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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全面解析疗愈环境舒适度设计研究现状，以客观数据为依据，通过对当前研究热点分析与总结，探

究未来发展趋势，为健康人居设计提供理论与数据基础。利用文献计量工具CiteSpace，以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中“Healing Environment (疗愈环境)”和“Comfort (舒适度)”主题为数据源，构建出该研究

领域下2008~2023年发文量、研究国家、研究热点和研究演变等知识图谱，分析疗愈空间舒适度设计的

发展脉络、热点主题和未来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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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comprehensively analyze the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of the comfort design in healing envi-
ronments based on objective data, and explore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s, in order to prov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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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and data-based support for designing healthy living spaces. This study conducts a 
thorough analysis and summary of current research hotspots and uses the bibliometric tool, Ci-
teSpace, to construct a knowledge map of the field of study. The data sources are in the Web of 
Science database with two keywords “Healing Environment” and “Comfort”. The knowledge map 
covers 2008~2023 publication volume, research countries, research hotspots, and evolution of 
research. The study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trends, research hotspots, and future directions of 
the comfort level design in healing sp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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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健康中国建设作为我国国家战略，《健康中国 2030》纲要提出全面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从广泛的健

康影响因素入手，通过建设健康环境等重点措施，全面提升国民健康水平。《“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

《关于印发绿色建筑创建行动方案的通知》等一系列政府政策和措施的出台，为我国建设高质量健康人

居环境指明了方向。疗愈环境(Healing Environment)是为了帮助恢复健康而创建的整体环境，其理念最早

由美国研究者 Jain Malkin 于 1992 年提出[1]，包括物理和非物理方面，也会对医疗保健社区的工作人员、

患者和访客产生心理和生理影响。它的基本因素包括空气质量、噪音控制、热舒适、隐私、照明和视野，

这些因素会随着进化和研究增强，并考虑到治疗环境的安全性和安静程度、社会支持、自然环境占比、

给予选择和决策、减少压力源和积极的分心等因素。同时，疗愈环境是医院工作人员和病人的基本需求，

被定义为“创造身体和非身体方面的整体环境，以支持恢复过程”[2]。在健康中国战略下，疗愈环境舒

适度设计研究将为健康人居环境建设提供科学指引和理论依据。 
疗愈环境舒适度设计作为健康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热点领域之一，尽管其在城市及社区更新中已有

大量实践，但对其研究动态的学术梳理仍然缺乏。CiteSpace 是计量分析和知识图谱可视化在信息分析中

最具特色和影响力的工具之一。本文使用 CitcSpacc 软件对疗愈环境舒适度领域的研究进行可视化分析，

研究基础为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WOS)上筛选出的 102 篇期刊论文。研究旨在揭示疗愈环境舒适度研

究的发展趋势，包括研究前沿的发展、研究国家、研究热点和研究演变等，以及不同研究前沿之间的相

互联系。进一步，透视前沿研究的重要智力转折点，为我国科学开展疗愈环境舒适度设计研究提供国际

视野、前沿理论和对比研究数据。 

2.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 Web of Scicnce 数据库核心合集，检索时间为 2023 年 4 月 8 日。相关检索设定

为 healing environment (主题)AND comfort (主题)，出版时间限定为“2008-01-01”至“2023-04-01”，文

章类型设置为“论文 OR 会议录论文 OR 综述论文 OR 在线发表”，检索最近 15 年有关疗愈环境舒适度

研究及其衍生的文献。 
研究采用 CiteSpace.6.2.R3 版本对 102 篇研究国际疗愈环境舒适度的文献进行了可视化分析。通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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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愈环境舒适度领域的发文量、国家发文量、关键词共现以及关键词聚类等图谱的数据统计和分析，深

度挖掘该研究领域的发展走向。  

3. 疗愈环境舒适度的设计研究时空现状分析 

3.1. 时间现状：发文量分析 

 
Figure 1. The annual literature trend of research on healing environment comfort design 
图 1. 疗愈环境舒适度设计研究年度文献量变化趋势 

