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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视域下植物景观设计的
治愈功能分析

马静，陈绘
东南大学，南京 210000

摘要：思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背景下健康社区景观的功能复位，探究植物景观设计中治愈性的主体功能本质与构筑方法，

普及治愈性景观在非医疗场所空间的应用。通过梳理治愈性景观的相关概念与发展历史，分析景观在治愈性功能上的本质与

特征，并从物态性、时空性、通感性3个层面对景观的治愈性构建方式进行设计方法上的阐述。相较于传统药物治疗与心理治

疗，植物景观设计的治愈性功能是依靠自然的非侵入性疗法，通过五感沉浸与行为互动来达到身心健康的目标，对于走出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阴霾，恢复积极乐观心态有着良好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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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Curative Function of Contemporary Landscape
Desig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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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reflect the functional restoration of the healthy community landscap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ID-19, explore the nature and construction method of curative main functions in plant landscape design, and popularize the

application of curative landscape in non-medical space. By sorting out the relevant concepts and development history of curative

landscape, the natur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landscape in curative function are analyzed, and the design method of landscape curative

construction is expounded from three levels of physicality, time and space, and synaesthesia.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drug therapy

and psychotherapy, the curative nature of landscape design relies on natural non-invasive therapy and achieve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through the five senses immersion and behavior interaction, which has a good promotion for overcoming the COVID-19 and

restoring positive and optimistic attit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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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爆发让“宅”成为了关键

词。居家隔离对社区景观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历史发

展进程中，每一次大规模的疫情爆发都会促使人们进

一步思考城市居住环境的更新与管理。“防疫抗疫成为

人类社会设计实践活动的重要驱动力之一[1]。”此次的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也暴露了城市公共卫生的许多

问题，引发了人们对于公共场所功能作用的思考。

城市景观作为人类居住环境不断“被现代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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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绿洲”，为人们提供了贴近自然的“第二自然”。

高品质的绿化在城市中不仅可以平衡充斥着钢筋混凝

土建筑的环境空间给人带来的单调冷漠感，而且对居

住者的身心健康也起到了很好的调节作用。根据世界

卫生组织（WHO）对人身体健康的定义，人的健康应包

括生理、心理以及社会方面的健康。植物景观中所蕴

含的审美性、人文性、互动性可以缓解疫情给人带来的

疲劳、工作压力，平衡人的身心健康，因此对景观设计

中治愈性功能的挖掘与应用具有重要的功能意义。

一、治愈性景观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一）治愈性景观概念形成

治愈性景观就是对人的身心健康起到积极作用的

人工自然环境。治愈性景观的理念最早可追溯到古埃

及的园艺疗法，而形成科学的概念是近代以来的事。

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园艺疗法不仅被投入正

规的治疗中，还有大学开设了园艺疗法的相关课程。

这种以自然植物为手段，促进身心健康的治疗方式在

20 世纪 70 年代之前主要针对的是有身心疾病的人

群。“20世纪70年代以后，庭院应为大众服务的设计思

想在日本得到迅速发展[2]。”随着治愈性景观相关理念

的不断成熟，现代景观疗养的适用目标人群开始扩大

到普通人群，具体包含 3个层次：（1）疾病患者和残障

人士；（2）亚健康人群；（3）医疗机构的医护人员和探访

人员，以及临时遭受自然灾害或丧失亲人后存在潜在

健康威胁的人士[3]。目前，治愈性景观相关的名称有：

园艺疗法、疗养花园、冥想花园、康复花园、疗养景观

等。治愈性景观的普及是对人的身心健康更加全面的

关怀，是社会进步发展的潮流所驱。

（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与景观环境

由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具有传染性，所以需

要对感染者进行安全隔离，陌生人之间的接触也需要

保持有效的距离。但久居室内也会对人的心理、身体

造成不适，给人带来环境压力。社区景观的合理规划

可以在控制人员距离的同时缓解人们心理上的烦躁，

给予人们亲近自然的机会。其中，绿植的合理选种也

能有效抑制细菌、净化空气。因此，植物景观对于疫情

的“防”与“控”都能起到积极的作用。但目前国内有关

治愈性景观的研究与应用大多是集中于有病患或残疾

人的疗养院、医院等的花园，其普及性与受众范围与国

外相比仍然有较大的局限性，也忽视了景观具有的“非

侵入性治愈”的功效。

二、植物景观设计的治愈性本质特征

（一）地域性

气候、土壤、水分等地理环境因素的差异造就了丰

富多样的植物景观。这种地域性的景观会对人文特征

带来一定的影响。植物的地域特征成为了人的一种文

化印记，成为了故乡记忆的一部分。正如诺伯·舒兹所

说：“人是生活在大地这个生机勃勃的‘舞台’上。受到

某种程度的制约和形塑，人被包裹于人文与自然相互

作用的和谐磁场中，环境变成了一个有意义的整体[4]。”

