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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家三级乙等医院、大理医学院和省中医学院的教学医院，

云南省楚雄州人民医院新区医院建设用地位于楚雄市富民新区内，总

规划用地面积为 18.803 6ha，建设规模为 1 000~1 200 床位，净用地

16.352 5ha。本方案总建筑面积 116 469m2，病房楼为 15~16 层的板

式塔楼，门诊楼为 4 层，建筑高度 66.10m。工程总造价约 3.7 亿人民币。

1 设计理念：以人为本的“生态医院”

云南省楚雄州人民医院新区医院以“生态”的概念贯穿于整个设

计过程，强调环境的友好及对环境的尊重。将“街”的空间概念引入设计，

强调对便捷明确就医方式的再造，满足患者生理、心理、社会等各方

面的需求，使医院成为他们特殊时段内的另一个“家”。设计前进行

了深入的调查与分析，最终通过生态轴将外部的城市公园景观引入，

同时也将医院“街”的空间向外延伸。

云南省楚雄州人民医院新区
——城市中的“绿海方舟”
New Area of Yunnan Province Chuxiong Prefecture People’s Hospital

撰文  李燕微  杜小光  庞逸  云南省建筑工程设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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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总体规划：有机、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医院

现状分析

本工程南面为住宅区，东面为 60m 宽路，北面为 40m 宽绿化带，

西面靠近 50m 宽河。沿基地范围内基本为平地，基地北高点比基地平

坦处约高 4m，地块内自然水塘和沟渠经过人工改造美化。 

规划设计

（1）总体布局采用基于直线医院街“枝状生长式”的空间形态，

病人到达各功能区之间的距离最短，保证医院的使用效率和经济性。

（2）景观绿化的设计以山谷中的康复花园为中心，依托西南面河，

设计为方便病人活动的人工湖和园景。

（3）以贯穿南北向的医院街构成院内主体交通架构，达到医患分流、

清污分流的目的。平行60m大道和36m大道作为对外出入口的联系道路。

（4）地形利用：由于现状已对地形进行了部分改造，所以本方案

为保护自然地貌，对其略加改造后地形为从北向南为递减式，以减少

地形对沿街主体建筑的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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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沿坡而建，大体量的门诊楼、医技等空间尽量沿 60m 大道展

