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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２０２２ＹＦＣ３８０２９０３)ꎻ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Ａ 类)(ＸＤＡ２３０３０４０３)ꎻ自然资源部城市国土资源监测

与仿真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资助课题(ＫＦ￣２０２２￣０７￣０１３)ꎻ 城市与区域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自主项目(ＳＫＬＵＲＥ２０２２￣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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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景感生态学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方法

董仁才１ꎬ２ꎬ ３ꎬ孙晓萌１ꎬ２ꎬ韩林桅２ꎬ翁 　 辰２ꎬ３ꎬ王辰星１ꎬ张永霖４ꎬ马 　 赫５ꎬ６ꎬ柳文华７ꎬ
李思远８ꎬ于天舒９ꎬ王丹寅１０ꎬ郑博福１１ꎬ∗

１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ꎬ城市与区域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ꎬ北京　 １０００８５

２ 中国科学院大学ꎬ北京　 １０００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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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ꎬ遥感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ꎬ北京　 １００１０１

５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ꎬ北京　 １０００９３

６ 国家植物园ꎬ北京　 １０００９３

７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ꎬ陆地水循环与地表过程重点实验室ꎬ北京　 １００１０１

８ 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ꎬ杭州　 ３１００３０

９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ꎬ北京　 １０００４４

１０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ꎬ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

１１ 南昌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ꎬ江西生态文明研究院ꎬ南昌　 ３３００３１

摘要: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ꎬ迫切需要创新研究思路ꎬ突破思维束缚ꎬ深挖生态产品价值内涵ꎮ 从景感生态学原理阐

释生态产品属性ꎬ梳理生态产品供给特点ꎬ分析生态产品消费特征ꎬ进而理顺生态系统服务、生态产品、消费者感知与享用转化

完整链条ꎮ 研究发现ꎬ景感生态学关键原理与生态产品特征密切对接ꎬ景感生态方法能够显化生态产品普及和消费路径ꎬ景感

指数能够有效度量生态产品数量、质量和溢价ꎮ 研究认为ꎬ基于景感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将有助于引导人民群众认识生态产品

的科学价值内涵、多样化表现形式ꎬ尤其是助力文化服务类生态产品价值转化ꎮ 根据分析结果提出当前的生态产品价值转化工

作具体建议:(１)在生态产品信息调查过程中ꎬ要注重与生态产品载体密切相关的光、热、水、土、地磁、放射性和地形地貌等环

境信息获取ꎬ在基础测绘、自然资源调查基础上追加生态服务关键属性ꎻ(２)在制定生态产品目录清单中ꎬ应指明该类生态服务

形式和对人的感官直接刺激的服务作用ꎬ并具体到对人们的视觉、嗅觉、听觉、味觉、光觉、触觉ꎬ以及身心健康的整体影响ꎻ(３)
生态产品供给过程中要注重对人的心理感知ꎬ包括宗教、文化、愿景、隐喻、安全等属性的综合考量ꎬ保障自然属性与社会经济内

