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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从理论的角度阐述了色彩是如何在与周围的环境融合的同时给与老年患者的身心以影

响，以及色彩会产生何种影响，还有如何引导老年患者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以都市型老年医院所

需要的色彩设计为中心进行研究。方法  通过对日韩老年医院的色彩研究文献的整理，从色彩对老

年人的影响、医院空间的结构特征以及设计对老年人的影响等方面开展客观性的理论研究。结论  在

室内设计中，色彩通过人的眼睛被大脑感知，作用于人们的心理，同时又会诱发生理的反应。合理

地利用色彩，不仅会对老年人生理上产生影响，也会使老年人的内心更加积极、有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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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 Design for Geriatric Hospital 

ZHANG Jin-yong, LIU Qi, LI Mei, SUN Ming-yu 
(He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ianjin 300300,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ain how the color affects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older patients while 
merging with th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what kind of influence the color has, and how to guide elderly patients to a 
healthy direction from the theoretical point by focusing on the color design required by the urban geriatric hospital. 
Through sorting out the literature on color research in Japanese and Korean geriatric hospitals, the objective theoretical 
study was carried out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influence of color on the elderly, th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hospital 
space and the influence of design on the elderly. In interior design, color is perceived by the brain through the human eyes,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affects people's psychology, which in turn induces physiological responses. Rational use of color 
space distribution not only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physical health of the elderly, but also encourages the elderly to be 
more active and energe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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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统计，近十年六十五岁

及以上人口逐年增加，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人口红利

的消失，意味着人口老龄化的高峰即将到来[1]，老龄

化问题的严重性浮出水面。对老年疾病的治疗方法有

别于一般的医疗方法，且对老年患者的治疗更应注重

心理及精神层面，因此能改变老年患者心理和精神，

同时对疾病治疗有辅助效果的“老年医院色彩设计” 

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1  老年医院及老年医院色彩设计的必要性 

现在社会正面临着严重的老龄化。在此背景下很

多学者对于与之相关的社会变化进行研究，并提出可

行性方案，老年医院就是其中一项重要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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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医院和一般的具有专门、熟练医疗技术的医

院不同，是医疗技术简单、提供可持续治疗的地方[2]。

老年医院注重治疗的持续性、医院的收益性及康复治

疗的口碑。对于这样的老年医院，了解老龄人群的特

殊状况，从设计的角度对老年医院的室内空间进行合

理规划是必要的。空间能够影响使用者的心理、精

神 [3-4]，空间的构成和色彩的选择会对老年人心理、

精神产生很大的影响[5-6]，因此色彩是非常重要的空

间设计要素。 
本文以老年医院中的色彩设计为中心，结合作者

留学访学经历，通过对韩国各种有关文献的研究整

理，以韩国老年医院的色彩研究为参考，从色彩对老

年人的影响、医院空间的结构特征以及设计对老年人

的影响等方面展开客观性的理论研究。 

2  与空间的相互作用性 

对于老年医院来说，相互作用的空间是非常重要

的因素。现在的设计应从单纯以物质价值为中心的观

点中脱离出来，走向更注重以精神性价值为中心的方

向。设计不只是因物质因素存在于人们的身边，更是

成为影响着人们和被人们影响着的一种相互作用的

媒介。随着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增加和消息传递的增

加，人与人、人与环境之间就需要通过各种媒介方法

进行相互的沟通。在这多样的相互沟通中，为了能从

中挑选和利用有用的信息，就需要强调设计中人与

人、人与空间、空间与空间的关系，因此，空间设计

需要分析使用者的认知性和心理上的特征。而空间结

构及色彩的变化又影响着人们的认知及心理，因此特

殊建筑的空间设计及色彩选择对使用者来说具有更加

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儿童、老龄人群及特殊患者所居住

的建筑，周围环境对他们精神和心理的影响尤为突出。 

3  空间设计的色彩 

如果说空间对人的行为有影响的话，那么空间中

的色彩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对使用者产生的

影响尤为突出。色彩作为设计的一部分，对使用者的

心理、生理、言语都有着深远的影响[7]。 
色彩对心理会产生影响，它在主观的感情作用 

 