 
文献发文量可以直观地反映该领城在学术界的进展和重要度[3]。WOB 收录的关于疗愈环境舒适度

的相关文献发表数量如图 1 所示。最早收录于 2008 年，前十年年均发文量不足十篇，而随着疫情时代的

到来，2019~2022 年的年均发文量达到了 12.5 篇。 

3.2. 空间现状：文献来源主要国家分析 

 
Figure 2. National and regional collaboration contribution map 
图 2. 国家及区域合作贡献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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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CiteSpace 对国家及区城合作进行分析得到共聚图谱(图 2)，共聚图谱中的节点大小和颜色深浅

分别代表着节点中心词出现的频率高低及中介中心度强度。首先，对发文量前 10 的国家/地区进行统计(表
1)。美国发表相关文献的数量是 24 篇，位居第一且起始年份最早，可以看出其在疗愈环境舒适度设计研

究领域的领头能力和主导能力。发文量排名第 2 和第 3 名的分别为中国和韩国，中国首篇疗愈空间舒适

度设计研究相关文献发表是在 2010 年，韩国是在 2012 年。从表 1 的中介中心度看，美国的中介中心度

为 0.18，大于 0.1，具有较好的学术影响力。与之对比，我国仍在此领域的研究任重而道远，不仅需要提

高学术产出量，更要提升学术影响力。 
 

Table 1. The distribution of research output on healing environment comfort 
design among the top 10 countries 
表 1. 疗愈环境舒适度设计研究发文量前 10 国家分布 

类别 国家 起始年份 发文量(篇) 中介中心度 

1 美国 2008 24 0.18 

2 中国 2010 9 0 

3 韩国 2012 9 0.08 

4 日本 2012 7 0.04 

5 澳大利亚 2017 7 0.04 

6 荷兰 2016 6 0.02 

7 英国 2015 5 0 

8 德国 2009 4 0 

9 罗马尼亚 2019 4 0 

10 意大利 2016 4 0 

4. 疗愈环境舒适度设计研究内容图谱分析 

4.1. 研究热点：关键词共现分析 

运用 CiteSpace 将时间切片选择 1 年节点类型，共现结果如图 3 所示。节点即为关键词，结果表明排

名前 11 位的高频关键词，除 healing environment (疗愈环境)和 comfort (舒适度)作为基础关键词之外，其

他高频关键词依次为 design (设计)、impact (影响)、health (健康)、environment (环境)、care (护理)、
benefits(福利)、comfort (舒适度)、stress (压力)、built environment (建成环境)、thermal comfort (热舒适)。
关键词的共现频次及中介中心度如表 2 所示。节点是关键词的表示形式，节点的尺寸取决于共现的频率。

节点之间的连线代表两个关键词共现的关系，并且连线的粗细显示出共现关系的强度。从关联网络可以

看出，该图谱以 design (设计)和 healing environment (疗愈环境)为中心展开。其中主要关键词之间存在一

定关联性，例如 healing environment (疗愈环境)与 comfort (舒适度)、stress (压力)、children (儿童)有一定

关联。由此可以看出，国际疗愈环境舒适度设计研究中的关键词具有较强的连接性和共性。 

4.2. 研究趋势：关键词突现分析 

突显词是指某一时间段内对基础工作的关注增加，从而提供了一个新兴主题的关键指标。将“疗愈

环境舒适度”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检测并转换了前 15 个突显词(图 4)。这 15 个突显词要包括 exposure (暴
露)、open space (开放空间)、wound dressing (伤口敷料)、environment (环境)、benefits (福利)、design (设
计)、healing environment (疗愈环境)、interior design (室内设计)等。其中突显词强度年限最长的分别是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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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空间和疗愈环境，它的突显年限区间分别为 2013~2017 年和 2019~2023 年。这可能是由于后疫情时代

