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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表明，园林中植物的色彩、芳香以及在植物所营造的空间中开展园艺活动对于非医疗

性的康复治疗起到了明显的积极作用。因而，用以实践园艺疗法的康复景观场所逐渐成为现代园

林景观设计的热点，国内外均进行了多项研究和尝试。对国内外不同类型康复景观案例的对比、分

析和总结，并得出启示。对如何通过植物景观的营造达到理想的康复效果进行探讨，以期为尚处发

展阶段的国内康复花园实践产生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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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生活的高节奏、高效率使得人们的身心同

时处于压迫和紧张的状态下，容易导致生理、心理的

失衡，而快速发展的现代医学在一些慢性病和心理

康复上却收效甚微。研究发现，园艺疗法在帮助亚

健康及弱势群体恢复身心健康，达到人自身的身心

生态平衡方面行之有效。因而开展园艺疗法成为大

势所趋，作为园艺疗法实践场所的康复景观亦受到

越来越多的关注。康复景观的理论和实践在国外出

现较早，发达国家在园艺疗法和康复医疗等方面不

仅理论已经趋于成熟，而且推广实践方面也已经积

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中国在康复景观设计方面还

处于起步阶段，理论与实践尚未有机结合，特别是如

何通过植物造景来营造出理想的康复环境方面还有

诸多不足。因此，分析和对比国内外园艺疗法实践

研究场所案例，以如何利用植物进行景观营造为具

体出发点，对于中国康复景观环境的建设和改善有

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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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康复景观实践的基本类型