下，会与客观上的以往的记忆和联想产生密切的联

系[8]。识别到这些色彩的时候，总是会被有意无意地

影响心理的记忆。因此，在艺术上可以利用经验来将

这样的色彩情感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作为空间的色彩

调节。从细节上观察色彩的情感作用，可以表现为色

彩的温度感、明暗感、重量感、软硬感、混合感、距

离感、强弱感、远近感、尺度感、疲劳感、色彩的时

间性等多种形式。在设计中可以利用色彩具有的这些

情感特性与使用者的相互作用来唤起使用者内心的

某种意识。同时，色彩还会对使用者的生理产生影响。

色彩自身的物理波长，能与人身体产生作用与反作用

的现象[9]，因此色彩与人们的生理有着密切的联系。 

4  老年人及老年患者的一般特征 

对老年医院的设计研究，不仅要了解老年医院空
间本身，更需要深入了解使用医院的老年人和老年患
者。老年人们，尤其是老年患者，有严重的来自社会、
心理及身体的压力。当下社会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
比起年轻人，老年人们承受着更多由于身心的落后
所带来的压迫感，因此，很多老年人的孤独感、疏
离感愈发严重。尤其是没有职业的老年人，不能从
事帮助社会的活动，会感觉自己已经被社会淘汰，
毫无用处。 

由于这样的社会特征和心理特征，老年患者的智
力、记忆力、学习能力等和精神活动相关的能力在降
低，再加上由于身体机能的退化，他们承受着很大的
心理压力。正因为这样的心理压迫感，老年患者产生
了强烈的依赖性、被动性、保守性、僵硬性的抑郁情
绪，连带着怀旧心理及以自我为中心的趋向特征一起
表现出来[10]。 

除了社会心理压力以外，老年人和老年患者的视
觉老化程度也很严重。因为相比人体的其他器官而
言，眼睛是最先老化的，所以老年人的视觉老化严重
影响着老年人的独立生活能力[11]。尤其是高龄者，出
现视力下降、视野缩小、色彩分辨力下降、看东西愈
发费力等严重的视觉症状[12]。从人类获取的信息中有
87%与视觉有关的情况可以看出，由于视觉的老化，
老年人受到社会、心理上的压力就会更多。老年人的
特性及表现见表 1。 

表 1  老年人的特性及表现 
Tab.1  Characteristics and performance of the elderly 

特征 随着老龄化带来的身体变化 表现 
身体各部位尺寸的缩小 生活、职业领域的缩小 

活动能力退化 运动器官的退化，气力低下，易骨折 身体特征 
感觉器官变弱 视觉、听觉、嗅觉、触觉机能低下，对气温变化的适应能力弱 

性格的变化 对环境的不适应，封闭性，排外性 
心理特征 

认知能力降低 老年痴呆病症，记忆力减退，角色丧失感 
社会特征 社会参与度减少 高敏感 
环境特征 对环境的不适应性 与社会的孤立感，与别人产生距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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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针对老年患者的室内色彩设计 

综上所述，老年人及老年患者因老龄化的特征，

承受着各种社会、心理、身体上的问题，在这种情况

下，他们与周围环境的关联性就显得尤为重要。特别

是在空间设计中，色彩的设计更是重中之重。 
从老年人及老年患者的一般情况来看，其身体机

能会退化，社会、心理的压迫感也会加深。还有，老

年人在室外的活动量减少，主要的生活活动会集中到

室内，因此受室内环境的影响极大。从这一点来考虑，

在进行建筑设计时就要特别注意当使用者是老年人

时，室内空间结构的设计和室内色彩的选择，因此有

必要对色彩的设计进行系统的整理。 
色彩较之形态更能给人以强烈的刺激。认知科学

研究表明，色彩能使人记忆更深刻，持续时间更长久。

最近，随着人体工学的发展，色彩在人体工学上更是

愈发成为了焦点。在这个观点上，又产生了新的色彩

人体工学概念。 
 

一般情况下，高龄老年人会出现身体机能下降的

情况，尤其是视力下降、神经退化，但由于老年人希

望通过色彩来获得明朗的能量，以克服这种因身体机

能下降而对色彩感应出现“反常”的现象，所以对艳丽

的色彩更情有独钟。因此，相比低彩度的中性色，老

年人更倾向于红色、蓝色、黄色等中高彩度的原色。

在色彩设计中采用冷暖对比产生鲜明的画面感也不

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这样的色彩运用能激发老年人

的积极性，会使他们更有活力，在心理上也会更加有

安全感[13]。 
随着色彩要素及配色所表现出的期待效果的不

同，人脑的反应程度也有很大差异，老龄化建筑空间

色彩调节的条件见表 2，老龄化建筑空间适用的色彩

及期待效果见表 3，从表 2-3 中可以看出，室内色彩

对老年人的心理、生理会产生影响，进而表现在身体

上。为了达到预期的色彩效果，设计师理应了解色彩

的固有属性，并通过实验整理出明确的色系和色彩

系统。 

表 2  老龄化建筑空间色彩调节的条件 
Tab.2  Condition of color adjustment of aging building space 

