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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层次分析法与模糊综合评价法的医院户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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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环境景观对医疗效果具有支持作用% 营建有助于患者康复的医院户外环境! 首先需要科学化& 定量化地构

建医院户外环境综合评价体系% 选择江苏省南京市
6

所三甲综合医院作为研究对象! 运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评价

法构建了医院户外环境综合评价体系% 结果显示$ 功能性指标最为重要! 权重值为
&-66$ #

! 其中环境安全性权重

值最高! 达
&-'6% %

' 适宜性指标中声环境& 风环境和光环境等 (软) 要素的权重值最高! 分别为
&-0%6 &

!

&-!66 0

和
&-#/! 5

' 观赏性指标中! 绿视率的指标重要值最高! 为
&-60! $

! 远高于其他指标% 根据上述户外环境综合评价

体系! 得到样本医院环境品质的等级隶属度! 显示出南京地区综合医院住院部户外环境总体品质层次不高% 研究

表明! 采用定量化& 综合评价体系进行户外环境评价更为科学& 客观! 对医院户外环境建设更具指导意义%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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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环境景观促进康复在国内外都有着悠久历史# 自然风景$ 阳光和新鲜空气一直都是重要的辅助

治疗要素!

@"E

"

% 环境景观对医疗效果具有支持作用%

FGHI?J

!

!

"提出压力痊愈理论# 发现观看高度自然的

景色可以减轻压力$ 愉悦心情# 并对增强免疫系统功能具有助益&

KLH?FM

通过研究发现#

BNO

的人通

过观看草坪$ 树木$ 花卉和水景等会使他们原有的不良情绪反应有所好转% 还有注意力恢复理论# 指出

对那些有心理疲劳而感到压力的患者# 通过经常$ 定期地接触自然环境# 可有效减缓症状!

"

"

% 这些理论

都表明# 经常接触良好的自然环境# 有助于减轻压力# 可以提高病患的诊疗效果# 促进人们心理健

康!

P"#

"

% 罗运湖!

Q"A

"从中国古代医疗环境的别称 '杏林( 进行延伸# 提出中国的 '绿色医院( 概念# 并认

为 '绿色医院( 即是 '杏林( 模式的现代体现# 指出建设自然生态的绿色医院# 是对人性回归自然的呼

唤# 是中国跨世纪医院发展的新趋势% 另外# 园艺疗法作为现代医学的补充和完善# 近年来越来越受

到重视% 治疗师通过和病人分享对植物的经验# 通过互动创造有助于病患康复的环境# 进而对病人的官

能障碍进行调解!

P

"

% 从
EN

世纪
AN

年代# 西方医疗建设中就逐渐兴起了 '循证设计(

!

B

"

# 强调运用科学的

研究方法和统计数据来证实环境对健康的影响% 但有关医院户外环境的设计理论研究尚未形成体系# 其

设计还多流于皮表% 如何营造良好的医院户外环境# 正从传统的依靠专家知识和经验的定性化评价模

式# 向科学化$ 定量化的方向发展# 利用科学的技术手段来加强设计理论和应用研究也成为一种必然

趋% 关于综合医院户外环境的定量化研究未见报道# 本研究利用层次分析法)

LRJ

*和模糊综合评价法对

综合医院户外环境进行定量分析# 旨在用量化的方式科学地分析江苏省南京地区综合医院户外环境的现

状及其建设的重心# 为今后的综合医院环境建设提供切实可行的建议%

@

评价方法选择与评价体系构建

*+*

评价方法选择

对于都市户外环境以及旅游资源研究等方面# 基于数理统计的诸多方法已经得到很大范围的应用#

并在各研究领域建立了科学合理的研究模式!

@N"@@

"

% 本研究选择使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

层次分析法将定性描述与定量分析有机组合# 这一过程采取系统规划和评价# 最终系统化$ 模型

化$ 数量化地表达和反映繁杂现象及决策思维过程% 通过层次分析法# 研究者能够确切地分层解析研究

对象# 了解到相对主要和次要的影响因素!

