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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从环境心理学的角度出发，研究环境、人与设计三者之间的关系，探讨环境心理学与医院

导视系统之间的交互关系。从用户需求角度出发研究环境心理学对改善医院导视系统现状的有效方法，

为社会解决实际问题。方法 通过对国内医院导视系统使用情况的走访调查发现其不足之处，进而对国

外医院导视系统开展调查，通过案例分析对比，发现国内外医院导视系统设计的差异性。从知觉、空间

感知和感知层面探讨不同群体对医院导视系统的特殊需求。结果 用环境心理学设计理论研究我国医院

环境，符合医院导视系统未来发展趋势。结论 医院作为城市公共空间很重要的一部分，服务人群有其

特殊性，未来设计发展趋势应该符合环境与人的根本需要，结合新技术，用环境心理学研究方法指导医

院导视系统设计的未来发展趋势具有现实意义和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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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age and Way-finding System in Digital Hospitals Based on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LIU Liang 
(Tianj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Tianjin 300350,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environment, human and design to probe into the inter-
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and hospital’s signage and way-finding system from the perspec-
tive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and study the method to effectively improve hospital’s signage and way-finding system 
based on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ser needs, so as to solve practical issues in the society. The 
signage and way-finding system of domestic hospitals was investigated to discover its deficiencies, and then the signage 
and way-finding system of overseas hospitals was investigated. The case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showed that, there were 
differences in the design of hospitals’ signage and way-finding systems at home and abroad. The specific demands of dif-
ferent groups for hospitals’ signage and way-finding systems were explor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nse, spatial percep-
tion and perception.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used to study the hospital environment in China conformed 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s of hospital’s signage and way-finding system. As a significant part of urban public spaces, hospitals 
serve special people and the future designing trend of hospital’s signage and way-finding system should comply with the 
essential human-oriented and environment-oriented needs. The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that the hospital’s signage and 
way-finding system is designed based on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and in combination with new technologies manifest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nd promotional value.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digital; hospital; signage and way-finding system 

美国人本主义城市规划理论家凯文·林奇在著作

《城市意象》中指出，在探路的过程中，起决定作用

的是环境意象[1]。基于凯文·林奇的理论说明环境意象

是基于大脑对外部环境的判断所形成的图像，也就是

心理学理论中所说的知觉、空间感知和感知等行为对

环境进行的图像归纳，人们通过经验形成信息图形进

而发出行为指令，这也正是环境对人产生影响的明显

表现。环境心理学是研究人们对环境需求的心理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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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其通过有意识的创造作用于设计作品当中。环境

