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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析园林设计的主要议题、公共健康与园林景观设计的关系、历史上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对风

景园林景观设计的影响,反思园林景观设计的不足。 从生态、人居、韧性城市的角度出发,提出构建

自然与生物协调的生态系统,构建人居多功能绿地环境,满足韧性城市防灾害的发展需求,以及建

设通风廊道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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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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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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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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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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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ntilation
 

corrid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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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是一场无形的战争,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

伤痛。 通过回顾历史可以发现,瘟疫发生在各个时

代[1] ,总结规律可以得出,疫情的出现与工业化的

快速发展引起的环境变化有关。 以英国为例,该国

是第一个完成工业化的国家,但在遭受瘟疫的冲击

后,人口降低,经济发展也受到了打击。 这也引发了

英国对重大公共卫生的重视,并颁布了一系列法案,

其中就包括加强公共卫生整治,优化公共环境。 在

此背景下,也推动了风景园林设计的发展,使风景园

林设计更加注重生态结构的调整,从而优化人类的

生存环境。 但是,近年来风景园林设计仍存在不足,
加之疫情肆虐,这也引发园林景观设计的新思考,有
利于进一步发挥园林景观在公共健康中的价值。 故

此,对其作出分析是非常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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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疫情引发的园林设计思考

　 　 后疫情时代园林景观设计成为了新的议题,国
内学者将重点聚焦在城市健康理论和韧性城市的发

展两个方面。
1. 1 城市健康理论得到社会共识

城市规划与公共卫生之间的密切关系在 19 世

纪就已得到了普遍的共识[1] 。 其主要目的是为了

应对当时存在的公共健康问题。 1984 年世界卫生

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提出健康城市的概

念,倡导城市健康多元合作,并定义了健康的 3 个方

面,即没有疾病,身理心理、社会健康。 内涵在于保

持自然环境与社会关系的相互协调和发展,强调人、
自然、资源之间的关系。 其本质是为人类的生存、发
展提供健康的生活环境。 在此过程中,健康城市的

构建就需要保证园林景观设计与用地之间的协调,
构建绿色的、健康的公共休憩场所、单元结构与城市

公共之间的协调共生,这对人类的健康生存环境有

着重要意义。 在疫情期间,诸多问题显现出来,必须

要重新重视,比如城市景观与单元结构之间的不平

衡问题,在后疫情时代显得至关重要。
1. 2 韧性城市成为发展目标

韧性城市是我国提出的城市发展概念,其核心

是能够迅速应对灾情,并在灾害事故中得到经验教

训,持续提高城市的抗灾能力。 例如在这次疫情的

黑天鹅事件,对世界各国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考验。
我国在这次公共健康事件中,集结多方力量通过建