@E

"

% 具体到对于住院部户外环境的分析研究# 层次分析法的运

用# 可以使设计人员由此探知使用者评价该环境的各层次因素# 进而得以有针对性地构思设计方案# 提

升住院部户外环境品质%

模糊评判是对可能性和不确定性的模糊现象的系统评判# 即对评价对象作出模糊评定# 如 '好$ 较

好$ 一般$ 较差$ 差( 等# 在模糊数学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概念# 即隶属度# 就是表示该评定的可能性大

小或可能性程度!

@!

"

% 本研究以综合医院住院部户外环境为研究对象# 运用层次分析法对其户外环境综合

品质进行分析评定# 首先得出综合评价值# 再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 求出其综合品质的等级隶属度

)

!

*%

!#

住院部户外环境综合品质指数
S

住院部户外环境理想综合品质指数
$@NNO

% 将
!

值作为其户外

环境综合品质分级的基本依据# 按照差值百分比分级法# 将其划分为
!

#

"

#

#

#

$

等
"

级# 各级对应

!

值分别为
@NNTAN

#

QBT#N

#

PBT"N

和
!BTN

%

*+,

评价体系构建

以单因子评价为基础# 采用加权评价法计算各因素之评价指数# 进而确立综合评价方程# 这个过程

即综合评价% 最终的综合评价结果是根据各要素评分情况获取# 根据分值即可评判研究对象的质量% 本

研究即以此法构建医院户外环境综合评价模型# 目的是分析医院户外环境各类要素在综合评价中的重要

性及其影响度# 科学$ 定量分析户外环境的不足# 为及时$ 有重点地优化户外环境提供科学依据%

丁绍刚等+ 基于层次分析法与模糊综合评价法的医院户外环境综合评价体系构建 @@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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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医院住院部户外环境的品质与综合质量主要由
&

个层面构成! 即功能性" 适宜性和舒适性! 其

品质高低受到医疗水平" 社会心理" 艺术与美学等综合因素影响# 因而! 将功能性" 适宜性以及舒适性

作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中的一级指标! 一级指标之下再分解成
#'

个单项$ 本研究提出的综合评价指标

体系框架正是基于这些指标构建而成%表
#

&$

表
!

综合医院住院部户外环境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 - ./)0,12/3 24 5206/,7,89:;, )99,990,8< 9=9<,024 :86)<:,8< 2><?22/ ,8;:/280,8< :8 62+=5+:8:5

目标层%

)

& 准则层%

*

& 准则层%

*

& 对象层%

5

&

综合医院住院部

户外环境综合评

价构成要素体系

功能性%

*

-

& 适宜性%

*

!

& 休闲设施舒适性%

5

-%

&

光环境舒适性%

5

--

&

声环境舒适性%

5

-!

&

风环境舒适性%

5

-&

&

观赏性%

*

&

& 景观层次丰富度%

5

-@

&

休憩休闲设施吸引度%

5

-A

&

适宜性%

*

!

& 绿视率%

5

-B

&

植物观赏特征丰富度%

5

-$

&

植物季相与色彩%

5

-'

&

对象层%

5

&

场地的可达性%

5

-

&

环境卫生状况%

5

!

&

环境的安全性%

5

&

&

指示系统明确性%

5

@

&

休憩设施设置%

5

A

&

休闲设施设置%

5

B

&

空间布局合理性%

5

$

&

空间尺度适宜性%

5

'

&

休憩设施舒适性%

5

C

&

目标层%

)

&

综合医院住院部

户外环境综合评

价构成要素体系

!"#

评判标准确立

本研究首先通过对各评价因子单独评分的方法! 并采用由好到差分别为
-A

!

-%

!

A

的
&

级分值评分

标准! 进而给住院部户外环境确定综合评价值'

-@

(

%表
!