遵循形式服从功能的原则，本文以康复景观的

功能为依据，将其分为康复治疗型、健康保健型、科

普研究型３种。康复治疗型景观场所以治愈某种疾

病为核心目标，主要适用于思维障碍、肢体障碍和慢

性疾病的辅助治疗［１］。健康保健型康复景观面向健

康或亚健康人群，没有明确治疗某种病症的目的，以

缓解人们紧张的心情、增强社会交流、强化身体素质

为核心目标，属于恢复性景观场所的范畴［２］。科普

研究型康复景观的主要功能有自然体验和科学研

究［３］：自然体验主要分为感觉体验和活动体验［４］；科

学研究除了收集各类具有治疗功效的奇异植物，开

展引种、栽培等活动外，还利用康复景观的空间，以

植物景观为依托进行各种行为治疗的实验［５］。

２　国内外康复景观的实践

２．１　国外康复治疗型景观的实践案例

荣获２００６年ＡＳＬＡ景观设计金奖伊丽莎白及

诺娜·埃文斯康复花园位于美国俄亥俄州的植物园

内［６］，占地约１２００ｍ２，设计重点是“对特殊人群的

关怀”。该康复花园由沉思区（适合游人安静休息）、

演示探索区（供单个游客探索或大批游客学习）和园

艺疗法区构成，这３个特色鲜明的区域使人们能在

不同的区域开展不同内容的活动。具体来说，一面

爬满藤蔓植物的石墙从简单、雅致的沉思区穿过，从

而将区域入口、坐椅区和整体景色自然地融合在了

一起。而高高石墙围合着的学习探索区则是园艺临

床医学家的“战场”，这些石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的

硬件设施，它们能够锻炼人们的触觉、嗅觉和听觉功

能，具有特殊的医疗功能；组成石墙的石头则是由设

计人员从产自当地的石块中精挑细选的，颇富趣味

性的植物和水景布置在石墙上，人们在这里会被高

低错落的植物所吸引，通过闻、触摸等方式来感受园

林带来的乐趣。相比之下，光线充足、宽敞开阔、色

彩绚丽的园艺疗法区则旨在突出人类的感官刺激效

应，这里的植物都是被仔细挑选的，设计细节也十分

讲究，十多种花期不同的罗勒属植物布置在不同高

度的空间上，一方面丰富了植物景观的元素，另一方

面步行的游人和轮椅使用者拥有相同机会去感受花

香，从而做到了让行动困难的人也能够“使用”园林。

２．２　国外健康保健型景观的实践案例

位于瑞典农业科学院 Ａｌｎａｒｐ校园内的益康花

园建设于２００２年，占地面积大约２公顷，其建设目

的是为了研究康复花园的两类园艺治疗方式，即观

赏（静态）与活动（动态），对使用者的有效性［７］。该

花园由自然区域、传统种植区和活动场地３部分构

成。在自然区域中，奇异花卉与众多的乔木、灌木琳

琅满目，相应的园艺治疗方法为静态的观赏，即使用

者的感官体验在这种奇花异草的自然环境中得到了

愉悦。在传统种植区中，不仅有各类植物，同时也有

各类设备设施以供开展园艺活动，在这里相应的园

艺治疗方法则为静态的观赏与动态的活动相结合：

一方面，使用者的感官体验在观赏植物色彩、气味、

质感的特性中得到了增强；另一方面，使用者在诸如

修剪、浇水、除草等各种必要的园艺活动中增强了其

肢体活动的能力。在活动区中，各类活动器械便于

使用者进行互动交流以及从事各类体育活动。该益

康花园虽然占地面积不大，但它着重于研究各种园

艺治疗方式对使用者的实际效用，体现了园艺治疗

的主要方式，并且兼具理论研究和实践运用的双重

色彩。

２．３　国外科普研究型景观的实践案例

建成于２０１０年的新加坡植物园康复花园占地

２．５公顷，它围绕疾病与治疗的关系这一主题展示

了超过５００种的东南亚地区植物。在该园中，医疗

技术创新的理念得到了充分的诠释，游客欣赏植物

的路线被设计成了—个人形，相应的路标一律为人

体的各个部位，譬如耳鼻喉头颈部区、呼吸和循环系

统区、消化系统区、肌肉、骨骼、皮肤和神经系统区、

生殖系统区以及有毒植物区等，相应地，每个区域所

种植的药性植物都具有针对人体该部位或系统的医

疗功效［８］。这种植物布局方式不仅能对游客进行医

学知识普及，同时也具有很强的趣味性。该康复花

园以植物与相关疾病治疗为主题，娱乐于科普，通过

创造性的景观营造，充分展示了亚洲各种药用植物

文化，并能在人们的康复保健方面提供有益帮助。

２．４　康复景观实践的中国模式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群众对康复花园和

保健型园林的数量需求和质量要求越来越高涨，这

使得我国康复花园发展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当

前，我国在综合医院、疗养院、城市公共绿地等方面

进行了诸多尝试，积极探索康复花园的中国模式。

２．４．１　疾病治疗型康复景观的实践案例　旨在为

疾病治疗提供帮助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杭州海军疗养

院就是国内疾病治疗型康复景观实践的一个典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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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在这里，活动与休息场地存在于各个区域之中，

