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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国内外儿童友好医院建设进展显著，我国及地方政府不断推出儿童友好医院建设的相关
政策，以期为儿童提供安全、舒适、高效的就医环境，促进医疗卫生资源的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
然而，当前医院内普遍存在空间布局不合理、设施陈旧、服务流程繁琐等问题，不仅影响儿童医
疗体验，还可能对其身心健康产生负面影响。因此，通过文献研究、实地调研和案例分析等方法，
收集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部门的相关政策文件，从空间、设施和服务 3 个方面深入探讨儿童友
好医院建设的路径及策略。结果发现，儿童专科医院和综合医院差别明显，儿童专科医院针对儿童，
其空间布局方便孩子和家长，景观、设施和服务也专门为孩子打造；综合医院则要满足多种人群
需求，强调多功能等。最终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 3 点建议：根据科室需求进行空间优化；配置儿
童友好关怀设施；以家庭为中心，提供多元化服务。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significant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ld-friendly 
hospital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and China and local governments have continued 
to launch policies relate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child-friendly hospitals,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children with a safe, comfortable and efficient medical environment, and 
promoting the rational allocation and efficient utilization of medical and health resources. 
However, the current hospitals are generally characterized by irrational spatial layout, 
outdated facilities, and cumbersome service processes, which not only affect children's 
medical experience, but also may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Therefore, through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search, field research and case study and 
collecting relevant policy documents from the National Health Commission and other 
departments, etc., the paths and strategi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ild-friendly hospitals 
are explored in depth from 3 aspects, namely, space, facilities and services. It is found that 
there is a clear difference between children's specialized hospitals and general hospitals. 
Children's specialized hospitals are designed for children, with a convenient spatial 
layout for both children and their parents, and their landscape, facilities and services 
are also built specifically for children; general hospitals, on the other hand, have to meet 
the needs of multiple populations and emphasize multi-functionality, etc. Finally, three 
recommendations with operability are put forward: space optimization according to 
departmental needs, configuration of child-friendly care facilities, and provision of family-
centered and diversified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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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儿童健康备受关注的背景下，儿童友好医院的建
设成为关键议题。儿童作为社会的未来和希望，其健康与福
祉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要素 [1]。近年来，国内外在推动
儿童友好医院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 [2]。国家卫生健康委
员会等 10 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推进儿童医疗卫生服务高
质量发展的意见》（国卫医政发〔2024〕1 号）明确提出深
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以推进儿童医疗卫生服务高质量发展
为目标，加快儿科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上海
市和温州市分别发布了《儿童友好医院建设指引（试行）》
和《儿童友好医院创建指引及评价细则》。这些政策旨在通
过科学、合理、前瞻性和引领性的建设，为儿童提供安全、
舒适、高效的医疗环境 [3~4]，保障儿童的身心健康 [5]。同时
儿童友好医院的建设能够优化医疗服务流程，促进医疗卫生
资源的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从而提升儿童和家长对医疗服
务的信任度和满意度，构建和谐稳定的医患关系 [6]。

然而，当前医院内普遍存在空间布局不合理、设施陈旧、
服务流程繁琐等问题，不仅影响儿童医疗体验，还可能对儿

童的身心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7~9]。因此，本研究采用文献研究、
实地调研和案例分析等方法，收集相关政策文件，并对湖北
省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肿瘤中心的各儿童
相关部门开展实地调研及观察，并结合患者和医护人员的反
馈信息，从空间、设施和服务 3 个方面深入探讨儿童友好医
院建设的路径及策略，以期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和方法，为我国儿童友好医院的建设提供有益借鉴。

1 国内外儿童友好医疗环境的研究发展历程
随着儿童健康和福祉的受关注度日益提升，儿童友好

型医疗环境的研究与实践逐渐成为国内外备受瞩目的重要议
题。既往文献多从儿童福祉、社会学、公共卫生以及建筑
布局等方向出发，较少针对就医流程所历经的空间领域，从
儿童友好设施及相应服务配置的视角，为儿童友好医院全方
面建设或改造给予理论性指导（图 1）。儿童友好医院的营
造应以儿童为中心进行公共资源分配和政策制定，其设计应
遵循儿童心理特点，提升儿科医疗服务的舒适化和智慧化水