开布置，既减少对山体压迫，也易于形成完整的沿街建筑形象。病房楼

集中布于西部，减少噪音对病人的影响，同时充分利用了南北朝向及山景。

门诊主入口位于整个医院的中部，大致正对十子交叉最高处，形

成错落的城市空间序列。

2.1 总体布局：以理性的态度构架空间

（1）明确功能分区，洁污分区

医院整体分为办公、生活区（清洁区）、门急诊住院区公共部分（半

污染区）病人区及病房部分（污染区）、感染病区（特别防控区）三大区。

门诊具有功能、流线、使用人群复杂的特点，因此将门诊部布置在东

北面，为全年主导风向的下风区域；传染病楼单独位于基地西北角，

为全年主导风向的侧风区域。生活区位于基地东南角，位于全年主导

风向的上风区域，并远离医疗区。

（2）明确各主要流线组织，洁污出入口设置

医院主入口设于城市主干道上，根据门诊的特点，设多个出入口，

方便各种就医人流；生活区设独立的出入口于东面的城市干道上，污

物出口虽设于西侧城市支干道上，但远离门诊主入口，出口隐蔽。

（3）明确各功能联系，用“复合分栋连廊”的方式功能分区，医

院各功能楼布局联系疏密有致

纵观全局，医院建筑按照其相互联系的密切程度进行集中与分散

设计。医技部是医疗区的中心，与门急诊部与住院部的病患有着直接

的联系，因此将医技楼设于门诊楼与住院楼之间的交叉点上，通过水

平和垂直交通元素进行有机的联系。感染病区远离基地主入口，建筑

入口单独设置，与综合门诊各入口、住院部入口分设。生活区与医疗

区联系最微弱，布局上相对松散，使得总体分区合理，开合有致。

2.2 道路交通

本医院的交通实行人车分流、人货分流、洁污分流、医患分流。

基地主要出入口安排在北面大道和东面大道，东面临规划道路设置后

勤生活次入口。内部形成环形机动车通道，停车场主要设置在北面沿

36m 大道及东面的后勤生活区。

人流主要出入口安排在北面，地下车库出入口安排在门诊楼的南

北两端。医务人员和后勤供应从医院街的东入口进入。传染病入口独

立设在西北面的传染病大楼，污物出口靠近传染病大楼的北面。基地

内部设计 7m 宽的内部环形紧急通道，供突发事件和火警时使用。东北

面广场的庭院将城市的过街人引入医院。

“复合分栋的连廊”设计形成医疗区内部及后勤（门诊、医技、病房、

食堂）步行系统的无障碍室内连通，使患者的医、食、住、行全程在室内进行。

2.3 景观绿化系统

院区内以步行广场为点，放射状的步行硬地和绿化带为视觉导向，

以视觉连廊穿插为线，把人们的视线引入不同点、面的绿化、水体、

硬地景观，加上楚雄自然生态保护得比较好，利用山谷设计成供病人

使用的康复花园。入口广场、病房区康复广场、公寓区休息广场结合

庭院绿化、小品建筑创造出优雅宜人的医院环境，这样，在空间环境

上展现出院区的空间主轴线，它们虚实结合、相互协调。

2.4 可持续发展建筑体系

充分考虑医院的可持续发展趋势，直线医院街“枝状生长式”的

空间形态本身就具备了“生长”的态势。发展用地的预留在布局上充

分考虑交通联系，布置在医院街的较集中的一个方向，符合原有布局

的一致性。

2.5 “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停车体系

一般说来医院的车辆来源有 3 部分：一是医院的自备车辆，二是

医护人员的私家车，三是患者就医的车辆。其中前两部分停车数量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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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停留时间长，第三部分则停车数量多，停留时间短。针对这一特点，

我们在地面上设置了大量的停车场，这也相应节约了投资。停车场结

合景观要求，采用了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原则，各分区均设有专用停

车场，所有机动车在其达到区域主入口附近就能实现就近停车。

3 建筑设计：人性化、智能化

3.1 一切以患者为中心的设计

医院的建筑和设施处处为患者着想，适应患者的病理、生理、心

理要求，努力方便患者。特别是住院底层架空的休息空间，院方宁愿

牺牲床位，来为患者创造宜人的康复空间。

3.1.1 用“医疗城市空间”的原则进行流线设计

将整个建筑群体按一个医疗城的原则来设计，采用街巷院场式的

综合布局，由建筑组成街（医疗街），巷（各科室），院（室内外庭

院），场（各候诊、休息处），室（各诊疗、检查场所）等空间，流

线设计体现“高明度”与“低密度”的特点。医疗街具有识别性强的

特点，病人在走街串巷的过程中，直达目的地。设计中将联系上下各

层的垂直交通核均匀布置在医院街上，方便病患就诊，也避免给人流

线过长的感觉。医院街两侧设垂直交通设施，以及电话、银行、花店、

小卖等社会服务功能，把人性化的生活引入医院。采用室外广场分流、

门诊大厅分流、医疗街分流、候诊厅分流四级分流方式。

3.1.2 科室布局

（1）门诊。门诊布局为 3 栋 4 层高的单元块。总体布局上将日门

诊量大的科室布置在较低的楼层。细节上， U 形布局使得各科室为尽

端式的诊室单元成为可能，科室大小可根据需要进行弹性调整，每个

单元块每层设 1~2 个科室，门诊部每层布置 4~6 个科室，阳光通透的

医院街将各科室联系起来，交通快捷方便。各科室均设后巷、后院，

医患各行其道，各居其位。

（2）急诊部。急诊与急救分设，急救车可开入抢救厅，急救区内

设应急手术、检验与治疗，并通过专梯与上部的手术中心联系，赢取时间。

急诊区内设独立挂号收费区、取药区、诊疗区，避免病人来回奔波。

（3）医技部。医技部安排在急诊部左部，为独立的单元块，分

别通过医疗街与门诊部、连廊与住院部联系。普通检查科室布置在一、

二层之间，联系紧密的医技科室和门诊科室设于同层。一层布置影像

科和超声中心，U 形廊为医务通道，检查室呈两边平行布置，病人通

道位于中间，使得病患就诊流线最短。二层布置功能检查和检验中心，

医务用房通过医务通道联系，独立成区，实现与患者交通的完全分离。

三层布置 ICU 和手术中心，四层为病理科、血库和设备机房。

手术中心内布局为“三通道式”，中间为洁净通道，手术室布置

在洁净通道两侧，手术室后部为污物通道，术后污物由此通道送至手

术层的污梯，运送至地下室的污物收集室。医务用房、洁净区与清洁

区分区明确，互不交叉。

（4）传染病楼。传染病楼独立成栋，与其他各区相对分离。两个

感染门诊（呼吸道、肠道）由两个医患分流的单元组成，相对独立。

在布局上部分用房（挂号收费、药房、医用更衣室、医用卫生间，库

房等）可在科室之间相互共享，避免资源浪费。门诊区域强调医患分流，

医务通道联系各医务用房和诊室，发热门诊和呼吸道门诊区设医务人

员的强制性更衣。传染病专科门诊病人分别进入不同的分诊单元就诊，

疑似病人在门诊部的观察病房，而确诊后的病人则从专科门诊西侧的

传染病住院入口搭乘电梯到达二层的传染病区。

医务用房设在建筑西南角，位于全年主导风向侧风向。为实现医

患分流，采用平行通道的布局方式：外侧为病人通道；中央为医务人

员通道，通道与病房间设置缓冲间，医务人员由缓冲间进入病房；护

士站居中，缩短了护士护理路线，减轻工作强度。

（5）住院部。住院部共 29 个护理单元。每层设一个护理单元，

内廊联系南北病房，走廊中间布置了医护人员空间和护士站，以便最

快捷地服务各个病室。医务工作区与病室区分开设置，设置在北面，

将朝向景观好的南面让出布置病房。医务人员与病患通过分设的医务

梯和病床梯到达各病房层，实现医患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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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地下一层。地下室分为机动车停放区、非机动车停放区、洁

