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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健康小屋空间布局设计原则。方法 通过实地调研与分析，获得现有健康小屋空间布局

设计的室内空间特征与用户的室内活动流线，从行为需求与环境特征两个方面分析得到健康小屋空间布

局设计因素，通过量表对具体的健康小屋空间布局设计因素进行问卷调研，使用 spss 软件对调研数据进

行统计分析。根据调研结果，获得健康小屋室内空间布局设计原则。根据提出的健康小屋空间布局设计

原则进行设计实践，使用 JACK 虚拟仿真软件对设计案例进行合理性验证。结论 根据调研分析得到的

健康小屋空间布局设计原则有流线路径的最优性原则、功能区域的秩序性与服务性原则、空间环境的通

用性与情感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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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Distribution Design of the Health Room 

WEI Qian-hui, ZHI Jin-yi, LU Ning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Chengdu 611756,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principle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design of the health room. The interior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design of the existing health room and the user's interior activity route were obtained 

through field research and analysis.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design factors of health room were obtained through the 

analysis on the behavioral needs and environment characteristics. The questionnaires on the specific spatial distribution 

design factors of health room were conducted by the scale. spss software was used for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research 

data.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results, the interior spatial distribution design principle of health room was obtained. Then, 

the design practice was carried out according to the proposed principle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design of the health room. Finally, 

JACK virtual simulation software was used to rationally validate the design case. The principle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design of 

the health room obtained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analysis is as follows: make the streamline route optimal, make dif-

ferent functional areas orderly and offer better service, and make the space environment universal and emo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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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加速，生活水平提高，居民

对于慢性病的防控需求也越来越多[1]，健康保健意识

逐渐增强，全国各地纷纷开始设立健康小屋[2]。健康

小屋是政府相关部门设立的为群众提供自助健康检测

和健康教育的场所，能促进居民养成自我健康管理意

识，更加注重对慢性病的防控与自身健康状况的改善[1]。 

在现有的关于健康小屋的研究中，有文献从开放

时间、使用情况、人员配置、仪器维护等方面对我国

健康小屋的发展现状进行了调研与分析。有文献对普

通小区居民以及患有糖尿病等慢性病的患者使用自



第 39 卷  第 22 期 魏芊蕙等：健康小屋空间布局设计研究 105 

 

助健康小屋前后的健康指标、有关健康情况的知晓

率、生活方式与运动情况的改变情况进行了研究。基

于对上述文献的分析可以发现，现有研究侧重于对健

康小屋的使用情况以及使用效果的研究，但对于健康

小屋的设计，尤其是健康小屋空间布局设计的研究较

为缺乏。本文通过实地调研，根据健康小屋的使用环

境与使用人群的行为特点，对健康小屋空间布局设计

原则进行研究，并以案例对其合理性进行论证。 

1  室内空间布局设计概述 

室内空间布局设计分为两类：以“设备”为中心

的工程空间布局和以“人”为中心的室内空间布局。 

1.1  以“设备”为中心的工程空间布局设计理论

概述 

工程空间布局问题属于复杂的组合优化问题[5]，

研究的范围涉及航天器舱[6]、船舶舱[7]、企业车间[8]

