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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移情理念下的儿童输液产品设计研究 

金威宇，李会科，邢艳芳 
（江苏师范大学，徐州 221116） 

摘要：目的 针对儿童输液恐惧症，探索儿童输液产品再设计的重要性，细化用户需求，为缓解儿童输液恐

惧症提供更多视角。方法 以移情理论为指导思想，结合 VAS 焦虑与疼痛测定法，对 40 位 3～8 岁儿童进行

门诊实验，依此研究儿童在输液过程中焦虑、恐惧等情绪产生的原因及如何减轻。结果 融入移情理念的输

液产品能更好地缓解儿童焦虑恐惧症。结论 通过改变儿童输液环境的趣味性和科学性，能提高就医舒适度，

有效解决输液过程中的不良反应，研究结论可为儿童医疗输液产品的设计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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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dren's Infusion Products Based on Empathic Design 

JIN Wei-yu, LI Hui-ke, XING Yan-fang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221116,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fear of children's infusion, it aims to explore the importance of re design of children's in-

fusion products, refine user needs, in order to alleviate the fear of children to provide more perspectiv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empathy, combining the empathy design with VAS(Visual Analogue Scale) and HAMA(Hamilton Anxiety 

Scale), the experimenter has designed the experiment with 40 children years at 3 to 8, in order to study the causes of an-

xiety, fear and other emotions of children in the infusion process and how to reduce it. Infusion products incorporating 

empathy can better relieve the anxiety disorders of children. Through the interesting and scientific change of children in-

fusion environment, the medical comfort can be improved, the adverse reactions in the process can be effectively solved, 

and the research results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design of children's medical infusion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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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医疗系统的健全和发展，设计作为全新的工

具和视角，正大量介入医疗服务体系中[1]，但是，现

阶段契合儿童心理学的输液产品还有待研究。儿童在

输液时的恐惧与焦虑心理既影响其生理和心理健康，

也降低输液效率。移情理论是儿童心理学的一个重要

理论。将移情理论应用于儿童输液产品的研究中，可

获得一定的成果。 

1  儿童输液环境的现状 

输液门诊在医疗环境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根据

清华大学科学研究中心发布的《2010 年中国医疗服

务行业投资研究报告》显示，预计 2015 年门诊将突

破 4000 万次[2]。国家对门诊的投资在不断加大，但

是我国儿童输液门诊空间环境仍不乐观，输液环境仅

解决了基本功能，严重缺乏对儿童患者以及陪护人员

的情感体验的关注。调查整理后，问题主要归纳为以

下几个方面。 

1.1  输液设施及器具方面 

输液空间的设计偏重于功能区域，对于非功能区

域的设计往往忽略，致使输液空间分布不合理，空气

不流通，既环境嘈杂混乱，又易造成交叉感染。输液

设施见图 1a—b，普遍的医院输液室是成人与儿童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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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一室，没有各自的区域划分。在季节性疾病爆发

之际，输液室尤为混乱、嘈杂、拥挤，儿童与成人

在输液过程不能享受安静的就医环境，不利于恢复

健康，甚至会造成患者纠纷。同时，目前国内的输

液 器 具 在 设 计 上 以 现 代 功 能 主 义 风 格 为 主 ， 见 图

1c—d，产品造型较为理性冰冷，缺乏针对儿童患者

心理和情绪的关注[3]。一层不变的输液针具与输液支

架等设备，材质选择体现了单一与刚强，孩子看到

会产生恐惧感，心理上产生抵触，严重时造成抗拒治

疗的现象。 

       
a                                                   b 

       
c                                                    d 

图 1  输液设施 
Fig.1 Transfusion facilities 

1.2  候诊空间环境 

输液空间环境分为候诊部分和输液部分。 

输液环境尚未将陪护人员的需求纳入服务范围，

缺乏人性关怀。在候诊室中活动群体最多的是陪护人

员，但国内的儿童医院服务种类单一，忽略陪护人员

的情感诉求，也缺乏特殊场所的细节设计，如婴儿换

尿布，临时哺乳等服务。候诊室成为矛盾的多发场所，

间接造成了儿童进一步的焦躁和恐惧心理。 

输液空间设计多是以冷色调为主，见图 2。棱角

分明的长方形的室内空间，白色冰冷的墙壁，白色高

频荧光灯，坚硬的瓷砖地面等易使儿童患者产生焦躁

的情绪。 

针对以上的调查和分析，应用移情理论对儿童输

液焦躁恐惧心理的舒缓和调整的应该主要从这几个 

        
a                                                      b 

图 2  输液空间设计 
Fig.2 Infusion spac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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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入手。环境干预，心理干预以及药物干预。儿童

