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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艺疗法在城市生态康养建设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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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城市化与居民健康需求升级背景下，城市生态退化与心理问题突出，传统治理手段协同不足。园艺疗法作为跨学科创

新路径，对城市康养生态建设有重要价值。本研究结合理论建构与实证分析，整合多学科理论构建框架，经实地调研等揭示

其生态修复、心理调节和社会治理多维作用机制，提出“政策—规划—技术—参与”四位一体实施路径。研究拓展了园艺疗法

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应用，构建其作用机制与实施路径理论体系，为城市康养生态建设提供支撑与指导，助力提升居民

健康福祉和城市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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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urbanization and the upgrading of residents' health needs, urban ecological degradation and 

psychological problems are prominent, and traditional governance methods lack coordination. Horticultural therapy, as an 

interdisciplinary innovation path, has important value for urban health and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This study combines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empirical analysis, integrates a multidisciplinary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reveals the multidimensional 

mechanisms of ecological restoration, psychological regulation, and social governance through field research. It proposes a four in one 

implementation path of "policy-planning-technology-participation". The research has expanded the theoretical application of 

horticultural therapy in urb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nstructed its mechanism of action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theoretical 

system, provided support and guidance for urban health and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and helped improve residents' health and 

well-being and urb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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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全球城市化加速，城市人口占比持续攀升，2023

年全球超 56%，我国城镇化率达 65.22%。城市虽带来便

利，却衍生系列问题。环境污染方面，工业等活动致空气

质量恶化、水污染严重，噪声与固体废弃物污染也干扰生

活。同时，快节奏与高压力影响居民心理健康，心理疾病

发病率上升，不良生活习惯加剧亚健康。在此背景下，人

们对健康生活愈发关注，园艺疗法作为融合园艺与身心健

康的疗法，顺势进入大众视野。 

1 研究目的与意义 

本研究旨在从景观生态学、心理学、社会学、园艺学

等多学科视角，揭示园艺活动对城市居民身心指标的调节

机制。结合城市规划、景观设计等领域，探索园艺疗法在

公园、社区等不同城市空间的应用模式与实施策略，通过

多方法评估园艺疗法的实际效果，为城市可持续发展与居

民健康福祉提供科学依据和实践指导。同时填补园艺疗法

在城市康养生态建设领域的理论空白，推动园艺学、心理

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拓展城市生态与居民健康研究新视

角。实践中，研究成果可为城市规划提供优化绿地布局、

打造康养空间的思路，为社区建设提供绿色康养花园设计策

略，对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与社区和谐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2 国内外现状 

2.1 国内研究与应用现状 

国内园艺疗法研究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截至 2024

年 2 月，相关中文文献达 162 篇，研究以历史理论、设计

应用为主（占比 40.7%），实证研究占 30.9%，主要由医

学团队开展，涉及精神分裂症患者、老年人、大学生等群

体。通过关键词聚类分析发现，心理健康是核心关注点，

研究对象从精神疾病患者扩展至潜在亚健康人群，如疫情

期间针对抑郁症患者和养老机构人员的研究增多。清华大

学李树华团队是国内最主要研究力量，其研究涵盖园艺操

作效果对比、绿地公共健康效益等，推动了学科理论与实

证的结合[1]。国内实证研究存在样本量小、干预周期短、

多学科合作不足等问题，如多数研究未采用双盲试验，风

景园林团队在随机对照试验设计上存在欠缺。未来需借鉴

医学范式，加强长期随访与多学科协作，探索不同园艺活

动对城市人群的差异化效益，推动“园林康养”理念在城

市公园、社区绿地中的应用，扩展服务对象至普通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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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国外发展历程与实践特征 

国外园艺疗法起源可追溯至古埃及，发展历经萌芽期、

探索实践期、学科建立期及医学研究期。美国堪萨斯州立

大学是唯一提供从学士到博士学位教育的机构[2]，形成了

完整的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国外研究覆盖精神疾病患者、痴

呆老人、儿童等多元人群，注重生理指标与心理量表结合

的量化评估。例如，韩国研究通过测量皮质醇水平证明园

艺疗法可降低压力[3]；美国对发育障碍成年人的研究显示，

园艺活动能显著改善其生理指标[4]。应用场景从医院扩展

至社区花园、学校、监狱等，如日本“床边结构化插花”