设计心理学运用心理学的方法分析人类经验、活动与

环境各方面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其主要目的是描

述、预测、理解、影响用户在环境中的行为，揭示各

种环境条件下的人的心理变化[2]。美国科罗拉多州立

大学心理学教授保罗·贝尔在著作《环境心理学》一

书中指出，环境与行为是相互作用的关系，应该把环

境与行为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3]。这说明环境对

公共空间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环境指导着人们的心

理行为。环境心理学一般应用于居住、学校、医院、

办公、娱乐等公共设施环境建设中。当今时代已经是

“互联网+”的时代，各行各业都在互联网的带动下发

生着变化。医疗这个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传统行业

也需要在互联网时代下进行变革来适应当下人们生

活方式的需要。笔者经过实地调查发现当下我国医院

导视系统与互联网时代下的用户需求存在着一定的

差距，因此本文从环境心理学角度出发，探索改善传

统医院导视系统的设计方法，采用数字化导视系统提

升我国医院导视系统环境。 

1  数字化医院导视系统概念界定 

数字化医院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电子病历的信

息系统形式出现在医院管理上，将医院信息用数字化

方法处理的一种载体。目前，从国外典型的数字化医

院建设特征来看，同时具备物质层面和信息层面的医

院才可以称得上是数字化医院[4]，而我国医院对数字

化医院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导视系统是指在一定

的公共空间范围内指引人们根据图示信息进行行动

的综合空间信息系统。导视系统设计是在人对一个公

共空间环境布局的认知基础上对导视系统进行有规

划的空间信息设计，使得人们能够有效地接收信息并

主动、自我、快速地引回原路。导视系统应用范围非

常广泛，包括商场、活动、医疗、教育、交通等领域
[5]。导视系统设计在我国近二十年飞速发展，硬件设

计建设比较完善，在医院环境建设方面作出了很大的

贡献。但是在设计方面的软件设施还有待加强，在这

个“互联网+”时代，人们越来越多地开始重视医院

环境给人们带来的心理感受和信息能否快速送达解

决问题等方面。因此，本文的医院数字化导视系统在

以往的硬件设施的基础上与数字化软件信息方面相

结合，以期设计出能更好地满足人们对医院环境和看

病就医实际需求的智能型医院导视系统。 

2  环境心理学与医院导视系统之间的交互

关系 

2.1  知觉在医院环境中对导视信息的捕捉作用性 

美国艺术心理学教授鲁道夫·阿恩海姆在《艺术

与视知觉》中阐述，知觉就是人与生俱来的用最直接

的能力对事物的粗略结构特征的把握，知觉研究是研

究人的视觉对事物的二维空间的信息判断。知觉不是

理性升华出来的，而是用眼睛实际看到的。因此在医

院公共环境中导视系统中想让视觉信息直接进入人

们的视线，对知觉的把控就显得非常重要。医院的来

访者有正常行为能力的健康人也有特殊群体（即残疾

人、孕妇、儿童、老年人等），对正常行为能力的健

康人而言医院导视系统信息与周围环境的舒适度是

研究的重点。环境知觉是人们认识事物的基础，帮助

人们分辨环境空间关系，对特殊群体而言医院导视系

统信息在周围环境中的设置要求就要明显提高。例如

孕妇对环境的心理需求，儿童对色彩的敏感需求，老

年人对尺寸高度的特殊需求等。此类特殊人群从知觉

层面判断周围设施的基本服务功能与正常行为能力

的健康人是有很大区别的。凯文·林奇认为环境意向

潜伏在人们的认知中，对城市形成一个整体图像，其

中导视系统是人们凭借知觉辨别周围环境的一个必

要因素，直接影响病患的心理变化。例如日本梅田医

院在环境心理学和医院环境导视系统之间就作了细

致的研究。孕产期是女性特有的心理变化时期，这个

特殊的过程女性往往会因为生理变化产生严重的焦

虑心理，并伴随呕吐等生理问题，特别需要安全感，

容易产生自傲自怜，爱发脾气等心理状态，在这样的

情况下周围的物理环境和人群环境往往对孕妇产生

的影响会特别大。为此笔者走访了位于日本山口县的

梅田医院，该医院为了让孕妇心理平和，整个医院的

外观设计采用白色作为主色调。室内大厅的色彩采用

原木色对整体环境进行装饰，让进来的所有人都能充

分地感受到安静的状态，在二楼的手术室采用白色为

主色调，三楼住院部采用柔和的橘粉色为主色调，橘

粉色的生理效应即安慰、安抚、放松，该设计从知觉

研究角度用环境色彩来安抚孕妇的情绪。而其设计师

原研哉在整体导视系统设计采用棉布作为导视系统

设计的主要材料，随时可拆可洗，使整体导视系统给

人的感官知觉带来干净、温暖、柔和与温馨的感觉，

日本梅田医院导视系统设计见图 1。 

2.2  空间感知在医院导视系统环境中的交互性  

空间感知（Spatial Perception）被大多学者用来

研究公共空间人对生存舒适度之间的关系。主要用来

研究缓解环境拥挤度，人们休憩度以及旅游舒适度等

问题，因此此概念在研究环境问题和提升居民生存环

境舒适度问题上非常有效。空间感知即从隐喻的角度

探究深层次环境与人之间的理解、接受、感知问题[6]，

用来研究人与环境之间三维空间的关系。人们凭借对

空间的视觉图像辨析周围事物、环境与人的交互作

用。从视觉、触觉、知觉等初步认知确定某物体或者

事物的方位，寻找目的地。医院的来访者根据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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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日本梅田医院导视系统设计 
Fig.1  Design of signage and way-finding system of UMEDA Hospital 

 

  
 

图 2  美国浸礼会医疗中心数字化医院导视系统设计 
Fig.2  Design of digital hospital’s signage and way-finding system of American Baptist Medical Center 

 
表 1  儿童色彩偏好 

Tab.1  Children’s color preference 

年龄段 对色彩对感觉与反应 色彩偏好 
0~2 岁 可以辨别有色无色对差异，对红色认知最快 无 
2~3 岁 红、绿、蓝。对纯度色彩识别容易，对低纯度的不易识别 黑、白、红、黄、紫、蓝、绿 
3~6 岁 慢慢对能够分辨出色阶差异，最容易识别黄色和绿色 暖色系 

