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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从情感化设计的角度入手，探讨我国妇幼保健院视觉导视系统设计中存在的问题，分析就

诊者的情感需求，提出情感化设计的必要性、原则和方法，以增强其设计的系统化、个性化、情感化。

方法 结合国外优秀妇女、儿童类专科医院的视觉导视系统设计案例，从情感化设计的三个层次，即本

能层次、行为层次、反思层次，分别探讨妇幼保健院视觉导视系统情感化设计的内涵。结论 在妇幼保

健院视觉导视系统的设计中以人为本，深入分析妇女、儿童的情感需求，注入情感化设计的元素，以此

改善我国妇幼保健院视觉导视系统的设计现状，从而消除妇女、儿童的焦虑情绪，改善医疗环境，提升

医院综合地位，最终提高我国妇幼医疗事业的水平，为妇幼专科类医院导视设计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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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otional Design in the Visual Guidance System of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Hospital 

WANG Cong, ZHU Hua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214122,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discus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design of the visual guidance system in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Hospital of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otional design, analyze the emotional needs of the patients, and 
propose the necessity, 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 emotional design to enhance the design in terms of systematization, per-
sonalization and emotion. Combining with the excellent design cases of visual guidance system in foreign women and 
children’s specialized hospitals, the connotation of emotional design of the visual guidance system in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Hospital was discussed from 3 levels, namely, the instinct level, the behavior level and the reflection level. In the 
design of the visual guidance system in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Hospital, the emotional needs of women and children 
are deeply analyzed with people oriented and the elements of emotional design are injected, to improve the design status 
of the visual guidance system in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Hospital of China, thus eliminating anxiety among women and 
children, improving the medical environment, and enhancing the overall status of hospitals. Finally, it can improve the 
level of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care in China, and provide new ideas for the guidance design of maternal and child spe-
cialist hospitals. 
KEY WORDS: emotional design;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hospital; emotional needs; visual guidance system design 

导视系统是医疗环境中最易被感知的元素之一。

国内很多妇幼类医院导视设计往往没有从妇、幼角度

考虑。由于去妇幼保健院的人主要为妇女、儿童两个

敏感、弱势群体，且大多数不是病人，所以导视设计除 

了具备实用性以外，应更加注重妇女儿童的情感需求。 

1  妇幼保健院的视觉导视系统概述 

根据材料的材质、色彩等物理属性和图形、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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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对医院内部的人流、物流进行目的地的指引是医

院导视系统的主要作用[1]。妇幼保健院作为医疗空间

的范畴之一，主要服务人群包括健康人和患病者两大

群体，其中又分为四类：儿童患者、儿童保健人群、

妇女患者、孕妇；医院建设针对这四种人群，分四种

主要功能区：儿童保健中心、妇女保健中心、围产保

健中心、体检及婚姻登记处[2]。由于就诊者大多数为

女性，且大多是健康人群，因此导视系统除了具备功

能性，还应注重人性化设计。处于孕期的女性心理承

受能力较差，经常产生焦虑、恐惧的心理，因此，除

划分医院基本的四级导视系统以外，也应该针对这四

种不同使用人群的心理需求及使用场景进行分类，体

现医院对患者与医护人员的关爱。 

1.1  国内发展现状 

在我国，很多专科医院都是沿用综合医院中的视

觉导视系统设计，并没有针对性地设计，即使有也多

关注于残疾人和儿童。目前有关妇幼保健院的设计研

究大多关注于建筑、室内、景观设计层面上，关于导

视系统的设计也仅仅停留在表面——色彩上采用粉

色的女性色彩手法。这就导致设计缺乏对妇女、儿童

这两个特殊群体心理需求的深层分析；缺乏对医院功

能需求的分析；缺乏情感化、差异化与系统化。我国

二胎政策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保健行业的发

展，需求的增多与设计上的落后形成强烈的对比，既

跟不上城市与社会的发展需求，又忽略了妇幼的情感

需求。 

1.2  国外发展现状 

国外妇幼医院导视系统的设计，契合以人为本的

核心，体现人文关怀，重视就诊者的审美需求，并尊

重信仰，提高信息传递效率，将导视系统的设计功能

充分发挥。根据使用人群的特点，在图形、字体、色

彩、材料等元素上的运用更加自由，呈现出人性化、

趣味化、系统化，取得了很好的反响。日本关于医疗

导视系统的情感化设计有较为全面的研究，例如由原

妍哉设计的日本梅田医院导视设计见图 1[3]。 

2  情感化设计在妇幼保健院导视系统设计

中的内涵 

在日常生活的决策中情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由徐恒醇所著的《生态美学》中提到，情感主要是一
种心理体验，其随着理性的发展由情感器官产生，受
社会认知与文化价值导向的影响 [4]。情感与行为系
统、认知系统息息相关，相互影响。例如有些患者在
就诊时感到恐慌，身体会出现不由自主地颤抖、肌肉
紧缩等现象，会影响就诊心情及效率，因此，从情感
化角度出发的导视设计，有利于就诊者的康复和医务
人员的工作。 

