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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感生态学在城市生态系统服务中的应用研究
———以城市公园景观设计为例

刘　 畅１，２，唐立娜１，∗

１ 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城市环境与健康重点实验室， 厦门　 ３６１０２１

２ 中国科学院大学， 北京　 １０００４９

摘要：城市生态系统服务和可持续发展是当前城市生态学研究的热点问题。 景感生态学作为联系生态系统服务和可持续发展

的桥梁，可作为研究城市生态系服务和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有效途径。 随着社会发展所伴随的人们经济生活的生活压力增大，城
市居民的亚健康状态日益突出。 城市公园作为城市生态系统的重要构成，其设计目的应考虑应对城市居民健康问题和促进人

类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作用。 以城市公园景观设计为例，从园路、建筑、植物、水体景观和小品等方面探讨景感生态学在城市公

园景观设计中的应用价值。 景感生态学作为探索城市公园景观设计的新思路，以实现生态效益和居民福祉的提升，丰富和提升

城市公园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从而有利于促进为人类当代和后代提供可持续的福祉，以期驱使人类行为和言行规律朝着对生

态系统有益的方向演化，自觉维护和改善生态系统服务，从而可持续地保障城市生态系统服务。
关键词：景感生态学；城市生态系统服务；可持续发展；城市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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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对生态系统服务及可持续发展的认识不断提升。 城市是人类的

生存载体，增加和改善城市生态系统服务可促进为人类当代和后代提供可持续的福利，从而达到可持续发展

的目标［１⁃６］。 作为一门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研究土地利用规划和建设的学科，景感生态学可作为研究城市生

态系统服务和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有效途径［７］。
城市公园作为城市生态系统的重要构成，直接服务于人类并影响着人类的身心健康［８］。 随着社会发展

所伴随的人们经济生活的生活压力增大，城市中大部分的人都处于亚健康的状态［１０⁃１１］。 城市公园所起到的

作用已不仅仅是城市美化，新时期人们所关注的是生态文明建设，即充分发挥城市公园在解决人类健康问题

和提高人类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作用［１２⁃１３］。 景感生态学可作为探寻城市公园景观设计的新思路，通过重视

景感在景观设计中的运用，以实现生态环境和社会健康福祉的同步提升，增加和改善城市公园的生态系统服

务功能，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

１　 广义景感生态学

在实践中，人们通过适当的表现形式将其某一或某些愿景赋予或融入某种载体，其他人（包括他们自己）
在观赏载体的同时能够领悟到其中的愿景。 这些愿景可以引导和规范人们的言行，改变人们的心境和精神状

态。 这些载体可以是园林景观，也可以是诗词书画等艺术品。 这种属性的载体称为景感，而构思和构筑景感

的整个过程则为景感营造，把关于景感营造理论和方法的研究称为广义景感生态学［１４］。

２　 景感生态学与城市生态系统服务及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城市生态系统服务具有人为主导性，即人在改变和影响生态系统服务的同时，也是生态系统服务的最终

受益者［１５］，因此人类的行为能够对城市生态系统能够可持续性的满足人类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需求产生影

响。 而景感生态学正是通过保持，改善和增加生态系统服务来实现人类身心健康受益的目标，从而驱使人们

行为和言行的改变，去回馈社会和国家，自觉地共同行动去维护和改善生态系统服务，以保障生态系统服务的

可持续性，从而达成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因此景感生态学的研究是完善城市生态系统服务和实现可持续发展

的有效途径。

３　 城市公园景观设计的新思路“景感生态学”

城市生态系统中，调节服务和文化服务是城市生态系统服务的重要组成成分，其中的小气候调节、噪音控

制、休闲旅游、文化教育和精神需求与人类的生活密切相关［１６⁃１７］。 城市公园是城市公共绿地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提供调节服务和文化服务的主要载体，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１８］。 城市公园在城市