的到来，人们对于能促进健康的环境越来越重视，疗愈环境有关的研究趋势越来越明显。 
 

 
Figure 3. Research contribution map of key keywords in healing environment comfort design 
图 3. 疗愈环境舒适度设计研究关键词贡献图谱 

 
Table 2. High-frequency keywords and centrality in healing environment com-
fort design research 
表 2. 疗愈环境舒适度设计研究高频关键词和中心性 

序号 关键词 年份 频次 中介中心度 

1 design 
设计 2011 16 0.21 

2 healing environment 
疗愈环境 2015 15 0.13 

3 impact 
影响 2016 9 0.15 

4 health 
健康 2011 9 0.24 

5 environment 
环境 2017 8 0.11 

6 care 
护理 2010 7 0.18 

7 benefits 
福利 2013 6 0.05 

8 comfort 
舒适度 2016 6 0.09 

9 stress 
压力 2013 5 0.06 

10 built environment 
建成环境 2011 5 0.09 

11 thermal comfort 
热舒适 2014 4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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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Emergence map of keywords in healing environment comfort design 
图 4. 疗愈环境舒适度设计关键词突现图谱 

 
从突显度看，突显度最强的三个关键词分别是环境、疗愈环境和健康。从时间线分析，2012~2017

年国际上的研究热点主要是创伤修复和医疗环境；在 2017~2021 年，研究热点是室内设计和热舒适相关；

2021~2022 年，室内环境舒适仍旧是研究热点，同时对于疗愈环境舒适度如何影响心理健康的研究也进

入了大众的视野。综上突显度的演变，可以看出研究者们愈发关注如何从根本上改善人的居住环境。 

4.3. 研究主题：关键词聚类时间线分析 

 
Figure 5. Clustering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 map of keywords in research of healing environment comfort design 
图 5. 疗愈环境舒适度设计研究关键词聚类及时区分布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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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已有关键词共现图谱的基础上，将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得出关键词聚类图谱(如图 5)，以此更加全

面精确地了解当前国际疗愈空间舒适度设计研究领域内的主要内容。图中右侧为 8 个关键词聚类名称，

横线代表某聚类中热点词汇的发展。通过 CiteSpace 软件进行关键词聚类分析，并根据聚类成员大小与轮

廓值大小过滤掉较小的聚类，并提取出聚类标签。包括#0 (热性能)、#1 (开放空间)、#2 (建成环境)、#3 (儿
科治疗环境)、#4 (家长)、#5 (疗愈环境)、#6 (医院环境)、#7 (擦拭)共七个聚类(如表 3)。 

为了凸显当今疗愈空间舒适度设计研究领域内的主题内容，通过对关键词聚类进行归纳整合，以及

对疗愈空间舒适度关键词频次的分析，剔除了与本综述主题无关的伤口愈合主题。总结发现，近年来国

际上疗愈空间舒适度研究聚焦不同的应用场景，如医疗场景、开放空间、自然场景等，细分用户群体，

包括患者、家属、工作人员等。此外，新技术也积极介入到最新的研究手段中，推动疗愈空间舒适度影

响因素设计研究。 
 
Table 3. Clustered keyword list 
表 3. 关键词聚类列表 

聚类号 关键词个数 平均 
轮廓值 标签词 关键词 

0 13 0.899 thermal performance 
热性能 

热性能(3.8, 0.1)；人工营养和水分补给(3.8, 0.1)； 
健康护理机构设计(3.8, 0.1)；晚期生命痴呆照护 
(3.8, 0.1)；能量(3.8, 0.1) 

1 9 0.882 Open space 
开放空间 

开放空间(8.16, 0.005)；脆弱(4.04, 0.05)；病房设计

(4.04, 0.05)；适应患者情况(4.04, 0.05)； 
香港(4.04, 0.05) 

2 8 0.791 built environment 
建成环境 

建成环境(4.31, 0.05)；结果(3.88, 0.05)；健康福祉

(3.88, 0.05)；高危压疮患者(3.88, 0.05)； 
压疮(3.88, 0.05) 

