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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医院的国内外发展现状

羊轶驹1，曾娜2，沈敏学2，孙振球1,2

( 中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1.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学系；2.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系，长沙 410078)

[ 摘要 ] 创建绿色医院是全球可持续发展战略对医疗行业提出的新挑战，绿色医院的核心内涵可包括绿色建筑、

绿色医疗、患者安全、医患和谐四个方面。能源危机促使许多国家相继建立绿色建筑评估体系，美国的“能源与环

境设计先导评估体系 (LEED)”“医院建筑绿色指南 (GGHC)”、我国的“绿色医院建筑评价标准”对国内绿色医院

建设具有指导意义，但目前国内外构建的绿色医院评价标准仍以绿色医院建筑评估为主要方向，适用于我国医疗现

况的绿色医院评价要素尚不规范，涵盖绿色医院各项核心内涵的综合评价体系还有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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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green hospitals home and ab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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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reen hospital construction is a new challenge for medical industry after glob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y was put forward. The core connotation of green hospital includes green 
building, green healthcare, patient safety, and doctor-patient harmony. Many countries have 
established green building evaluation system to deal with energy crisis. Leadership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 (LEED), Green Guide for Health Care (GGHC) in the U.S., and Evaluation 
System for Green Hospital Building (CSUS/GBC 2-2011) in China have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hospitals in China.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green hospitals home and 
abroad still focuses on green building, and establishment of suitable synthesis evaluation system of 
green hospitals in China needs further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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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即健康、无公害。随着全球环境污染、

能 源 危 机 、 生 态 破 坏 等 问 题 的 日 益 凸 显 ， “ 生

态、环保、低碳、节能”等逐步成为政府的决策

理念。医疗部门作为国家卫生经济领域的重要组

成，在环保方面的重视度和行动力却处于相对滞

后状态，2011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数据显示，我

国 2 0 1 0 年医院总数较 2 0 0 5 年增加 1 1 . 8 % [ 1 ]，医院

是年均能耗仅次于旅馆的公共建筑，向“绿色医

院”转型是现代医院发展的必然趋势。

1  绿色医院

目前国内外对绿色医院尚无统一定义。美国

将绿色医院定义为：院址环境友好、建材绿色、

高效设计、绿色理念指导和绿色运营等 [ 2 ]。绿色

医院即围绕可回收再利用，减少医疗废弃物和保

持空气清洁的医院。我国学者早期提出“绿色医

院”应是“杏林”模式的现代体现，实现社会效

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协调发展[3]。2003年中华

医院管理学会在全国推广“绿色医院”理念，相继

提出“高新技术+人文关怀=绿色医院”模式[4]，将

绿色医院定义为以高新技术和人文关怀为基石，

以打造绿色医疗环境、优化绿色服务模式、拓展

绿色管理机制为主要内容，以实现医院环境“零

污染”、医患关系“零距离”、医疗保障“零障

碍”为目标的现代医院[5]。也有观点认为绿色医院

即安全可靠、无害化医院[6]；绿色医院是以健康、

安全为理念，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强调环境保

护和资源合理利用的医院[7]等概念。

综上，绿色医院即依靠高新技术与人文关怀

的完美融合，通过节约资源、减少污染、降低消

耗等环保方式，实现医院高效运行、患者安全、

医务人员工作体验良好的现代化医院。其核心内

涵包括：绿色建筑、绿色医疗、患者安全和医患

和谐等[8-9]。

1.1  绿色建筑 
绿 色 建 筑 是 绿 色 医 院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 与

医院的初始成本、成本效益比、能源节约效益等

经济效益密切相关，是建设绿色医院必须面对的

首要问题。绿色建筑概念的提出始于上世纪9 0年

代，国际医疗行业对医疗服务、环境、疾病三者

之间相互作用的重视始于1998年。当年美国提出

了开发能源与环境设计先导评估体系(L eader ship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LEED)，启动了