图 1  儿童友好理论及就医体验相关实践发展历程
Fig.1 Child-friendly Theor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ractice related to the experience of health care

文章亮点
1）从空间、设施和服务 3 个方面深入探讨儿童友好医院建设的路径及策略；2）优化空间设施、提高儿童医疗体验，提供多元化服务，为
我国儿童友好医院的细节建设提供参考； 3）从高质量城乡儿童友好的视角促进医疗卫生资源的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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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10~11]。在“适儿化”设计与设施营造方面，国内外已积
累了丰富的案例和深入的理论研究：Laure Verschoren
教授 [12] 在其研究中指出，儿童友好型医疗环境设计需充
分考虑儿童心理需求，通过柔和色彩和娱乐设施营造温馨
氛围；2018 年美国波士顿儿童医院（Boston Children's 
Hospital）引入互动式的医疗设备，如带有动画和游戏的检
查仪器，帮助儿童分散注意力，减少就医恐惧，同时推行了
“音乐治疗服务”，帮助儿童缓解疼痛和焦虑 [13~14]；湖南
妇女儿童医院实施“安抚式诊疗”，借温馨环境、专业安抚
人员及多种安抚手段，舒缓儿童就医紧张情绪，提升就医体
验 [15]；温州医科大学儿科学院在医疗空间适儿化改造中引
入儿童喜爱的元素和设施 [6,16]；北京儿童医院在病房内设置
了专门的儿童游乐区，配备了滑梯、秋千等设施。在服务领域，
儿童友好医院注重提供安全感和个性化服务。上海、深圳等
地发布的建设指引提出优化服务流程、提升服务质量的具体
举措 [17~20]；武汉市儿童医院启动了“线上健康课堂”服务，
借由网络平台为患儿及家长进行疾病预防、康复护理等方面
的知识讲解。

由于儿童友好医院起步较晚，社会对其内涵、意义、建
设方式等的认识普遍不足，全国统一的建设标准尚未出台；
同时由于硬件建设成本较高，儿童友好医院无论是在空间改
造还是在适儿化设施添补方面，都亟需约束规范和建设指导。
其次，近些年来我国积极推动公立医院的高质量发展，这首
先体现在高质量的医疗服务上。以儿童诊疗为实践，聚焦特
定人群医疗服务并优化其服务路径，在儿童相关科室进行试
点建设，将为新模式的探索和创新提供有益借鉴。加之，众
多海内外学者普遍认同医疗环境的要素应涵盖医疗服务、空
间设施、医院管理等主要方面 [21~24]，且在国际儿童健康环
境研究会等重要学术会议及一些国家和地区发布的儿童友好
医院建设标准和指引中，空间设施、医疗服务等也被明确列
为儿童友好型医疗环境的重要考量因素 [25]。因此，研究团
队选取了湖北省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肿瘤
中心作为实地调研对象。该中心虽并非儿童专科医院，但因
其拥有较为齐全的儿童相关科室，在儿童医疗服务方面具有
一定的综合性与复杂性，能够较好地代表综合医院在儿童医
疗领域的实际情况。研究团队于 2024 年 4 月 24 日对其各

儿童相关部门展开了详细调研（图 2），以便后续与儿童专
科医院进行全面且深入的对比分析，从而获取更具说服力的
研究结果，为儿童友好医院建设路径的探索提供有力依据。
本文结合文献及案例收集与分析，从空间、设施和服务 3 个
视角切入儿童专科医院及非专科医院的儿童友好就医体验建
设路径研究。

