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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体设计理念

1.1 设计背景

北京电力医院地处北京西客站南侧，是一所集医疗、教学、科

研、预防等为一体的三级综合性医院。医院占地面积54 000m2，总

建筑面积110 000m2。目前编制床位518张，设有40个临床医技科

室。重点科室包括心脏、康复、乳腺和健康管理等，心脏和康复专

业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医院改扩建工程旨在改善医院现有的就诊住院条件，在原有

现状基础上，分步分期实施改建与扩建，最终达到三级甲等医院

的标准和规模。整个扩建工程占地22 090m2，建筑密度39.40%，

建筑容积率3.7，绿化率35.2%，绿地面积19 500m2，道路广场面

积10 600m2，医院总床位数达到1 066床。地上停车位30个，地下

停车位600个，地下车库面积17 890m2（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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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了在北京电力医院改扩建工程中医院建筑的空间拓展方法和承接关系，从“以患者为中

心”的人性化设计理念出发，综合考虑了医护人员、患者家属的工作环境和使用要求。对北京

电力医院改扩建工程中的新旧建筑的空间联系、流线组织、环境营造和分期建设问题加以探

讨，突出医院强化整体效能的思想，提供医院改扩建设计的新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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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北京电力医院现状

1.2 设计思想

（1）以患者为中心。在医院设计中，首先要考虑患者的多层

次需求，保证功能组织合理、流线清晰不混杂、建筑安全可靠、医

疗环境优雅舒适。同时应尽量为医护人员创造安全、卫生的环境，

保证医护人员的私密性要求，保留安适的工作和休息空间。在医院

建筑中，二者的需求经常发生矛盾，这就需要医院决策者和建筑师

结合具体情况，妥善解决这些矛盾。另外，护理人员和家属的空间

环境要求也不可忽视。

（2）有机整体观。在平面组合上应从全局着眼，处理好各部

分及其相互间的功能关系，并为后一步扩改创造条件[1]。因此要维

持和保留交通流线，改造各医疗单元或房间，这样将利于保持体系

的生长和提高建筑效率。

图2 北京电力医院规划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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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限制条件