中起到治愈疾病、降低犯罪率和增强社会稳定性的作用［１９⁃２０］。
在城市公园景观设计中，不能只考虑视觉元素带给我们的审美体验，而是应该将五种感觉器官都运用到

景观规划中，这样人们才能参与到公园景观中去，才能最大限度的感知并体验景观环境带来的舒适度，形成景

观规划的最大效益。 景感生态学的设计思路是从人体感官的整体感受出发，提升景观体验的全面性和综合

性，通过增加和完善城市公园生态系统服务，充分发挥城市公园的生态效益和保健效益，帮助人们缓解压力、
改善情绪和复健心灵，从而驱使人们自觉地共同行动去维护和改善城市生态系统服务。 该理念是城市生态系

统服务、生态文明建设和景观设计相结合的一种体现，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有效途径［１４］。

２４１８ 　 生　 态　 学　 报　 　 　 ４０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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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景感生态学应用于城市公园生态系统服务的必要性

４．１　 受益群体范围广

　 　 城市公园是城市公民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２１］，其服务对象不仅包括健康人群，还包括长期处于亚健康状

态的群体。 我国亚健康人群占人口总数的 ７５％，健康人群仅占 １５％［２２］。 将景感生态学的思想运用到城市公

园的景观设计，可使更多的亚健康人群能够享受到城市公园的生态效益和保健效益，这正体现了大自然面前

人人平等，都有享受生态系统服务的权利和维护并改善生态系统服务的义务。
４．２　 公民保健意识的增强

现代城市人群的心理、身体和精神上面临的压力日趋增加。 由于城市公园作为人们生活和社会相关联的

载体，能够直接影响到城市人群的健康状态，因此人们越来越关注公共绿地对他们身心健康的影响［２３］。 公民

面对城市公园的视角已经从重视生理感观转向到重视心理感受和社会健康，公民思想从被动接受城市公园生

态系统服务转变为了主动去维护和改善城市公园生态系统服务，这种改变体现了人们对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的追求，同样也是社会进步和生态文明发展的重要体现。
４．３　 亚健康问题严峻而缺少疗养环境

中国人口众多的问题导致即使有再多的康复疗养机构也无法满足大众的需求，面对众多亚健康的人群，
最佳的选择就是通过利用增加和改善城市公园生态系服务来治愈大多数人群，这就需要运用景感生态学的思

想，改善生态环境的同时普及保护环境与健康生活的相关知识，促进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

５　 景感生态学在城市公园生态系统服务中的应用策略

城市公园是城市绿地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生态系统服务不仅提供了城市居民的休闲游憩的活动场

所，也影响着人们的身心健康。 利用景感生态学的设计思路来实现增加和完善城市公园生态系统服务至关重

要。 以下运用景感生态学的理念对公园内的景观要素进行规划设计，从而实现增加和改善城市公园生态系统

服务的目标。
５．１　 园路

园路作为联系公园景观中各个景观节点的纽带，决定了公园各区域的可达性和娱乐活动的丰富性。 设计

中巧妙地利用道路对公园景观空间进行分割，能够使游客感受到景观空间变化、衔接与过渡，给游客带来一种

启承转合的景观空间变化。
园路的设计既要满足不同健康状况人群的使用，又要满足不同人群对园路功能性的需求。 首先应考虑的

是安全性，园路设计要做好防滑，防水和防眩晕的处理［２４］。 根据色彩心理学，利用铺装的颜色来调节游客的

心情。 通过避免大面积使用冷色调的铺装，适当采用暖色调来点缀可以愉悦游客的心情。 设计师要考虑到行

动不便的人群，尽量减小园路的坡度，特殊地形还要设置无障碍疏散通道。 坡度过大会使游客在观赏中由于

劳累产生厌倦感，因此当园路的坡度大于 ８％时，应当在 １０—２０ｍ 的间隔设置休息平台来满足游客的休息需

求［２５］。 园路能给游客最直接的触感，游客能够从景观材料本身获得最直观的感受。 不同材质的园路铺装给

予人们的触觉体验是不同的，不同材质的硬度、温度、光滑度等都会带给游客不同的生理、心理影响和不同的

触觉景观体验。 我们行走在草坪上时，会有一种亲切而温暖的体验；我们行走在大理石路面时，会有一种坚实

的触觉感知。 因此，在园路设计中应结合场地的功能性和使用人群，选取适当的铺装材质营造特定的景观空

间。 公园内可以增设塑胶跑道和自行车道，满足跑步爱好者和骑行爱好者的需求，从而提升公园的观赏体验，
这能充分体现出景感营造的设计理念。
５．２　 建筑

城市公园中的建筑设计需要从布局、体量和材料等方面考虑。 （１）布局方面需要考虑建筑本身与公园周

围环境能够协调统一，同时也要考虑到游客的可达性。 建筑之间可以通过廊道链接，再结合拱门的设计，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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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空间差异并刺激游客的视觉体验，带来视觉享受。 （２）体量方面需要考虑尺度是否宜人，需要把握尺度