2 儿童专科及综合医院对比
随儿童专科医院数量、体量、专业精度的不断上升，儿

童专科医院与综合医院的建设差距愈加明显。亟需明确两者
在空间设计、基础设施、服务管理等方面的确切差异，并总
结儿童友好概念进一步应用于医疗体系及医院建设的方法，
从而打造儿童友好就医体验。
2.1 空间视角对比
2.1.1 平面布局

对比宝安区儿童医院项目、墨尔本皇家儿童医院（The 
Royal Children' s Hospital）、 英 国 谢 菲 尔 德 儿 童 医 院
（Sheffield Children' s NHS Foundation Trust）等国内外
儿童专科医院案例与综合医院案例得出，儿童专科医院服务
对象特定且特殊，空间布局以儿童和家长的便利为出发点，
其平面布局更注重交通空间和个性化空间的塑造，空间融合
性更强，非必要空间墙体遮挡少，大块面积空间相对较多，
且一般预留大块中庭空间于中心位置，主线清晰，功能组团
分布于主线两侧。而综合医院的交通空间相对较小，流线相
对复杂，空间的数量更多、类型更多样复杂、排布更为碎片化。
除此之外，部分儿童专科医院采用个性空间形态设计，将具
有娱乐功能的空间复杂化，一些弧形、不规则形空间也得到
大面积应用；病房、就诊、休憩区域尽量靠窗，是为增强采光，
营造轻松美好氛围，在视觉上放大医院面积 [26]。
2.1.2 风格设计

从风格上来看，专科儿童医院整体空间风格多样、色彩
丰富，且空间中各元素考虑儿童偏好，多为卡通风格；在公
共娱乐空间增加黄色、橘色一类充满活力的色彩以缓解儿童
心理压力，而在儿童输液等需长时间停留空间大面积使用蓝
色等一类较为平静的色调。综合医院则以简约的黑白灰三色

      a. 儿童友好空间       b. 儿童友好设施     c. 儿童友好服务

图 2  武汉同济协和医院肿瘤中心儿童院区现状
Fig.2  Status of the children's campus of Wuhan Tongji Union Hospital Cancer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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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突出严肃感，而这样的空间氛围在一定程度上会给儿
童带来心理压力和负担，使儿童对医院环境更为抗拒。 
2.1.3 景观空间

专科儿童医院具备更丰富且独特的室内景观，而综合医
院以室外大面积开敞性景观为主。专科儿童医院在各类空间
融合景观设计要素，如景观长廊、景观墙、半开放室内景观、
休憩景观等等 [27]。在儿童的候诊、就诊空间增加合适的自
然景观，可缓解儿童和家长身心压力，为儿童提供积极的心
理暗示，潜移默化增强儿童与自然的互动，发挥植物疗愈功
能。综合医院同样注重景观打造，但其重点为大片广场式开
敞的室外景观，对于室内空间则更强调展现严肃性和专业性，
在景观设计上格外注重空间利用率。同时，由于患者众多，
人员动线复杂且流动量极大，综合医院面临绿化空间较小、
难以持续打理等问题，在开展儿童友好改造上有一定难度。
2.2 设施视角对比

为提供更优质服务，研究深入探索设施对儿童就医体验
的影响，根据一般医院所包含设施类型，主要比较专科医院
及综合医院在医疗设施、人性化服务设施、卫生设施、软装
及建材设施 4 个方面的区别。
2.2.1 医疗设施

儿童专科医院除配置和综合医院相似的一般病症治疗所
需设施外，还会配备一些特殊的医疗设施，以满足儿童患者
的特定医疗需求。部分医疗设施为适应儿童身体机能及行为
需求，进行了儿童友好处理，不仅为儿童定制专属尺寸、造
型，还增添特殊功能以提升儿童体验感和舒适感。例如著名
的大型医用成像设备设计者 Doug Dietz，在考察儿童需求
后将核磁共振器设计成海盗船、丛林探险等样式，通过游戏
化引导核磁共振项目，削减儿童就医恐惧 [28]。再以北京儿
童医院为例，输液区配备可移动电子屏输液椅，使儿童在输
液的同时可以观看动画，既分散儿童注意力，也保障了输液
过程中医院环境安静，减轻了家长的负担。
2.2.2 人性化服务设施

