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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感生态学视角下的健康社区构建

张国钦１，李　 妍１，２，吝　 涛１，∗，李新虎３，王　 兰３， 刘文惠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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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１４０８

３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上海　 ２０００９２

摘要：景感生态学是基于中国传统人居环境营造理论与实践结合现代生态学基本原理形成的新兴学科，注重探讨生态系统服务

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健康与福祉是其重要内容，因此健康人居环境的营造也是景感生态学的重要应用领

域之一。 在健康人居环境的营造过程中，健康社区构建具有作为“细胞工程”的基础性作用。 因此，从景感生态学的视角探讨

健康社区的构建，有助于景感生态学进一步应用于可持续发展与人居环境营造的实践，为健康与福祉的顺利实现提供支撑。 从

健康社区的定义和主要理念出发，基于健康社区构建的需求本体和供给客体及其相互作用关系，结合生态环境科学的“时⁃空⁃

量⁃序”的视角，探讨了生态环境研究应用于健康社区构建的作用及面临的系统性不足、人文性不足和耦合性不足等挑战；进而

以景感生态学作为连接生态环境学科与建筑规划学科的纽带，探讨了景感生态学在应对上述挑战中的作用。 从景感生态学视

角来看，健康社区构建就是将人类健康这一愿景融入到社区健康需求本体与健康供给客体及其相互关系的调控与营造，从而实

现社区及人群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健康社区的构建强调社区人群主观健康需求与客观健康供给之间的互动与耦合，与景感

生态学强调“景”与“感”相互融合、相互作用具有高度一致性。 本文从景感生态学的研究要素、景感营造的理念与研究工具等

方面，系统地提出景感生态学视角下的健康社区构建框架：包括融合多景感要素的社区人群健康生态系统服务体系、营造多景

感载体的社区人群健康行为意识引导体系和建设多方位的健康社区趋善化管理与智能感知体系。 景感生态学所提供的崭新视

角和系统性思路，对于健康社区的构建将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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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ａｔ ｗａｓ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ｌａｎｄｓｅｎｓｅ ｃａｒｒｉｅｒ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３）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ｆａｃｅｔｅｄ
ｍｅｌｉ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 ｌａｎｄｓｅｎｓｅｓ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ｗｉｔｈ
ｎｏｖｅｌ 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ｗｉｌｌ ｐｌａｙ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ｉｎ ｇｕｉｄｉｎｇ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ｌａｎｄｓｅｎｓｅｓ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ｌａｎｄｓｅｎｓ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生态学家赵景柱先生基于传统人居环境科学的理论与实践，结合生态系统服务、景观生态学、生态文明建

设模式与可持续发展理论等相关研究［１⁃４］，提出了注重生态系统服务与可持续发展关系探讨的景感生态学，
并进一步补充和扩展了景感营造的概念，形成了广义景感生态学（或景感学） ［５⁃６］。 生态系统服务与可持续发

展作为景感生态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健康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健康综合报告”是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

评估出版的五个专题性综合报告之一［７］；“良好健康与福祉”是联合国 ２０１５ 年提出的 １７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

（ＳＤＧｓ，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Ｇｏａｌｓ）之一，城市则是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主要区域单元，健康城市建

设是实现可持续发展“良好健康与福祉”目标的重要途径［８］。 景感生态学作为一门关于人居环境营造与可持

续发展的科学，健康人居环境的营造、健康城市建设是其重要的应用领域。 作为城市居民主要生活场所，社区

是城市空间的基本单元；健康社区构建作为健康城市建设的“细胞工程”，在健康城市建设与健康可持续发展

目标实现过程中具有基础性的作用。 从景感生态学的视角探讨健康社区构建，有助于景感生态学进一步应用

于可持续发展与人居环境营造的实践，为健康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顺利实现提供支撑。
从景感生态学的视角来看［５］，健康社区的构建就是将可持续发展要求中对健康这一愿景融入到影响健

康社区的各类主体与客体及其相互关系的营造中去，从而实现社区以及人群的健康发展。 目前生态学、规划

学和地理学等多个学科，已经有大量关于景观特别是绿色空间、建成环境与健康关系的研究，如国际期刊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以健康为关键词可以检索到 １５００ 多篇文献，Ｌａｃｈｏｗｙｃ 和 Ｊｏｎｅｓ 在总结大量实证