项目[5]，体现了与城市公共空间的融合。 

国外正从医学辅助手段转向普惠性健康干预，其规范

化流程及跨学科合作模式为国内提供借鉴，尤其在城市生

态建设中，可通过“园艺疗法+社区花园”“自然疗法+康

复景观”等模式，提升城市空间的健康服务功能。 

2.3 国内外对比与启示 

国内研究侧重理论构建与小范围实践，学科交叉不足，

而国外已形成“研究—教育—实践”一体化体系，且更注

重循证医学证据与公众健康覆盖。未来国内需强化多学科

协作，建立标准化操作流程，推动园艺疗法从学术研究走

向城市生态规划实践，提升城市居民身心健康，助力“健

康城市”与“生态城市”建设。 

3 理论基础 

园艺疗法（Horticultural Therapy）指以植物为主题，

以栽培等园艺活动为干预手段，帮助人从其社会、教育、

心理以及身体诸方面进行调整更新的方法[6]。其范畴涵盖

多个方面，活动类型丰富多样，包括但不限于植物种植、

修剪、浇水、施肥等园艺操作活动，以及花卉观赏、盆景

制作、花艺设计等园艺欣赏与创作活动。园艺疗法具有自

然性、综合性与持续性三重核心特征。其自然性体现为以

植物、土壤等自然元素为媒介，通过负氧离子、植物挥发

物等调节生理机能，并依托与自然的直接互动缓解心理压

力，区别于依赖药物或器械的疗法；综合性表现为融合生

理锻炼、心理调节与社会功能提升，实现身心社多维健康干

预；持续性则强调长期参与形成的健康习惯与自然亲和深化，

渐进式增强心理健康并通过社交互动强化社区凝聚力。 

现代城市为什么需要园艺疗法？近年来，园林康养

（Garden healthcare）理论进一步得到发展。该理论指出，

借助荒野、城乡绿地、风景名胜区、公园与花园等不同尺

度风景园林中的自然要素进行体验，可在生理、心理及社

会层面，对人体起到疗愈与健康养生的作用[7]。园林康养

存在多种具体服务类型，也有诸如生态疗法、自然疗法、

森林康养、花园疗法等相近称谓。英文中的绿色疗法

（Green Therapy）理论，主张通过自然干预来改善人体身

心健康状况，尤其突出绿色植物数量的重要性[8]。森林康

养与园艺疗法在活动的实践尺度、地点和方式上有所区别，

园林康养则在中文语境下涵盖了园艺疗法。 

4 城市康养生态建设的园艺疗法应用路径 

4.1 城市规划层面的应用 

4.1.1 康养空间布局 

在城市规划中，合理布局园艺疗法相关的康养空间是

实现城市康养生态建设的关键环节。应充分考虑城市的功

能分区、人口分布和生态环境等因素，科学规划康养公园、

疗养花园等空间的位置和规模。在城市的居住区附近，规

划建设康养公园，为居民提供便捷的康养服务；在医疗机

构周边，设置疗养花园，为患者提供康复治疗的场所[9]。 

康养公园的规划应注重功能分区，设置不同主题的园

艺区域，如芳香植物区、色彩植物区、观赏植物区等，满

足不同人群的需求。芳香植物区种植薰衣草、迷迭香等具

有舒缓神经、放松身心作用的植物，为压力较大的人群提

供放松的空间；色彩植物区种植色彩鲜艳的花卉，如郁金

香、玫瑰等，刺激人们的视觉感官，改善情绪；观赏植物

区种植各种珍稀植物和景观植物，供人们欣赏，提高审美

情趣。 

疗养花园的设计应根据患者的病情和康复需求，合理

配置植物和设施。对于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设置以银杏、

红豆杉等具有降血脂、降血压作用的植物为主的区域；对

于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种植具有净化空气作用的植物，

如吊兰、绿萝等。疗养花园还应配备休息座椅、步行道、

康复训练设施等，方便患者进行康复训练和休息。例如，

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俄勒冈烧伤中心的康复花园，在烧伤

患者的康复治疗中，腿部烧伤患者常需借助步行训练促进

机体功能恢复。基于此，花园内规划了贯穿主要区域的步

行路径系统，该步道网络包含多元路面材质及梯度设计。

为保障患者自主行走安全，在具有坡度变化的路段单侧设

置了扶手装置。植物配置层面采用多维度设计策略：精选

具有芳香特性、色彩协调、花期错序、质感差异及高度层

次的植物品类，通过植物群落的合理搭配，构建多层次感

官刺激场景，以提升来访者的综合体验。同时，园内规模

化种植多年生植物品种，其较长的生长周期可形成连续性

的观赏序列，便于观察者感受到植物的生长动态过程。 

4.1.2 与城市生态系统融合 

将园艺疗法融入城市绿地系统、水系等生态要素，是

实现生态与康养协同发展的重要途径。在城市绿地系统规

划中，增加园艺疗法元素，如在公园、广场、街头绿地等

空间中，设置园艺活动区、园艺科普区等，让居民在享受

城市绿地带来的生态效益的同时，也能参与园艺活动，促

进身心健康 。 

在城市水系周边，结合水景打造园艺疗法景观，如建

设滨水花园、水生植物观赏区等。滨水花园中种植耐水湿

的植物，如菖蒲、荷花等，营造出优美的滨水景观，同时

也为居民提供了亲近自然、放松身心的空间；水生植物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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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区展示各种水生植物的生态习性和观赏价值，让居民了

解水生植物的知识，增强生态保护意识 。通过将园艺疗

法与城市生态系统融合，不仅能够提升城市的生态品质，

还能为居民提供更多的康养空间，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如广东南昆山自然保护区十字水生态度假村，该项目旨在

