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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门诊楼主入口造型设计浅析

杨东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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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分析了国内当代医院门诊楼主入口造型设计的重要性,从标志性、时代性、地域性、人文性、环保性

五个方面论述了设计原则，并整理分析了当代医院门诊楼主入口外立面设计手法，从而为以后的设计实践提供一条可

以借鉴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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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医院门诊楼作为一个医院的核心建筑，除了需要注

重功能流线合理，还应重点关注入口造型设计。但是，

医院门诊楼平面功能繁杂，空间小而零碎，这就给立

面造型设计制造了很大障碍。如何将时代潮流、地域特

色、人文关怀等要素与医院门诊楼的严苛功能布局相协

调，将是门诊楼主入口造型设计重点。

2 门诊楼主入口造型设计原则

标志性原则

对于患病在身的病人来说，在心理上都希望能够尽

快到达门诊大厅去获得治疗。而门诊楼的出入口作为医

院和城市的接驳点，如果标识性不强，病人就无法快速

到达就诊。再者，有研究表明，患者对于医疗环境的积

极情感也会对疾病的治疗带来正面效果[1]。门诊楼作为病

人见到医院的第一印象，其在立面造型上显示出的气韵

积淀和富有科技质感的形象，可以使患者增加治愈疾病

的信心。

时代性原则

医院建筑立面设计既要立足于时代又要超越时代。

医院建筑不同于其他，一旦建成将会矗立数十年甚至上

百年，不像商业建筑、办公建筑等，短时间内立面翻

新、改造的概率极小。因此，保证其立面的长久“保

鲜”是十分重要的。造型设计要从时尚潮流中寻求灵

感，又要杜绝盲目地追随潮流。经典是历经了时间长河

的淘洗而积淀下来的原则和经验，只有当时代的基因与

经典相结合，才能长久的发挥作用[2]。

地域性原则

设计应根植于当地文化特质、自然环境、材料技

术，体现地域特色和文化，营造独有的场所精神。在尊

重地方自然资源与人文资源的基础上进行设计，才能体

现地域特色、文化，使人们在情感上得到一种认同和亲

切感。

人文性原则

过分追求超大尺度的广场、超大体量的主立面等，

非但不能使病人缓解病痛及紧张情绪，还减弱了就诊的

便利性、可达性。相反，门诊楼入口要以一种平易近人

的姿态，简化就医流线、缩短就医时间，消除病人的陌

生感、紧张感，减轻病人入院就诊时的不安情绪[3]。

环保性原则

与其他类型的建筑设计相同，现代医疗建筑外立面

朝着节能生态化方向发展。在设计外形时，会基于节能

环保的角度进行考虑，选取经济的窗墙比、最大程度的

利用自然光、适当的遮阳措施等。此外，光伏发电、立

体绿化等绿色措施的推广发展，让立面细部不仅具有装

饰功能，同时还能达到生态节能的目的。

3 门诊楼主入口布局关系

连续

建筑入口只是在连续的平面轮廓上插入入口大门，

平面上不做其他特殊的处理，并不破坏建筑的形体秩

序，保持整体立面在视觉上的连贯一致。它的优点是立

面干净整洁，建筑具有较强的整体性。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通过入口周围材料颜色、机理的

变化，使其在立面上有显著区别（见图1）。北京积水

潭医院回龙观院区用连续流动的曲线雨蓬明确出入口位

置，整体性更强（见图2）。

图1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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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北京积水潭医院回龙观院区

图3 北京友谊医院通州院区

图4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凸出

建筑入口凸出于建筑单体，或是依靠雨蓬及柱廊等构

件在平面入口之外形成灰空间。对建筑施以加法处理，在

门诊入口与外部空间之中增加一层过渡空间。它的优点是

布置灵活、造型方便，可以起到很好的引导功能。

友谊医院通州院区的主入口凸出玻璃体量，加强立

面的入口引导（见图3）。

内凹

门诊入口凹入建筑体量，将部分外部空间引入建筑

的区域内。体量上的进退、虚实关系还可以形成丰富的

光影效果。这种入口方式适合于前广场空间较为局促的

门诊楼设计，可缓解入口区域对广场的直接压力。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的门诊楼距离城市道路较

近，为了缓解前广场压力，门诊楼入口采用内凹的设计

手法（见图4）。

嵌入

当医院整体规模较大，整个院区由多个建筑功能体

块聚集组合而成时，门诊楼入口也成为了整栋建筑的主

入口，它可以独立地作为一个建筑体量或者元素而存

在，嵌入在整体的中心位置[4]。

北京同仁医院亦庄院区入口大厅均为通高中庭，嵌

在整个院区的中心，起到交通枢纽的作用（见图5）。

图5 北京同仁医院亦庄院区

结束语

医院门诊楼建筑造型不仅要简洁明快，富有医院的

“风格”，又要体现时代性，有鲜明的“个性”。一方

面，医疗建筑立面应大力推广新材料、新技术，强化对

于先进医疗技术的呼应和协调作用；另一方面，随着人

们对于医院建筑品质要求的提升，医院也将不再是冰冷

的医疗机构，医疗建筑的设计将从城市设计维度着手，

融入更多使用者的心理感受和人文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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