研究和综述文献的基础上发展了绿地与健康关系的理论框架［９］，Ａｂｒａｈａｍ 等人通过大量文献的范围综述将景

观与健康关系总结为精神福祉（景观的恢复性）、生理福祉（景观的可步行性）和社会福祉（景观的关系功

能） ［１０］，王兰等人系统总结了相关文献中健康城市规划的四种建成环境要素（土地利用、空间形态、道路交

通、绿地和开放空间）和减少污染对人体影响和促进体力锻炼两种途径对城市公共健康产生的影响［１１］。
以上相关研究主要是实证和案例研究，探讨景观和健康之间的实证关系，对于其中的机理研究尚不够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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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应用景感生态学的视角分析健康社区的构建，将为健康城市建设提供崭新的视角和系统性的思路。 在健

康社区的建设过程中，作为新兴学科的景感生态学，其研究视角、研究工具以及景感营造的理念如何应用于健

康社区的构建，尚需开展进一步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本文试图在分析生态环境研究视角对于健康社区构建的

作用及其面临的挑战基础上，分析和讨论景感生态学的研究要素、景感营造理念与健康社区构建的关系，提出

景感生态学视角下的健康社区构建框架，以期为指导社区健康与可持续发展提供崭新科学思路和依据。

１　 健康社区的定义和主要理念

健康社区从字面上理解可以包括两种含义，一是保障社区内人群个体身心健康的社区（或称为社区内健

康），二是社区本身整体获得健康和良性发展（或称为社区的健康）；本文主要关注第一种定义的健康社区。
健康社区运动最初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由世界卫生组织通过健康城市倡议发起，其后欧美主要国家相继开展健

康城市和健康社区的建设，该项运动发展 ３０ 多年来已覆盖 ５０ 多个国家；国内的健康社区起始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的健康城市建设试点，作为健康城市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被称为健康城市的“细胞工程” ［１２］。 一般认

为健康社区的构建涵盖了公共卫生、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建设和社会管理等多个方面［１２］。 孙文尧等人认为健

康社区的构建可以“理解为将城市规划、建设到管理都围绕以人的健康为中心的理念在社区层面上进行实

践”，并通过相关文献总结了健康社区理念的 ４ 个方面（个体获得追求健康的激励、采取保护地方特色的措施

并保障适当的多样性服务、建立个体与公共资源的紧密联系、坚持弹性和可持续的发展）和四项主要的规划

设计原则（提升土地混合使用、提高公共交通使用率、增加公共空间可达性和坚持弹性发展） ［１２］。 在健康社

区的评估方面，刘倩将健康社区空间总结为健康住宅、健康环境、健康活动、健康社会、健康交通和健康设施等

六个方面［１３］；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在《健康社区评价标准（征求意见稿）》中提出健康社区标准包括空

气、水、舒适（包括声、光、热 ３ 个方面）、健身、人文（包括交流、心理、适老适幼）、服务（管理、食品、活动、宣传）
等 ６ 类指标［１４］；国际 ＷＥＬＬ 建筑研究院（ＩＷＢＩ，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ＥＬＬ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提出的健康社区标准包

括了空气、水、营养、光、运动、热舒适、声环境、材料、精神、社区和创新等 １０ 个概念［１５］。
综合来看，健康社区的构建是通过规划、管理和建设构建有利于促进社区人群健康的外部环境（包括物

质环境和人文环境［１６］），并通过健康宣教和行为组织等引导社区人群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与行为习惯，从而

在社区环境整体层面上和社区人群个体层面上形成良好的健康互动，保障和提升社区人群的健康水平，最终

形成健康社区。 根据上述认识，健康社区的构建需要综合考虑社区的需求主体（社区人群）以及可以满足其

需求的客体（或者说供给，包括外部物质环境和人文环境）。 本文认为：健康社区的服务目标和对象是居住在

社区里的居民，也就是需求主体，而社区内一切可以满足居民健康需求的物质性或服务性供给的就是客体

（包括医疗设施、环境条件、文化氛围等）。 这里的客体不仅仅包括人工的医疗服务设施及其服务，还包括可

能对人群产生健康效应的环境质量，以及带给人类的各项福祉及健康益处的自然生态系统，例如降温等气候

调节服务、降噪和除尘、净化环境质量服务等（也有学者称之为生态基础设施［１７］）。

２　 生态环境科学研究应用于健康社区构建的作用与挑战

２．１　 生态环境研究应用于健康社区构建的作用

由上述健康社区的定义和主要理念可见，生态环境科学的研究与健康社区的规划、建设和管理具有密切

的联系，这种联系可以从生态系统服务供给客体和需求主体的角度进行分析。 生态系统服务一般定义为“自
然生态系统及其所属物种支撑和维持人类生存的条件和过程” ［１，１８］；千年生态系统评估项目概念框架工作组