健康环境医疗(Hospital for a Healthy Environment，
H 2E)项目；2003年，根据能源与环境设计先导，

美 国 开 发 了 医 疗 行 业 第 一 个 绿 色 医 院 建 筑 评 价

体系——医疗建筑绿色指南(Green Guidelines for 
Healthcare Construction，GGHC)[10]。美国医院协

会与环境保护署签署环保协议，承诺减少固体废

物、避免可持续蓄积性毒物排放，并承诺于2005
年消除汞的使用[11]。

国内将绿色建筑定义为：在建筑的全寿命周

期内，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节能、节地、节水、

节材)、保护环境和减少污染，提供健康、适用和

高效的使用空间，并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医院建筑。

1.2  绿色医疗 
最 重 要 的 绿 色 医 疗 革 命 是 美 国 “ 无 害 医 疗

(Health Care Without Harm)”组织的建立，该组

织在十余年间关闭了5000多家医疗废物焚烧厂，

淘汰了水银温度计，启动了 1 0 0 多个绿色医院工

程，帮助医院逐步淘汰了聚氯乙烯制造的医疗器

械等，是绿色医疗推广的先锋 [12]。我国学者提出

绿色医疗以实现绿色就诊环境、清洁医疗、畅通

服务、减少医院伤害等为目标  [13]。从本质上说，

绿色医疗应该是在医疗救治过程中无污染、少排

放、节能源的一种清洁医疗模式[14]。

1.3  患者安全 
患者安全是指在医疗过程中采用必要措施，

避免或预防患者的不良后果或伤害，包括预防差

错、偏误和意外 [15]。在发达国家，每10名患者中

就 有 1 名 患 者 在 接 受 医 院 治 疗 时 会 受 到 伤 害 。 患

者医源性损伤主要包括药物不良事件、院内感染

等。有调查显示住院患者药物不良事件发生率高

达24%，每发生1例药物不良事件患者平均增加医

疗费用 2 0 0 0 余元，每发生 1 例可防范药物不良事

件患者平均增加医疗费用4000余元 [16]；我国医院

院内感染发生率为2%~6%，不同地区医院差距较

大，但日抗菌药物使用率多高于50%[17]，我国每年

因医院感染耗资高达100亿人民币，远超出我国每

年卫生事业投资 [18]。有研究显示：良好的医疗环

境可以实现减少院内感染 [19]、预防患者跌倒 [20]、

缓解患者和医务人员压力 [21]、促进疾病痊愈等健

康效应[22-23]。减少院内感染、可防范医源性损伤所

带来的健康伤害和医疗资源浪费是医院绿色运行

的主要目标之一。

1.4  医患和谐

和谐医患关系即以医生为中心的群体(医方)
与以患者为中心的群体(患方)在医学活动中建立起

来的协调均匀的相互关系。当前我国医患关系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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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医疗纠纷频发，全国100家大型医院医疗纠纷

从1991年的232起上升至1998年的1400起，近年省

市统计结果显示医疗纠纷数量逐年增多  [24]。绿色

医院设想的医患和谐旨在改善医患信任缺失，促

进医患双方、医生群体、患者群体三方之间的和

谐相处。

2  绿色医院评价体系

2.1  国外绿色医院评估体系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能源危机和生态危机引

起了人们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环保、绿色、可持

续思潮成为国际社会主流。英国、荷兰、美国、

加拿大、日本等国相继提出绿色建筑评估体系，

以规范建筑和能源带来的消耗和污染。各国评估

体系发展情况见图1。其中L E E D和G G H C是目前

全球最完善的评价体系。LEED：美国绿色建筑委

员会于1998年开发。作为在全球范围内推广的高

性能绿色建筑设计和运行基准，该评分系统是目

前建筑行业最佳的评价标准，为建筑所有者和运

营者提供了可直接衡量建筑性能的量化工具。其

主要评估5个关键领域：绿色选址、节水、能源与

大气、材料与资源、室内环境品质。LEED认证水

平包括认证、银、金和铂金4个等级，认证涵盖建

筑构建策略、设计和施工3个方面。截止2004年，

美国25%的绿色建筑进行了LEED认证，该体系约

有1800个注册项目，但其中医疗行业仅占2% [25]。

GGHC：该体系推进了医疗行业建筑整个周期的环

保实践。GGHC是基于LEED 评价指标进行修订的

适用于医疗卫生行业的一个指南，可于网络免费

下载，截至2006年，全球网络注册账户约6800，

其中10%为非美国用户，另有60多个项目正参照该

指南进行试点工程。

图 1   国内外绿色医院相关评价体系的发展情况。

Figure 1   Development of green hospital evaluation system home and ab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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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国内绿色医院评价体系