因此在景观设计中，由本土植物的选种所形成的不同

地域的独特风脉与人文文化，会让当地人产生文化上

的认同感与归属感。熟悉的景观植物会给人带来安全

感，缓解陌生环境带给人的焦虑。对于滞留在隔离居

住医院的隔离者来说，家乡植物能够有效缓解思乡

情怀。

（二）人文性

中国古人素有“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的独特情

怀。将情感寄托于山水植物的移情方式，让人们通过

拟人化的手法赋予植物独特的品格象征，以此来作为

自己心情、情感、思想、品质的“代言人”。这种独特的

情感表达方式也是现今中国景观植物设计的一个独特

优势。“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菊花有坚

韧不屈、高傲不羁的品格寓意。“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

而不妖。”莲花代表了品德的冰清玉洁、高节清风。岁

寒三友“松、竹、梅”被视为中华传统文化中高贵人格的

象征。综上所述，植物景观具有比德比兴的拟人化特

点，这种人为情感的赋予能够让人与景观之间达到共

情的效果。

（三）审美性

麦克哈格在其《设计结合自然》一书中提出：“建造

功能、环境功能及观赏功能是植物在景观中的 3类功

能。其中植物的观赏功能即植物的大小、形态、色彩和

质地等外表特征给人带来的审美愉悦[5]。”人们喜欢在

公园里散步，让感觉与知觉相互作用，带来美的视觉感

受。美的东西是很难用共同的言语去抽象化概括的，

因此人们习惯用参照对象给人带来的心情、感受来表

示该对象是否美。“当一个事物表象能引起我们情绪上

的快感，达到心情上的愉悦，那这一对象就是美的[6]。”

植物外表性特征在季节性、地域性的影响下造就了丰

富多样的景观风貌。春天的桃红柳绿，夏天的树荫斑

驳，秋天的丹枫纷飞，冬天的白雪枝枯。身处自然或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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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植相伴，都能给人带来审美愉悦。除了季节性，植物