将生态系统服务定义为“人类从生态系统获得的各种收益”，并将生态系统服务划分为供给服务、调节服务、
文化服务和支持服务［１９］。 从健康社区的供给客体来看，上述生态系统服务是影响社区人群健康的外部环境

因素［２０⁃２１］；从健康社区的需求主体来看，人群是城市生态系统服务的对象，生态系统的分析与研究技术将为

健康社区中人群健康需求数量与结构特征的分析研究提供有力的支持；从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来看，健康

２３１８ 　 生　 态　 学　 报　 　 　 ４０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社区的构建需要以人群与生态系统服务耦合作用机理为依据，而这种耦合作用正是近年来生态环境科学研究

的热点领域之一。 生态环境科学的研究通常注重时、空、量、序四种视角的交叉耦合分析，这种研究视角对于

健康社区的规划、建设与管理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例如：在研究主体（人群）与客体相互作用时，可以先分

析并模拟居住人群的数量和结构以及居住和活动空间变化，进而研究生态系统服务供给与需求的互动机制，
按照时空耦合的最优化求解模型来模拟健康公共资源的合理配置。
２．２　 生态环境研究应用于健康社区构建的挑战

从以上分析可见，健康社区的构建需要规划建筑领域与生态环境科学研究的密切配合，但是从健康社区

规划、建设和构建与生态环境科学研究的发展历程与现状来看，生态环境研究应用于健康社区规划、建设与管

理仍然面临以下几个方面的挑战：
１）系统性不足的挑战。 从历史上来看，促使城市社区能够承载更多人口的主导因素之一是城市公共服

务能力尤其是城市卫生保障能力的提高［２２⁃２３］。 卫生城市建设的本质就是利用生态学知识将微生物等病原体

进行隔离和安全化处理。 伴随生态学近年来向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的快速发展，基于微生物生态学的健康研

究成果越来越受到重视，例如流行病的传染途径和环境健康暴露等；而宏观层面的生态系统服务、景观生态学

等研究在健康社区实践规划建设和管理中的应用仍鲜有报道和研究，目前生态环境相关学科对于城市内生态

系统服务和环境健康暴露的研究仍处在起步阶段，对于生态环境要素与人群健康关系的研究仍然相对碎片

化，未能形成系统性的理论与实践体系。 例如，千年生态系统评估将传染病调控作为生态系统调节服务的一

个方面，并指出微生物侵入人体的方式（有时以新的突变异种的形式）很大程度上受气候条件和微观环境条

件的影响，而人为引起的生态系统和物理环境状况的变化，常常会改变传染媒介的活动及其传播范围。 但是

从 ２０２０ 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来看，生态环境科学仍然缺乏对生态系统变化与传染媒介活动及传播范围变化

之间关系的系统性研究，在预防和应对疫情方面作用有限。
２）人文性不足的挑战。 传统上生态环境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客观的生态环境过程，对于影响社区健康的

人群结构、心理和行为特别是社区人群自身健康认知、健康意识和健康行为的引导的关注不足。 健康社区的

构建是以社区内人群健康作为基本对象与目标，这就决定了健康社区的构建需要对城市社区人群的生理、心
理和社会经济等状态与结构及其与生态系统服务之间耦合关系的系统认识。 生态环境研究在传统上以自然

生态系统的格局与演变过程以及环境中污染物等物质能量迁移转化过程的研究为主，人口与社会经济等要素

则作为生态环境系统过程的外部驱动力，在环境与健康管理的过程中主要重视从外部环境的治理与改善上避

免环境污染等对社区人群的负面健康效应；在生态系统服务的研究中，对供给服务、调节服务和支持服务相对

较多，而对文化服务的研究则相对较少。 实际上，在社区社会生态系统中，生态环境的文化服务对于居民接受

和认知的影响远大于其他支持和生产服务，尤其是在改变居民健康消费和行为模式方面，如何发挥生态系统

服务的正面健康效应，改善社区人群健康的研究仍然有待加强。
３）耦合性不足的挑战。 对生态系统健康服务客观供给与社区人群健康服务主观需求的监测与管理是健

康社区规划、建设与管理的基础。 社区作为一个相对中间的尺度在健康社区构建过程中需要同时考虑微观尺

度、个体尺度、城区尺度乃至于城市尺度等多个尺度的影响；而传统生态环境研究的数据模型和研究手段，在
研究尺度、研究区域上往往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向上同时拓展，对于作为城市居民基本生活单元的社区这一