3 12 0.89 
Pediatric therapeutic 

environment 
儿童治疗环境 

儿童治疗环境 (4.13, 0.05)；评估(4.13, 0.05)；
pmv(4.13, 0.05)；预防(4.13, 0.05)； 
分层多变量回归(4.13, 0.05) 

4 6 0.974 Parent 
家长 

家长(5.85, 0.05)；婴儿(5.85, 0.05)；危重病患 
(5.85, 0.05)；风险护理(5.85, 0.05)；护士(5.85, 0.05) 

5 13 0.925 healing environment 
疗愈环境 

疗愈环境(10.15, 0.005)；模拟(3.33, 0.1)； 
适应性(3.33, 0.1)；长期护理(3.33, 0.1)； 
室内环境质量参数(3.33, 0.1) 

6 10 0.976 hospital environment 
医疗环境 

医疗环境(9.87, 0.005)；室内空气质量(4.87, 0.05)； 
低能量系统(4.87, 0.05)；相对湿度(4.87, 0.05)； 
烧伤患者(4.87, 0.05) 

7 7 0.975 Swabbing 
式子采样 

式子采样(5.47, 0.05)；部分厚度烧伤(5.47, 0.05)； 
伤口冲洗(5.47, 0.05)；压力灌注(5.47, 0.05)； 
愈合时间(5.47, 0.05 

5. 疗愈环境舒适度设计国际研究趋势分析与展望 

5.1. 关注特定物理环境下的舒适度影响因子 

针对疗愈环境舒适度的研究场景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方面是现代医院的医疗环境，另一方面是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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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的自然环境。研究者们通过对疗愈环境中的不同舒适度因子进行研究，获悉这些因素对舒适度的影响

规律。首先，对于现代医院的医疗环境，旨在满足使用者的心理需求和偏好，并且物理和非物理的疗愈

环境被视为健康恢复过程的潜在贡献者。医疗环境的室内设计应当满足患者的需求和期望，促进患者健

康。Mahmood 等人[4]认为医疗环境的质量与患者满意度的实现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关系，能积极影响患者

的心理舒适度并促进其恢复。除室内环境以外，在医疗环境中，室外环境因素的综合考虑对促进患者治

愈和健康也是至关重要的。Chang 等人[5]发现观赏景观能帮助员工恢复精神疲劳，同时也能够促进病人

的术后康复。Duzenli 等人[6]研究发现医院花园对患者进行身体、精神和社交方面的疗愈过程中有一定影

响，能使患者在心理和生理上感觉舒适，从而对患者的临床结果产生积极影响。其次，对于开放的自然

环境，被视为改善高密度区负面环境影响的重要城市规划策略，对用户的心理和生理层面均能带来积极

的影响。Tanaka 等[7]认为在恢复期间，使用有连续自然环境设计的开放空间的房屋有利于缓解精神疲劳

和改善心理健康。 
疗愈环境有基本的舒适度因子包括空气质量、噪音控制、热舒适、隐私、照明和视图等[8]，明确疗

愈环境中用户所需求的舒适度因子，将促使该环境受益于广泛的用户。 
在现代医院的医疗环境的舒适度影响因子研究方面。研究发现在现代医院的医疗环境中，室内外观、

隐私和控制感是设计疗愈环境的三个关键舒适度因子。另有研究则认为医院病房在设计时需要关注患者

的空间舒适度、安全保障和自主性。Nimlyat 等[9]认为热舒适、IAQ 和照明质量对患者恢复进程最具影

响力。Shajahan 等人[10]研究发现拥有机械通风条件的医院建筑的室内环境能控制患者感染率，并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患者的治愈进程和整体医疗结果。除了以上提到的基本物理环境舒适度因子以外，Karnik 等