立方舱医院、及时的封锁,使疫情迅速得到控制,但
是尽管如此也没有做到及时的反应,这也体现了在

应急预案方面仍有不足。

2 后疫情时代公共健康与园林的关系

2. 1 风景园林与公共健康的产生背景

风景园林的理念最早出现于西方国家[2] 。 早

在中世纪时,医疗发展落后,西方国家处于一片混乱

的时代,将宗教作为维持社会秩序的主要基础。 这

一时期的风景园林主要体现在修建花园、绿篱迷宫。
文艺复兴时期,科学知识成为社会主流崇拜,医疗技

术的出现使人们忽略了环境对健康的影响。 第一次

工业革命时期,风景园林开始逐渐应用到精神治疗

层面,但是还未上升到公共健康。 直到第二次工业

革命,相关研究人员才开始思考风景园林对公共健

康的积极作用,认为风景园林对降低慢性疾病的发

病率有着积极意义。

2. 2 风景园林与公共健康的研究

风景园林景观以公共空间为载体,对促进人类

健康有着积极意义,针对这一研究学者们提出了不

同的论点。 简·雅各布斯提出街道活力可以保障居

民出行和良好生活品质。 克莱尔 . 库珀 . 马库斯则

认为,户外景观设计与布局的合理直接影响着城市

居民的安全出行和居民的生活品质;麦克哈格则认

为,积极的室外活动有利于人类的身心健康。
2. 3 风景园林对公共健康的影响

2. 3. 1 社会影响

风景园林景观影响社会健康[3] 。 根据有关研

究显示,公共园林是一种社会运动和政策,通过公共

服务功能,改善环境、提高人们的生活居住水平、促
进社会交往等(图 1)。 比如增加人与人之间的积极

联系,构建友好和谐社会,促进人的幸福感和适应能

力得到提高。 除此之外,还可以提高社会安全水平,
通过绿地减少暴力行为的驱动力。

图 1　 公共园林景观与公共健康之间的相互联系

Fig. 1　 Interrelation
 

between
 

public
 

landscape
 

and
 

public
 

health

2. 3. 2 心理影响

风景园林景观对心理健康有着直接的影响。 瑞

典学者研究认为,城市园林景观与心理健康方面有

着很大联系,在精神压力方面,绿地面积更大的居住

场所的居民压力相对较低。 美国威斯康星州的研究

显示,风景园林景观设计中具有大量绿地时,居民的

心理状态更好。 特别是在疫情期间,长时间的封锁

隔离状态下,社会出现停滞状态,个体、个体与社会、
个体与个体之间的情绪压力会更多,相关的矛盾也

在增加:根据有关调查显示,疫情期间的离婚率显著

提高,且儿童、老人也存在不同层面的压力,故此对

风景园林景观设计中的绿地要求更高。
2. 3. 3 生理影响

生理健康最基本的特征是远离疾病,保证新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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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谢的正常活动。 环境是影响生理健康的重要因

素。 以 19 世纪的英国霍乱为例,该时期属于工业化

快速发展时期,此时的英国因工业发展需要煤炭的

支持,而煤炭对环境的污染影响较大,致使伦敦有着

雾都的称号。 不仅如此,工业化的快速发展急需劳

动力,人口开始向城市转移。 在 1750 年前后,仅有

1 / 5 英国人住在 5 000 人以上的城市里。 到 18 世纪

末期,随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城市居住人口膨胀迅

速,城市环境恶化,居住环境越来越拥挤,城市人口

生活在工业垃圾和生活垃圾中,水源以及生活用品

受到污染,成为细菌滋生的温床,给霍乱细菌滋生和

传播创造了条件。 人体具有内部调节机制,假设外

环境出现相对的变化,那么内部调节机制会尽快适

应外部变化,稳定个体的生理健康平衡。 同样,当风

景园林影响人体生理平衡时,就会带来相应的影响。
除此之外,风景园林景观还影响神经—内分泌—免

疫系统。 具体来说,神经系统可以释放神经递质,进
而影响内分泌及免疫系统,内分泌系统亦会通过激

素来影响神经系统和免疫系统的活动,而免疫系统

通过细胞因子反馈给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多个

系统协同工作,共同维持人体的健康。
2. 4 历史上疫情对风景园林发展的影响

公共健康风险一直存在于人类的生活中[4-6] 。
在人类发展史中共经历了几次较为严重的公共健康

安全问题,其中风景园林承担了重要防疫作用,并在

疫灾后推动了风景园林的发展。
具体来说,风景园林景观对公共健康的影响最

早出现在公元前 6 世纪,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达斯

等指出环境对健康和疾病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但

这在 19 世纪英国霍乱后才被进一步重视起来。 当

时由于霍乱肆虐,医学研究认为是由于有机物体产

生的有害物质在空气中扩散,致使人体感染引发疫

病,也就是著名的瘴气理论。 在该理论下,认为公园

绿地是可以有效抵御瘟疫传播的重要手段,并衍生

出了城市公园绿色系统,也为后期学者对风景园林

景观与公共健康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基于此,以下

以 19 世纪为起点,对公共健康传染性疾病对风景园

林的影响作简要论述。
1)英国 19 世纪的霍乱殃及整个欧洲,普遍认

为霍乱是由于有机物腐烂散播使人们吸入有害物体

导致,并认为公园绿地所产生的新鲜空气可以抵御

传染病。 在此背景下,英国政府不得不寻找解决方

案,设立了公共散步场所。 英国医生威廉·法尔

(William
 

Farr)在 1839 年首次提出了公园可以创造

洁净的呼吸空间,由植物产生的绿色气体可以稀释

瘴气,并提出了避免瘴气的景观设计原则:避免植物

阻碍空气流通,保证阳光照射;避免潮湿环境形成的

植物配置,如避免在平地、洼地种植大冠树木;在乔

木、灌木下方铺设鹅卵石以避免有机物质堆积。
2)美国在瘴气理论的基础上开始将新鲜空气、

阳光作为环境构建的重要标准。 美国医学家本杰明·
沃德·理查森( Benjamin

 

Ward
 

Richardson) 在 1867
年提出了构建乌托邦城市( Hygeia

 