儿童专科医院的服务设施充分考虑各阶段儿童的特性和
需求以及家长的需求，着重于提供儿童娱乐互动及休憩相关
的设施。儿童专科医院于开敞空间或墙面、桌椅等处布置儿
童娱乐设施如小型滑梯、益智玩具等，以及休憩设施如儿童
专用沙发、矮脚凳等，还有日常服务设施如儿童饮水机等。
受启发于家长利用露营车作为儿童的 “移动输液床位” 的
现象，儿童专科医院增添推车等可移动输液设施，既满足家
长移动看护的需求，也适应儿童自由活动的天性。同时，一
些国外儿童专科医院也设计了无障碍设施，如日本川崎市立
多摩医院，其卫生间隔间均设置了适儿化扶手、置物台、自
动冲水装置、紧急呼叫按钮等，并针对母婴群体设置了婴儿
搁置台和婴儿折叠椅等，这些细节极大方便了儿童就医，带
给儿童更好的就医体验 [27]。
2.2.3 卫生设施

鉴于儿童抵抗力较成人差，儿童专科医院更应确保卫生
设施完备且安全。儿童专科医院相对综合医院的卫生设施数
量更丰富，且参考《上海市儿童友好医院建设指引（试行）》

导则，儿童专科医院卫生设施根据儿童身高、尺寸定制坐便
器、小便器、洗手池、安全扶手等。儿童医院除了注意卫生
设施的儿童自主性和适配性外，还应设计亲子卫生间便于家
长对儿童的辅助。
2.2.4 软装及建材设施

软装设施主要分为功能性软装和装饰性软装，除地面
和墙面的装饰外，主要由家具、灯光、窗帘、床品等构成。
儿童专科与综合医院在软装应用手法上有明显区别：综合
医院大多数选用造型简约、材质耐用的软装设施，重点考虑
其利用率和使用效能；儿童专科医院则注重对医院整体氛围
的营造，装饰手段及互动类型丰富，从儿童视角出发布置互
动性、趣味性强烈的软装设施，增加书籍、游戏互动装置
等，舒缓儿童的紧张情绪。以美国奥兰多的内穆尔儿童医院
（Nemours Children' s Hospital）为例，其病房灯光设
施色彩丰富，颜色可由儿童自由选择，同时大部分区域实现
智能监控 [29]。许多医院也愈加重视儿童的选择，选择软装
设施前会调研当地儿童偏好，摆放多种尺寸的儿童用品 [30]。

在建材方面，相较于传统综合医院的石材地砖和石膏
板天花板，儿童专科医院更倾向于大面积使用新材料，如
PVC 板和橡胶地板，其材质更柔性，也更具备吸音效果，
还能降低因儿童脚步重而发出的噪声。如重庆佑佑宝贝儿童
医院选用更具抗菌和吸音效果的玻璃纤维合成板 [29]。可见，
儿童专科医院在材料的选择上拥有更严苛的标准，除了保障
安全，对儿童无毒、无害、无化学刺激外，还考虑儿童好动、
易闹的天性，重视材料的吸音效果及清洁难易程度。在窗口、
柜台等一类小范围景观材质应用处，综合医院多采用砖石材
料，儿童专科医院更多采用软性材料如地毯和木制柜台，通
过布艺取代砖石材料和工程塑料，在形态上更为圆润，质感
上更亲肤柔和 [31]。除此之外，为避免儿童磕碰，儿童专科
医院较少使用经磨砂处理等颗粒感较重的分隔材质，多选用
透光性较强的材质类型，打造更敞亮、视线更广阔的空间。
2.3 服务视角对比