的合理性，可以给游客安全感而不是畏惧感，真正做到人、建筑和自然和谐统一。 （３）材料方面需要选择环保

健康的材料，使游客能有舒适的视觉和嗅觉感受，同时避免出现光污染等现象。 同时我们对手指体验到的不

同景观元素会产生不同的感觉，不同材质的建筑会引起我们对触摸感知的好奇心，通过对景观材质的直接触

摸还能更加强化体验者的真实感受。 在满足游客基本需求的基础上，可以选择具有文化蕴意的建筑，北京的

地坛中医药养生文化园，整个园区将养生理念展现地淋漓尽致，园内有养生长廊和养生坊，通过设置养生体验

项目和举办的养生专家座谈会，向游客宣传和推广了养生的文化［２６］。
５．３　 植物

植物是城市公园的重要组成成分，公园中植物配置的合理性和植物种类的丰富性决定其带来的生态效

益［２７］。 植物设计中要尊重植物的习性和特点，并结合地形和光照等因素对乔木、灌木、花卉和草坪进行合理

配置。 根据不同人群的需求配置不同种类的植物，对于年轻人群可以选择梅花和吊兰这类含有芳樟醇和桉树

脑成分的植物，能有助于放松压力、缓解精神疲劳。 对于老年人可以选取金银花、菊花和松柏这类调节生理机

能、减缓衰老的保健植物［２８］。 同时在公园内通过合理搭配乔灌以形成环状的绿化带，不仅可以产生了四季更

替的视觉效果，同时林带及地被植物能够起到降噪和屏蔽交通噪声的作用。
在视觉方面，应考虑到植物具有四季变化的属性，并且不同形状、颜色和风格的植物给观赏者的视觉感受

是不同的。 在光照的条件下，公园中的植物产生不同程度的色彩以及明暗变化。 通过利用光影的变化，能够

为游客提供丰富的视觉效果，丰富景观空间层次，使公园空间更具有韵律和节奏感。 在嗅觉方面，目前世界流

行的芳香疗法被公认为独特而有效的保健疗法［２９］，并且我国对于芳香疗法的使用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之

一。 不同类型植物散发出来的不同香味会使景观空间氛围产生不同的变化，也会使人们在景观体验中产生心

理和生理方面的变化。 植物不仅可散发香味，还能产生对游客有潜在保健作用的空气负离子和植物精气，这
对游客具有保健的作用。 常见的芳香植物有薰衣草、迷迭香、薄荷和铃兰等，这类植物通过合理地搭配种植不