所谓情感化设计，就是通过着眼于受众内心的情
感需求，将情感要素融入到设计中。在导视系统的设
计中可以表现为色彩、符号、图案、材料等因素。在
使用期间，用户在感官上引起共鸣并得到精神愉悦和
情感满足。美国杰出认知心理学家唐纳德·诺曼在其
著作《情感化设计》中重点论述了情感化设计对产品
的重要性。面对大家一直强调实用性的现象，诺曼提
出：一个产品能否成功，设计内包含的情感成分可能
比实用成分更重要。医疗导视是具有服务性的指引产
品，因此，除了具备实用性之外，注重就诊者的情感
需求是提高其服务质量的重要途径。他还提出，人们
对信息的加工有三个层次：本能层次、行为层次和反
思层次[5]。 

2.1  本能层次优化氛围 

本能层次即人本能的反应，生理起主导作用，主
要指外观设计。在导视中体现在图案、色彩、字体设
计以及整体造型等方面，通过漂亮的外观吸引人的注
意，改善就诊心情，留下好的第一印象。在情感化设
计的介入中，可以针对不同功能分区进行设计的划
分，以符合不同人群的审美需求。比如在围产保健中
心与就诊区域，就诊与孕前焦虑、孕后抑郁等症状明
显，可以通过色彩、材质等形式改善氛围，缓解焦虑 
心理，减少给孕妇和胎儿带来的不良影响。儿童、妇
女保健中心又大多需要营造出温馨、明快的环境，从
而消除保健者的恐惧心理、促进康复。 

 

   
 

图 1  日本梅田医院导视设计 
Fig.1  Design of visual guidance system in Umeda Hospital of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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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行为层次改善体验 

行为层次即使用者在产品使用过程中产生的愉
悦与效用。如导视系统的可用性、易懂性、便利性、
趣味性等。在情感化的介入中，可以根据受众采用不
同的导视方式。如儿童空间可以利用环境图形导视增
加游戏互动，不仅有利于儿童就诊者的识别，而且还
可以减轻父母照看的压力。对于成年使用者，除传统
导视形式外，移动终端等非物质化设计的辅助可以增加
寻路的便捷与自由性，拉近医院与就诊者的心理距离。 

2.3  反思层次引起共鸣 

反思层次即大脑的思考、分析和诠释部分。该层
次容易受文化、环境、年龄的影响，例如儿童和成年
人因认知能力的不同，喜欢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儿童
对抽象、简化的图形更感兴趣，成年人则受教育、环
境等的影响而有自己的认知。在妇幼保健院的导视设
计中，可以对不同的功能分区与使用人群设计针对性
的导视类型。例如在儿童医疗空间融合抽象的卡通形
象，妇女医疗空间采用曲线以符合女性审美。反思层
次的设计可以营造归属感，给就诊者留下美好的回忆。 

综合来看，情感化设计三个层面之间是可以相互
交叉的，可以同时在不同层面上起作用。既能够在本
能层面上通过导视的外形、色彩和材质引起受众对它
的喜爱，又可以通过导视的功能性和易用性的设计在
行为层面为其增添良好的使用感受，还可以由文化的
传递以及引起回忆的方式使反思层面产生更深度的
共鸣。妇幼保健院作为受众群体多为女性且大多是健
康人的服务保健机构，设计上应该融入情感化设计，
要注重有针对的差异性，不能过于注重普适性。 

3  情感化设计在妇幼保健院导视系统设计
中的策略 

3.1  本能层次上的设计 

妇幼保健院导视在本能层次上的设计，主要指外
观设计。通过导视的文字、色彩、图形与造型、材料
等得以表现。其中，在色彩、文字和图形三种符号中，
人的瞬间感知强弱顺序分别是色彩、图形、文字[6]。 
 

色彩在人首次接触二十秒的感受比例达 80%，因此色
彩与图形的情感化视觉表现是一个不错的出发点。色
彩是感性的，设计师在保障色彩与文字对比清晰的情
况下，也应充分了解妇、幼的心理需求，突破传统过
于理性的设计，结合色彩心理学，在增加导视美感的
同时提升患者的就医体验。导视的文字作为理性的存
在，应该具有辨识性和可认知性。图形既有感性，又
有理性，因此，在感性形象上应该多样而统一，且富
有创新性；在理性涵义上应该清晰易懂。导视造型材
质上应与整体设计及环境相协调，形成美的第一感受。 