除基本医疗服务及各类综合性服务外，儿童专科医院
相较于综合医院，为儿童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服务：在就诊前
端（包括等候、休憩等环节）、儿童病症治疗中端以及家
庭配合治疗后端，通过提供等候服务、休憩服务、住院服
务、儿童特殊需求服务等，使儿童就医体验更舒适，并减轻
家长带孩子看病的负担。现有的儿童专科医院力推数字化建
设简化就医流程，减少患者等候时间，增设多处指引标识和
增派专业人员进行指引，并在候诊区增加丰富的服务设施和
游戏类型，安抚儿童情绪。以内穆尔儿童医院为例，该医院
将同一病症的临床治疗放在同一层，方便儿童和家长受同一
团队的疗养接待，降低双方的沟通成本，提升了家长的信任
度 [32]。部分儿童专科医院还同步增加儿童治疗特色服务，
如儿童营养餐调配服务、儿童推拿按摩服务、儿童看护服务、
儿童心理辅导服务等。例如重庆小米熊医院，不仅提供小礼
品、零食、书籍等，还定期开展大型娱乐活动，如扮演多种
儿童喜爱的动漫角色与小朋友互动、与病房中接受治疗的小
朋友共同绘画等，同时在家庭配合流程上，创新地构建门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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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康复治疗和家庭指导的三层次康复体系，将医疗环节
从医院衍生至家庭。相较于综合医院独立门诊诊断和治疗的
流程，该儿童专科医院针对儿童缺少独立能力的特点，增加
了对家长的教育和监管，强调了家庭配合的重要性 [33]。
2.4 儿童友好就医体验的异同

作为提供医疗服务的重要公共空间场所，儿童专科医
院及综合医院都需要满足相关规定及标准。参考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 2015 年颁布的《综合医院建筑设计规范》（GB 
51039-2014），医院建筑建设应符合安全、卫生、经济、适用、
节能、环保等多方面要求。儿童专科医院及综合医院在空间
布局、服务措施及基础设施等方面均以患者为核心，满足“患
者优先、高效、安全”原则，但因儿童专科医院服务对象更
为具体，两者在这些方面各有侧重（表 1），儿童专科医院
注重垂直领域细分，强调专业性、针对性；综合医院强调多
功能性、灵活性与扩张性。

在空间设计上，儿童专科医院更为简洁明了，主要目的
为保障儿童就诊便利、卫生、无障碍，从儿童角度出发增加
多种特殊功能空间，而对于不同空间类型也增设了活动分区。
综合医院则需满足更多功能需求，在区域设计上兼顾成人和
儿童，更多采用模块化结构和标准化空间单元，减少不必要
的空间类型，并将未来可能的拓展病理研究领域及改进研究
方法列入考虑。综合医院更多考虑的是多世代友好就医体验。

从服务来说，儿童专科医院对儿童的服务更具针对性，
包含儿童营养餐食、儿童心理咨询、儿童专业按摩等服务，
并鼓励家长参与儿童治疗，强调家庭对儿童治疗的重要性；
针对儿童好动、吵闹的天性增加娱乐及家长看护设施，为儿
童的独特性定制解决方案。综合医院由于需满足的人群面广、
需求众多，其服务则更为基础与全面，除了设立基础服务设
施外，需平衡好各类人群的需求关系，针对儿童及成人的服
务按照相同流程进行。

从设施上看，儿童专科医院从尺寸、材质、安全性等多
方面考虑儿童体质和需求，设施除了具备实用性外，还应具

备美观性、舒适性等多种扩展功能。综合医院则以实用性为
主，提供更多类型的医疗设施以满足多种人群需求。

3 儿童友好就医体验建设路径探索
结合上述分析，参考《关于推进儿童医疗卫生服务高质

量发展的意见》，针对当下儿童友好医院建设的问题，归结
儿童友好就医在空间、设施、服务方面的优化路径，旨在构
筑更为安全、舒适且有教育意义的儿童友好就医环境。
3.1 空间营造友好的设计策略