我国浙江、太原等地相继提出过绿色医院评

价的地方标准，如浙江颁布实施的《绿色医院考

核标准(试行)》( 2 0 0 4年)、山西太原颁布《太原

市绿色医院管理规范》(2008年)等。2011年3月，

我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发展促进中心和卫生

部医院管理研究所共同组织编制发布了《绿色医

院建筑评价技术细则(草稿)》。2011年7月，中国

医院协会组织编制的《绿色医院建筑评价标准》

(CSUS/GBC 2-2011)并推广应用。《绿色医院建筑

评价标准》包括医院规划、建筑、设备及系统、

环境与环境保护、运行管理等5个方面，该标准将

绿色医院建筑划分为3个等级，可根据当地发展情

况灵活选用指标。

此外，国内有研究者提出从绿色建筑、绿色

环境、绿色医疗和绿色管理四个方面构建评价指

标体系 [26]。我国目前对绿色建筑进行评估主要使

用美国LEED和《中国绿色建筑标准》。根据非官

方2012年中国绿色建筑大全统计资料，我国医疗

行业共有5个绿色建筑项目。其中北京市解放军三

零二医院病区已建成使用，另有北京和睦家医院

“启望项目”、北京市东直门社区服务中心、广

州市宝安区妇幼保健院中心、浙江大学医学院附

属妇产医院科教综合楼处于在建阶段。目前国内

外绿色医院评价体系的发展重点在于绿色医院建

筑，且日趋完善，但绿色医疗、患者安全、医患

和谐等方面的评估体系仍有待发展。

3  绿色医院建设的问题与对策

1 )  创 建 绿 色 医 院 需 要 政 策 激 励 。 建 筑 行 业

从设计、施工到运行都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和人

财 物 力 ， 绿 色 建 筑 的 成 本 较 普 通 建 筑 成 本 高 。

绿色建筑对地区影响长远，国家给予税收优惠、

补贴、社区支持等政策激励，将有助于形成鼓励

创建绿色建筑的良好社会环境，并实现绿色医院

与社区发展的相互促进。我国税法曾经对绿色地

产实行过降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等优惠政

策，但因亚洲遭遇金融危机，政策搁浅。

2) 绿色医院建设需要规范要素。绿色医院的

建设要素包括规划与建筑、节能、环境与环境保

护、安全和运行管理等。从要素出发构建绿色医

院评估体系更能起到规范作用。可持续发展和人

性化的医院设计在健康、经济、环境、伦理等方

面都得到了支持 [27]，但并不是所有出于改善医院

环境的绿色决策都是正确的。宽敞的庭院和走廊

设计、单人病房和树木绿化在提供舒适环境的同

时，也造成了场地浪费、能源消耗增加、感染控

制隐患等问题。如何建立适合我国发展需要的绿

色医院综合评价模型，规范绿色医院要素，是建

设绿色医院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创建绿色医院

重在合理，不能因过度追求节能环保和感官舒适

而造成资源和空间的浪费，节能减排应巧妙蕴含

于绿色医院的设计和运行中，患者的满意度也应

从合理布局、规范流程、改善医疗服务等来加以

提升。绿色医院的立足点在医院，医院的首要职

能是治病救人，故除了完善绿色医院建筑的评价

标准，医疗质量指标与各项安全指标也应重视和

加以规范。

综上所述，从政治、经济和全球可持续发展

的高度出发，创建绿色医院是医疗行业融入环保

大潮流的必然选择，使设计、规划、运行等可量

化指标首先达到“绿色化”是构建绿色医院的发

展方向，这将极大推动绿色建筑成为今后医院建

设的主流。尽快建立一套适用于我国医疗行业的

绿色医院评价体系，将安全、高效的医疗服务融

入环保、节能的医疗建筑中，对我国发展绿色医

院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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