人[11]的研究发现医疗环境中的艺术品对患者体验以及情绪、压力、舒适度和期待值具有显著的影响，得

到患者的积极回应。 
在开放的自然环境的舒适度影响因子研究方面。研究发现开放自然环境的规划和设计应优化微气候

条件(如遮荫、交叉通风和热舒适)以增加用户的停留时间。另有研究发现空间密闭程度、绿化密度对用户

的访问积极性和疗愈水平有着显著的关联。Xue 等[12]研究发现生活在不同发展模式的城市，采用了不同

的绿色开放空间设计。如香港采用绿色开放空间与建筑物相分离模式，而新加坡则将绿色开放空间与建

筑物相结合，并研究了用户的使用行为。研究结果显示，分离模式下用户存在高积极性，而集成模式则

降低了用户积极性。 

5.2. 关注特定人群的舒适度影响因子 

研究者们在对特定物理环境的研究基础上，通过透视不同的研究对象，对疗愈环境舒适度影响因子

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疗愈环境舒适度作为一种提高老年人身体和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应受到关注，

Ho 等[13]研究发现老年人在长期护理设施(LTCFs)生活中的舒适度，受到抑郁程度、社会支持和疼痛水平

的共同影响。关注女性分娩患者的研究者[13]在丹麦的一家地区医院分娩室中，对 14 名低风险分娩的女

性进行了事前事后访谈，探讨生育女性对环境的体验和其在以生育女性为中心的医疗护理的能力。研究

结果显示，分娩室对女性患者提供了过渡医疗环境、身体舒适和情感互动等条件，以及助产士的心理和

社交支持，对患者的体验存在积极影响。另一些研究者[14]则指出产后女性住在医院的热舒适调节应考虑

年龄和 BMI 等因素。 
除了患者本身，也有研究关注环境中工作人员，如医院的健康志愿者。研究者 Smits 等[14]发现健康

志愿者在空间舒适、隐私、自主性、感官舒适和与工作人员和患者家属接触相关的社交舒适方面，与患

者体验医疗环境的情况类似。因此在该条件下，健康志愿者能处于良好的工作水平，同时也能对术后患

者的健康产生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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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在现代医院的医疗环境等场景中，物理环境中舒适度因子的设计对不同类型的患者和工

作人员的身体健康、工作效能具有深刻影响。这些研究鼓励利用环境促进人体健康，使医疗环境更加人

性化友好。 

5.3. 交叉学科理论及方法的演绎 

文献研究发现，交叉学科的理论及方法对疗愈环境舒适度设计研究起到了关键推动作用。萨姆利研

究所(The Samueli Institute) [15]在 2004 年提出“最佳疗愈环境(Optimal Healing Environment/OHE)”概念，

它是一款适用于健康专业人员、患者、其家人和其他重要人士、医疗保健组织和医疗保健系统的概念框

架。OHE 框架包括环境中的人，促进健康的行为以及周围的物理环境。诸多研究者在 OHE 框架的基础

上进行更深层的研究，得出新的、更具有针对性的研究成果。DuBose 等[16]研究了医疗空间特征和疗愈

结构之间的关系，并以 OHE 框架为基础构建了最佳疗愈环境的积极和抑制措施框架。 
交叉学科方法同样运用于针对疗愈环境舒适度的研究中。循证设计(Evidence-based Design/EBD)于

2003 年被美国建筑设计师 D·柯克·汉密尔顿首次提出，是基于循证医学和环境心理学理论的一种方法，

旨在通过科学方法和统计数据寻找优化空间的具体路径[17]。目前，国内的循证设计研究还处于引进国外

理论和解读成果的初级阶段，尚未建立成熟的数据库和实践框架，因此，未来循证设计还有巨大的发展

空间[18]。 
在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如何在实证研究中科学地评估舒适度是一项重要的挑战。文献研究显示多

数研究者通过访谈法和调查问卷法进行研究数据采集，而由英国国家卫生部提供的实现卓越设计评估的

工具包(Achieving Excellence Design Evaluation Toolkit/AEDET)和工作人员/患者环境校准工具包(A Staff 
and Patient Environment Calibration Toolkit/ASPECT)则为疗愈环境舒适度研究提供了专业且具体的工具