City),并在吸收

了前述环境设计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了健康城镇的思

想。 这也是田园城市(Garden
 

City)理论来源。

3 对后疫情时代公共安全方面风景园林设计

的反思

3. 1 风景园林规划设计中“生态”理念未充分应用

后疫情时代对风景园林规划设计进行反思[7-9] ,
认为风景园林规划设计中的“生态”理念并没有科

学地应用到其中。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 1. 1 过于关注美学

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应该兼顾生态和美学的平

衡,这才是新时代对风景园林规划的要求。 然而目

前则是站在美学的角度上一味地进行人工造景,失
去了自然景观的补偿,这种情况下生态性的作用也

就无法发挥,甚至还破坏了原生态的基础与周边生

态的链接关系。
3. 1. 2 过度解读景观美学

目前在城市园林景观的规划设计中,出现急功

近利的心态,忽略了整体的生态平衡。 如原本一株

在大山深处的原始榕树,为了打造城市美感,将其搬

运到城市中,使得原本 300 m2 遮荫面积削减到不足

10 m2。 因此,景观设计中为了追求美感进行植物的

迁徙,势必会使原本的森林绿地受到影响,甚至出现

绿地滑坡。
3. 1. 3 盲目追求景观美学

目前各个城市的园林景观设计中虽一再强调以

自然生态为基础,适宜当地生态,但是仍有很多城市

出现跟风现象,模仿其它城市的园林景观建设,甚至

从其它国家引进外来物种,忽略了生物之间的竞争

关系,导致本土植物被入侵植物代替,出现生物多样

性的丧失。
3. 2 忽略了韧性城市的建设要求

21 世纪以来,公共健康事件频发:SARS、禽流

感、甲型 HINA、新型冠状病毒,这些疫情都具有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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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特点,即自然因素与人为因素交互影响,因此人

类必须要考虑将要面对的危机因素[10] 。 在此背景

下,韧性城市的建设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韧性城市主要包括 5 个特性(图 2),即具有鲁

棒性—抵御灾害能力,可恢复性—灾后迅速恢复能

力,冗余性—关键功能设施的备用模块,智慧性—基

本的救灾资源储备以及合理调配资源能力,适应

性—应对灾难的可持续学习能力。 在这种情况下,
要求城市在建设过程中充分考虑各种安全风险,并
且可以最大程度地在公共灾害中恢复秩序。 韧性城

市的建设需要多部门和多学科的协调配合,难度较

大,目前在我国并未得到全面的推广,仅上海、广州、
雄安等城市出台的总体规划和国土空间中提及人性

城市的建设目标,但仍未形成适用于建设韧性城市

的行动框架,也未针对韧性城市建设出台过特定的

专题规划,需要学者们共同研究出适合我国国情的

韧性城市建设理论和方案。

图 2　 韧性城市抗灾功能

Fig. 2　 Disaster
 

resistance
 

function
 

of
 

resilient
 

city

4 对后疫情时代风景园林设计的建议

疫情的出现与生态环境变化息息相关。 随着全

球气候的不断变化,为了面对有可能出现的风险,在
园林景观设计中必须要兼顾生态系统的协调、人类

居住的多功能风景园林布局要求、韧性城市的迅速

抗灾难能力。
4. 1 构建自然与生物协调的生态系统

4. 1. 1 以公共健康为导向打造绿色空间

从人类发展视角出发[11] ,生存是永恒的主题,
在追求健康生存的目的下,生物多样性是维持生存

环境的重要基础。 因此,在风景园林景观的设计中,

必须要考虑公共健康与生物多样性的关系,构建天

人合一、和谐共生的绿色人居环境。 通过风景园林

的系统规划,将城市融入自然生态体系中,回归地球

生物之一的人类身份,而不是作为生物群体的主导

者,与自然生物和谐统一,共同参与到生态体系建设

和发展中去。 以全球最宜居住城市温哥华为例,三
面环山、一面靠海,森林面积达 60 000 km2,约占全

市面积的 36%。 根据相关研究调查显示,该市在风

景园林景观建设与城市空间布局中充分考虑了公共

健康因素,在环境健康指标的评价中提出 10 min 内

步行到达开放的绿色空间中,由此在风景园林设计

中将绿地作为城市的重要区域。 截至 2018 年,温哥

华总面积为 114 km2,城市绿地面积为 1 291 hm2,占
城市用地面积的 11. 3%,人均可享受城市的公共绿

色区域达到 39. 15 m2 / 人(表 1)。 通过植被改善微

气候、调节温湿度、减低热岛效应,在预防疾病及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方面提供了坚实的环境基础。

表 1　 温哥华城市绿地面积

Tab. 1　 Urban
 

green
 

area
 

of
 

Vancouver

城市公共绿地
面积

/ hm2

占城市
用地的
比例 / %

人均面积

/ (m2·人-1 )