（1）现有场地空间拥挤。医院大多为多层建筑，只有门诊和

医技楼前的广场，缺乏必要的集散空间。停车位严重不足。流线混

乱，车流与人流交叉，不利于患者就医。（2）现有建筑内部功能

混乱，就诊空间不足，加之流线混乱，医疗环境十分嘈杂，流行病

爆发期间易造成病毒相互传染。（3）休闲场地与环境空间不足，

无法在生态上调节患者情绪，医院空间无法体现建筑以人为本的设

计理念。

1.4 设计目标

（1）整理基地建筑，通过建高层建筑解决医院用地拥挤和发

展问题。在此过程中平衡层数和高度，合理设置电梯和防火分区

非常重要。（2）增建地面和地下停车场。整理入口广场，完成人

车分流。梳理入口流线，做到洁污分流和人车分流。（3）改造原

有建筑，保留一幢质量较好的住院部，新建一个住院部。由于场地

较为狭小，新建住院部平面形式在综合考虑既有住院部的日照需求

条件下，尽量避免南部既有高层住宅楼对新建住院部的日照遮挡，

同时考虑化减新建住院部的体量，并与既有住院部在南侧形成公共

的室外庭院空间，从而采取了圆滑的蝶形曲板形式，使新旧住院大

楼连接成一个统一整体，充分发挥群体空间效应和利用原有建筑空

间。（4）新建建筑与原有建筑有机结合，拆除既有门诊楼、医技

楼等功能空间，保留既有住院部，整体规划布局，从而加强各楼类

似功能或关联空间联系，优先考虑同层相连，减少竖向交通负荷。

（5）整治环境，丰富绿化，完善广场、大门等外部环境设施。

2  建筑的内部功能流线连接

2.1 新建门诊医技楼的流线连接

门诊主入口、急诊入口、儿科入口设在北侧入口主广场上。

新建门诊楼与住院楼间以医院街联系。东西连廊与门诊综合楼、原

有住院楼围合成阳光大厅，大厅上部为屋顶花园，可为医院提供休

闲、茶饮、交谈空间，也丰富了医院景观层次。

门诊科室按照患者门诊量由下而上竖向街道式排列，中部大厅

布置交通核及隔层设置中庭空间，医技科室主要布置在东西两侧连

廊，与医院街两端直接相连。医院街南侧直接连通老住院部，巧妙

地改造和利用底层空间作为医院街的花店、咖啡、休息、餐饮等服

务设施。新建门诊部与医技部、住院部保持多层式连接，方便门诊

及住院患者直接去相关医技部检查。

根据改扩建的具体特点，部分高强度使用的科室和感染科室采

用医、患分流设计，创造安全的就医环境。垂直交通设专用供应电

梯、污物电梯、客梯，供应路线走地下一层，各层污物由污物电梯

运送至地下垃圾污物集中室，由专用通道运送至医院污物出口（图

3，4）。

2.2 新建手术部、住院部的功能承接

医院洁污流线设计清晰明确。手术部、中心供应、ICU、血液

透析、特殊护理单元都考虑了严格的洁污分区设计，手术部设百级

洁净手术室和负压手术室。方案中的困难来自于对新旧手术部的流

线连接。原有中心手术部位于老病房楼的九层，采用较成熟的污染

走廊式分离污物。新建病房楼手术部的理想位置也是在新病房楼

与老手术部同层或同标高位置，这样两手术部的连接可以避免竖

向交通和对电梯的依赖，发挥规模效益。而连接部分正好布置ICU/

CCU, 既符合手术部的流程，又创造了连廊和过厅空间，这些过渡

空间也保证了新住院部大楼和老楼的间距，满足了两住院部大楼的

通风、采光要求（图5，6）。

新建2号病房楼标准层为双护理单元的蝶形平面，便于病房

获得最大限度的采光通风，并可减少对1号病房楼的日照遮挡。同

时，这种布局也可保证医院康复花园的相对完整。

图3 首层平面图

图4 竖向功能流线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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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结构设计的通用灵活性

本方案对于一次规划、分期分步实施作了周密的考虑。扩建

的建筑主体结构、空间结构和交通模式近似，具备很强的通用性，

无论是组织单通道还是双通道体系，都可在这一结构基础上灵活实

施，这为今后医院发展和应对突发事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交通

体系搭建上，也考虑了动态发展的可能性，人流组织井然有序，各

个部门分区明确、联系方便。

3  建筑外部环境的整合

3.1 群体环境设计与实施

现代化的医院建筑将是高科技与高情感相结合的产物。北京电

力医院方案在满足医院建筑使用要求的前提下，无论在群体组织、

单体建筑造型还是材料、色彩方面的处理上，力求表达出简洁、明

快、高效、宜人的现代特征，门诊大厅采用钢构架玻璃大厅，突出

院区交通枢纽，丰富外观；医技、住院部大楼在西向增加实墙面和

遮阳来阻挡烈日西晒，在南面开大窗，创造良好的视野和通风采光

条件。曲线形的群体形态有如生命有机体，立面上的红色条带隐喻

营养系统，整体建筑形象新颖大方。

群体设计按照边运营边建设的原则，充分利用医院既有设施

分步实施，在实施过程中，保持原有医院必要的运营用房和场地，

尽量减少工程实施对医院患者的影响。建筑改造和基础设施建设在

先，新建建筑次之，最后是环境整治。

3.2 康复治疗景观

北京电力医院在方案设计中保留了医院南面的集中绿地作为康

复户外景观，并利用阳光大厅屋面设计了一个屋顶花园。设计中突

出了以下康复设计理念：

（1）富有生命的平面图案布局：绿地的平面设计以硬质铺地

和绿化为图底关系，以植物枝干和芽孢为象征隐喻，在高层视点下

图案清晰易懂，给患者以生命力的感召，增强战胜疾病的信心。

（2）完善的康复设施：花园中布置完善的健身设施，园路设计局

部留有扶手和坡度，可作为行走障碍患者的训练场地。（3）选择

疗效绿化植物：从色、香、触感等方面选择有疗效的植物绿化。花

园中还提供了进行园艺、手工艺、唤醒记忆等内容的放松场所。

（4）布置积极的景观小品：对患者克服消极情绪、乐观治疗大有

裨益。（5）促进社会交流：医院是一个封闭的社会单位，无论患

者和医护人员都面临社会生活的缺失，康复花园是患者群体和医务

人员休息交流的理想场所 (图7) 。

4  结论

在北京电力医院建筑设计中，充分考虑了医院既有设施，通

过过渡空间的处理强化了新旧建筑的联系，使新旧建筑形成一个

完整统一的系统。这种有机的多层空间联系符合医院建筑的功能

特点，方便分期分步实施，是综合医院改扩建工程设计的一个有

益的尝试。

图5 北京电力医院透视图 图6 北京电力医院住院楼透视图 图7 康复花园意向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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