仅可以带来观赏性，而且有助于人们精神放松和缓解压力［３０］。 在听觉方面，不同植物在风中摇曳会发出不同

的声音，低沉或高亢，这些声音能让人们感受到美感、消除烦恼。 不同植物在雨水中也会发出不同声音，游客

仔细去聆听这些来自大自然细微的声音，便可以使心灵得到净澈。 在味觉方面，植物的花和果实能给人们带

来不同的味觉体验［３１］，例如新加坡的植物园中，通过游客对药用属性植物的参观、触摸和鼻嗅等活动，达到缓

解压力、缓解疼痛的治疗效果［３２］。 在触觉方面，我们更愿意参与到植物景观空间中去接触它们。 我们亲身感

知周围或距离较近的植物群落，植物的质感和空气中的温度、湿度等都会对全身的皮肤表层产生刺激。 这种

触觉感知能够直接产生心理、生理上的反应，能够更直接的体验到植物景观空间设计的舒适性，这种敏感性是

视觉和听觉感知所达不到的［３１］。
５．４　 水景

水景是园林景观的灵魂。 城市公园通过使用宽广而平静的水体设计，可以营造静谧的氛围，提供给游客

冥想的场所，用心去聆听缓缓的水流声从而得到心灵的净化。 利用喷泉和瀑布等水体设计，可以彰显公园的

娱乐区的活力和生命力。 动态水可以产生大量的空气负离子［３３］，同时提供给游客亲水的体验，可以让人们放

松心情，激发活力和自信心。 例如纽约中央公园中的保护水域，大面积的水体可以给游客带来开阔的视觉体

验，提供给游客读书和冥想的场地。 园中喷泉能够聚集人群视线，同时结合水声和音乐声实现视听融合的效

果，通过听觉和视觉相互作用能给人身处空间中的感觉，它更有利于人们沉浸于整体环境，进而提升场所的视

听环境品质。 音乐的融入应针对场景的需求加入特定的声音，将有利于听觉景观空间场所的表达。
５．５　 园林小品

园林小品一般设于园路边或者活动区域，吸引观赏者的注意力，强化人们对园林小品的感知。 不同颜色

的小品能够给人带来不同的心理感受，暖色调可以使人们感到温暖和热情，冷色调可以使人沉着冷静［３４］。 在

选色时要与周边植物合理搭配，同时还要考虑使用人群，从而达到预期的治疗目标。 在选择小品的形状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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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设计者要结合园林中活动分区的功能性进行选择。 一般体量较大的小品会使观赏者产生威武的感觉；
体量较小的小品或者形状可爱的小品会带给观赏者亲切感。 园林小品的设计中可以根据表达的主题融入人

工声模拟的自然声音，提供视觉体验的同时，丰富游客的听觉体验并使其产生联想，从而引导游客的行为体

验，感受场所环境的变化。
对于老年人可以采用指示性和色彩性较强的小品或者采用语音提示的方法，这样能够引起视力较弱的老

年人注意。 对于儿童可采用具有益智性、趣味性和色彩图案艳丽的小品，这样可以吸引他们的注意［３４］。 对于

年轻人可以选择一些富有寓意的雕塑小品，具有历史意义的小品可以引发观赏者的思考，具有健康活力主题

的小品可以改变观赏者的生活态度，提高人们健康的意识，同时引导人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６　 结论与展望

作为城市公园景观环境中的主要参与者，我们的感知体验才是评判公园景观成功与否的标准。 人体的各

种感官是相互联系的，是通过各感官机体将体验到的单独景观空间进行整合，从而形成对景观空间整体性的

认识，这体现了景感营造原则中的物理感知的系统性和心里感知的整体性［１４］。 因此本文结合城市公园的景

观要素，利用景感生态学以综合感知体验为主的设计理念，从人的感知器官出发，注重人与景观空间的互动与

交流，在满足人们休闲娱乐的同时更注重公园景观带给人们的精神享受，营造出能够吸引人们参与互动的体

验型景观。 通过利用园路、植物和建筑等形成变化的空间，同时合理运用极具特色或者形态、方向和颜色对比

明显的景物，营造出能够使游客视线聚集的场地；利用公园场地地势高差形成的半封闭的空间、湖泊和喷泉等

水景的营造以及乔灌木降噪等手段营造令游客满意的声环境；利用植物能够产生空气负离子和植物精气等的

保健效益，使游客欣赏植物中实现精神放松和缓解压力的效果［３０］。
景感生态学作为探索城市公园景观设计的新思路，通过重视景感营造在城市公园中的运用，以实现生态

效益和居民福祉的提升，丰富和提升城市公园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这将有利于促进为人类当代和后代提供

可持续的福利，使人们获得身心健康受益的同时，以期驱使人类行为和言行规律朝着对生态系统有益的方向

演化，自觉维护和改善生态系统服务，从而可持续地保障城市生态系统服务。
目前我国的城市公园景观还停留在注重人们的视觉审美体验方面，对于“综合感知”才是评判城市公园

景观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认识不足。 因此在未来的城市公园景观设计中，应从人的综合感官出发，探究各感

官之间的相关性，需要进一步完成对景感生态学设计新思路的探索，以便对城市公园应如何被规划、被感知和

被体验等方面的问题展开研究。 我们提升人与景观空间的参与度，将无形的感知最终落实到有形的城市公园

景观实体中，将基于物的景观实体上升到基于体验的景观空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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