公园绿地 已建城市公园 1168 10. 2 18. 49

拟建城市公园 14 0. 1 0. 22

绿色自然区域 1291 11. 3 20. 44

总计 2473 21. 6 39. 15

4. 1. 2 争取生物协调与平衡

生物是地球的重要要素[12-14] ,由此表明生物系

统是生存的基础前提,关系着人类健康生存。 为此,
在后疫情时代必须要保证生物系统的稳定性,促进

生物与生物之间和谐共生,消除人类为首的观点

(图 3)。 物种与物种之间是共生关系,但同样是具

有冲突的,外来物种的冲击会破坏原有的生态秩序。
乔、灌、草之间的生态联系被忽视,且被外来植物代

替,这就会损坏原本的生态链,破坏本土动物、微生

物所依赖的生存环境,导致生态链条断裂。 后续也

会出现多米诺效应,出现顶层链条生物数量减少,底
层链条生物肆虐,造成严重的生态冲击,继而影响到

人类的生存环境,出现本土生物异化,各种灾害

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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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生物链条

Fig. 3　 Biological
 

chain

4. 2 构建人居多功能绿地板块

如果说构建自然与生物协调的人居环境是基

础[13-15] ,那么还需要考虑风景园林的多功能,从而

满足人对环境的多样化需求。 首先,具体来说,在疫

情期间,长时间的居家隔离过程中,人的身心健康会

受到多种影响。 特别是心理健康方面,疫情间的经

济停滞、人与人之间的零距离易产生消极影响。 根

据 WHO 的数据显示,在疫情期间,患阿尔茨海默

病、抑郁症和焦虑症的人群数量显著增加,且日本的

自杀率要明显高于疫情前。 由此可见,在关注群体

公共心理健康的同时,后疫情时代要更加重视风景

园林绿地空间对人类生理和心理健康的重要意义,
利用绿地的减压和康复疗愈功能降低精神压力,比
如通过公园与公共健康的相互作用来满足居民对风

景园林景观的多功能需求。
4. 3 满足韧性城市防灾害的发展需求

风景园林建设要兼顾韧性城市的发展要求,用
可持续发展的眼光去构建园林景观[16-18] ,为生态的

可持续发展提供足够的冗余空间。 兼顾以脆弱性分

析、政府管制、预防性政策、适应性导向规划为思路,
保证可以迅速应对灾难。 可利用风景园林景观的绿

地构建应急场地,明确风景园林中的防疫和应急服

务功能。 以此轮新冠疫情为例,武汉爆发时医疗机

构严重超负荷,不仅不利于病人救治,而且极大地增

加了内部交叉感染的风险。 因此,还应在医疗机构

的附近预留出应急空间和设施,在需要时快速满足

救治、隔离需要。 此外,社区的疫情防控压力也是非

常大的,风景园林要能保证社区居民的正常生活,但
同时又要避免出现疫情扩散。 因此,风景园林景观

设计还应该重视多学科合作,在科学的基础上预留

出绿地,最大程度地满足疫情期间的应急及居民日

常生活要求,同时还能提高城市防灾避险水平。
4. 4 建设城市通风廊道

通过建设城市通风廊道,提高城市的空气流通

能力,调节城市局部气候,改善人类居住环境。 通风

廊道的设计应引导自然空气流向城市建成区,将城

市污染以及空气中的细菌、病毒快速消散。 在 2003
经历 SARS 后,中国香港建立了空气流通评估系统,
形成了空气流通评估系统的技术方法和指导方针。
随后其它城市也开始建立通风廊道,如北京市在

2016 年时就已经开始规划建设 5 条宽度 500 m 以上

的一级通风廊道,以及 10 多条宽度达到 80 m 以上

的二级通风廊道,形成一套完整的通风廊道网络系

统[4] ;成都市(2017
 

年)提出将在城市东北和西北主

导风向上,规划“8+X”城市通风廊道[6] 。 这些通风

廊道的建设,不仅能够缓解城市热岛效应,也能降低

污染物浓度,成为城市的“新风系统”。

5 结　 语

　 　 后疫情时代下,应该思考生命与经济的价值是

否平衡,以及现代经济发展的弊端,分析公共健康与

风景园林的关系,反思以往风景园林景观的不足,以
此为基础丰富风景园林景观设计内涵,从而构建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居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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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四季常青”;(2)多处活动空间缺乏林荫;(3)色

彩树种不够丰富;(4)缺乏水生植物;(5)植物文化

性不够突出,特色需要加强;(6)亭廊小品匾额楹联

缺失。 以上不足希望后续完善,打造国内汉字文字

主题公园的示范高地,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高品质

审美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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