的层次性搭配对人的审美也有影响。景观设计中地

被、灌木、乔木高低的不同形成了层次上的丰富性。植

物带来的审美愉悦能够舒缓疫情防控期间人们心理上

的恐惧与焦虑，让人们积极地面对疫情，战胜疫情。

三、植物景观设计治愈性构建方法

当下，国内疫情已得到良好的控制。而对于疫情

后人们生活环境的考虑也是设计师应该思考的问题。

对景观设计而言，治愈性的景观构筑需要设计师进行

多维度的思考与把握。在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中，景

观的形象给人带来的感受在物态上是直观的、时空上

是多维变化的、通感上是全面的，因此景观设计需要在

方法上做到在植物配置中融入人性化的安排，在审美

上多元丰富，以及在视、听、嗅、触、味与知觉方面体验

协调。

（一）物态上叙事性的融入

叙事作为一种记录与讲述方式，主要是通过讲故

事的方式来达到一个事件与行为的表达目的。作为一

种表达行为，叙事可以借助多种方式来完成。正如罗

兰·巴特《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中提出：“对人类而

言，叙事材料是不受限制的，似乎任何材料都可以用作

叙事行为方式[7]。”与文学中通过对线索的刻意安排来

达到讲故事的目的不同，“景观设计中叙事性的融入注

重的是人与环境之间互动行为与体验的偶然性 [8]”。

景观设计中，植物是必不可少的设计元素。植物的地

域性、人文性赋予了景观叙事的功能。景观中叙事性

的融入有利于渲染气氛、营造氛围、调动情感，增加环

境的人文性以及塑造场所精神。景观中的叙事可以从

空间与时间两个维度来构筑。

1）空间维度。与建筑不同，空间在景观中是一个

无形的概念，是借助地形、植物、建筑小品等多种方式

建造的无形的暗示性空间。在“包裹式”环境场所的故

事构建中，由于空间的延展特性以及人的流动性有着

类似于电影镜头的系列图像叙事效果，因此在表述方

式上兼容了静态与动态的特性。静态的叙事即点状的

单场景景点，可以借助景观树、古树配合雕塑、构筑物

等方式来叙述故事。动态空间叙事包括延续性线状空

间和复合型面状空间。延续性的叙事有着类似电影般

的起、承、转、合的逻辑节奏变化，在游览者的行走过程

中讲述故事。复合型的面状空间是结合了点、线、面的

整体叙述方式，可以有多条叙事线索。场景中故事性

的融入不仅深化了场所的精神，而且能够唤起游览者

的情感，从而达到治愈性的目的。

2）时间维度。时间在景观中是视觉化的，时间会

在植物身上留下岁月的痕迹。“景观设计中对历史悠久

的古树的保留与利用，可以成为历史记忆的呈现；生命

周期短暂但存活能力强的花卉绿植能够传递顽强坚

韧、拼搏不屈的精神[9]。”借助于植物的暗示性，人们与

自然进行精神上的交流，振奋自己的精神，积极面对生

活中遇到的压力与挫折，对未来生活充满期待。

景观的叙事性是非常微妙的，太过隐晦的表达会

让游览者难以领略，从而错过许多信息，无法领会设计

师想要传达的情感，难以对环境产生共鸣。因此在景

观设计中，设计师必须熟悉场所的历史文化背景、目标

人群认知中的代表性地方精神文化符号，并将其通过

设计的转换融入景观中。

（二）时空上审美的多元化

景观能给环境带来绿色、舒畅的氛围。尤其是对

于久居在重复、单调的水泥建筑中的人来说，植物使环

境变得有机、活泼、多样，景观的赏心悦目也给人带来

了心理上的愉悦。同时，地形的起伏、植物的四季变换

以及纵向的合理搭配可以形成不同程度的围合空间，

让人们亲近自然的同时也有效地控制了人与人之间的

距离。

1. 因地制宜的地形选择

地形对室外环境还有其他因素有显著的影响，是

植物景观设计中必不可少的基本构架因素。其作用类

似于“建筑的承重墙”、“动物的骨骼”。景观设计要在

地形的基础上，通过植物等景观元素的搭配，系统地完

成景观设计。地形的差异营造了不同的环境氛围，身

处其中，人的心理感受也是迥然不同的。在景观设计

中，“地形可分为土丘、抬地、斜坡、平地等类型。宽敞

平坦的地形能给人以豁达放松之感，而曲折陡峭、多变

的地形则容易引起人局促、不安的感受[10]。”半围合的

凸起的土丘能在距离上产生有效隔离，同时还能营造

安全感、隐秘感。治愈性景观中冥思花园的设计就是

寻求由外部延伸至内部的宁静，探索让人平和思考的

独处方式，通过外界的帮助达到内心的宁静。因此冥

思花园在地形上可以借助抬地、斜坡等微地形来营造

一种静谧的氛围。日本代表园林“枯山水”位于龙安

寺，其围合的白墙、高低不平的苔地、耙制的沙砾，在地

面形成水波纹的形状，给人荡漾的感受，营造了“禅”的

意境表达，为人们提供了冥想的精神园林，缓解疲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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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们的心灵得到洗涤净化，心情也因围合的空间带