吸引全球范围内的游客前来体验并认知周边生态系统，同

时通过开展深入的环境维度、社会维度及哲学维度分析，

结合有机材料与再生材料的创新应用实现对当地社会的

反哺。 

4.2 社区建设层面的应用 

4.2.1 社区花园建设 

社区花园的规划与建设需贯彻以人为本、生态优先、

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理念。在设计过程中，应基于对居民行

为模式和实际需求的系统性调研，科学规划空间布局，合

理配置功能设施，以实现空间利用效率与居民使用舒适度

的有机统一。通过选用低碳环保材料、应用节能技术设施，

最大限度降低建设及运营过程中的环境负荷；同时构建长

效化维护管理机制，保障社区花园的持续活力与生态价值。 

社区花园的功能分区设计应遵循功能复合、动静分区

的原则，构建多元立体的空间体系。种植区为居民提供蔬

菜花卉种植的实践场所，满足其参与农事、收获成果的体

验需求；休闲交流区通过配置休憩座椅、景观亭廊等设施，

打造邻里互动的社交空间；科普教育区以植物科普展示为

载体，结合园艺知识讲座、技能培训等活动，提升居民园

艺素养；儿童活动区配备安全适龄的游乐设施，为儿童提

供益智健体的成长空间。 

社区花园的运营管理需注重社群培育与活力激发，通

过系统化、常态化的活动组织，增强居民的参与感与归属

感。定期开展专业园艺指导活动，提升居民植物养护技能；

策划亲子园艺互动项目，促进家庭情感联结；举办园艺成

果展示活动，营造共建共享的社区氛围，以此构建可持续

的社区花园生态系统。 

4.2.2 社区活动组织 

社区构建系统化的园艺疗法活动体系，通过多元化、

分层次的活动设计，有助于提升居民参与度与社区归属感。

以专业化、定制化的园艺课程为核心载体，邀请具备园艺

学、教育学等跨学科背景的专业人士担任讲师，系统讲授

植物栽培技术、养护管理策略及病虫害综合防治方法。课

程开发需基于居民需求调研数据，采用理论教学与实践操

作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融入情景模拟、案例分析等

互动环节，在知识传递过程中深化居民对园艺实践的沉浸

式体验。 

社区花园的长效运营离不开居民参与式治理模式的

构建，园艺志愿者服务体系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路径。

通过制定规范化的志愿者招募、培训及管理制度，引导居

民深度参与植物日常养护、景观维护及花园规划设计等工

作。志愿者群体在承担植物灌溉、施肥、杂草清除等基础

养护任务的同时，还可作为社区治理的重要主体，通过提

案征集、方案研讨等形式为花园建设提供创新性建议。这

种双向互动机制能够显著增强居民的社区责任意识，促进

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形成，最终推动社区生态与

人文环境的协同发展。 

4.3 公共空间层面的应用 

4.3.1 公园与广场改造 

城市公园与广场作为高密度人流聚集的核心公共空

间，承载着多元社会功能，其空间改造与功能重构对提升

市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将园艺疗法理念深度融入城

市公共空间更新，可构建面向大众的生态康养服务体系。

在植物景观营造层面，需遵循植物生态习性与康养功效的

协同配置原则，系统构建植物群落。引入薰衣草、迷迭香、

薄荷等芳香植物，利用其挥发性萜类化合物调节人体自主

神经系统，缓解压力、改善情绪；搭配色彩饱和度高的郁