&$

表
$

指标评判标准

()*+, ! D;)+>)<:28 5/:<,/:) :8?:5)<2/9

单项 指标 评判标准

5

-

场地的可达性

-

与住院楼紧临! 地势平坦无障碍! 病患可就近方便到达%

-A

分&

!

与住院楼紧临! 病患较易到达%

-%

分&

&

与住院楼具有一定距离! 部分场地无无障碍设计! 病患到达不方便%

A

分&

5

&

环境的安全性

-

场地中无车辆穿越! 小品设施安装牢固! 无有毒" 有刺" 有飞絮的植物! 场地视线通透! 病患易于

看护! 安全度高%

-A

分&

!

场地中无车辆穿越! 小品设施牢固性一般! 有毒" 有刺" 有飞絮的植物基本没有! 场地稍显隐蔽!

病患不易于看护! 安全度一般%

-%

分&

&

场地中有车辆穿越! 小品设施牢固性差! 有毒" 有刺" 有飞絮的植物有一些! 场地于隐蔽性大! 病

患不易于看护! 安全度低%

A

分&

5

@

指示系统明确性

-

场地位置明显! 指示系统明晰! 易被知晓%

-A

分&

!

场地位置较为明显! 指示系统较明晰! 较易被知晓%

-%

分&

&

场地位置不明显! 指示系统不明晰! 不易被知晓%

A

分&

5

A

休憩设施设置

-

按照各类休憩设施的服务半径设置! 正常情况下能满足病患的休憩功能%

-A

分&

!

休憩设施能够基本满足病患正常使用%

-%

分&

&

无休憩设施或数量很少! 且布置不合理%

A

分&

5

B

休闲设施设置

-

设有种类丰富多样的亭" 廊" 水景及健身器材等休闲设施%

-A

分&

!

休闲设施种类不够丰富! 且数量较少%

-%

分&

&

缺乏休闲设施或严重不足%

A

分&

5

!

环境卫生状况

-

场地垃圾箱足量且分布合理! 环卫工人进行定期养护管理! 场地中无明显垃圾! 环境卫生良好%

-A

分&

!

地垃圾箱等设施不足! 缺乏环卫工人的定期管理! 环境卫生状况一般%

-%

分&

&

场地缺少垃圾箱等环卫设施! 缺乏养护管理! 环境卫生状况差%

A

分&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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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项 指标 评判标准

1

23

季相与色彩

2

春花" 秋实" 夏荫" 冬姿等季相变化丰富# 植物色彩与质感多样# 四季景观分明$

24

分!

)

春花% 秋实" 夏荫" 冬姿等季相变化较好# 植物色彩与质感丰富性尚可# 四季景观辨识度一般&

25

分!

!

季相变化不明显# 植物色彩与质感单一# 四季景观不分明&

4

分!

1

6

空间布局合理性

2

具有开敞% 半开敞及私密空间# 能够满足使用者多样化需求&

24

分!

)

具有开敞及私密空间等# 但私密度不够# 不能满足完全病患多样化需求&

25

分!

!

缺乏多样化的空间# 不能满足使用者的需求&

4

分!

1

3

空间尺度适宜度

2

场地与周边围合物的宽高比% 各景观要素间比例合适# 空间尺度宜人&

24

分!

)

场地尺度也略显空旷或压抑# 各景物之间尺度比例稍显不足&

25

分!

!

场地尺度显得很空旷或者很压抑# 各景物之间尺度比例不协调&

4

分!

1

7

休憩设施舒适性

2

休憩设施符合人体工程学要求# 材质% 形式% 尺寸% 色彩合理# 摆放位置恰当# 使用舒适&

24

分!

)

休憩设施部分符合人体工程学要求# 但材料% 形式不丰富# 舒适度一般&

25

分!

!

休憩设施不符合人体工程学要求# 材料% 形式单一# 布置不当# 舒适度低&

4

分!

1

25

休闲设施舒适性

2

休闲设施布局合理% 尺度宜人% 与环境协调# 造型优美% 使用舒适&

24

分!

)

休闲设施布局较为合理% 与环境较为协调# 但造型普通# 舒适度一般&

25

分!

