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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设计理念在医疗建筑中的应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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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社会对生态环境质量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关注度持续提高，绿色建筑理念已然逐步变成现代建筑设计的关键导向。医

疗建筑属于那种能源消耗量大、功能较为复杂且运营极为密集的特殊建筑类型，它的绿色转型一方面有利于节能减排，另一

方面可提升室内环境质量，并且还直接关联着医患的健康、安全以及舒适情况。所以，探寻绿色设计理念在医疗建筑当中的

应用途径，这既是建筑设计领域的一个热门问题，同时也是达成现代医疗体系绿色发展所不可或缺的一条路。以绿色建筑的

设计特点以及原则当作基础，全面且细致地剖析了绿色设计理念在医疗建筑里的具体应用方式，希望能够为未来绿色医院的

建设给予理论方面的有力支撑以及实践层面的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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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increase in social attention to ecological environment qual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concept 

of green buildings has gradually become a key direction in modern architectural design. Medical buildings belong to a special type of 

building with high energy consumption, complex functions, and extremely intensive operations. Their green transformation is 

beneficial for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as well as improving indoor environmental quality. It is also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health, safety, and comfort of doctors and patients. Therefore, exploring the application of green design concepts in medical 

buildings is not only a hot topic in the field of architectural design, but also an indispensable path to achieving green development of 

modern medical systems. Based on the design characteristics and principles of green buildings, this article comprehensively and 

meticulously analyzes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of green design concepts in medical buildings, hoping to provide strong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future green hospit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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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医疗建筑由于其高强度的运行状态以及具备的特殊

功能，对于功能性、安全性、舒适性还有卫生性等方面的

要求，相较于一般民用建筑而言要高出许多，而且其能源

以及资源的消耗也呈现出显著的增长态势。在环境污染以

及气候变化等问题变得日益严重的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

促使医疗建筑实现绿色转型已然成为了一种必然的趋势。

绿色设计理念是达成节能、环保、健康以及高效建筑环境

的重要途径，将其应用于医疗建筑当中，既能助力于降低

运营方面的成本，又能对室内环境起到改善的作用，同时

还能提高医疗工作的效率并且提升医患双方的体验感受。

在对绿色建筑设计所具有的特点以及遵循的原则加以梳

理之后，着重就其在医疗建筑里的融合路径展开探讨，并

且给出具备可行性的设计策略。 

1 绿色设计理念在医疗建筑中的必要性 

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方面，从医院的社会责任和义务

角度出发，医院的建设和运营需要节约大量资源，切实保

护环境，从而尽可能地避免浪费和污染，使医院环境更加

适合患者和医务人员健康恢复和工作。另一方面，医院的

节能效果、便捷高效的医疗流程、和谐的人与环境关系，

将为医院的长期经营带来非常可观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因此，政府部门、医院管理者和建筑师需要将绿色医

院视为建设目标，而不是可以忽略的。如何把绿色建筑的

设计理念和医疗建筑的特点相融合，设计出真正的绿色医

院，是建筑师一直为之努力的方向。 

2 绿色建筑设计特点和原则 

2.1 绿色建筑设计的特点 

绿色建筑设计和传统建筑设计不一样，它最突出的特

点是把建筑整个生命周期里的资源节约、环境保护还有人

体健康都考虑进去。它首先节能，建筑围护结构、采光通

风、冷热负荷等方面都做了优化配置；其次环保，控制建

材选择、施工方式及运营过程，尽量减少对自然生态的破

坏；再者关注健康，重视室内空气质量、水质安全、噪声

控制以及舒适的温湿度环境；还有智能化，利用现代信息

技术来监控建筑能耗、联动管理各个系统并且动态调节；

最后可持续，强调建筑要能适应变化、可以更新并且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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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再利用的能力。绿色设计不是单纯地把某项技术堆砌

