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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环境内的艺术，不止于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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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环境，一直受古今中外重视，环境不仅可给医务工作者精神支持，也可

成为疗愈患者及其家属的重要元素。正如查尔斯国王所说：“在一个没有灵魂的

混凝土盒子里，毫无特色的窗户，黯淡的走廊和功能纯粹的病房，治愈创伤并不

容易。身体需要疗愈、精神也需要疗愈。
[1]
”

早在 14 世纪的欧洲医院，艺术已成为医院环境治疗的重要元素。最早的医

院为教堂式的建筑，他们通过特殊的方式运用艺术疗愈患者，如，中世纪法国勃

艮第医院挂着 Rogier 于 1445 年创作的画作《最后审判》。它描绘了进入天堂之

门的喜悦和坠入地狱的恐怖，这份画作对比鲜明，被用于绝症患者的忏悔，每个

绝症患者都会被这幅画陪伴着接受最后的祝福，开始忏悔
[2]
。在欧洲这个阶段的

历史上，艺术是为了完成宗教特定功能而存在的。

在 18 世纪，一种更具商业意识的环境艺术行为出现。1734 年， William

Hogarth 为伦敦圣巴塞洛缪医院绘制了一幅油画，强调慈善和同情的美德。在《贝

塞斯达泳池的基督》中，描绘了一个令人心酸的场景：生病的母亲和孩子因为负

担不起治疗费用而被拒之门外。这些作品不是为病人设计的，而是为了给来访的

皇室和贵族留下深刻印象，希望他们能为之触动并慷慨解囊，留下捐赠
[3]
。

1966 年，洛杉矶商界大咖 Frederick 头部受伤后昏迷入院。虽然他在几天后

苏醒，但遗留记忆问题，甚至不认识自己的妻子。他的妻子 Marcia，美国华人博

物馆创始人之一，把艺术品放在丈夫床边，几天后 Frederick 正在看妻子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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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幅抽象画时，突然喊出了这幅画的艺术家 Pollock 的名字。这个使 Frederick

康复的“pollock 之力”启发了 Marcia，于是她到处说服她的朋友、艺术家以及

商人们向医院捐赠艺术品。西达赛奈收藏馆现任馆长 John.T.Langer 认为，“他

可以在识别妻子身份之前，就与艺术品建立联系。艺术和他的康复之间有着明显

的联系。”转眼数十年过去了，如今，西达赛奈已经成为美国西岸最大的非营利

性医院，拥有了 4000 多件艺术品，价值数百万美元。除此之外，世界排名第二

的美国克利夫兰诊所同样也拥有着毫不逊色于博物馆的收藏，克利夫兰诊所坚持

艺术对疗愈有积极影响。

医院环境一直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患者、家属及医护工作者的心理健康状态。

如今的环境治疗，已经从传统的建筑艺术、美术艺术等衍生到了环境设置的每个

角落，循证医学和现代科技为医院环境注入了新的元素。下面将从物理环境刺激

的建筑特征及室内设计特征两个维度进行综述。

建筑特征

即医疗环境中相对永久性的特征部分，如窗户、走廊和阳台等。建筑环境可

以通过各种机制促进患者的康复。

1. 窗户景观

暴露在自然光下是创造康复环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研究表明，病房提

供自然景观和自然光可以帮助患者产生积极的、有希望的和支持性的思想
[4]

。一项

研究报告说，朝东的窗户促进了自然光的进展，这有助于减轻压力，因此有助于

康复
[5]
。另外，早在 1984 年的一项研究表明

[6]
，病房窗户的自然景观显著减少了

术后患者需要的镇痛治疗和住院时间。最近 2022 年的一项研究也发现，窗户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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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较多的绿色和亮度都显著减少了患有情感障碍的精神病患者的住院时间
[7]
。

多年以来，自然景观和光照被认为是住院患者的环境基础，但并不是所有的

病房都有窗户。尽管医院建筑设计师、医院工作者共同认为应该在病房安装一扇

窗户，但这种想法还只适用于新的建筑和翻修项目，并不包括较旧的现有设施，

如老式的医院重症监护室。虽然在现有空间中实现安装窗户可能很困难，但仍然

有解决方案，例如安装模拟昼夜照明模式和昼夜节律的虚拟窗户
[8]
。另外，基于

艺术干预手段的窗户景观也被证明可以改善住院患者的心理情绪状况、住院体验

和健康质量，如在房间挂一幅自然景观的画布、安装一

个显示外界艺术品的屏幕等。 Austin 等
[9]
人在接受盆

腔重建手术患者的病床边墙上挂一幅自然景观的画布

和播放 1 小时的舒缓音乐，发现干预 2周后，术后患者

的 VAS 疼痛评分没有显著变化，但对其术后体验有积极

影响，患者的满意度和幸福感得到提高。Catherine 等
[10]

中山六院康复医疗中心 人在爱尔兰的一家干细胞移植医院有一种创新型的艺

针对卧床患者的天花板装饰 术干预措施“开放窗口”，即让患者从九个艺术频道中选

择图像传送到病房的屏幕中，其中艺术频道主题包括自然、个人意义的地点、视

觉抽象和经典艺术品。他们通过“开放窗口”使得 96 名受试者在接受移植后 7

天及移植后 60 天的焦虑、抑郁

水平都有显著下降。

中山六院康复医疗中心病房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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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走廊