而大庭院套小花园的模式一方面有利于疗养和安全

防卫，另一方面又能促进人们的社会交际。该疗养

院从凤凰山上延伸而下铺设了一条养生路，并设有

上下坡等不同地形的路段，尤其适合车祸创伤后遗

症、中风后遗症等病人来此做各种康复锻炼。路上

配置了音乐系统，疗养者通过聆听舒缓的音乐来缓

解压力和痛苦，提高康复信心。安装在养生路花丛

中的扩音设备可以将涓涓流水、微风入竹林的等自

然之音直接传入病房，为疗养者提供了与大自然亲

密接触的另一种方式。遍布于疗养院内的各类标识

覆盖广，辨识度高，这是因为设计师深知环境的识别

性是疗养者在心理上感到安全和安定的最基本的条

件，它有助于人们形成清晰的记忆，提升疗养者的定

位、找路和交往能力，特别对于高龄疗养者来说，这

种清晰的标识设计能直接帮助他们辨别方位。

２．４．２　健康保健型康复景观实践案例　作为中国

为数不多的专业康复中心，北京英智康复医院的花

园基于益康理念进行建造，主要满足医院人群的保

健需求。该花园的入口位置十分醒目，入口外西侧

种植了竹丛，并配有散步小路，可供行人在其中穿

行。东侧建筑处设有花池，其凹处配有长椅供人休

息，低矮的草本花卉遍布于行人四周伸手可及的位

置。这里的植物与座椅互相巧妙配合，极大地方便

了人们亲近植物。在花园中央设有遮阴植物的爬藤

廊架。尽管占地面积并不大，但该园区充满了竹林、

花卉、草本以及常绿、落叶乔木，种类丰富，层次分

明，色彩对比鲜明。另外，该花园以显著标志将其分

为吸烟区和非吸烟区，照明设施也相对完善。美中

不足的是，医院户外环境中缺乏专门的器械锻炼设

施和康复健身区域，仅有的线型健身步道也只具有

散步的基本作用，没有设计像具有扶手的步道、难度

不同的步道等专门针对身体复健的道路，因为散步

和利用户外环境中的小空间自行活动身体是疗者养

在户外健身的主要方式。因此，英智康复医院户外

环境中的健身空间严重不足。

２．４．３　自然体验型科普研究康复景观的实践案例

　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地处城市热岛效应最严

重区域的上海延中绿地。该绿地将高密度多品种的

植物材料和若干水面进行有机组合，形成了多样化

的自然地貌景观，从而充分调动和刺激人们的五感，

产生健康效益。种类丰富的植物景观配置于该绿地

的始绿园中，而一组以银海枣和加拿利海枣组成的

南方植物景观配置在百慕大草坪上，其中的样树、合

欢和银杏等乔木林荫下设置了休息区，一方面满足

了人们观赏的需求，另一方面又可以为人们的休息

和日常活动提供场所。药草园位于春之园卢湾段西

端，它是一座以全开放形式向市民进行草药科普的

园林，原有的香樟大树林和人工仿自然小溪通过设

计者的巧妙构思共同营造出一个适合草药生长的小

环境，里面种植有一些常见的药草品种，并于一旁配

设植物名牌，对其观赏价值、药用价值、生态习性等

给予简明扼要的说明，于潜移默化当中丰富了游客

的健康知识。设计师把园子划分为五个区域，不同

区域的体验与感受大不相同，对应于人对环境的五

种基本感知方式（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和味觉），通

过感官刺激的强化来促进市民的身心健康，通过一

系列的空间设计组合，对“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

共存”的主题进行深入的尝试和体验，给人以轻松、

情趣、惊奇、感悟等不同感受。

３　启示与展望

１）以植物造景为核心，构建可持续康复景观。

植物景观是康复景观的核心，康复景观要遵循可持

续的发展道路，则必须建立在良好的植物景观基础

上，也就是说要将植物景观的营造作为康复景观设

计的关键与核心。如上海延中绿地中的感觉园，设

计者在嗅觉园中用丰富的植物，按照春、夏、秋、冬排

列组合，互相渗透，各个季节不同的香味植物给人不

同的嗅觉感受。触觉园中通过触摸植物的枝、叶质

地（草质、纸质、革质、蜡质等）和形状（锯齿状、尖刺

状等）而使人产生不同的触觉感受。视觉园中采用

了大量的乔木、灌木、地被，以营造植物群落的多元

视觉体验等。

２）以植物规模为核心，增强康复保健疗效。植

物景观的保健功能应注重规模效应。在国内康复景

观的案例中不难发现，康复景观中设置的各种保健

树木，对病人的康复具有积极作用，同时也确实起到

了有力的帮助，但是，设计者发现这些帮助是及其有

限的，甚至与药物治疗相比是微乎其微，问题的关键

是缺乏植物景观健康保健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

应将不同的植物空间串联起来，精心设计不同的植

物空间，以形成植物群落形态与植物空间的差异化，

增强体验者对植物空间的感受。

３）以植物空间为基础，构建植物保健与行为保

健相结合的康复空间。在传统疗养院中，植物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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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仍是视觉美化或生态改善，应以康复保健为

核心，开展植物景观改造设计，将植物的观赏功能、

保健功能结合起来，形成具有保健功效的植物景观

体系。同时，在康复景观中，我们要非常关注以植物

为核心的园艺活动的开展，通过植物的种植、栽培、

修剪等活动，增强行为活动对康复保健的疗效。国

外的康复花园在如何充分调动使用者参与到丰富多

样的园艺活动这方面开展研究早，实验成果多，实施

手段丰富而且疗效明显，值得借鉴。

康复景观是现代景观设计的研究前沿，受到国

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然而，康复景观的研究很大

层面上还处于理论探索或定性研究阶段，主要表现

在：康复治疗中植物芳香、色彩、质感等感知体验对

疾病或康复的效果尚未得到量化证明；健康保健园

中空间变换与体验的机制处于单个空间的研究，即

以单个开敞空间、半开敞空间、封闭空间等为主，而

缺乏多个空间连续变化所产生的空间体验对健康保

健效果的影响分析；科普文化园中以展示和说明为

主，缺乏体验性活动和互动空间的规划设计。中国

康复花园的设计实践尚处于起步阶段。关于复合型

康复景观的设计实践是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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