起来，而是建筑设计理念发生了系统性的改变，是把自然、

技术与人文这三者关系进行深度融合。 

2.2 绿色建筑设计的基本原则 

绿色建筑设计原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以人为

本原则，建筑设计要优先保障使用者的健康、安全与舒适，

提供良好视觉、听觉、嗅觉与心理体验。因地制宜原则，

建筑需充分尊重自然条件与地域文化，在场地选择、布局

组织、结构形式等方面体现地域适应性。生态优先原则，

通过优化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推动建筑与自然环境共生

共融。节能环保原则，要求在建筑设计全过程控制能耗与

排放，提升资源利用效率。系统集成原则，在建筑设计中

统筹考虑结构、机电、给排水、智能化等多个系统的协调

运行，实现建筑系统效能最大化。这些原则为绿色建筑实

践提供了科学依据与系统保障。 

3 绿色设计理念在医疗建筑中的具体应用 

3.1 高效集中的空间布局 

在医疗建筑领域当中，其空间布局所呈现出的高效特

性，同医疗流程能够顺畅开展的程度以及运营效率是紧密

关联在一起的。绿色设计理念着重于那种功能安排得较为

紧凑、交通出行便捷且资源能够实现共享的空间组织模式，

凭借这样的模式可减少建筑所占面积出现的浪费情况以

及能源方面的消耗，进而促使建筑的使用效率得以提升[1]。

在医院的设计环节里，需要依据不同功能的具体需求来展

开合理的分区工作，尤其是要把急诊、手术、重症监护这

类高频率使用的医疗单元集中起来去布置，如此一来便能

够缩短医护人员从事工作的行进路径以及患者来回流动

的距离，以此提高工作效率并加快应急响应的速度。通过

设立垂直交通核心以及中央共享服务区域，不但可以达成

上下空间的有效连接与重复利用的目的，而且能够大幅提

高建筑空间的利用效率，进一步地压缩建筑的体量规模，

降低运营期间的能耗耗费。合理的空间布局还应当顾及未

来技术的发展走向以及功能灵活调整的需求，所以在设计

的过程中要预留出一定的灵活空间，以便能够适应未来可

能出现的各种变化需求，实现建筑的可持续性利用。高效

且集中的空间布局，一方面优化了资源的配置状况，另一

方面提高了医疗服务的流畅程度，同时也为绿色医院实现

高效地运行给予了强有力的保障支撑。 

3.2 因地制宜的生态设计 

因地制宜属于绿色设计的关键策略之一，在医疗建筑

领域其重要性更是凸显无疑。医疗建筑一般体量颇为可观，

功能也较为复杂，所以在进行选址、确定朝向以及开展形

态设计等相关工作时，务必要全面且细致地考量当地气候

条件、地形地貌状况、植被资源情况以及城市文脉等诸多

方面的因素。就寒冷地区来讲，适宜采用较为紧凑的体形

样式，并且要采取南向采光方面的策略，借此来促使建筑

的热效率得以提升，进而能够减少能源方面的消耗。而在

炎热地区，那么就需要借助遮阳系统、自然通风手段以及

绿色屋顶等形式，以此有效地对热负荷加以控制，降低建

筑内外部的温差程度，从而减轻空调设备所承受的负担。

针对地形呈现出复杂态势的区域，可结合地势的具体情况

来设计多层退台、半地下空间以及绿色屋顶等多种形式，

如此一来便能够强化建筑与自然环境之间的融合程度，进

而提升建筑在外观以及功能层面所具备的独特性。除此之

外，凭借雨水收集系统、灰水回用技术以及地源热泵等较

为先进的技术手段，去构建契合当地实际情况的资源循环

利用系统，如此不但能够实现对自然资源的有效利用，而

且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水以及能源的消耗量，使得环

境负荷得以最大程度地被最小化。生态设计凭借着对自然

环境展开的深度理解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举措，一方面提升

了建筑面对环境时的适应能力，另一方面也充分彰显出绿

色医院所蕴含的人文关怀理念以及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有

力地推动了建筑与生态环境朝着和谐共生的方向发展。 

3.3 科学选用绿色建筑材料 

建筑材料对于绿色医疗建筑达成节能环保这一目标

而言，属于极为关键的一个环节。要科学地去选择绿色建

材，那么在挑选的时候就需要全面考量材料所具备的环境

性能、实际能够发挥出来的使用功能、相应的经济成本以

及对健康安全方面的影响等诸多因素[2]。在医疗建筑领域

当中，通常应当优先去选用那些污染程度较低、辐射水平

较低、可以实现再生利用或者能够被回收再利用的建材种

类，像是无机涂料、水性涂层、透水混凝土以及节能玻璃

等等这类材料。这些材料一方面能够对提升室内空气的质

量起到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减少有害物质的排放

情况，除此之外，它们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延长建筑的生

命周期，并且能够降低后续的维护成本。至于内装修材料，

则务必要满足医院对于洁净程度的要求，具体来讲就是要

表面平整光滑、具备较强的耐腐蚀性能并且容易进行清洁

处理，比如抗菌 PVC 地板、无缝墙体材料以及抗菌涂层

等这类材料就比较合适。科学且合理的材料选择方式，既

充分彰显了设计师对于可持续性以及健康性这两方面的

双重重视程度，同时也进一步提升了医疗建筑整体在环境

品质以及运行效率方面的表现状况。 

3.4 节能设计与净化通风系统 

医疗建筑里的能源系统以及空气处理系统相当复杂，

其能耗程度要比一般建筑高出不少，特别是在空调系统、

医疗设备、电梯还有照明系统这些方面，呈现出持续且高

强度运行的情况。绿色设计得在整体建筑能效水平得以提

升的前提之下，重点去优化空调通风、照明系统以及净化

设备的设计策略，进而达成节能减排和环境质量改进的双

重目的。在节能设计这块，应当运用高性能外墙保温系统、

三玻两腔中空窗、智能遮阳系统等较为先进的构造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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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提高建筑外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切实降低冷热负荷；