色彩调节效果 色彩调节需考虑的事项 老龄化医院空间的色彩调节应具备的条件 
反射率和照度分布 充分考虑设施的日照照度和反射率调节明度 

色彩对比 
通过对形态和色彩的对比来减轻眼睛的疲劳度， 

并通过适当的配色来达到视觉的最佳效果 
能率性 

明度和照度 使用高明度的色彩来实现室内照明的效率最大化 

安全性 安全性和注目性 
用红蓝黄绿等艳丽的色彩表示危险物和危险场所，在视野内采用 
艳丽的色彩可以同时消除紧张感的强烈的对比,减轻眼睛的疲劳 

老年人的色彩信号 根据老年人的喜好来进行色彩配色 
彩度和面积效果 大面积的地面、墙、顶棚，采用低彩度配色，需要强调的部分采用高彩度配色

色彩和调和 为了使整体一致，一般选用 2~3 种色彩来进行调和 
色彩的划分 通过色彩来划分室内各功能空间 

舒适型 

色彩与光泽 为了防止大面积部位的反射，使用哑光处理 
 

表 3  老龄化建筑空间适用的色彩及期待效果 
Tab.3  Applicable color and expected effect of aging building space 

 色彩要素 适用空间 适用色彩 其他效果 
明确性 
注目性 

入口、走廊、楼梯扶手 高明度、高彩度、暖色 确保效率性、安全性 

空间感 狭小空间 低彩度 冷色 空间扩大的效果 
老年痴呆、认知能力低下老年人休息空间 波长较长的色彩 提高记忆性及认知能力 

视觉效果 

记忆性 
治疗所需的空间 波长较短的色彩 降低记忆性，缩短时间 

温度感 北向的日照采光不足的空间 
冬季-暖色 
夏天-冷色 

照度、温度调节 
辅助效果 

重量感 一般的室内空间 
高明度-上 
低明度-下 

视觉上稳定、耐脏 

软硬感 结束色 高明度、高彩度、暖色 创造柔和的室内效果 
患老年痴呆症老年人的疗养院治疗空间 低彩度、冷色 平静的效果 

兴奋感 
休闲、娱乐空间 高彩度、暖色 诱导兴奋感 

感性效果 

时间感 等待空间、一般人使用的空间 冷色 缩短等待时间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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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通过分析研究文献来设计色彩 