!

休闲设施布局不合理% 与环境较不为协调# 造型不佳# 材料冰冷&

4

分!

1

22

光环境舒适性

2

场地夏季有荫# 冬季阳光普照' 夜间照明亮度适宜# 景观照明光线柔和# 层次丰富# 舒适度高&

24

分!

)

场地夏季部分有荫# 冬季阳光一般' 夜间照明亮度适宜# 景观照明层次一般# 舒适度一般&

25

分!

!

场地夏季过晒# 冬季阴暗' 夜间照明昏暗# 景观照明有眩光# 舒适度低&

4

分!

1

2)

声环境舒适性

2

户外环境有舒适悦耳的的水声或鸟鸣声# 安静程度适宜&

24

分!

)

户外环境缺乏舒适悦耳的的水声或鸟鸣声# 安静程度一般&

25

分!

!

户外环境有噪声# 安静程度差&

4

分!

1

2!

风环境舒适性

2

场地夏季通风良好# 冬季有避风设施# 全年舒适度高&

24

分!

)

场地夏季通风一般# 冬季避风设施一般# 全年舒适度一般&

25

分!

!

场地夏季无风# 冬季无避风设施# 全年舒适度差&

4

分!

1

2"

景观层次丰富度

2

户外场地中景观设施与植物等配置的层次感丰富# 给人产生美感&

24

分!

)

户外场地中景观设施与植物等配置的层次感一般# 美感一般&

25

分!

!

户外场地中景观设施与植物等配置的层次感单一# 无甚美感&

4

分!

1

24

休闲与休憩设施

吸引力

2

休闲与休憩设施具有较强的美观和趣味性# 与周边环境协调# 吸引力强&

24

分!

)

休闲与休憩设施的美观和趣味性一般# 与周边环境较为协调# 吸引力一般&

25

分!

!

休闲与休憩设施无美感# 与周边环境不协调# 无吸引力&

4

分!

1

2#

绿视率

2

绿视率达到
458

以上# 绿化覆盖率好# 舒适程度高&

24

分!

)

绿视率为
)489458

# 绿化覆盖率尚可# 舒适程度一般&

25

分!

!

绿视率低于
)48

# 绿化覆盖率低# 舒适程度差&

4

分!

1

26

植物观赏特征丰

富度

2

植物配置形态各异# 常绿% 落叶# 以及乔灌草比例合理# 植物的叶% 花% 果% 枝干等观赏特征丰富

&

24

分!

)

植物配置形态较好# 常绿% 落叶# 以及乔灌草比例基本合理# 植物的叶% 花% 果% 枝干等观赏特征

较为丰富&

25

分!

!

植物配置形态较差# 常绿% 落叶# 以及乔灌草比例不合理# 植物的叶% 花% 果% 枝干等观赏特征不

丰富&

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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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综合医院户外环境评价

!"#

研究对象

住院部是综合医院最重要的部分之一! 这里是为接受医治而前来小住的患者临时的 "家#$ 围绕着

住院部的室外环境是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场景之一! 优良的室外环境能够让患者舒展身心$ 愉悦心情$ 改

善他们的生活状态$ 提升其在院生活水平%

&'

&

! 本研究选取南京市鼓楼区的江苏省人民医院' 鼓楼医院'

秦淮区的南京市第一医院' 玄武区的南京军区总医院' 建邺区的明基医院等
'

所三甲综合医院$ 调查'

评价和研究这
'

所医院住院部户外的
&&

处典型样地! 所选取的
&&

处样地分布如图
&

$ 均位于住院楼周

围$ 地形整合$ 且有部分患者将这里作为他们的室外康复训练场所$ 因而具有典型的住院部户外空间特

征$ 颇富研究意义!

图
&

综合评价样地基址

()*+,- & ./0)1)/2 /3 4/56,-7-20)8- 900-005-21 06/10

!"

((&&为样地序号

!"!