与此依据建筑朝向以及气候条件，合理安排建筑形体与开

窗方式，进一步把不必要的能量损耗削减掉。就照明系统

设计而言，要重视自然采光的引入以及高效 LED 照明的

融合运用，凭借光感应与时段控制系统达成照明智能联动

控制，这既让室内光环境的舒适性有所提升，又大幅提高

了照明系统的能源使用效率。在通风系统方面，需要按照

医疗建筑内部功能区的洁净度等级以及使用需求来开展

分区设计，采用新风置换系统与热回收装置，在确保室内

空气品质的基础之上实现能量的再次利用，另外还要配备

高效 HEPA 过滤器来应对那些有高洁净要求的区域。对于

手术室、ICU、负压病房等特殊的医疗空间，还得引入高

效能空气净化系统与压力梯度控制技术，防止出现交叉感

染的情况，保证医疗操作的安全性，确保环境具备高度的

可控性以及健康友好的特点。依靠能源系统的深度整合以

及智能化控制平台的构建，医疗建筑的能源管理将会变得

更加精准且高效，如此既能有效控制运营成本，又能为绿

色医疗环境的持续发展给予稳固的技术支持。 

3.5 坚持人本理论与舒适环境设计 

绿色医疗建筑，其设计不单着眼于资源的节约以及与

环境的友好相处，还着重于以人为本所呈现出的空间品质

以及对心理健康的关注。在开展设计工作的过程当中，务

必要全面且细致地考量医护人员、患者还有家属在生理层

面以及心理层面的各项需求，全力去营造出一个充满温馨

氛围、极为舒适并且具备疗愈功效的治疗以及工作环境[3]。

建筑内部需巧妙地引入自然光线以及自然通风情况，以此

来对空气质量以及光环境加以优化，进而增强空间所具有

的舒适感受以及亲和特性，给予人们优质的视觉以及嗅觉

方面的体验。在色彩选取方面，应当以那种温暖且柔和的

色调作为主要选择对象，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营造出宁静而

又放松的良好氛围；对于材质的运用，需要把重点放在触

感以及质感这两个方面，借由这种方式来强化人与空间之

间的互动性，营造出一种亲切感以及安全感。在候诊区、

住院部、康复中心等不同区域开展设计工作的时候，可以

安排布置一些绿植、庭院以及能够呈现光影变化的元素，

同时搭配上艺术装置，从而为患者给予情绪上的慰藉以及

心理方面的疗愈，助力于缓解他们内心的焦虑情绪以及所

承受的压力。声环境的设计同样是极为关键的一个环节，

要合理地运用降噪材料，尽力削减外部噪音给患者以及医护

人员所带来的干扰，保证环境具备静谧的特性以及舒适的特

质。秉持着人本理念所施行的舒适设计，一方面能够让医疗

建筑更加紧密地契合人性化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构成了医疗

建筑达成绿色可持续发展目标所蕴含的情感核心，能够在很

大程度上提升医院整体的服务品质以及人文关怀的水准。 

3.6 充分利用可再生能源 

可再生能源的集成应用对于绿色医疗建筑达成低碳

运行而言，称得上是一条极为重要的途径。在开展设计工

作的阶段，务必要依据所处的具体情况来引入像太阳能、

风能以及地热能这类可再生能源系统，通过这种方式去部

分替代传统的能源供给方式，进而促使建筑的碳排放量得

以降低，同时也让其运行成本有所下降。比如说，可以在

屋顶或者外立面上安装光伏板，借助太阳能来实现照明、

电力或者是热水方面部分供能的目的；在那些较为适宜的

区域去配置小型的风力发电机，让它能够作为应急供电的

一种补充手段；地源热泵系统自身具备稳定提供空调冷热

源的能力，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运行时的能耗。与此要

和建筑能耗监测平台相结合起来，以此达成对可再生能源

系统进行实时监测、能效分析以及智能调度的效果，从而

进一步提高该系统在运行当中的效率以及稳定性。除此之

外，雨水收集系统以及中水回用系统同样属于绿色能源管

理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能够有效地缓解供

水方面的压力，并且有力地推动资源的循环利用。 

4 结语 

当绿色设计理念在医疗建筑方面得到充分应用的时

候，其不但让建筑的生态性能得以提升，而且从源头上对

医疗环境的使用感受以及运营效率进行了改善。凭借高效

地去组织空间、依据实际情况来设计、对节能系统加以优

化、进一步深化人本关怀以及对可再生能源展开综合利用

等举措，医疗建筑正一点点地从传统的那种高耗能模式朝

着绿色、低碳以及智能的方向去转变。在未来，伴随绿色

技术持续向前发展以及政策引导日渐变得完善起来，绿色

医院会成为医疗建筑发展所遵循的主流方向。建筑师、医

疗机构以及政策制定者需要形成一种协同合作的机制，一

起去推动绿色理念在实际当中得以落实，进而达成建筑环

境、自然生态和人类健康能够实现和谐共存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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