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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打造与医院自身定位相吻合的视觉体系出发，对图形符号在医院视觉识别设计中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以及

静、动态符号在设计中的运用进行了分析，从理论上论述了图形符号在医院视觉识别设计中的重要作用。并通过举

例论证视知觉交互化中的“视-物态美感”和“知-精神体验”，以及民族文化元素、自然元素在图形符号中的展开运

用，从而为医院视觉识别设计开拓新的思路，为进一步加强医患之间的沟通，满足人们多元化的视觉需求提供更有

效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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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rom forging a visual system which fit hospital position itself, it analyzed the principle, methods and
characters of graphic symbols application, and static and static and dynamic symbol in design application, expounded the
important role of graphic symbol in hospital visual identity design theoretically. And it made the analysis and research
through illustration of visual andperception interaction of change "visual-state beauty" and "know-spirit experience",
and the application of elements of national culture, natural elements in graphic symbol. Therefore, open up a new thought
for hospital visual identity design. The use of this principle provide a more convenient way for that strengthen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patient and doctor and thoroughly get rid of the publics′ poor knowledge of hospital tra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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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大众健康意识的不断提升，人们对就医环境

也有了更高的要求，有的希望医院能为患者营造一个

温馨的环境，从而克服就医的恐惧感；有的希望医院

的标识导向清晰、明了，利于解决就医路线，克服寻找

的烦燥心理；有的则希望功能突出，以解决患者在就

医问题上的专业化需求。为了较好地解决以上问题，

作为设计人员，在医院视觉识别设计中应充分利用图

形符号的识别效果，把图形符号有机结合起来，切准

时代脉搏，从而设计出符合新形势下人们多元化需求

的医院视觉识别系统。

1 符号与图形符号

符号是负载和传递信息的重要媒介之一，是认识

事物的一种简化方式[1]。图形符号的基本意义则是运

用视觉图形构建符号，用符号传达信息，并最终使图

形符号透过其传达与接收信息的互动而实现观者的

认知功能[2]。成功的图形符号不仅能充分反映语言的

内涵，还能更简练、更直接、更容易被受众接受和记

忆。将符号与图形结合运用的时候，能让受众更透彻

地理解图形，并起到强化标识的作用。

2 医院视觉识别设计中的图形符号

图形符号的运用是对医院品牌形象的“再设计”，

并非盲目地模仿和照搬符号元素，它有着设计自身的

内在涵义。按照符号的特点来区分，可以将应用于设

计的符号分为静态符号和动态符号。一个医院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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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形象、管理机制、服务对象和救护理念等都涵盖在