结果与分析

!:!:#

权重计算 在运用层次分析法进行住院部户外环境综合评价过程中$ 首先邀请了包括园林学科老

师和研究生各
#%

位在内的
!%

位专家$ 由他们评判出本研究各层次中的影响因子之相对重要性! 具体实

施如下) 针对准则层和对象层*表
;

+中的各项指标$ 按序两两比对两者间之相对重要性$ 并由此得出相

应的相对重要性值$ 在此基础上建立判断矩阵! 每一组指标所对应的相对重要值$ 即可经由计算判断矩

阵的最大特征值及其对应的特征向量得出%

#<!#=

&

! 从表
;

看) 功能性指标重要值权重最高为
%:''$ #

$ 其次

为适宜性指标$ 其权重
%:;!% !

$ 表明住院部户外环境评价体系中$ 环境实际功能以及环境带给使用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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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舒适度是环境评价的重要影响因素! 从表
"

可以看出" 在功能性指标中# 环境的安全性权重值最高达

$%"&# #

$ 表明医院户外环境的安全性是人们最为关注的% 表
&

显示声环境舒适性& 风环境舒适性和光环

境舒适性是适宜性指标中权重值最高的
!

个要素$ 分别为
$%!#& $

$

$%'&& !

和
$%()' *

$ 说明这些软性环

境因素是环境使用者在环境舒适性方面最为关注的因素$ 决定了使用者是否愿意在此环境中多做停留!

在表
#

观赏性指标中$ 绿视率的指标重要值为
$%&!' +

最高$ 且远高于其他指标$ 说明视线中绿色对人

起到的放松& 舒缓效果的显著性! 表
+

为准则层和对象层各指标的权重!

'%'%'

计算和综合评价 本研究采用发放调查问卷的形式评分选定医院住院部户外环境$ 因为这种形式

得到的结果更为直接和具有现实意义! 在晴朗天气的某一选定时间段在各住院部户外发放
!$

份调查问

卷! 问卷按评价体系中的单项指标及其评判标准提出问题$ 并给出相应的答案选项$ 每项的分值参照指

标评判标准表! 为保证对各户外环境评价相对准确和客观$ 研究中选择调查对象老年人与青年人的人数

比例约为
'!(

! 根据回收的调查问卷统计调查结果$ 计算出各户外环境中各指标的平均分值$ 根据方程"

表
!

准则层各指标权重

,-./0 ! 1234023- /-502 36708 903:;4<

- .

(

.

'

.

!

权重

.

(

( ' " $%&&+ (

.

'

(=' ( ! $%!'$ '

.

!

(=" (=! ( $%('' #

说明" 最大特征根'

!

>-8

(

"!%$() !

) 一致性指标'

!

1

(

"$%$$* '

) 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

!

?

(

"$%&)

) 一致性比率'

"

1

(

"$%$(& )

%

表
"

功能性指标权重

,-./0 " @A6B43C6-/345 36708 903:;4

.

(

B

(

B

'

B

!

B

"

B

&

B

#

权重

B

(

( (=! (=& (=' " # $%($+ )

B

'

! ( (=" ' # ) $%'(( +

B

!

& " ( & + * $%"&# #

B

"

' (=' (=& ( & + $%(") !

B

&

(=" (=# (=+ (=& ( " $%$&$ +

B

#

(=# (=) (=* (=+ (=" ( $%$'" )

说明"

!

>-8

"#%"&$ $

)

!

1

"$%$*$ $

)

!

?

"(%'"

)

"

1

"$%$+' !

%

表
#

适宜性指标权重

,-./0 & DA34-.3/345 36708 903:;4

.

(

B

+

B

)

B

*

B

($

B

((

B

('

B

(!

权重

B

+

( (=" (=' ! (=# (=) (=+ $%$!) !

B

)

" ( ' " (=" (=# (=& $%$+* )

B

*

' (=' ( " (=& (=+ (=# $%$&& !