输液产品的设计对缓解恐惧心理有重要作用。通过移

情设计的方法研究儿童输液体验接触点，移情设计方

法是一种将感性与心理认知相结合，运用科学的数据

以及工具，来加以研究分析，因此移情设计研究方法

具有可操作性。 

2  移情设计方法 

移情设计是指用户在体验产品的过程中，无意识

地将直接的情感转移到他物。德国著名的美学家、心

理学家利普斯在《美学》中说道：“充分的移情是自

我不可区分地消融到视力所知觉的对象中，消融到对

它的体验中[4]。”用户将当前的压抑、消极痛苦等态

度通过移情转化为一种快乐、积极、享受的体验，激

发人内在的情感与想象力，从而获得深刻的感受。 

移情的对象是用户，通过扮演 3 种角色可以有效

捕捉用户的真实需求和情感体验：观察者，观察儿童

患者在实际输液过程中的使用细节；倾听者，沟通记

录儿童患者的治疗反馈和感受；表演者，角色扮演，

体会儿童患者的真实感受[5]。 

研究人员通过移情观察法客观地将儿童输液的

行为记录下来并进行分析，使用 MOPS 儿童疼痛评 

虑 ， 终 点 部 分 为 10 ， 代 表 非 常 痛 / 非 常 焦 虑 ，

Wong-Baker 儿童面部疼痛量表见图 3。同时，模拟输

液的患者旅程，见图 4（灰底为痛点）， 研究输液过

程儿童哭闹的接触点，运用移情理论对用户痛点进行

实验分析。 

 

图 3  Wong-Baker 儿童面部疼痛量表 
Fig.3 Wong-Baker faces pain rating scale 

 

图 4  输液的患者旅程 
Fig.4 Patient journey of infusion 

3  移情实验设计 

3.1  实验过程 

本实验研究对象针对感冒输液的门诊儿童采取

随机抽样，抽取 40 名 3～8 岁的儿童进行实验观察。

实验组与控制组各 20 位，主要研究新输液环境在儿

童的不同年龄阶段是否存在交互作用。以本研究对

象 3～8 岁的儿童而言，他们的心理与身体还属于尚

未发展成熟阶段，根据年龄段的划分，3～5 岁为低

龄段，6～8 岁为高龄段。不同阶段的儿童在进行输

液过程的需求也不相同，3～5 岁儿童输液情形见 

图 5，3～5 岁的儿童群体缺乏安全感，在进行输液

过程中需要多位家属陪同，一见到输液器具，就会

哭闹，要求停止输液，离开医院。6～8 岁的儿童对

生病治疗有一定的理解能力，会在家属或医生的劝

说之下，勇敢面对输液治疗，但好动是儿童的天性，

长时间的输液治疗会使他们产生疲惫感，从而也会

造成焦虑症。由此可见，在儿童输液过程中，主动

转移注意的策略是不合适的，而被动转移注意可以

让儿童在不知不觉中自然地转移，比较符合儿童好

奇、不受拘束的特性。 

 
a 

 
b 

图 5  3～5 岁儿童输液情形 
Fig.5 Infusion situation for 3 to 5 years old 

本实验主要记录儿童进入输液室候，医生问诊过

程，检查过程以及治疗过程 3 个方面。将输液环境作

为变量，保持其他不变，设计 A、B 两个输液室。A

为新的诊疗输液室，非药理介入方法有主治医生身穿

卡通服饰、增加游戏活动、虚拟实境等转移注意力策

略或者可移动的儿童输液车，电脑游戏、治疗玩具等

游戏认知策略。B 为传统输液室。实验组与控制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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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对象进入输液室进行治疗，被试统计资料见表 1。 