我国综合医院房间数量大，往往需要较长的通道走廊。Foureur 等
[11]
人发现，

在妇产医院单位中设置狭长、无窗的、无差别的走廊会令人恐惧和焦虑，甚至威

胁到病人治疗的状态。长长的走廊会让第一次到达的人感到恐惧和焦虑，特别是

那些不确定走廊可能有多远以及附近是否有帮助的人。对此，Foureur 等人认为

设计一个构图简洁、形式明确、色彩悦目的标志和图像作为引导标界，有助于降

低患者的焦虑。此外，走廊的另一个关键要素要和易于进入花园和庭院有关。

Edgerton 等
[12]
人得出部分结论，当步行在具有自然日光和外部花园景观等自然特

征的走廊环境时，特别是当走廊色彩与外部结构设计相关联时，患者感到压力更

小更轻松。相反，照明条件差以及没有窗户和室外景观的走廊则令人恐惧。

走廊墙面和地面的“可循环”装饰既可丰富环境也可用于功能训练

室内设计特征

即医疗环境的非永久性方面，如盆栽植物、艺术品的放置等。住院患者往往

有各种需要，而医院室内环境是患者共同的重要要求之一。研究表明，像家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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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环境可以减少患者的疼痛和情绪困扰
[13]
。此外，可让患者进行休闲活动和提供

视觉艺术的环境可以帮助病人重建角色和身份
[14]
。

1.室内绿色植物

许多研究已经调查了绿色植物与健康之间的关系，其中包括心理健康。在

2020 年新冠疫情以前，大多数研究只调查了户外绿化或绿地与健康之间的联系
[15]
，

而缺乏了室内绿色植物的信息。挪威一项 2016 年的调查研究发现，住院患者对

拥有室内绿色植物表现出积极的态度
[16]
。在目前已知唯一的室内绿色植物摆放随

机对照试验中，研究者招募了 90 名痔疮切除术后的患者，将他们随机分配到有

植物的房间或没有植物的房间。研究发现，在有植物的房间里的患者报告了更多

的积极生理反应，以及更少的疼痛，焦虑和疲劳
[17]
。

另外，真实的室内绿色植物与虚拟的绿色植物图像的视觉刺激对患者的影响

可能是不同的。一项 2021 年

的研究报告
[18]
，在观察四种不

同类型的视觉刺激——真实

的绿色植物、人工植物，一张

植物照片和没有植物5分钟后

成人脑电波变化和主观情绪

变化情况。数据结果显示，仅

仅通过观察一个真实的植物

就能产生一种舒适的感觉，既

中山六院作业治疗部墙上绿植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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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清醒头脑，也能减少焦虑和压力。因此，在室内放置真实绿色植物而不是人工

植物或植物照片，在心理生理学和心理学方面可能更有效。

将室内植物暴露与心理健康联系起来的机制可能是直观的，但还没有被完全

理解
[19]
。大量的实验研究试图在室内绿色植物和健康结果之间建立联系。例如，

一篇综述
[20]
概述了四个特性：光合，蒸腾，净化和心理效应。前三个特性有产生

氧气、增加湿度、降低温度以及减少空气污染物的直接影响，最终从而影响心理

健康。最近的一项研究还报告说，室内植物可以丰富室内微生物多样性
[21]
。一个

可能合理的假设是，改变后的环境微生物组可能会影响心理健康。

2、艺术/装饰布置

医院环境艺术的表现形式和物质载体一般分为二维或三维的艺术作品，如摄

影作品、绘画作品、雕塑作品等。

艺术/装饰是医院环境设计的新组成

部分，有利于促进患者的积极情绪和幸福

感
[22]
。Franco 等

[23]
人在博洛尼亚的一家医

院内科病房里摆放了两次不同主题的艺

术品照片，每张照片都附有两张解释性

海报介绍，一张描述了摄影师的专业简

介，另一张则介绍了照片的艺术价值。

在这一系列的做法之后 72%的受试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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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心情愉悦，而原因可能是，这种装饰减少了病人和访客在进入医院时通常感受

到的严峻、单一、去个性化的空间的印象，缓解了长时间住院所带来的压迫感。

另外，似乎儿科医生早就意识到，一个愉快的环境对年轻的病人有心理上的好处。

因此，儿科病房的墙壁经常被涂上明亮的颜色，壁上画着有趣的漫画，吸引注意

力，积极激发儿童的想象力
[24]
。最后，也有研究让病人自己根据个人的欣赏、视

觉吸引力和偏好来选择在病人的房间里展示的艺术品，意外地听到病人谈论他们

对艺术作品的看法、他们的选择的原因和他们所提倡的个人生活回忆，而这可以

被看作支持性心理治疗的一种
[23]
。



The Chinese OT e-Newsletter 2022.12

36

不同主题的墙面绘画用于患者治疗与互动

艺术干预的潜在有益影响的原因尚不清楚。有证据表明
[25]
，在没有被提示的

情况下，艺术/装饰视觉刺激被默认在人类大脑中经历一个评估过程。一方面，

人类对视觉刺激的反应可能是即时的和情感的，另一方面艺术美学可以是一种快

乐来源，能减轻患者在医院环境的压力，这些都对医院的艺术/装饰有重要影响。

部分证据支持，艺术品产生的视觉刺激可以减轻患者压力，而其中视觉秩序的某

些元素（如色彩、对称性和比例）和视觉形式（如轮廓）会引起特定的神经反应，

包括情绪反应，如桌椅圆钝的边缘比方形的边缘减少了患者的恐惧感和压迫感。

治疗区域用暖色调及治疗工具圆钝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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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医院环境的各个维度综合地为患者创造了一个环境，积极或消极

地对住院患者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许多医院都在寻求不同环境维度的改造可能

性，以图创造一个相对平衡积极的整体环境，以确保医院环境在方便和支持医务

工作者的同时，所有患者也能从物理环境刺激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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