中小尺度系统及其与其他尺度系统相互耦合的研究相对缺乏。 同时，由于传统生态环境研究人文性不足的挑

战，生态环境研究对于健康社区构建中人群感知要素以及人群行为意识与城市生态系统服务等生态环境要素

的耦合分析不足（包括了客观的生态环境要素与人群生理健康、心理健康以及社会支持等要素的耦合以及客

观支撑条件与主观行为意识的耦合研究），对于生态环境要素客观供给与社区人群健康主观需求的耦合性的

研究仍然有待完善。
总之，生态环境科学研究在时空分析模拟以及区域风险评估管理等方面已经具有很好的基础，与建筑规

划学科相结合后在健康社区规划、建设与管理方面可以起到更好的辅助和指导作用。 未来的可持续城市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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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一定是以人为本的社会、经济、自然和谐发展的基本空间单元，而健康则是保持其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

求［２４⁃２６］，健康社区的构建需要城市规划学者和生态环境学者的通力合作，但是这种合作仍然面临多种挑战，
两者的有效融合需要充分结合健康社区构建的主体需求与客体供给，寻找新的学科与技术支持。

３　 景感生态学及其纽带作用

３．１　 景感生态学的主要内容

景感生态学是指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基于生态学的基本原理，从自然要素、物理感知、心理感知、社会经

济、过程与风险等相关方面，研究土地利用规划、建设与管理的科学［６］。 广义景感学进一步拓展了景感生态

学的内涵和外延，提出景感营造的概念，明确不但要在通常意义上保持、改善和增加生态系统服务，而且需要

更注重增加“可持续发展意识及其相关理念”的生态系统服务［５］。
景感生态学主要研究要素如图 １ 所示。 由于景感生态学面向可持续发展的土地利用规划、建设与管理的

长期性和复杂性，决定了景感生态学需要新的模型、数据和工具的支持，景感生态学进一步纳入了相辅相成的

趋善化模型、迷码数据和物灵网 ／物联网工具等研究内容。 在景感生态学中趋善化模型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含

义，一方面可持续发展是通过人们努力实现的阶段性渐进不断趋于完善的过程；另一方面，在这个过程中需要

评估和分析影响可持续发展的潜在风险因素，并制定相应的应对方案，以保障趋善化过程的顺利实现。 景感

生态学提出的迷码数据包括“混合”数据和“行进”数据［６］。

图 １　 景感生态学研究的自然要素与感知要素的主要内容

Ｆｉｇ．１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ｎｓｅ ／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ｌａｎｄｓｅｎｓｅｓ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根据参考文献［６］绘制）

广义景感生态学的景感可以理解为通过适当的表现形式融入特定愿景的载体，通过上述载体及相关表现

形式，其中融入的愿景能够为人们所领悟并引导和规范人们的言行，从而促进和保障可持续发展的实现；可以

融入愿景的载体可以是各类建成实体（建筑、街区、城市）以及艺术作品（如书画、诗词、小说、歌曲、徽标）等。
景感营造则定义为构思和构筑景感的整个过程。 景感营造的原则包括愿景呈现的双向性、方位的顺脉性、时
空组合的多尺度性、物理感知的系统性、心理感知的整体性、物理感知和心理感知的交互性、不同文化的差异

性和营造过程的渐进性。
３．２　 景感生态学的纽带作用

景感生态学的研究内容、研究工具和研究视角能有效应对生态环境科学研究应用于健康社区构建过程中

面临的挑战，发挥联接生态环境科学研究和健康社区规划建设的自然与人文科学纽带作用，这主要体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１）针对生态环境研究应用于健康社区构建系统性不足的挑战。 景感生态学基于传统城市规划思想和现