B

($

(=! (=" (=" ( (=+ (=* (=) $%$'! "

B

((

# " & + ( (=! (=' $%()' *

B

('

) # + * ! ( ' $%!#& $

B

(!

+ & # ) ' (=' ( $%'&& !

说明"

!

>-8

"+%"'+ #

)

!

1

"$%$+( !

)

!

?

"(%!'

)

"

1

"$%$&" $

%

表
$

观赏性指标权重

,-./0 # EFF20B3-43C6 36708 903:;4

.

(

B

("

B

(&

B

(#

B

(+

B

()

权重

B

("

( & (=" " ! $%'!$ $

B

(&

(=& ( (=) (=' (=! $%$"& !

B

(#

" ) ( + & $%&!' +

B

(+

(=" ' (=+ ( (=! $%$## (

B

()

(=! ! (=& ! ( $%('& )

说明"

!

>-8

"&%'(& (

)

!

1

"$%$&! )

)

!

?

"(%('

)

"

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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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准则层和对象层各指标的权重

&'()* $ +,-.*,-' )'/*, '01 2(3*4. )'/*, -01*5 6*-78.9

准则层!

(

" 权重 对象层!

4

"

功能性!

(

:

"

";<<$ # 4

#

4

!

4

=

4

>

4

<

适宜性!

(

!

"

";=!" ! 4

$

4

?

4

@

4

A

权重

";"A" :

";::$ @

";!<> >

";"?! A

";"!? !

";":! =

";"!< A

";":$ $

";":= ?

准则层!

(

" 权重 对象层!

4

" 对象层!

4

"

适宜性!

(

!

"

4

:"

";""$ <

4

::

";"<? A

4

:!

";::A @

4

:=

";"?: $

观赏性!

(

=

"

4

:>

";"!? !

4

:<

";":< "

4

:A

";"A< =

4

:$

";""? :

4

:?

";":< >

!!

!

" ! "

!

#"

!

!

为综合得分#

#

为因子评分#

"

为因子权重值$

$

为因子数%" 由表
!BA

所列出的指标权重

值# 得出户外环境综合评价以下计算方程&

!!

!

" ! "

!

"#

(

%

(

%

!

!

" ! "

!

"#

4

%

4

%

! ";"A" :#4

:

#";::$ @#4

!

#";!<> >#4

=

#";"?! A#4

>

#

";"!? !#4

<

#";":= ?#4

A

#";":! =#4

$

#";"!< A#4

?

#";":$ $#4

@

#";""$ <#4

:"

#";"<? A#4

::

#";::A @#4

:!

#";"?: $#4

:=

#";"!? !#4

:>

#";":< "#4

:<

#";"A< =#4

:A

#";""? :#4

:$

#";":< >#4

:?

% 由以上方程可得出本研究所选样地户外环境综合品质分值

!表
?

"% 表
?

表明& 南京综合医院住院部户外环境调查样地的综合品质得分排序为
$

号样地＞:"

号样

地＞?

号样地＞@

号样地＞=

号样地＞<

号样地＞:

号样地＞!

号样地＞>

号样地＞A

号样地＞::

号样地%

从等级隶属度上看# 住院部户外环境综合品质达到
!

级的只有
$

号样地和
:"

号样地%

=

号样地'

<

号样

地'

?

号样地和
@

号样地等
>

个样地属于
"

级水平# 剩下的
:

号样地'

!

号样地'

>

号样地'

A

号样地和

::

号样地等
<

个样地只有
#

级水平% 从各个医院整体的住院部户外环境品质来看# 只有南京军区总医

院达到
!