6~12 岁 男女表现出差异。男孩偏黄色和蓝色，女孩偏红色和黄色 偏爱柔和色彩或者浅色 
 

空间环境来判断该区域的属性，此时来访者的大脑通

过对空间图像的基本判断指导自己的行为。人对空间

的心理感知比大脑判断环境图像后形成的逻辑思维

要快，这也证明了儿童可以凭借空间感知进行相应的

行为而没有行为控制能力的事实，因此很多医院在服

务儿童方面进行了很多的环境研究。儿童时期（即

12 岁以下）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对周围环境都充满了

好奇心理，想象力和创造力也因为环境会比较敏感，

容易对环境产生触摸、观察等动作。此时他们对文字

的识别能力比较低，因此判断事物往往会从色彩和图

形的角度出发[7]。在复杂的环境中他们会因为图形或

者色彩去触摸与判断事物的属性 , 儿童色彩偏好见

表 1。 
儿童医院这个特殊公共场所的到访者除了儿童

以外更多的是陪同而来的家长。然而经过调研发现，

我国儿童医院导视系统的设计从儿童空间感知交互

性角度出发的很少，大多数是按照成年人的认知进行

空间设计，很不符合儿童心理对环境的认知，因此儿

童与此空间之间的契合度很低，就会导致其容易烦躁

和发脾气[8]。由于医院看病环节繁琐，登记、挂号、

等待需要交错路线才能完成，所以情绪烦躁的孩子拒

绝看医生的情况也时有发生。美国浸礼会医疗中心是

一所服务儿童与成人综合医院。该医疗中心利于空间

感知原理把医院环境与受众结合，医院采用数字化主

题设计，用河流、森林、草地等反应附近自然景观的

图像，让人们在欣赏美景的时间里忘记病痛，见图 2。

每个楼层都有主题，随着主题就能找到想要抵达的楼

层。从环境与人的心理感知层面看，这个医院的导视

系统缓解了孩子心理的变化幅度，减少了烦躁情绪。 

2.3  感知在环境与医院导视系统中的交融性 

感知是大脑思维根据实际发生的图像信息刺激

后产生的一种反馈信息逻辑。感知需要时间，有其连

续性特性、整体性和选择性，因此感知是研究人、事

物与环境三者之间的逻辑思维。环境心理学将感知分

为收集信息、神经判断、大脑加工、感觉体验四个步

骤。人们的眼睛、鼻子、耳朵、皮肤等感官接收感官

刺激，形成外界事物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作出相应

的行为判断。美国心理学家唐纳德·诺曼在《设计心

理学》中强调，不同场合、针对不同的人应该进行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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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美国亚特兰大儿童医院数字化医院导视系统设计 
Fig.3  Design of digital hospital’s signage and way-finding system of Children’s Hospital of Atlanta, USA 

 

 
 