代景观生态学，并融合了可持续发展、生态系统服务和生态文明建设等相关理论，其研究要素和研究方法形成

了完整的理论框架。 这种完整的理论框架能够整合生态环境研究中与健康社区构建相关的内容，从而直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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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健康社区的构建，解决生态环境研究应用于健康社区构建系统性不足的挑战。 这种系统性的应用又主要

是由景感生态学研究内容与健康社区构建内容的一致性决定的。 景感生态学是面向土地利用规划、建设与管

理的学科，而健康社区的构建在很大程度上包含了健康社区内部土地利用规划、建设与管理的内容。 从健康

社区的评估内容来看，其中涉及的空气、水、声、光、热等内容正是景感生态学研究要素中自然要素的主要内

容，并和景感生态学研究要素中的物理感知密切相关；其中涉及到的人文、精神、社区等评价内容则是景感生

态学研究要素中心理感知的主要研究内容。 同时，健康社区的构建包括人的健康认知和健康行为的激励和引

导，这和景感生态学景感营造的理念相一致，即通过景感营造引导和规范人们的言行、增强“可持续发展意识

及其相关理念”。 当然，景感生态学本身也在发展阶段，不可能解决现有的所有问题，但是其趋善化的主⁃客体

进化理念，可以有效吸收和包容更多的自然与人文要素，持续的补充和提升健康社区构建的系统性。
２）针对生态环境研究应用于健康社区构建人文性不足的挑战。 景感生态学将人的物理感知和心理感知

作为重要的研究要素，并通过景感营造提升人们可持续发展的意识和行为，通过这种主观和客观相结合在多

种层面上进行生态系统服务保持、改善和提升，有助于将生态环境的研究成果与研究视角融入健康社区的规

划、建设与管理，从而有效补充传统生态环境研究以客观生态环境过程为主、缺乏与人文要素对接的不足。 其

中，景感生态学中物理感知要素的研究直接对应于人群感官的生理健康，心理感知要素的研究则可直接对应

于社区人群的心理健康，从而将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的身心健康联系起来，直接应用于有利于人群身心健康的

社区外部环境的构建；广义景感生态学通过在多种景感载体中融入可以为人所领悟的可持续发展愿景以提升

人们的可持续发展意识，从而将生态系统服务与健康社区构建中提升人群的健康认知和健康文化等联系起

来，直接应用于健康社区构建中健康行为意识的培育。 因此，对以人群健康为目标、具有鲜明人文性的健康社

区构建而言，景感生态学能够更好地将生态环境的研究成果与研究视角融入健康社区的规划、建设与管理。
３）针对生态环境研究应用于健康社区构建耦合性不足的挑战。 景感生态学受传统人居环境理论与实践

启发而自动形成，景感营造原则中包含了多种人居环境中人群与健康关系耦合研究，如景感生态学研究要素

中自然要素与人群感知要素的耦合、人群物理感知和心理感知要素的耦合、景感营造中愿景与载体的融合等，
都将自然要素的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群的生理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行为意识相互耦合，有助于解决生态环境

研究应用于健康社区构建耦合性不足的问题。 同时，景感生态学提出的管理模式（趋善化模型）、数据模型

（迷码数据）以及物灵网工具本身具有多种耦合属性，其中趋善化模型可用来阐释健康社区营造多目标与多

约束条件的同步交叉、相互协同与调控，迷码数据则可以通过不同途径、不同来源、不同时空尺度等各种形式

获得的具有相同或不同性质的人群健康相关数据的耦合构建起面向健康社区监测、评估与规划的多源大数据

库，物联网技术则可以在多种尺度上实时采集、传输和处理社区生态环境要素以及社区人群个体健康等数据，
为生态环境要素与社区人群健康的耦合提供技术支撑。

４　 景感生态学视角下的健康社区构建框架

从以上健康社区构建及其与生态环境科学研究、景感生态学的关系分析可以看到，健康社区的构建需要

城市建筑规划学科与生态环境学科的共同合作，但是这种合作面临着来自不同领域的挑战，而景感生态学这

一新兴领学科特有的研究视角、研究内容和研究工具所具有的系统性、人文性和科学性，使得景感生态学可以

作为健康社区构建中城市建筑规划学科与生态环境学科的纽带，发挥其中间纽带的作用从而有助于健康社区

的高效构建。 以下进一步结合生态环境研究“时空量序”的视角、景感生态学研究要素（自然要素、物理感知

和心理感知）、景感营造理念和研究工具（趋善化模型、迷码数据和物联网技术）以及健康社区构建基本要求，
初步设计并阐释景感生态学研究视角下的健康社区构建框架。
４．１　 融合多景感要素的社区人群健康生态系统服务体系