目前，比起西方、日韩等国，国内的老年专科医

院数量少之又少，因此老年医院的建筑、空间设计等

方面的资料也极少。这给分析国内老年医院的色彩环

境对老年患者的影响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基于此，本

研究把研究范围集中在日韩两国，并且不能仅仅局限

于老年医院，应从广义上的针对老龄化的建筑出发，

对广义的老龄化建筑进行分析，找出适合老年患者的

色彩，进行分析并提出方案。 
HAN Kijeong 以韩国和日本的老年痴呆病症专

门疗养机构的住院部为对象，对色彩的影响进行实例

调查研究。结果如下：（1）对于老年痴呆患者来说，

住院部的色彩设计最好是蓝色系，同时建议使用温

暖、柔和的色系；（2）考虑到患者视觉的衰退，各个

房间应使用易识别的色彩。 
KIM Myeonghee 对韩国老年痴呆患者对色彩的

相关感受进行了研究。研究得出，老年痴呆患者对色

彩的感受比一般人更加集中。第一，对色彩喜爱度的

调查结果显示，正常人和患老年痴呆的人存在着差

异，老年痴呆症患者更喜欢红色、黄色、绿色、白色。

第二，就色彩的语言印象反应度的调查结果显示，正

常人和痴呆患者之间也存在着差异。能使患痴呆症的

老年人感受到放松的色彩是黄色、红色；有安全感的

色彩是黄色、红色、绿色；具有温暖感的色彩是黄色、

红色；有温和感的色彩是黄色、红色；感到自在舒适

的色彩是黄色、红色；感到明朗的色彩是白色；有生

机感的色彩是黄色、绿色。由此看出使大多数老年痴

呆患者亲近的色彩是黄色、红色，其次为绿色和白色。 
SONG Chunyee，KIM Moonduk 对日本的收费养

老机构的分析结果如下。第一，日本的收费养老机构

的色彩运用主要以中彩度色为基础，同时也使用高彩

度色和低彩度色，色彩上主要以蓝色为主，中性色和

冷色作为强调色使用，这样的使用更能凸显四季性。

从整体色彩来看，清晰度为 43%，不清晰度为 57%； 
 

邻近色调和 70%，反之 30%；对比调和 53%，反之

47%。从这样的排色可以看出，补色的对比并不是那

么醒目，反而通过邻近色的排色让人感觉舒适愉悦。

第二，在彩度对比上，清晰度 67%，反之 33%；柔和

度 80%，反之 20%；对比度 67%，反之 33%。这里

主要考虑到老年人分辨力下降的特殊情况，而加强了

对比度。第三，日本养老机构居住空间的整体室内环

境针对老年人特征做出了全面的安排。 
LIU Sockhoyee，LEE Sangho 对提前进入老龄化

社会的日本东京进行了研究，以东京的五所疗养机构

为对象，得出色彩对人们的影响是不同的。五个场所

的色彩调查结果如下文所示。第一，室内空间主要以

蓝色作为中心色，家具和室内设备使用黑色。此结果

说明老龄者使用的空间色彩以蓝色为佳。第二，楼道、

走廊、电梯等空间亮度和彩度的对比不是很大，由此

来实现公共空间和特殊空间的明确分划，从而实现对

高龄老年人的关怀。第三，主色调的明度使用中明度，

强调色的明度使用低明度或者高明度，加强各自的明

度对比。第四，以低彩度为主色调，中彩度为次色调，

强调色使用高彩度。 
从上述的研究来看，现在日韩的老龄化机构，特

别是作为未来老龄化机构中主要的老年人专科医院

的室内设计中，对色彩的设计将会成为主流。根据已

有计划的设计，对韩国日本相关研究的调研见表 4，

发现老年患者对室内的环境色彩感应程度不同。以此

研究为基础可以看出，老龄化机构使用合适的色彩对

老年患者的康复有重要的意义。 

7  结语 

本研究通过对老年医院中老年患者对色彩的反

应，合理的色彩搭配对老龄化患者的影响，以及色彩

在空间设计中的重要性等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和

方案。 
1）目前针对老年机构的色彩设计仍然停留在初 

表 4  对韩国日本相关研究的调研 
Tab.4  Research on related studies in Korea and Japan 

研究者 调研对象 调研内容 调研的详细内容 

HAN Kijeong 
日本针对老年痴呆的 

专门养老机构 
建筑的各室内空间的

色彩规划的必要性 
住院部——蓝色系及柔色系的使用； 

洗手间及浴室——容易识别的色彩的使用 

KIM Myeonghee 
韩国老年痴呆 
患者的反应度 

各种色彩对老龄人的

认知反应度 

红、黄、绿、白——患痴呆症老人喜好色； 
黄、红——给老年人以生机、放松、 

舒适、温和、明显的颜色 

SONG Chunyee 
日本付费性 

养老居住机构 
老龄化机构的 

色彩规划性 

主色调——蓝色系； 
强调色——中性色、冷色； 

通过邻近色的排色获得舒适感； 
通过明晰的色彩对比强化老年人的识别性 

LIU Sockhoyee,  
LEE Sangho 

日本东京 
付费性养老院 

老龄化机构的 
色彩规划性 

主色调——蓝色系； 
家具及器物的色彩——暗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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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阶段。因为建筑的投资及施工方仍然固执地保有类

似一般养老机构水准的普通病房的色彩，还是以白色

为佳的固有观念，虽然老龄化概念在各个领域已经普

遍出现，但在老年医院的空间设计中，尤其是色彩方

面的设计还有一定差距。因此急需要活跃的科学性研

究和实际的例子，来加强对老龄化机构的空间设计以

及色彩活用设计的研究。 
2）色彩作为建筑空间设计的构成要素应得以活

用，即在老年医院的建筑空间设计中，应针对适合空

间的功能和要求，以及上文中符合老年情感系统的色

彩设计进行研究。 
普通老年人对色彩的反应和具有特殊疾患的老

年人对色彩反应的差异，以及与此相关的研究应该得

到重视，要具体到对不同的人在不同环境因素下，表

现出的色彩喜好度和感应度差异的研究。而且不仅要

进行调查，也应该把它数据化，即在老年医院的设计

中应该精密、系统地根据老年人的性格、身体疾患，

以及对自然环境适应程度等特征，来协调色彩系统，

进行色彩设计。因此在进行空间设计的时候，从设计

初期就需要色彩专家的参与，可根据空间构造、素材，

及老年人的特征、疾患的特点等作出模拟色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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