[19]。AEDET 工具包和 ASPECT 工具包源于需要评估医疗环境设施的多方面问题。AEDET 工具包评价

了物理环境的三个主要区域，即影响区、建筑质量区，以及功能区。ASPECT 工具包既可以作为独立的

工具包使用，也可以用于支持 AEDET 工具包的改进，主要关注医疗环境设施对工作人员和患者满意度

的环境影响。Abbas 等[19]通过 AEDET 和 ASPECT 评估工具包采集数据，探讨了物理环境在马来西亚儿

科病房创造愈合环境的影响程度。Rafeeq 等[20]将基于循证设计理论的问卷 ASPECT 和 AEDET 问卷包

分发给用户，用以分析现代医院住院部布局在营造疗愈环境上是否存在一定影响。结果表明，住院部布

局类型对患者的健康恢复具有显著影响。 

5.4. 疗愈环境舒适度国际设计研究趋势展望 

研究主体上，应对国家战略需求，推动我国本土健康人居环境高质量建设。我国在疗愈环境舒适度

设计研究领域仍有着大量的发展和深耕空间，例如老年医养空间、特殊作业空间和城市步行空间环境等。

这种发展需要从宏观上对国内的疗愈环境舒适度设计研究进行全方位、系统化的、针对不同场景和人群

的分析，这样才能更好地对本土研究现状进行准确的把握，也才能更好地制定对策和措施，为深入研究

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因此，后续研究者可以通过搭建知识体系、构建理论框架、强化研究实践等，来加

强研究能力和水平，以推动国内疗愈环境舒适度设计研究主体的深化和广泛化。 
研究视野上，从医学、心理学、环境学研究映射到设计交叉学科研究。疗愈环境舒适度设计研究是

一项交叉学科议题。已有的医学、心理学、环境学科理论与方法为此领域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科学的理论

支撑和系统的方法指引，但作为最终为用户服务的研究，设计学自下而上的用户研究视野将在未来扮演

至关重要的角色。因此，为了更好地开展后续研究工作，有必要从设计交叉学科视角，提出全新的设计

研究框架，用于支持疗愈环境舒适度设计分析、研究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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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思路上，从案例化设计实践走向系统化设计实证研究。疗愈环境的舒适度因子会根据不同的物

理环境和不同人群进行演变，特别是在医疗环境和特殊群体中，因此，疗愈环境舒适度设计可被看作系

统工程，需要科学的设计依据。为了探究如何通过环境设计、装修、设备选择、空气治理等方式，提高

用户在特定场所的舒适度、满意度和健康水平，以及如何针对特定人群，建立具有良好疗愈效果的舒适

环境等科学问题，未来研究者们将注重从系统化、多因子视角考量疗愈环境舒适度的建构与设计。 

6. 结语 

本文根据从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得出的数据进行文献分析，可得出研究结论：1) 就发表的文章数

量而言，近 15 年来，有关国际疗愈环境舒适度设计研究的论文数量虽然不算太高，但呈现出逐步上升的

趋势。2) 国内外对于该领域的研究处于较为基本的阶段，并且我国在疗愈环境舒适度设计研究领域在学

术影响力方面仍需摆脱领先者的领跑。3) 研究领域的热点词汇是“设计”、“影响”、“健康”等关键

词。此外，室内环境舒适度仍然是当前研究的热点，以及疗愈环境舒适度如何影响心理健康的研究越来

越受到广泛关注。4) 通过关键词聚类分析，研究者发现国际上该领域研究主要集中在不同的应用场景和

针对不同的人群，并通过不同的研究理论和方法来探究疗愈空间舒适度影响因素方面的问题，有较强的

可挖掘意义。5) 研究展望：锚定研究主体、重塑研究视野、革新研究思路，积极应对国家战略需求，开

展疗愈环境舒适度设计交叉学科研究，从案例化设计实践走向系统化设计实证研究，助推我国健康人居

环境高质量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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