根据健康社区的定义和营造理念，健康社区首先通过规划、管理和建设构建有利于促进社区人群健康的

外部环境（包括物质环境和人文环境）。 从景感生态学的研究要素的视角出发，健康社区构建应融合多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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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要素构建面向社区人群健康的生态系统服务体系（表 １），主要包括：

表 １　 融合多景感要素的健康社区生态系统服务体系

Ｔａｂｌｅ １　 Ｌａｎｄｓｅｎｓｅｓ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ｈｅａｔｈ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要素
Ｅｌｅｍｅｎｔ

基本要求
Ｂａｓｉｃ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优化要求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自然
Ｎａｔｕｒａｌ

声、光、风和热是健康社区构建需要重点考虑的自然要素，
充足的日照、良好的通风和舒适的温度，在社区的布局规
划中需要有充分的论证和保障，是早期健康社区构建的基
本要求。

社区的总体布局需要考虑生态蓝绿空间的合理配置，通过基
于自然途径的解决方案以及生态基础设施强化城市蓝绿空
间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在减缓城市热岛效应等对健康不利
环境因素中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视觉
Ｓｉｇｈｔ

避免对视觉的过度刺激，从而可能损伤社区居民的视力健
康，通过控制光污染和夜间照明，将对视觉的刺激限制在
合理的范围内。

通过社区景观设计、色彩搭配、照度调控等手段提供良好的

视景，提升视觉的舒适度［３５］ 。

听觉
Ｈｅａｒｉｎｇ

避免对听觉的过度刺激，将社区内部的噪声控制在合适的
范围内，对社区内部和外部的噪声源采用物理手段进行
隔离。

通过声景设计，为社区居民提供优美的声景（如在适当的时

间播放柔和、舒缓的音乐） ［３６］ 。 将声环境在健康社区作为一
种资源而不是废物，进行合理布局、开发和利用。

嗅觉
Ｓｍｅｌｌ

社区中无异味，可能的异味具有多种来源，如社区内部的
垃圾箱、垃圾转运站、黑臭水体以及社区周边的饭店、工厂
等，对于部分人群可能还存在其他的过敏源（如花粉），健
康社区构建中应避免和隔离上述污染源。

无异味并不意味着无污染，空气污染中有些并无法为人体的
嗅觉直接感知，必要时应借助传感器进行空气质量的监测，
及时掌控和发现空气质量的变化；同时在避免过敏源的前提
下，在社区中通过植物的配置，向空气中释放对人体健康有
益的气体成分。

味觉
Ｔａｓｔｅ

提供安全的食品和洁净的饮用水，社区通过与食物提供部
门（超市、菜市场、餐馆和便利店等）以及监督部门的合
作，控制社区内食品供应的种类，保障社区居民可以获得

安全的食品和洁净的饮用水［３７］ ；

与本地农产品产地的联系与配合以及引导社区居民从事都
市农业活动，在社区周边或社区内部种植蔬菜水果等农产
品，一方面可以为居民提供健康的食物，另一方面通过都市
农业活动也为社区居民从事体力劳动提供了机会和场

所［１６］ 。 同时，通过宣教引导社区居民形成健康的饮食方式。

触觉
Ｔｏｕｃｈ

对风速、方向、温度和湿度的调控，社区可以通过合理的建
筑布局和蓝绿空间的配置，避免产生城市热岛效应，并提
高自然通风能力以降低热环境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对社区内部建筑物外表与人类接触部分的材质设计，例如座
椅、公共运动器具、廊道、栏杆、门、台和窗等与人体接触部分
可以采用软硬和粗糙度不同的包裹材料，增加人体触觉的舒
适度或者不舒适度（减少公共接触）。

心理
Ｐｓｙｃｈ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

提供获得感（包括安全和福利等因素），从物质生活上保
障居民基本的心理健康，包括提供住房、治安、购物、医疗、
教育、休闲和交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也包括通过社
区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等，以及上述获得性因素
的可达性、便捷性和公平性。