级水平# 其他
>

所医院均处于
#

级水平% 这说明南京地区综合医院住院部的户外环境品质总体

水平偏低# 还需要很大程度的改善%

=

结论与讨论

医院户外环境服务的对象有其特殊性# 与市民对一般城市公共绿地的要求有所不同% 通过构建医院

户外环境综合评价体系# 将功能性' 适宜性与舒适性作为构建这一体系的
=

个一级指标# 一级指标下再

表
"

南京综合医院住院部户外环境综合品质评价

&'()* ? C0.*7,'.*1 DE')-./ *F')E'.-20 .'()* 2G -0H'.-*0. 2E.122, *0F-,20I*0. 2G H2)/4)-0-49 -0 J'03-07

医院名称 序号
功能性

综合值

适宜性

综合值

观赏性

综合值

住院部户外环

境综合品质值
排序

&

值 等级隶属度
医院住院部户

外环境
&

值

各医院住院部户

外环境等级隶属

江苏省人

民医院

: <;%% !;?$ :;%@ ?;@A $ <@;$= # <?;$= #

鼓楼医院
= <;$$ =;%! :;%% @;$@ < A<;!$ " <@;?% #

南京市第

一医院

< <;=A =;:: :;:@ @;AA A A>;>% " <<;@> #

南京军区

总医院

$ $;!! =;@< :;A% :!;$? : ?<;!% ! ?:;!$ !

? A;A$ =;?: :;<: ::;@@ = $@;@= "

@ A;=: =;?> :;<@ ::;$> > $?;!$ "

明基医院
:: =;<< :;@? :;:< A;A? :: >>;<= # >>;<= #

! >;:@ =;!A :;!: ?;AA ? <$;$= #

> >;=$ !;=< :;>= ?;:< @ <>;== #

A =;$> !;<= %;?> $;:! :% >$;>$ #

:% A;A! >;%$ :;<A :!;!< ! ?:;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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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解成
$%

个单项! 运用层次分析法及模糊综合评价法对医院户外环境进行综合评价! 将复杂问题清晰

化! 寻找医院户外环境规划设计的关键问题! 是这一研究的重要目的"

通过对南京市
&

所主要综合医院住院部户外环境及相关人员的调查! 发现在医院户外环境中功能性

是病患及其家属最主要的关注点! 在
!

个一级指标中其权重值占比超过
&&'()*

! 而观赏性权重指标值

最低仅占比
$+'+#*

! 说明现在的很多医院户外环境特别注重美观与色彩纷呈! 而忽视医院户外环境的

基本功能! 这一规划设计理念需要调整# 在功能性指标中安全性的要求占比又达到
"&',)*

! 接近一半!

说明目前中国大都市综合医院普遍由于用地紧张! 病患过多! 医院规划布局不完善! 很多户外环境人车

混行! 导致交通混乱! 这给病患及家属造成了精神上的焦虑与不安# 从环境舒适性方面看! 人们往往更

加关注医院户外环境的硬件建设! 如游憩设施$ 水池假山等等! 但通过研究发现! 病患与家属更关注声

环境$ 风环境以及光环境等! 三者占比之和竟超过
%)'))*

" 这说明医院户外环境建设中忽视 %软环境&

建设的严重性# 丰富多彩与艺术性似乎是当前中国医院环境建设的主流" 然而! 研究发现! 在观赏性指

标中! 病患及其家属对绿视率的需求最高 ! 占比超过
&!'))*

! 远高于对景观层次的丰富性'占比

+!'))*

(与色彩与季相'占比
$+'&%*

(

+

个指标的需求! 说明医院户外环境建设中艺术性与色彩丰富虽对

病患及家属十分重要! 但绿色最为重要! 是基础" 由此可以看出! 在医院户外环境评价中! 采用综合评

价体系比单因子评价和定量化评价比单纯的定性化评价更为科学$ 客观! 对医院户外环境建设更具指导

意义"

本研究选择的医院都为综合性医院! 调查对象也没有区分病患类型" 事实上! 不同地区与类型的医

院$ 不同类型病患等对医院户外环境的要求会有不同! 但由于国内外对医院户外环境进行定量化$ 综合

评价的研究报道极少! 对医院户外环境评价体系构建缺乏必要借鉴! 因此! 针对不同地区$ 不同类型医

院及病患! 进一步深化研究与完善医院户外环境综合评价体系! 发挥评价体系在综合医院户外环境建设

中的效用是十分必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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