图 4  医院导视系统调查 
Fig.4  Survey on hospital’s signage and way-finding system 

 
异化的设计，设计师应该考虑到这些人遇到的问题和

技能水平，不要局限于过分通用的，不正确的刻板形

式[9]。这说明设计应该从人的不同感官角度出发，不

单单只存在于视觉或者听觉和触觉，要为更多的人提

供有效的寻路信息是导视系统追求的最佳目标，导视

系统设计师应该充分考虑环境因素对不同人感官刺

激的影响，进行适合不同人群使用的通用导视系统设

计。此概念对特殊群体的需求就显得尤为重要，对于

盲人和儿童、老年人来说触摸设计是感知层面最好的

体现，环境心理学认为人们对外界环境的认知是有反

应的，同时也重视使用者的个体对环境设计的要求。

基于感知原理利用环境来缓解人们的心理压力，美国

亚特兰大儿童医院采用交互特征的功能墙设计，不同

的年龄人心理进行了空间和多媒体图形的设计。从视

觉、听觉、触觉等方面全方位融入人的感官刺激，沉

浸在其中的心理感受让前来看病的人忘记时间和病

痛，美国亚特兰大儿童医院数字化医院导视系统设计

见图 3。 

3  环境心理学数字化医院导视系统设计策

略研究 

3.1 针对现有医院导视系统使用情况的调查 

针对医院导视系统使用情况作了网络问卷调查，

本次发放五十份问卷，调查对象为医生、医院工作人

员，病房看护者以及部分其他人。本次问题主要针对

现有导视系统的颜色、材质、大小尺度、投放位置以

及智能导视系统等方面进行调查。在进行调查的过程

中大多数人还是依靠询问路人如何寻找目的地，由此

看出地图索引对于找路人的需求意义并不大。很多人

都认为不太容易找到有关医院各个科室的导视信息，

或者独立找到目的地有一定的难度，因此大多数人对

医院导视系统的使用率并不高。分析主要原因主要有

如下两点：投放位置不够明显，让受众不是很容易看

到信息；导视牌信息过于混乱，很难快速看懂层级信

息。医院导视系统调查见图 4。 
医疗环境建设是国计民生的大工程，也是爱护生

命的表现。无论从生理或者心理上人们对色彩的感应

都是比较强烈的，色彩依附于形象，作用于人的感官，

人对色彩的敏感力辨识度占 80%，对形状的敏感力辨

识度占 20%，说明色彩具有引发人的情感和心理反应

的作用。从颜色角度调查结果显示对于大多数人而

言，更加喜欢较为柔和的色彩。目前我国医院导视系

统以冷色调的蓝、绿色居多。从导视设计种类分析看，

人们更喜欢大厅设置有多媒体显示屏，这样看信息会

更加清晰，因此数字化导视系统已经是人们非常需要

的一个方面。大多数人也认为导视系统的方便程度直

接影响看病就医的心情。而且随着科技的进步，信息

时代的来临，手机已经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在调

查中很大一部分人期待一个手机就能帮其完成所有

的需求，这样不用去询问路线怎么走，也不用去麻烦

别人，数字化导视系统调查见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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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数字化导视系统调查 
Fig.5  Survey on digital signage and way-finding system 

 

 
 

图 6  移动端定位导视系统 
Fig.6  Mobile positioning and signage system 

 

3.2  数字化医院空间导视地图信息设计 

如今科技进步数字化导向信息在功能上对传统

的二维导向信息进行了延伸，对视觉信息进行人性化

再设计的同时，用实地跟踪的方法深层次研究导视信

息节点设置问题[10]。科技进步带来的语音导向、互动

查询、即时播报等多媒体导向信息也应该在节点处进

行补充与设置[11]。以上先进的设计方式从用户的需求

出发，解决用户的实际问题，对感知、知觉等心理都

有激发作用。手机 APP 根据用户注册行为与大数据

链接，无论在医院还是在家里都能很方便地查询到想

要就医的目的地，避免了以往就医等待时的煎熬过

程。在手机上通过二维码生成自己以及家人的二维

码，看病就医通过手机定位功能一键找到目的地[12]。

环境心理学在人与设计中的运用解决了人们的内在

需求，例如通过手机定位功能寻找目的地，这样的数

字化医院未来能够很大程度地缓解医院拥挤情况，也

减少了导诊台的口头服务工作量，移动端定位导视系

统见图 6。 

3.3  优化数字化医院移动端导视系统设计 

移动端界面设计已经是用户粘合度较高的设计

形式，通过用户体验让人们在数字移动端体验到更加

人性化的生活方式，符合人的行为和用户期待的环境

需求。柳冠中教授在《设计方法论》中写到，好的设

计本身就是一项关注社会的行为，要具有为他人、为

大多数人服务的责任感，并要利用优秀卓越的意识和

技能对社会和大众生活作出积极正面的改变，如此才

可称得上是好的设计[13]。当下医院已经成为人们看病

就医、医疗保健的重要场所，应该从环境心理学角度

注重分析受众感知、行为识别等用户需求，用数字化

医院移动端导视系统丰富传统导视系统服务形式。例

如移动端医院导视系统，从手机卡片的形式分析了用

户的手指使用习惯，一方面方便了手指使用习惯不畅

和视力不佳的老年人，另一方面从色彩的角度避免了

色盲和色弱问题，移动端手机导视系统见图 7。未来

的导视系统不仅要从视觉因素、环境心理因素解决问

题，根本的是要解决人们生活的需求问题，在数字导

视系统方面多维度增加以人为本的服务设施是必然

趋势。欧美国家在地面上植入 REID 射频识别技术方

便老年人使用拐杖寻路功能，优化空间环境，让人们

在感知层面有归属感[14]。在当今“互联网+”的时代，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越来越多地走进人们的生活，手机

查询导向信息寻路功能、语音寻路识别功能和红外线

射频识别功能等新技术也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只有从

多维度进行社会环境建设，增强社会服务工具的易用

性和人性化属性，才能更好地让社会朝着智能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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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移动端手机导视系统 
Fig.7  Signage and way-finding system of mobile phone 

 

4  结语 

将环境心理学应用于医院导视系统与环境建设，

两者融为一体，全方位多维度地为社会服务。首先，

用环境心理学结合互联网技术优化医院环境，更好地

服务于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其次，未来的医院用数字

化的服务方式融合了人的知觉、空间、感知等多维度

因素，未来的数字化医院将会是人们轻松就医和健康

保健的场所。将互联网技术延伸到环境、人、设计当

中，适用于公共服务体系，满足用户需求，为全社会

提供更加智能化的优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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