提供归属感（包括宗教、文化、愿景和社区关系等因素），从精
神生活上保障社区居民的心理健康，包括保留地方特色文化
以及适当文化多样性，营造良好的社区邻里关系。 提供健康
认知和健康行为指导和健康激励。 通过社区健康教育、社区
健康交流与健康行为组织等，引导居民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和健康行为习惯

１）从景感生态学研究的自然要素来看，大量研究表明城市社区周边的自然要素具有多种健康效应［２７⁃３３］；
健康社区的营造应充分利用各类自然要素的生态系统服务，将人工医疗服务设施和生态基础设施相结合形成

复合式健康福利服务设施，消除和避免对人群健康不利的自然因素，引入和优化对社区健康有利的自然要素。
２）从景感生态学的物理感知要素来看，健康社区的构建首先需要提升人群物理感知的舒适度，避免对人

体感觉的过度刺激而引起人体的不适甚至于影响人体感官和心理健康，通过营造良好的物理感知，促进人体

感官功能的正常发挥和舒适度的提升。
３）从景感生态学研究的心理感知要素来看，健康社区的构建首先是提供影响心理健康的获得感因素（如

基本公共服务及其可达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供影响心理健康的归属感要素（包括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中的安全需求、情感和归属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等）。
４）考虑景感营造自然要素和感知要素的系统性、整体性和交互性，健康社区的构建需要将上述要素作为

一个整体融合在一起，形成完整的面向社区人群健康的生态系统服务体系。 例如，在健康社区构建中利用绿

地这一自然要素载体，对人群健康产生系统性作用，同时作用于人的视觉（优美的景观）、嗅觉（净化空气、隔
离和吸收粉尘）、听觉（降噪）和触觉（形成通风廊道、改善微气候）等；通过合理配置的绿色和开放空间促进体

力锻炼、疏导精神压力等情绪而促进人的身体和心理健康［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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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营造多景感载体的社区人群健康行为意识引导体系

根据健康社区的定义和营造理念，通过健康宣教和行为组织等引导社区人群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与行为

习惯是健康社区构建的主要内容之一。 从广义景感生态学景感营造的视角来看，健康社区的构建可以通过在

多种景感载体中融入健康意识、健康认知和健康文化以引导居民的健康行为，形成能够为社区人群所领悟、产
生共鸣的健康行为意识引导体系。 健康社区多景感载体营造的可能途径主要包括：

１）合理配置直接体现社区健康愿景的健身和医疗等健康服务设施（载体），使社区居民能够直接感受和

利用这些载体，并且明确感知这些载体对于健康愿景实现的作用和意义。
２）在社区具有健康作用的建筑实体中提示健康愿景。 景感营造中可以融入景感愿景的载体可以是建

筑、街区和城市。 城市规划可以通过土地利用、建筑形态和交通组织的营造减少污染和促进体力活动，但是这

种健康作用往往是隐含的而未能直接为社区居民所感知，因此在社区的适当的场合加入对这种建筑实体布局

的说明载体（如告示牌），可以进一步增进社区居民的健康意识。
３）在设计健康服务设施以及开展健康认知与行为培育时融入地方特色文化元素和地方特色艺术表现形

式，使得各类健康服务设施以及健康认知与行为更容易为社区居民所使用和接纳。 保留地方特色的文化活动

特别是有特色的体育活动，一方面可以促进社区居民的体力活动，一方面也可以增进社区居民的归属感和认

同感。
４）将健康愿景直接传递给社区居民，如将健康社区的愿景融入到宣传栏、艺术作品（如开展健康社区书

画比赛、健康社区徽标设计、健康社区歌舞表演）等多种载体形成健康景感，向居民传递健康生活理念，使得

社区居民领会健康社区愿景并形成共鸣，从而促进社区居民将这种健康认知转化为积极参加体力锻炼、养成

良好的生活方式等健康行为。
４．３　 建设多方位健康社区智能感知与趋善化管理与体系

健康社区构建除了外部环境的营造和健康行为意识的培育，还需要相应的模型、数据和技术支持，包括获

取社区内部供给客体（健康风险因素和健康服务资源等）以及主体要求（包括社区人群属性、健康状态和健康

认知）的数据，作为社区健康管理认知基础；进一步地通过对主客体需求的管理保障健康社区的顺利构建。
从景感生态学视角来看，上述感知与管理可以利用迷码数据模型、物联网技术和趋善化管理模型建设多方位