等。布局设计与求解的方法有如下[5,9—10]：数学规划法、

图论法、启发式算法、人工智能领域的演化计算法（如

遗传算法与模拟退火算法等）、基于知识与准则的求

解法、虚拟分析与设计、神经网络算法、人机交互与

人机结合算法等。工程上大量的布局设计属于带性能

约束的求解问题[5]，需要考虑惯性、不平衡性、温度

场、电磁场[5]等性能特征。这些研究主要解决在有限

空间里更合理的布置更多的工程设备，并且缩短工程

周期，减少生产与运营费用等技术和经济性需求。 

1.2  以“人”为中心的室内空间布局设计理论概述 

与工程空间布局不同的是，在以“人”为中心的

室内空间布局中，人的行为需求是一个主要的研究因

素[11]。现有的相关研究中，有文献[11]从信息共享空间

的环境，行为和人的需求出发对图书馆电子阅览室的

功能改造与布局进行优化设计。有文献[12]从分析我国

铁路客车乘客的需求出发，建立了乘客的需求模型，

车厢的无障碍流线模型和无障碍区域的基本布局模

型，得到了我国铁路客车无障碍最优理论布局方案。

这些研究主要解决用户在目标环境中获得一个更加

舒适的体验的需求。 

健康小屋的空间布局设计属于以“人”为中心的

室内空间布局设计问题，用户在健康小屋中的活动规

律，影响着健康小屋的空间布局、尺度以及环境等因

素。本文将从用户行为出发，探求健康小屋室内活动

流线与用户的行为需求和环境特征，对健康小屋进行

空间布局设计研究。 

2  健康小屋空间布局设计现状调研 

2.1  调研对象 

按照健康小屋的空间布局形式及采用设备，将调

研对象分为两类：（1）采用非集成设备，将非集成设

备按一定顺序贴墙布置在房间四周的健康小屋；（2）

采用一体化集成设备的健康小屋。  

2.2  调研方法 

选取成都市两家具有代表性的健康小屋，见图 1，

A 社区健康小屋采用非集成设备，并将非集成设备排

布在房间四周，B 社区健康小屋采用一体化集成设

备。对进入健康小屋的人员进行行为观察，观察时间

持续 1 h，1 h 后进入健康小屋内部对内部空间细节处

进行观察与拍摄。 
 

 
 

图 1  现有健康小屋空间布局设计 
Fig.1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design of the  

existing health room 

 

2.3  调研结果 

2.3.1  室内空间特征 

从健康小屋的功能分区、设备构成、环境导视与

环境特征 4 个方面对健康小屋空间布局设计进行调

研与分析，表 1 为健康小屋空间布局调研分析内容。 

根据现有健康小屋的空间布局调研分析内容，得

出现有健康小屋空间布局优点与不足，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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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健康小屋空间布局调研分析内容 
Tab.1 Research and analysis contents of health room spatial distribution 

编码 功能分区 设备构成 环境导视 环境特征 

A 

护士工作区； 

设备使用区； 

附加服务区； 

血压计； 

身高体重仪； 

体成分分析仪； 

墙面有消毒装置的指示；
墙体以温暖蓝色为主，色彩淡雅；

布局松散，设备与桌椅少； 

B 
护士工作区； 

设备使用区； 

自助检测集成设备；

血压计； 

身高体重秤； 

地面贴有路线导视足迹；

白墙，没有其他装饰； 

布局紧凑，功能区多， 

设备大，桌椅多； 

 
表 2  健康小屋空间布局优点与不足 

Tab.2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health room spatial distribution 

 功能分区 设备构成 环境导视 环境特征 

优点 区域类别划分明确； 
一台集成设备能检测 

多项指标； 
 小屋整体色彩淡雅舒适；

不足 
未按需设置不同区域的面

积；功能区域数量不适中； 

未使用集成设备的健康小

屋设备类型少，以血压计

与身高体重仪为主； 

环境导视内容少，不便于

用户自助使用； 

布局密度，设备数量与设

备大小安排不适中；设备

与桌椅摆放不规律； 

 

2.3.2  室内活动流线 

剔除掉不使用设备进行自助检测的人员数据，分

析得到用户如下几条活动流线： 

1）“咨询使用设备咨询离开”； 

2）“咨询使用设备离开”； 

3）“使用设备咨询离开”； 

4）“使用设备离开”。 

图 2 为用户在健康小屋内活动的流线图。 
 

 
 

图 2  室内活动流线图 
Fig.2 Interior activity route 

 