来的安全感而感到平静舒畅。

2. 时移景异的植物配置

春花、夏叶、秋实、冬枝，植物的季节性形成了千姿

百态的自然景观。在现代景观设计中，许多设计师也

越来越重视植物时序性影响下的设计表达。对于季节

性植物特性的了解可以让景观设计达到时移景异的审

美体验。在城市的景观设计中，设计师越来越倾向于

利用不同季节性植物的搭配来打造“四季常绿”的视觉

感受，从而避免环境的单调与沉闷，缓解疫情防控期间

心情上的压抑，营造生机勃勃的乐观情绪。不同植物

之间的纵向搭配能带来不同的空间感受和距离效果。

大、中型的乔木就像“楼房的钢木框架”，可以勾勒出景

观的空间形状，确定空间的边界。小型乔木与灌木往

往是视觉的中心点，因此可以选种具有观赏性的景观

树。而地被型的低矮植物能够形成地质特色，配合乔

木、灌木形成从低到高的层次美感。例如奥地利维也

纳距离公园景观设计，见图1（图片来源于景观中国），

该景观以人的指纹为灵感来源，用 60 cm高的绿篱形

成一道道围合，游客们行走在其间，有时完全沉浸在自

然的包围中，有时目光又能越过树篱看到整个公园的

景象。但无论在什么时候，人们都保留着一个安全的

社交距离。

（三）通感上“六根互用”的感知体验

眼、耳、鼻、舌、身、意在佛教中被称为人的“六

根”。在这6种感知体验的共同作用下，人的生命变得

美好而又多样。景观设计中的“五感疗法”就是从人的

感觉角度来协调人的生理、心理健康。“五感疗法”强调

的是 5 种感觉，即“视、听、嗅、味、触”对人的治愈作

用。但是作为一个感知动物，人的主观性感受只有在

知觉的作用下才变得有意义。知觉是通过大脑对所感

觉的东西作出回应，景观的治愈性的实现是建立在人

对环境作出正面回应的基础上的，这种正面的回应来

源于感觉基础之上的知觉体验。

1. 感觉层面

感觉层面包括视觉、听觉、嗅觉、味觉以及触觉 5

个方面。

1）视觉。园林景观中的审美性是通过视觉传到知

觉的，美的东西能让人身心愉悦。视觉疗法不仅要从

艺术设计的角度来营造美感，还要从心理角度来考虑

色彩、造型、光影给人带来的视觉感受。颜色艳丽的花

卉让人感到温暖热情，素雅的花卉让人心情平静；低矮

密集的灌木让人感觉厚重，高大的乔木让人感受到生

命的张力；通透的光线让人感觉梦幻。视觉疗法是艺

术设计与心理学的结合。

2）听觉。在生活中，每天都有各种声音流入耳中，

而过于杂乱的声音，时常让人心烦意乱。景观拥有着

过滤的功能，可以滤掉烦躁的声音，留下各种鸟鸣、风

声、水声，这种自然的声音能让人心情平静。如万壑松

风、竹林听风、雨打芭蕉等都是借助自然声音来打造的

听觉盛宴。

3）嗅觉。气味对人的身心健康也有着直接的影

响。B.P.Toknnh博士于1930年发现植物中含有一种叫

芬多精（Phytoncide）的物质，“它具有抑菌抗菌、净化空

气、清醒头脑的效果，对人的精神和心情都能起到振

奋、舒缓的作用[11]”。银杏、悬铃木、榉树等对病菌有很

好的抑制作用，而月季花、山茶花、万寿菊、腊梅等能够

有效清除空气中的一氧化碳、二氧化硫、乙醚等有害气

体，净化空气。这些抑菌去浊的植物，能够在一定程度

图1 奥地利维也纳距离公园景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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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净化飘浮在空气中的病菌，对于疫情的控制也有促

进作用。此外，不同的植物，气味也是不同的。有的花

木虽然能够净化空气，但却有刺鼻的气味，太过浓烈会

引起人的不适与焦躁，因此治愈性景观中对花木气味

上的考量也是十分重要的。

4）味觉。味觉是通过舌头上的味蕾来实现的，景

观中味觉的设计是体现在食用果实采摘实地体验中

的。景观中果实性花木的种植采摘可以在互动中给人

带来趣味。

5）触觉。景观中对植物的触摸、地被植物的踩踏

感、雨露带来的湿润感都是对人触觉的刺激。触觉能

让人切实地体会到与自然的亲近。

2.知觉层面

从知觉层面看，人们可以通过参与到景观里，与植

物产生互动，引发思考，从而理解生命的意义。景观设

计中体验性栽培的互动方式有助于在知觉层面治愈人

们的心灵。“万物有灵”，在植物的栽培过程中，栽培者

会通过人为情感赋予植物生命的意义，在每日的陪伴

中与植物产生浓厚的感情，用心呵护，避免植物死亡或

受到伤害。他们通过打理植物的造型，修剪多余的枝

叶，获得审美上的愉悦。花香、果实能让体验者在精神

上获得满足感，在陪伴植物发芽到成型的过程去体会

生命的意义。玛吉癌症关怀中心花园景观设计中，借

助栽培蔬菜、种植花卉等园艺活动让癌症患者来亲近

自然、舒缓身心，缓解疾病带来的身体上的疼痛，从精

神角度去领会生命的美好，见图2（图片来源于筑医台

资讯）。

四、结语

人作为情感性动物，思维带来的精神力量让人战

胜了无数不可能的挑战。在此次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的过程中，中国对于疫情的快速防控让世界看

到了中国力量与精神，同时这也是中国对于人的主体

地位的无比重视。设计的本质就是从人的角度出发去

把各种合理的设想、计划付诸行动。此次疫情的爆发，

让人们重新审视居住环境的重要性。景观设计中对治

愈性的考量不仅可以给此次疫情创伤者带来精神上的

慰藉与治疗，而且在未来健康城市设计中也具有重要

的意义。景观的治愈性本体地位的挖掘与利用扩展了

景观存在的意义，这种治愈性既是对自然环境的修复，

也是对人居环境中存在的主体“人”的一种慰藉，是对

自然与人之间的主客观角度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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