萨尔达妇产医院的识别形象设计属于布宜诺斯
艾利斯大学平面设计课程的一个课题，由 Cari Wray
小组设计的萨尔达妇产医院导视设计见图 2。色彩上
采用黄、蓝的主色调，清新的蓝色能让就诊者感到平
静与温馨；明快的黄色可以让孕妇感到积极与亲和
力。图形元素上，采用了可爱又有趣的小动物，并且
一大一小，象征母子关系，营造了一个温馨愉悦的环
境，有利于孕妇与幼儿的心理健康。 

3.2  行为层次上的设计 

行为层次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导视的功能性。即清
晰规范的可识性与整体连贯的易用性；导视设计最基
本的属性是其指示导引功能，因此，在妇幼保健院导
视设计过程中应注意文字的识别性和图形的可辨性，
版式上注意内容的等级区分，用简洁明快的设计示
意，避免因识别障碍而引起孕产妇的焦虑心理。空间
上可以根据色彩界定空间，不同的功能分区或楼层利
用色彩进行联系和区分，指引的同时还具有辅导治疗
的功效。比如美国西雅图儿童医院导视设计见图 3，
以太平洋西北地区的地理环境作为灵感，将每个区域
的图形和色彩分为海洋、山脉、河流与森林[7]。插画
中的颜色也分别为蓝色、紫色、橙色、绿色。插画、
色彩与导视的结合，一方面加强了医院内的区域识
别，提供了清晰的指引信息，另一方面与就诊者建立
了情感联系，缓解了焦虑。 

其次，行为层次还包括使用过程中的安全性。经
笔者调研发现，就诊人员对导视系统中的安全性保障
最为关心。无论是在导视造型还是材料上，都要注重
安全设计。如造型上采用圆角设计，不仅具有安全性， 

   
 

图 2  萨尔达妇产医院导视设计 
Fig.2  Design of visual guidance system in Sarda Maternity Hos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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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美国西雅图儿童医院导视设计 
Fig.3  Design of visual guidance system in Seattle Children’s Hospital of USA 

 

  
 

  
 

图 4  俄罗斯彼尔姆妇产中心导视设计 
Fig.4  Design of visual guidance system in the Perm Maternity Center of Russia 

 
圆润的感觉还能增加导视的亲切感。材质上选择无
毒、环保、耐用、不易碎材料，如亚克力、覆膜金属、
布料等，以保证妇幼行为层次的身心健康。 

3.3  反思层次上的设计 

反思层次更多地受用户个人经历、年龄、文化教
育程度、个人思维上的影响。在妇幼保健院导视设计
中，该层面主要指就诊者对导视中信息的传达进行理
解与认知所产生的情感反馈。趣味性的设计与人文关
怀是重要的出发点。在医疗导视系统中加入趣味化的
设计，通过可爱、温暖的图形及文字设计，增加医疗
环境的亲切感和归属感，打破医院给人的冷漠感，从 

而体现对人性的情感关怀。妇幼保健院中因为有妇女

和儿童两类主要受众，因此，在情感化的注入中应针

对不同人群的需求有不同的设计。如鲜艳、多彩的色

彩搭配对儿童更具吸引力，随着儿童的成长，其对色

彩的喜好更倾向于柔和[8]，因此在儿童就诊区间选用

多彩、有趣的图形元素可以减少儿童对医院的畏惧

感。但过于强烈的颜色则会降低儿童的注意力，不利

于治疗，因此在设计中应把握两者之间的平衡。对于

孕产妇来说，营造舒适的家庭归属感是最为重要的，

应采用柔和、温暖的颜色，柔软圆润的材料与造型等。 
俄罗斯彼尔姆妇产中心导视设计见图 4，整体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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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采用简洁易识别的几何化图形，三岁以下的儿童病

房墙壁上还粘贴各色带有字母和对应的动物图案[9]，

这些图形不仅对成年人具有导向功能，认知还不全面

的儿童也可以根据图形的视觉符号进行快速识别，相

应字母的添加还能让儿童获得新的知识，增加体验的

趣味性。 

4  结语 

随着物质生活的提高及科学技术的发展，产品的

功能性设计不再是唯一的追求，融入情感的设计需求

日益增多。妇幼类医院的导视系统设计在保证其功能

性的前提下，需要从妇女、儿童及医务人员的情感需

求出发，实现医疗机构高科技与高情感的平衡发展[10]。

好的妇幼保健院导视系统设计不仅能为就诊者指引

道路，还能减缓焦虑等心理，辅助治疗；同时具有趣

味性，让儿童融入其中，减少恐惧感；又兼顾医务人

员的需求，因此，在妇幼保健院导视中倡导情感化的

设计是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由于笔者相关资料的缺

乏，对妇幼医疗知识的认知有限，谨以此为医疗导视

设计的研究作尝试性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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