3  基于用户需求的健康小屋用户空间布局

设计因素调研 

3.1  调研内容 

目前，健康小屋的主要使用人群为老年慢性病

人。老年人的生理机能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退，由于

骨骼失水与钙化等原因，关节无法自由伸展，导致行

动越发不方便[13]。并且老年慢性病患者会由于自身疾

病的影响，更容易产生孤独、紧张、焦虑与抑郁等情

绪[14]。充分考虑老年人的需求特征，对健康小屋用户

空间布局进行因素分析，见表 3。 
 

表 3  基于用户需求的健康小屋用户空间布局因素分析 
Tab.3 Factor analysis of health room spatial  

distribution based on user demand 

大因素 小因素 因素描述 

使用顺序 
设备布局是按照检测项目的

顺序进行顺序布置； 

功能分区 

健康宣传教育区、自助体检区

是分开的且相对独立的； 

设置专门的附加服务区域 

（文具租用、报告打印）；

行为需求

人机特征 
在进行自助检测时能有独立

的空间，避免磕碰； 

隐私 避免他人查看个人数据； 

情感化 
室内安排绿色植物或者 

装饰照明； 环境需求

空间感 
采用集成设备，一体机； 

合理安排桌椅等物品的数量；

 

3.2  调研方法 

将因素描述转化为对应的问卷问题，制作李克特

五点量表问卷，根据对健康小屋空间布局描述的内

容，从“非常不认同”到“非常认同”依次记为 1—5

分。将用户所需的检测项目，制作成多选题。在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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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共发放问卷 124 份，回收答卷 124 份，其中有效答

卷 124 份。使用 spss 22.0 软件对回收的问卷数据进

行统计分析。 

3.3  调研结果 

对量表数据进行效度分析与信度分析。KMO 值

为 0.922，Bartlett'S 球形检验的自由度为 45，P 值为

0.000<0.001，统计结果具有显著性，说明量表具有良

好的结构效度。Cronbachα值为 0.949，说明量表具

有良好的信度。对调研获得的量表数据进行描述性统

计分析，见图 3。 
 

 
 

图 3  量表数据平均值 
Fig.3 The mean value of the scale data 

 

4  健康小屋空间布局设计原则 

4.1  流线路径的最优性 

根据实地调研的健康小屋室内活动流线结果，简

化获得健康小屋室内活动流线模型，见图 4，其中 D

代表健康小屋的入口，Z 代表医护人员咨询台，用户

可以咨询相关信息，U 代表自助检测设备。 
 

 
 