不同人群对于医院内部空间的设计诉求与空间类型的关
联总结如图 3 所示。儿童友好就医体验通常以儿童就医需求
以及家长看护需求为核心。儿童就医涉及科室涵盖儿内科、
儿外科、急诊科、新生儿科等儿童常见病症科室，心理科、
康复科及血液科等治疗科室，以及小儿检测医学中心与影像
诊断中心等诊断科室。儿童及家长行为模式主要为就医问诊、
治疗住院、休憩等候等，故需要多种空间类型。空间要素皆
需围绕儿童视角予以布局规划，例如温和的材质与颜色、适
宜安抚儿童的照明、儿童与家长易懂的导视系统、满足休憩
需求的互动设施及绿化景观，并以灵活的空间设计应对空间
不足等问题，还应满足特殊儿童患者对于无障碍环境等的需
求。
3.2 设施关怀友好的建设路径

优良的环境布局和设施配置能够显著增进儿童就医体
验。当下的儿童医院基础设施可从尺寸、色彩、功能等诸多
方面进行改进。

1）选择适合儿童的医疗设备，实现儿童友好医疗设备
全覆盖。无论是医疗设施、服务设施、卫生设施还是软装设
施，都可针对儿童身体特性进行定制或改良，除了在尺寸上
适应儿童，还应重视提升美观度、舒适度、趣味性。

2）注重细节，施行无障碍设计，构建儿童专用导视系统。
重视儿童无障碍设计，需确保儿童便捷轻松地使用设施，例
如在病床周边、走廊等区域增加儿童扶手，在电梯增添契合

表 1  儿童专科医院与综合医院在空间、设施、服务视角的对比
Tab.1 Children' s specialized hospitals versus general hospitals in terms of space, facilities, and service perspectives

视角 儿童专科医院 综合医院

空间

平面布局 具有针对性和特殊性，以儿童和家长便利为出发点，注重
交通空间和个性化空间的塑造

交通空间小，流线复杂，空间的数量多、类型多样复杂、
排布碎片化

风格设计 风格多样、色彩丰富，且空间中各元素考虑儿童偏好 简洁干练，氛围严肃

景观空间 更丰富且独特的室内景观设计 以室外大面积开敞性景观为主；室内空间突出严肃性与专
业性，注重空间利用率

设施

医疗设施 儿童患者特定医疗需求 常规病症治疗需求

人性化服务设施 考虑各阶段儿童及家长需求 常规设施

卫生设施 卫生设施数量更多 常规卫生设施

软装及建材设施 注重对医院整体氛围的营造，装饰手段及互动类型丰富；
强调互动性、趣味性

造型简约、材质耐用的软装设施，重点考虑其利用率和使
用效能

服务 更具针对性的服务：儿童就医体验、家庭配合、家长看护
需求 基本医疗服务及各类综合性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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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身高的专用按钮，在儿童可自由
活动的区域减少门和隔板的设计。还
可针对儿童进行视觉系统设计，运用
图形语言引导儿童行为，进行医院礼
仪基本教育。

3）借助新技术或智能设备辅助治
疗，增加治疗趣味性。如在治疗中使
用虚拟现实（VR）技术，减轻儿童疼
痛和焦虑；提升软装设施与儿童的互
动性，除一般娱乐设施外，可利用水
装置、灯光装置等激发儿童的主动性
和好奇心，使其在适当区域自由探索，
从而增加儿童对医院的信任度。
3.3 服务体系友好的优化路径

就服务对象而言，儿童友好医院
实际是为以儿童为中心的家庭提供整
体服务。建设儿童友好医院，不仅需
提升儿童本身就医舒适感和安全性，
更需减轻家长负担；并且在潜移默化
中对家长予以引导，从而构筑起良性
的“短期家庭医院协作关系”。服务
优化可从流程、内容、方式等多方面
着手。