静态和动态的图形符号中，因此，在医院视觉识别设

计中就要求简单易识、具备鲜明直观的表现形式。

2.1 静态符号

静态符号主要包括：图像符号 、指示符号、象征符

号。图像符号是借助符号本身和医院形象的相似作

用的一类符号，是通过模拟医院外部形态而构成的。

图像符号只有重视了医院的外部视觉信息，才能更好

地构建图像与医院之间的关系，如医院的护士站就可

以用戴护士帽头像的图像符号来标识，见图1，这类标

识，既简明又一目了然。与图像符号相比，指示符号

代表的含义要抽象许多。它着重在于指示出事物内

部各要素位置、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其简略的样式

则更具直观的特性。具体到医院视觉识别设计中，最

常见的指示符号为公共区域的引导标识，如梅田医院

导向识别中的路标指示箭头，见图2。象征符号则是通

过使用某一象征图形暗示另一事物或内涵，从而起到

传达特定概念或思想感情的目的。它的表达方式一般

是建立在社会约定的基础上，是一种惯例或规则，体现

的是一种象征意义。如北京协和医院标志中的十字象

征医院，绿色象征健康，鸽子象征平安，见图3。

2.2 动态符号

动态符号是指图形符号在表现事物的特征时具

有形动或意动的效果。随着智能化的飞速发展，尤其

是动画图形符号在各行各业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高度

重视和运用，为适应形势，医院的视觉识别设计除了

要加强对静态图形符号的分析和研究，还应不断探索

把智能化的动态符号运用其中。如动态滚动式电子

屏，见图4，就为医院向就诊人员发布各种信息（如：公

益广告、健康教育、排队挂号和专家门诊安排公告等）

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这类图形符号给人的印象更鲜

明，并且利于及时更换新的内容。

3 图形符号在医院视觉识别设计中运用原则

与方法

图形符号要符合人们视觉规律，要有更强的体验

性，因此设计人员就应遵守图形符号在设计中的基本

原则。具体应用在医院视觉识别设计中，不仅要考虑

图1 护士站导向识别

Fig.1 Nurse station identification

图2 梅田医院导向识别

Fig.2 Meitian hospital orientation identification

图3 北京协和医院标志

Fig.3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logo

图4 动态滚动式电子屏

Fig.4 Dynamic rolling electronic sc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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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形设计的外形是否简洁明了，符合审美标准，还要

