本，同时也可

以改善医院的室内环境质量，对患者和员工的健康有积

极影响。下面将介绍一些常见的绿色医院建筑的设计策

略。首先是节能和能源管理。绿色医院建筑应该采用高

效的建筑隔热材料和设备，以减少能源的消耗。例如，

应使用节能的玻璃窗户和隔热墙体材料，以降低医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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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热负荷。此外，可以采用太阳能热水器和光伏发电系

统等可再生能源技术，减少对传统能源的依赖。另外，

科学合理的能源管理和监控系统也是绿色医院建筑中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可以实时监测和控制能源的消耗，提

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其次是水资源管理。绿色医院建筑

需要考虑到水资源的节约和回收利用。可以采用低流量

的水龙头、卫生器具和节水型冲厕系统，以降低水的使

用量。此外，还可以建造雨水收集系统，用于灌溉和冷

却设备，减少对地下水的依赖。通过灰水处理系统对废

水进行处理和再利用，使废水得以回用，减少对自来水

的依赖。再者是室内环境质量控制。绿色医院建筑需要

确保室内空气质量的良好，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减少患者

和员工暴露于有害物质中。可以采用空气过滤系统、恒

温恒湿控制系统，以及低挥发性有机物(VOCs)的室内装
修材料，保证空气的清新和无污染。此外，也可以合理

设置通风口和绿植，增加氧气含量和室内空气流通。同

时，绿色医院建筑还应考虑到噪音控制和室内采光。通

过合理规划的建筑结构和装修设计，减少噪音的传递和

反射，提供安静和舒适的室内环境。此外，绿色医院建

筑还需要合理利用自然采光和通风，减少对人工照明和

空调的需求，提高室内环境的舒适度和健康性。

3.2  智能化医院建筑的集成系统
智能化医院建筑的集成系统是指通过信息技术和自

动化控制技术将医院内的各个系统和设备进行集成和协

调管理，提高医疗服务的效率和质量。智能化医院建筑

的集成系统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医疗信息系统：医
疗信息系统是智能化医院建筑的核心组成部分，它包括

电子病历系统、医疗数据管理系统、医院管理系统等。

医疗信息系统可以实现医疗数据的统一管理和共享，提

高医疗服务的效率和准确性。患者的病历信息、检查结

果、诊断报告等可以实现电子化管理和共享，方便医生

之间的协作和患者的就诊体验。（2）智能化楼宇管理系
统：智能化楼宇管理系统可以实现对医院建筑的能源管

理、设备监控、安全防护等功能的集成和控制。通过该

系统，可以对医院建筑内的设备和系统进行远程监控和

管理，如对空调系统、照明系统、电梯系统等进行智能

化控制，以节省能源、提高运行效率。（3）智能化医疗
设备系统：智能化医疗设备系统是指将各类医疗设备与

信息系统进行集成，实现设备之间的数据交互和多设备

协同工作。例如，将影像设备、实验室设备、手术设备

等与医疗信息系统相连接，实现医疗数据的实时采集、

共享和分析，提高医疗服务的准确性和效率。（4）智
能化安全监控系统：智能化安全监控系统是指将视频监

控、门禁管理等安全设备与信息系统相连接，实现对医

院内部环境和人员的实时监控和管理。通过该系统，可

以监测医院内的安全状况，及时预警和处理各类安全事

件，保障患者和员工的安全。（5）远程医疗系统：远程
医疗系统是利用信息技术实现医生与患者之间远程会诊

和远程监护的系统[3]。通过远程医疗系统，患者可以与医

生进行远程视频咨询、远程诊断和远程监护，避免患者

长途跋涉就医，提高医疗资源的利用效率。智能化医院

建筑的集成系统可以增强医院内部各个系统和设备之间

的协同工作，提高医疗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结语

通过对医院建筑的历史与演变、规划与布局以及绿

色与智能化设计的探讨，我们可以看到，医院建筑设计

是一个多元化、复杂且充满挑战的领域。未来，随着医

疗技术的不断革新和人们健康需求的日益增长，医院建

筑设计将面临更多的机遇和挑战。因此，设计师和建筑

师需要不断更新设计理念和方法，积极探索新的技术和

材料，以适应时代的变化和满足人们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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