净物品存放区和污物存放区。洁净物品存放区设于南端，位于门诊楼

的下部，有效地缩短了物品的运送流线；污物存放区设于西端，各区

域的污物则通过垂直污梯送至地下室外围的污物通道。洁净物品存放

区和污物存放区之间通过车辆停放区分隔。

3.2 兼顾医护人员的设计

门诊医技楼中设置有多个大大小小的庭院，不仅有利于采光通风，

帮助长时间在里面工作的医护人员缓解疲劳、压力，有助于改善医患

关系。设计尽力为医护人员提供良好的工作、卫生、更衣、休息条件，

尤其是注意了对医护人员与患者之间交叉感染的预防，这些设计体现

了社会对医护人员的尊重。

3.3 彰显地域特色的设计

3.3.1 体形

本设计在体形方面借鉴和吸取了彝族传统建筑中常见的平屋顶与

坡屋顶相结合，以及土掌房聚落中错落层叠的手法。在门诊楼端部利

用一个大的弧形斜坡屋面形成整组建筑的端部，既传承了彝族建筑特

色，又使建筑整体造型舒展而富有变化，层次感好。住院楼中部利用

电梯间上屋顶及直升机停机坪的使用要求自然拔高，再加上其独具彝

族特色的建筑造型，使之成为整组建筑的视觉中心。

3.3.2 装饰特色

本方案还综合运用彝族传统建筑中许多独具特色的结构装饰构件

以及彩画、雕刻装饰，繁简变化有致，具有良好的视觉效果。例如在

电梯间自然拔高的斜坡屋面上采用了彝族传统建筑封檐板下装饰构件

及牛头和羊头的变形，并用抽象的民族符号装饰雨篷；建筑物檐部拱

架采用彝族独特的“扇架”加以抽象变形，檐下花饰也取自彝族传统

建筑封檐板下的彩画花纹；檐口装饰垂柱的运用。架空的空架及突出

墙面的柱。原型取自彝族的木楞房的梁，无不体现出浓郁的彝族民族

特色和地方乡土建筑特色。同时以上构件的使用，并不是简单的摹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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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用现代的手法诠释彝族之魂。

3.3.3 建筑色彩及材料

墙身以白色为主，屋檐采用青瓦，在屋架、挑檐处配以深赭构架及

赭白相间的花饰，突出表现了建筑的民族特色与乡土风味，使建筑既典雅

大方，又生动活泼。建筑材料方面，选用白色涂料与灰色小面砖作为外墙

身装修材料，配以天然石材勒脚，与彝族传统建筑有很好的呼应协调关系。

建筑整体色泽明快，且均为彝族地区所习用，有鲜明的民族地域特色。

该规划方案如能实施，大家将能看到一种精神式的彝族建筑，一

种意念式的彝族建筑而不是一种型似的彝族建筑 , 一种现代与地域性完

美结合的现代医疗建筑，而不是简单复古的彝族建筑。

以简洁、清晰的现代形象表达现代综合医院的内涵，力争使整

个建筑群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以文脉相承的城市观协调建筑与周

边的功能关系，创造山灵水韵的“绿海方舟”的景象，力求打破传

统医院冷峻的传统形象，赋予新区中心医院新意义，形成轻快、活

泼而富于标志性的形象特色。建筑形象强调整体感和节奏感，并注

重第五立面的设计。其白色调的现代造型大方得体，方舟形象的病

房楼形成了主体的识别性。立面采用了灯光自动控制系统，建成后

将成为新区的标志性景观。室内色彩的选择将体现整幢医院建筑充

满阳光的特点。为病人和工作人员提供一个令人心情舒畅，有利于

诊疗和康复的舒适环境。 

4 结语

大型综合医院既要依托于医学模式、医疗技术与设备的发展而发

展，又要使功能达到安全、实用、经济等效果。楚雄州人民医院新区

医院建设始终贯彻此项原则，最终 1 000 床、13 万 m2 综合医院的土

建总投资仅为 3.82 亿元人民币，获得了较高的性价比回报。同时，对

地域性建筑的传承与创新使用也使项目获得了广泛关注，建成后在当

地树立了良好的口碑，最终形成了企业良好的综合效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