表 1  被试统计资料 

Tab.1 Subjects statistics table 

 实验组（n=20） 控制组（n=20） 

年龄/岁 4.9±1.9 5±1.7 

低龄/高龄 10/10 9/11 

3.2  实验方法 

本实验采用同一医生分别对实验组与控制组进

行评估。实验组取样是由医生采用引导方式，透过情

感设计，使用新的输液诊具。通过创新输液袋，棒棒

糖或小动物输液支架，可移动输液座椅或输液手推车

等来营造一个温馨的输液环境,输液儿童可以随心所

欲地移动，避免输液时间过久待在同一个地方产生厌

倦感。控制组取样则由医师使用传统的输液工具，按

照实验组一样的问诊方式，进行输液治疗。实验结束

后儿童进行自我评估并填写 VAS 量表，运用统计学

方法，评估移情输液产品对缓解儿童焦虑恐惧症是否

存在交互作用。  

通过对于低龄与高龄段儿童在 A/B 输液环境评

分测量，实验组与控制组儿童自评焦虑与疼痛分值比较

见表 2。表 2 显示实验组与控制组的不同年龄段儿童自

评焦虑分值，低龄段儿童分值（t=–16.025，P<0.001），

高龄段儿童分值（t=–5.547，P<0.001），实验组的均值

小于控制组的均值。两组实验结果显示，融入移情理

念的新的输液环境可以有效地降低了儿童焦虑与疼

痛感。在年龄组实验中，低龄组分值均显著高于高龄

组，由此说明低龄儿童患者在输液过程中，更加需要

融入移情理念的输液产品来缓解他们的焦虑。 

表 2  实验组与控制组儿童自评焦虑与疼痛分值比较 

Tab.2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of children's 
rating anxiety and pain scores comparison 

 分组 sx  t P 

低 龄 儿 童 自 评

焦虑 

实验组 3.24±0.64 
–16.025 <0.001 

控制组 8.86±1.10 

低 龄 儿 童 自 评

疼痛 

实验组 6.79±1.45 
–5.547 <0.001 

控制组 9.33±0.91 

高 龄 儿 童 自 评

焦虑 

实验组 2.02±0.32 
–9.172 <0.001 

控制组 5.37±0.84 

高 龄 儿 童 自 评

疼痛 

实验组 3.95±0.60 
–6.040 <0.001 

控制组 6.67±0.62 

4  儿童输液产品设计启发 

儿童不是成人的缩影，而有他独特的心理特点[7]。

儿童在不同阶段心理差异明显，在生病时，心理活动易

受治疗环境产生变化。根据其心理活动特点进行设计，

易于引导他们适应新的环境。 在满足基本功能的前提

下，融入移情理念，从外观、色彩、材料等把握儿童输

液产品设计的形式要素，可有效地引发积极的情感体

验与心理感受，缓解和消除儿童焦虑与疼痛感。 

色彩方面将儿童的主观意识情趣移入色彩之中，

使主观感情客观化为色彩的属性。色彩对于儿童的心

理导向和性格培养具有重要意义，不同的色彩表达不

一样的感情[8]。在设计中，科学合理地选择与使用色

彩，会对儿童的视觉神经保护起到极为积极的作用，

让孩子在输液过程中，视觉上更加地舒适、温馨、安

全。儿童输液室的设计可以融入卡通元素等，让孩子

从进入到输液室开始，就忘记输液，忘记医院。儿童

输液室见图 6，医院整体风格温馨可爱，医疗设备设

计人性化，让孩子从进入医院的第一时间就转移他们

的注意，让他们忘记输液的恐惧，体验如同童话或梦

境中的求医经历。 

 
a 

 
b 

图 6  儿童输液室 
Fig.6 Children transfusion room 

输液产品外观设计方面，要充分地考虑安全性与

趣味性。输液器具见图 7，输液支架提取爱心、棒棒

糖等受儿童喜欢的产品外观要素，设计可爱温馨的输

液支架，同时改变传统的输液袋外观设计，让儿童在

进行输液的过程中忽略输液器具的冰冷感与单一，更

好地缓解压力，减轻焦虑与恐惧。材料作为产品形态

设计的媒介，是用户接触产品的载体[9]。儿童属于特

殊群体，他们的生理需求、心理需求以及活动特点与

成年人截然不同[10—11]。儿童输液产品的材料材料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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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以安全无害为第一原则，产品的质感设计要能充分

满足儿童活泼好动、好奇心强的特点，同时给儿童以

良好的视觉美感和心理体验，需要充分考虑儿童心理

的特殊性，从而设计出利于儿童身心健康输液产品，

让儿童更好地适应输液环境，提高输液效率，体验舒

适、温馨的就医过程。 

 
a 

 
b 

图 7  输液器具 
Fig.7 Infusion apparatus 

5  结语 

人们的需求越来越具有个性化和针对性，特点场

所和特定环境的专用设计既能符合人们的需求，也是

未来创新设计的一个方向。作为儿童这样一个弱势群

体，设计师为其设计的产品需要从儿童心理学的角

度，从情感的角度移情研究用户，运用人机工程学原

理，结合理性的调查和数据分析，注重产品功能、色

彩、材料等方面，增加父母与孩子之间的亲子互动关

系。儿童输液产品的设计更多地传达了情感设计理

念，让孩子将对输液的恐惧与焦虑通过移情产品的体

验，转化为积极乐观的健康体验，让医患的关系得到

更好的缓解提高治疗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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