1）设计以家庭为中心的服务流程，
减少儿童的焦虑和不确定性。通过构
建完善的线上就诊平台和线下就诊导
向标识体系，实现简易化、智能化就
医服务流程。对年轻家长而言，使用
线上平台已成为习惯，通过线上渠道
进行预约就诊、停车位查询、挂号就

诊、拿药服务、住院办理等，不仅能
提高效率、节省时间，更能透明化就
诊流程。而针对不擅长电子信息使用
的家长，则通过线下清晰的导览系统
和流线规划辅助其带孩子就诊。许多
医院还增设智能机器人或咨询台等讲
解服务，在候诊区设立自助挂号机器，
智能化播报就诊进程，预测就诊时间，
减少儿童及家长的等待时间。

2）提供更多元定制服务内容，满
足不同年龄段儿童的特殊需求。除诊
疗方案遵循医嘱严格执行外，医院可
针对儿童和家长的需求提供衍生服务，
例如面向工作繁忙无法时时陪伴孩子
的家长开设儿童托管服务，划定托管
区看护儿童；同时注重儿童的娱乐服
务，除图书室、室内外活动场地外，
可针对需长期就诊的儿童群体开展丰
富的线上线下活动，丰富儿童社交网
络，满足孩子多元放松需求。而对于
特殊儿童患者群体，可提供更有针对
性的服务，从儿童营养、身体状况、
心理健康等方面提供更深入的服务。

3）强化培训，重视与儿童家庭建
立联系。加强对医护人员的儿童心理
知识培训，使其深入了解儿童心理特
点和需求，积极主动与儿童家庭建立
紧密联系，通过及时沟通和有效互动，
深入了解家长痛点，建立良好信任关
系，进而提升整体服务质量。相比一

图 3  医院内部空间设计诉求与空间类型联系
Fig.3 Hospital Interior space design claims and space type connections

般就职人员，儿童专科就职人员更应
当重视参与儿童相关事项培训，建立
起对儿童心理的基本认知，了解儿童
喜恶，以更平等开放的心态与儿童相
处。可对专业服务接待人员进行培训，
并由其和医护团队构建与就医家庭的
联系，以便了解家长痛点，建立良好
信任。由于儿童缺少一定医疗知识储
备和独立能力，实现友好就医不仅需
要良好的医院就诊环境，还应包含家
庭的支持与监督，即儿童的就医治疗
环境由家庭和医院共同组成。对于家
长的教育和科普也是医疗服务的重要
环节，不仅能增进家庭与医院的相互
信任，还能进一步保障儿童就医效果。

4 结语
本文从空间、设施和服务 3 个方

面出发，深入探讨儿童友好医院建设
的路径和策略；结合国家卫生健康委
员会等部门的政策要求以及各地实践
的经验，对医疗环境的空间布局、服
务流程、设施配置进行深入分析。研
究表明，空间优化能显著提升儿童就
医体验；遵循儿童心理导向的设计原
则，实现医疗空间的功能性与情感性
的有机结合，不仅有助于缓解儿童就
医焦虑，也为医疗空间设计提供了新
的理论视角。在设施配置方面，儿童
专用医疗设备的研发与使用，互动式
游戏和娱乐设施的设计，以及家庭友
好型休憩区的设立，均为儿童就医体
验的提升提供了物质保障。这些设施
的完善，不仅丰富了儿童就医体验，
也推动了医疗设施向更加人性化、智
能化方向发展。在服务层面，强调以
儿童为中心的服务模式；精细服务流
程、引入游戏医疗互动等措施，能有
效提升医院的人文关怀。

然而，本研究亦存在一定局限，
如研究样本或许未能涵盖所有类型的
医院；以空间、设施与服务为核心的
指标体系尚未构建。未来研究可深入
探究不同年龄段人群个性化医疗的具
体需求，探讨如何将人工智能、互动
式健康教育资源、多感官疗愈、家庭
参与式护理模式、数据驱动的服务优
化、跨学科的绿色就医环境等新技术、
新思潮，有效运用于儿童友好医院的
建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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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图片均由作者自摄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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