图 4  室内活动流线简化模型 
Fig.4 The simplified model of interior activity route 

 
用户的行进时间越长，生理负荷越大，对其他用

户的正常通行的干扰越严重[12]。所以应尽量减少用户

的行进路程。将用户在健康小屋内的总路程最小的布

局视为最优布局。 

如果 Z 与 D 重合，医护人员工作区布置在小屋

的门口会造成拥堵，因此 DZ 与 ZD 在保证人员正常

活动的情况下应接近于 0 但不等于 0。如果 U 与 D

重合，自助检测设备布置在小屋的门口会造成拥堵，

且不利于自助检测设备的保养与维护，因此 UD 与

DU 在保证人员正常活动情况下应接近于 0 但不等于

0。如果 U 与 Z 重合，自助检测设备布置在医护人员

工作区会造成拥堵，并且影响医护人员正常工作，因

此在保证人员正常活动的情况下 ZU 与 UZ 应接近于

0 但不等于 0。 

因此检测区、医护人员工作区与健康小屋入口呈

三角形布置，自助检测区与医护人员工作区布置于健

康小屋入门可见的左右两侧位置，宣传区灵活的布置

于自助检测区与医护人员工作区之间。这能最大程度

减少用户在小屋内行进的路程，同时保证各个区域正

常运行。 

4.2  功能区域的秩序性与服务性 

根据基于用户需求的健康小屋用户空间布局设

计因素调研结果，量表数据平均值高于 4.10 的高分

因素项目均与检测空间的独立性与秩序性有关，健康

小屋应采用智慧集成式检测设备，集成式检测设备构

成检测区。用户使用集成式检测设备可集中检测各项

数据，避免来回找寻不同检测设备，使检测区更具秩

序感。 

采用的智慧集成设备应能进行个人健康电子档

案建立，并且能够实时上传检测数据，用户能通过手

机客户端或 PC 端进行个人健康电子档案管理，同时

相关的健康云平台能够对用户的健康数据进行分析

与评估，提出相应的健康干预措施，督促用户进行健

康改进，形成一个良性的健康管理[3]闭环，打破传统

健康检测设备仅能检测数据的单一功能形式，以符合

信息时代的特征。 

健康小屋是政府相关部门设立的为群众提供自

助健康检测和健康教育的场所[2]，以提供健康服务为

要点的场所应遵循服务设计的相关原则[15]：用户控制

服务过程，分割愉快，整合不满，强有力地结束。因

此，健康小屋中的检测区、宣传区与医护人员工作区

应相对独立，使用户有足够的自主控制服务的过程，

即用户在检测区中进行自助检测，在宣传区中自助选

择与查看宣传教育内容。另外，相对独立的空间将用

户在健康小屋中的行为类型分为“咨询”、“查询”与

“检测”3 个部分，不仅能提高健康小屋的服务质量，

而且能起到分流人群，避免拥挤的效果。同时，相对

独立的区域能保护用户隐私。 

4.3  空间环境的通用性与情感性 

通用设计具有人本价值、社会价值、生态价值与

道德价值[16]，在健康小屋等与医疗健康相关的机构中

更是需要体现最大价值的人文关怀、社会关怀、生态

关怀与道德关怀。因此，在健康小屋空间环境设计中

需要着重考虑通用设计的 7 项基本原则[17]：平等、灵

活、简单与直观、信息易理解、容错、减少体力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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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与空间的接近性与使用性。 