的健康社区智能感知与趋善化管理体系来实现，其主要途径包括：
１）构建社区健康服务资源全方位感知体系。 主要包括通过遥感手段监测社区及其周边绿地和水体等重

要健康服务资源的动态变化，通过空间分析手段分析社区健康资源的客观可达性；通过物联网手段监测社区

内天气变化、空气质量变化和饮用水质等变化并提供健康预警；等等。
２）构建健康社区人群健康全方位感知体系。 整合人群数量和结构、人群心理和行为、人群健康需求与人

群健康状态数据以及社区居民和管理人员的健康认知、健康社区建设感知等的调查数据，有针对性地根据社

区居民的特点提供和改进相应的健康资源配置方式。
３）构建面向趋善化的社区健康风险应对预案。 从影响健康的风险因素出发，增强社区及居民预防健康

风险和应对健康风险的能力，考虑社区各类要素的“时空量序”的特征，分析其潜在的健康风险，并强调对社

区健康暴露和风险的评估以及对未来健康风险因素及其影响的仿真、模拟和预测，提出系统的健康风险应对

方案。
４）建设社区健康智能感知与风险管理平台。 整合上述感知信息与应对预案，形成统一的社区健康管理

与公众服务平台，建立公众参与平台建设的互动机制。 例如通过基于移动终端的社区信息平台，获取动态人

群流行病学调查数据，在传染病等公共卫生事件突发期间，实现社区各类人员的高效管控，实时掌握人员流动

与健康信息；社区居民也可以主动发布可疑疫情信息，实现公众参与式的疫情预警。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基于景感生态学视角的健康社区构建框架，如下图 ２ 所示。
以上三方面体系形成了景感生态学视角下健康社区构建主要内容，其中融合多景感要素的社区人群健康

７３１８　 ２２ 期 　 　 　 张国钦　 等：景感生态学视角下的健康社区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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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景感生态学视角下的健康社区构建框架

Ｆｉｇ．２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ｅｎｓｅｓ ｅｃｏｌｏｇｙ

生态系统服务体系主要是从外部环境上为健康社区构建的需求主体（社区人群）提供健康服务供给，相当于

健康社区构建的“硬件”；多景感载体的社区人群健康行为意识引导体系则强调社区人群自身在健康社区构

建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其目的是通过行为意识的引导促进社区人群形成自觉的健康意识、正确的健康认知，并
养成健康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相当于健康社区构建的“软件”；社区健康状态的智能感知与趋善化管理体

系，则为上述两个方面体系的顺利构建提供管理与技术保障，相当于健康社区“硬件”和“软件”建设过程的统

一支撑体系。

５　 结论与展望

本文从健康社区的定义和主要理念出发，讨论了生态环境研究及其“时⁃空⁃量⁃序”视角对于建筑规划领

域健康社区构建的意义及面临的挑战；进而将景感生态学作为连接生态环境与建筑规划两个学科领域的中间

纽带，探讨了景感生态学在健康社区构建中的作用：从景感生态学的研究要素（自然要素、物理感知、心理感

知）、景感营造的主要理念和景感生态学的研究工具（趋善化模型与风险管理、物联网技术和迷码数据）等方

面分析了景感生态学视角下的健康社区构建框架，包括融合多景感要素的社区人群健康生态系统服务体系、
营造多景感载体的社区人群健康行为意识引导体系、建设多方位的社区健康智能感知与趋善化管理体系。 总

体而言，健康社区的构建强调需求主体和供给客体及其相互作用的认识与改造，这与景感生态学强调客观载

体与主观感知以及愿景的相互融合是高度一致的；景感生态学研究视角对健康社区的构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

实践指导意义。
当然，本文只是对景感生态学与健康社区构建启示的初步探讨，如何应用景感生态学指导健康社区构建，

８３１８ 　 生　 态　 学　 报　 　 　 ４０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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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还需要更多深入的理论、方法和实证的研究。 从景感生态学的视角出发，可能需要更多与生理学、心理

学、生态学、地理学、规划学等多个学科的交叉和融合，在大量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强调景感、愿景及景感载体

对社区健康的影响和作用机理的研究，为健康社区的构建提供更坚实的科学支持；同时，应该以主客体影响和

作用机理的研究成果为基础，结合对社区主要健康问题的需求分析，通过多样化的景感营造将健康社区构建

的愿景融入社区的规划、管理和建设，最终实现人类社区的健康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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