注重标识的文化内涵与深度，以及建立整体统一的设

计观，来充分体现医患视知觉的交互化。另外，将民

族文化元素、自然元素融入到视觉识别设计当中，也

可以使医院形象更亲切，更贴近当地受众。

3.1 视知觉的交互化

视觉和知觉的相互结合，可以在人的头脑中形成

更鲜明的印象。视知觉对于事物的认识和理解，不仅

来自感官的直接体验，还要结合观者的经验和个人需

要[3]。可见，医院视觉识别设计不能局限于一般意义

的审美，应注入人们的习惯性情感需求，这样才能作

“无声”的医院VI系统在视知觉的辅助下，成为医患作

出更鲜明判别的基本依据，从而达到视知觉良好的交

互化作用。

3.1.1 “视”-“物态”美感

现代设计中图形语言的基本特征表现为形式简

洁、反对过分装饰，其设计应融入符合时代潮流的美

学元素，在结构上，以黄金分割率为基准；在形态上，

充分运用几何图形来表现符合时代潮流的、简约化

的、“物态美”的设计风格，从而起到用简洁的图形符

号来传达相对完整的视觉语义和思想内涵的作用。

俄罗斯口腔牙科医学网站标志见图5，它巧妙地将2个

三角形进行部分重叠，形成牙齿的形状，重叠部分是

网站名称的首写字母"C"。该标志既向人们传达了该

网站提供牙科知识的功能，同时，它还象征着该网站

的2个主要受众目标——医生与患者。该网站的设计

就是将“物态”几何化的典范。

3.1.2 “知”-“精神”体验

借“景”抒情是艺术美学的主要表现手法，视觉中

每一“景”都是人的知识、观念、生活和情感的反映。

用户对产品的认识与经验，以及对常用操作某产品所

使用的词语含义的理解，直接影响着知觉的过程 [4]。

可见，符号在设计中应该符合人们的感官体验和对事

物的认知，并应充分注重人体心理和生理因素，使图

形符号具有满足人们生理、心理需求的功能，这样才

能更好地使图形符号具备借“景”抒情、以“情”感人的

效果，从而实现人们对图形符号“精神”认知的需求。

如梅田医院的视觉设计，见图 6[5]，原研哉先生在这套

设计中采用了布艺元素，为患者在精神上营造出柔和

温暖的直觉体验，使患者有一种恬静安详的感觉。该

系列设计使用了白色棉布，可拆卸洗涤，目的就是通

过保持白色棉布的清爽向人们传递医院的卫生、环保

理念，为患者创造出安全舒适的就医环境。该设计充

分考虑了人们对图形符号的认知需求，是视觉识别设

计将人文情感转变成凝固符号的典范。

3.2 民族文化元素的运用

民族化图形符号是本民族对自己民族文化的一

种本能的认知，具有独特的亲切感，从其设计风格与

韵味就容易辨认出它的地域性、民族性与情感取向，

并反映出了民族独有的文化价值和思想意识[6]，更有

利于人们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我国民族文化元素

多用于中国特色的中医馆，挖掘与中医馆民族文化相

融的图形元素并运用在医院视觉识别设计中，便成为

传达地域文化信息的重要途径之一，但在图形符号中

体现民族化特点的同时，仍然要符合图形符号的基本

运用原则。如瀚源堂中医馆，见图7，标志图形设计以

汉字构成图形的主体，突出体现了中国民族特色，但

却过于繁复，与当今简约的设计趋势不符；辅助图形

中，木制外框和印章这一古老民族文化元素虽然在一

定程度上体现了该院的历史久远以及对中医品质的

保证，但该图形标志设计的识别性不强，如果在该设

计中把国际医院的十字标识运用到外框的结构中，或

是把针灸、接骨、拔火罐等特色在中医馆的辅助图形

中表现出来，则能更好地体现中医的功能，传达中医

图5 俄罗斯口腔牙科医学网站标志

Fig.5 Russia oral dentistry website logo

图6 梅田医院视觉设计

Fig.6 Meitian hospital visual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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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的品牌形象。

3.3 自然元素的运用

南丁格尔提出：“自然拥有让人康复的能力，我们

必须借助自然的作用。”对此，可以理解为：自然元素

对病人的就医心理、康复状态起着积极作用。在图形

符号中引入自然元素，更是当代医院VI设计中的重中

之重。不少著名的视觉识别设计都加入了自然采光、

创设风道回廊和景观庭院，辅以温暖质感的材料、配

合怡人的音乐、营造出自然清新的印象感受，通过这

些自然元素共同形成一个健康的就医环境。把这种

自然环境的“治愈力”和现代医疗技术结合运用，可以

更好、更快、更高效地促进病人康复，达到最佳的治疗

效果。

日本寺田尚树设计的东京松本儿童牙科诊所，见

图 8，就诊坐椅及墙体图画采用小朋友喜欢的动植物

造型，墙体主基色大面积采用清新绿色，并用自然光

照射丛林的斑斓色作点缀，这一设计在一定程度上起

到了转移小朋友注意力、放松心情、克服对打针拔牙

的恐惧效果，从而营造出了一个和大自然贴近的温馨

的就医环境。

3.4 整体统一性的把握

视觉识别的各个要素无论用于何种宣传场所或

媒体，在整体设计风格上都应保持高度的统一性，但

在设计时，也不应拘泥于某一种模式或某一种形式上

的统一和标准化，而应根据医院的个性化因素，采用

符合医院个性的设计方案，尽可能地拓展设计空间和

设计语言，并通过VI设计中不同元素的配合达到在视

觉上树立起既完整统一又具有个性化的品牌形象。

4 结语

图形符号在医院的视觉识别设计中有着不可替

代的作用，通过对图形符号的研究和运用，赋予了医

院视觉识别设计的新生命，具有更强的时代意义，图

形符号不仅拓宽了医院视觉识别设计的思路和方法，

还起到了强化医院识别的鲜明效果，使医院识别系统

更人性化、艺术化，同时也使医院的标识信息内容传

达得更科学、准确、精炼。可见，掌握图形符号使用的

基本原则和方法在医院视觉识别设计中具有极强的

指导意义和实用价值，为医院摆脱传统的灰白认识，

树立起与时代相吻合的品牌形象提供了更广阔的空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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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瀚源堂中医馆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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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东京松本儿童牙科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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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载体和广告信息本体以创新的方式结合，能让受众

对广告有更深入的接触以及颠覆性的情感体验，并最

终完成广告信息的有效传达。这种创意方法的重点

就在于环境媒体的选择利用、创新性的视觉表现手法

以及对受众的体验输出方式。正如田中一光先生在

《设计的觉醒》中描述：“好的广告应该是有新意的，从

一个与众不同的点切入，体现非比寻常的主题思想并

用高度完美的新鲜造型完成执行。它还要能深入人

们的日常生活，给人亲切的感受。要知道现在已经没

有人会为那些肤浅的推销手段停下脚步了[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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