金香、玫瑰、向日葵等花卉，通过视觉刺激激活多巴胺分

泌，产生积极情绪效应；同时配置银杏、红豆杉、金银花

等药用植物，其释放的生物活性物质可在环境中形成天然

康养微环境，发挥空气净化与健康促进双重作用。 

空间规划需秉持功能复合与人性化设计理念，构建集

园艺实践、休闲休憩、美学体验于一体的复合型康养空间。

通过合理的动线组织与功能分区，设置标准化园艺活动区

域，配备专业园艺工具存储系统、操作平台及安全防护设

施，形成种植培育、植物修剪、花艺创作等专项功能模块，

满足不同年龄与技能水平使用者的差异化需求。同步规划

舒适的休憩空间，配置符合人体工程学的座椅设施与遮阳

避雨装置，为使用者提供疗愈性停留场所。此外，通过水

景喷泉、艺术雕塑、植物花架等景观小品的创造性植入，

结合光影、声音等感官元素，营造具有美学感染力与情感

共鸣性的康养空间氛围，实现环境美学价值与健康促进功

能的有机统一。 

4.3.2 医院、学校等场所应用 

在医院场景中引入园艺疗法实践，对患者生理康复与

心理疗愈具有双向促进价值。可依托医院庭院、屋顶等立

体空间构建康复花园，该类空间设计需遵循无障碍环境建

设标准，通过宽幅坡道、防滑地面等设施保障行动不便患

者的通行可达性，同时配置符合人体工学的休憩座椅系统，

满足不同体能状态患者的间歇休息需求。植物选配上，优

先选用芦荟、吊兰等具有空气净化功能的绿植，结合菊花

等色彩温和的花卉品种，通过植物挥发性物质释放与视觉

景观营造，构建具有生理调节与心理安抚双重效能的疗愈

微环境。 

医院组织的园艺介入活动可采用“植物生命历程参与”

模式，针对心理疾病患者，可将园艺操作纳入多模态治疗

体系，通过翻土、浇水等重复性肢体活动缓解焦虑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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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植物修剪等创造性劳动实现压力释放，形成区别于传

统药物治疗的非侵入式心理干预路径。 

在学校场域实施园艺疗法，对学生认知发展、心理健

康与社会技能培养具有综合促进作用。植物生长过程可作

为动态教学载体，使学生在亲历播种、施肥、收获的过程

中，直观理解光合作用、生物循环等自然科学原理，实现

知识学习与实践体验的深度融合。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中的

园艺疗法应用，可采用“压力情境模拟-创造性表达”模

式，此类活动通过将自然元素融入校园空间，构建兼具知

识性、趣味性与疗愈性的教育环境，助力学生实现认知、

情感与社会性的全面发展。 

5 结论与展望 

拓展园艺疗法的应用领域也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

之一。除了在城市规划、社区建设和公共空间等领域的应

用，还可以探索园艺疗法在其他领域的应用潜力，如企业

办公空间、养老机构、特殊教育学校等。园艺疗法在城市

康养生态建设中具有巨大的潜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未来

的研究应围绕作用机制、应用领域、标准化建设和宣传推

广等方面展开，不断推动园艺疗法的发展和创新，为城市

居民的身心健康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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