根据基于用户需求的健康小屋用户空间布局设

计因素调研结果，量表数据平均值高于 4.00 的较高

分因素项目中，用户的情感化需求也是布局设计过程

中的一个要点。空间中采用装饰照明、设置绿化等，

打破传统医疗场所的冰冷感。健康小屋内部摆放的设

备与物品应注意造型圆润、色彩淡雅，并且控制设备

与物品的数量，节约空间，避免压抑感，提高使用效

率，为健康小屋提供一个轻松的环境氛围。 

5  设计实践 

根据陈骏籍等[2]在全国范围内对 5363 家健康小

屋调研的结果来看，健康小屋的平均占地面积为 15 m2，

其中有 45.40%的健康小屋具有独立的房间。本文的

设计实践选择一个独立的房间。 

设计实践遵循从整体到细节的设计流程，即“整

体空间布局规划具体空间布局规划空间细节设

计”，具体设计流程如下。 

5.1  根据流线路径的最优性原则进行布局分区规划 

检测区、医护人员工作区与健康小屋入口呈三角

形布置，医护人员工作区与检测区布置于健康小屋入

门可见的左右两侧位置，宣传区灵活地布置于自助检

测区与医护人员工作区之间。 

5.2  根据功能区域的秩序性与服务性原则进行区域

功能规划与自助设备选择 

检测区中，本案例选取集成设备徕康 LK-100F，

该集成设备可以测量血压、脉率、血糖、血氧、人体

代谢率、脂肪含量等数据，同时配备身高体重仪。本

案例将集成设备 LK-100F 的操作台面与显示设备嵌

入到检测区墙体中，并且检测区、医护人员工作区与

宣传区相对独立。 

另外，选用的集成检测设备 LK-100F 支持刷二

代居民身份证或 IC 卡进行个人数据建档，检测数据

支持有线及无线网络传输，用户可直接在手机客户端

或 PC 端查询个人健康数据，通过徕康健康云平台能够

进行健康跟踪、智能评估、健康预警等相关智慧服务。 

医护人员工作区中，本案例设置一张咨询台，医

护人员可在咨询台上办公，同时用户可咨询医护人员

相关事宜。 

宣传区中，本案例设置自助健康信息查阅一体

机，用户可以在一体机上查询相关健康宣传教育信

息，观看相关健康宣传教育视频。 

5.3  根据空间环境的通用性与情感性原则设计 

智慧健康小屋采用自动感应门，入口地面采用斜

坡，用户在入口即可看见横向分布的 3 个区域，3 个

区域划分明确，用户可以简单而直观地辨别各区域的

功能信息并迅速找到自己的目标区域。 

在 3 个功能区域设置用户在坐姿与站姿情况下

均能使用的设备与物品。小屋内部设置折叠座椅，用

户可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使用。检测区设置扶手，方

便用户调整姿态。 

设备与摆放的物品造型圆润，色彩淡雅，控制摆

放的设备以及物品数量，给用户营造一种简约、轻松

的环境氛围。 

本案例的平面布局图，见图 5。本案例的设计效

果图，见图 6。 

 

 
 

图 5  平面布局图 
Fig.5 The layout scheme 

 

 
 

图 6  设计效果图 
Fig.6 The 3D rendering 

 

6  设计评估 

身材矮小者、老年人、轮椅使用者等群体行动不

方便，其中轮椅使用者是典型的具有通行空间障碍的

群体[12]。本文以轮椅使用者为对象，使用 JACK 虚拟

仿真软件对设计案例的关键人机尺寸进行仿真验证。 

人机工程分析中，常以第 95 百分位中国成年人

体尺寸作为尺寸设计的上限[12,18]。选取第 95 百分位

的成年男性作为轮椅使用者，第 95 百分位的成年女

性作为护理人员（目前中国大多数专职护理人员为女

性），负责推动轮椅。在图 7 中的 3 个区域进行关键

通行尺寸的静态仿真。 

将简化后的健康小屋模型与轮椅模型导入 J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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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并载入第 95 百分位的成年男性人体模型与第

95 百分位的成年女性人体模型。对男性人体模型添

加坐姿约束使其坐在轮椅上，对女性人体模型添加站

姿约束，使其双手握住轮椅把手模拟推动轮椅动作。 
 

 
 

图 7  关键通行尺寸分析 
Fig.7 The analysis of key pass size 

 
图 7 中显示区域①能容纳一位轮椅使用者与一

名护理人员一起咨询医护人员相关事宜。区域②能容

纳一名轮椅使用者与一名护理人员一同查看健康宣

传教育内容。区域③能容纳两名轮椅使用者共同使用

检测设备，并且两名护理人员能分别照顾两名轮椅使

用者。护理人员与轮椅使用者能共同够通过关键尺

寸，那么其他人员也能通过关键尺寸，因此，虚拟仿

真验证结果表明设计案例的关键通行尺寸是合理的。 

可及范围分析中，常以第 5 百分位中国成年人体

尺寸作为尺寸设计的下限[12,15]。选取第 5 百分位成年

女性作为轮椅使用者，对女性人体模型添加坐姿约

束，使其坐在轮椅上，独自操作集成设备。轮椅使用

者使用集成设备的可及范围分析，虚拟人可以触碰到

集成设备的屏幕并进行独立操作见图 8。因此，虚拟仿

真验证结果表明设计案例的集成设备选择是合理的。 

 
 

图 8  可及范围分析 
Fig.8 The analysis of accessible range 

 

7  结语 

本文对健康小屋空间布局设计进行调研与分析，

得到了健康小屋空间布局设计的原则。 

1）流线路径的最优性原则。检测区、医护人员

工作区与健康小屋入口呈三角形布置，自助检测区与

医护人员工作区布置于健康小屋入门可见的左右两

侧位置，宣传区灵活的布置于自助检测区与医护人员

工作区之间。 

2）功能区域的秩序性与服务性原则。健康小屋

应采用智慧集成式检测设备，智慧集成式检测设备构

成检测区，根据服务设计原则对健康小屋进行区域分

隔与功能分段，健康小屋中的检测区、宣传区与医护

人员工作区应相独立，用户在各个区域进行自主操作。 

3）空间环境的通用性与情感性原则。即根据通

用设计理念进行功能布置，并采用装饰照明，设置绿

化等；健康小屋内部摆放的设备与物品应注意造型圆

润，色彩淡雅，并且控制设备与物品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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