涵相匹配ꎮ 最后ꎬ向全社会倡导多渠道丰富生态产品的消费形式、注重生态产品价值增值点、促进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ꎮ
关键词:景感生态学ꎻ生态系统服务ꎻ生态产品ꎻ供需特征ꎻ景感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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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ｎｄｓｅｎｓｅｓ ｉｎｄｅｘ ｓｔａｎｄｓ ｏｕｔ ａｓ ａ ｐｏｔｅｎｔ ｔｏｏｌ ｔｏ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ｌｙ ｇａｕｇｅ ｔｈｅ ｖｏｌｕｍｅꎬ ｑｕａｌｉｔｙꎬ ａｎｄ ｐｒｅｍｉｕｍ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Ｔｈｅ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ｐｏｓｉ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ｅｓ ｇｒｏｕｎｄｅｄ ｉｎ
Ｌａｎｄｓｅｎｓｅｓ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ｈｏｌｄ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ｔｏ ｓｅｒｖｅ ａｓ ａｎ ｉｎｖａｌｕａｂｌｅ ｃｏｍｐａｓｓꎬ ｄｉｒ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ｒｉｃａｔ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ｖａｌｕｅ ｔｈａｔ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ｅｎｃａｐｓｕｌａｔｅ. Ｔｈｉｓ ｉｓ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ｎ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ａｌｕｅ ｉｎｈｅｒｅｎｔ ｉ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ｅｒｖｉｃ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ｎ ｌｉｇｈ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ｉｇｈｔｆｕ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ꎬ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ａｃｔｉｏｎａｂｌｅ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ｅｍｅｒｇ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ｏｎｇｏｉｎｇ ｖａｌｕ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 １)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ｇａｔｈｅｒ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ꎬ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ｄｅｖｏｔｅｄ ｔｏ ｃｏｌｌａｔｉｎｇ ｐｅｒｔｉｎｅｎ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ｄａｔａ ｌｉｎｋ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ｃａｒｒｉｅｒ. Ｔｈｉｓ ｅｎｃｏｍｐａｓｓｅｓ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ｌｉｇｈｔꎬ ｈｅａｔꎬ ｗａｔｅｒꎬ ｓｏｉｌ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ꎬ ｇｅ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ｆｉｅｌｄｓꎬ ｒａｄｉｏａｃｔｉｖｉｔｙꎬ ａｎｄ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Ｔｈｉ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ｚｅｄ ｗｉｔｈ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ꎬ ｅｎｒｉｃ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２) Ｉｎ￣ｄｅｐｔｈ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Ｗｈｅ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ｉｅｓꎬ
ｅｘｐｌｉｃｉｔ ｄｅｌｉｎｅ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ｓ ｖｉｔａｌ. Ｔｈｉｓ ｅｘｔｅｎｄｓ ｔｏ ｓｐｅｃｉｆ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ａｎｇｉｂｌ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ｈｕｍａｎ
ｓｅｎｓｅｓꎬ ｅｎｃｏｍｐａｓｓｉｎｇ ｖｉｓｉｏｎꎬ ｓｍｅｌｌꎬ ｈｅａｒｉｎｇꎬ ｔａｓｔｅꎬ ｌｉｇｈｔ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ꎬ ｔｏｕｃｈꎬ ａｎｄ ｈｏｌｉｓｔｉｃ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ｍｅｎｔａｌ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３) Ｈｏｌｉｓｔｉｃ Ｓｕｐｐｌ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ｉｎｇ ｐｈａｓｅ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ꎬ ｍｅｔｉｃｕｌｏｕｓ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ｍｕｓｔ ｂｅ
ｄｉｒｅｃｔｅｄ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ｎｕａｎｃｅｓ ｉｎｈｅｒｅｎｔ ｉ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Ｔｈｉｓ ｅｎｔａｉｌｓ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ꎬ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ꎬ ｖｉｓｕａｌꎬ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ｉｃａｌꎬ ａｎ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ꎬ ｔｈｅｒｅｂｙ ｅｎｓｕｒｉｎｇ ａ ｈａｒｍｏｎｉｏｕｓ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ｈｅｒｅｎｔ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 Ｉｎ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ꎬ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ｄｅｎｔｌｙ ａｄｖｏｃａｔ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ｘｐａｎｓｉｖｅ 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ｄｉｖｅｒｓｅ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ｔ ｕｎｄｅｒｓｃｏｒｅｓ ｔｈｅ ｐｉｖｏｔａｌ
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 ｆａｃｅｔｓ 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 ｔｏ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ｆｅｒｖｅｎｔｌｙ ｃｈａｍｐ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ｈｅｒｅｎｔ ｗｏｒｔｈ.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ｌｙꎬ ｔｈｉｓ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ｐｒｏｐｅｌｓ ｔｈｅ ｔａｎｇｉｂｌｅ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ｖａｌｕｅ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ｂｒｏａｄｅｒ
ｓｏｃｉｅｔ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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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Ｌａｎｄｓｅｎｓｅｓ ｅｃｏｌｏｇｙꎻ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ꎻ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ꎻ Ｓｕｐｐｌｙ￣ Ｄｅｍａｎｄ Ｆｅａｔｕｒｅꎻ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ｅｎｓｅｓ

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ꎬ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举措ꎬ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理念的关键路径[１]ꎮ 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过程中迫切需要创新思路ꎬ突破思维束缚ꎬ深挖生态

产品价值内涵ꎮ 产品是指能够提供给市场ꎬ被人们使用和消费ꎬ并能满足人们某种需求的任何东西ꎬ包括有形

的物品、无形的服务、组织、观念或它们企业产品组合ꎮ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需要建立明确的供给者与受益者之

间的直接联系ꎬ通过健全市场机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ꎬ实现供给者、需求者之间精准对接[２]ꎮ
生态产品的主要特征是其由生态系统提供ꎬ并最终为人类所利用ꎬ因此人类对生态产品的利用率与满意

度是衡量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程度的重要指标ꎮ 人民群众对清新空气、清澈水质、清洁环境等生态产品的需求

越来越迫切ꎬ倾向于通过蓝天、碧水、花香鸟语等与人类感官密切相关的语言、情绪和行为表达这种愿景ꎮ 景

感生态学的诞生以人对自然的感知为线索ꎬ将视觉、嗅觉、听觉、触觉、味觉等物理感知以及心理感受纳入到生

态环境理论分析和应用研究中ꎬ从调动人体眼、耳、鼻、舌、身、意来感知自然、品悟自然ꎬ度量以实现人与自然

的共生共荣、可持续发展[３—４]ꎮ
本文采用景感生态学理论与方法分析了我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新思路ꎬ在凝炼相关成功实践案例基础之

上ꎬ探索基于景感生态学理念的生态产品调查、生态产品设计、生态产品宣传和生态产品质保的方法ꎬ倡导从

人的物理和心理感受出发ꎬ开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ꎮ

１　 生态产品与景感生态关系

１.１　 生态产品概念与内涵

准确界定生态产品的内涵ꎬ明确生态产品的属性特征ꎬ才能讨论其价值源泉或价值来源ꎬ从而在实践层面

构建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机制[５]ꎮ 早期研究认为ꎬ生态产品与生态系统服务概念相近ꎬ指人类从生态系统中

获取的生态物质产品、生态调节服务和生态文化服务的总称[６]ꎮ 近年来ꎬ我国生态产品价值核算虽然沿着生

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的研究脉络发展ꎬ但 ２０２１ 年两办意见的发布将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提升到新的战略高

度[７]ꎮ 目前ꎬ生态产品多指由生态系统提供的维系生态安全、保障生态调节功能、提供良好人居环境的物质

产品与服务ꎮ 在本研究中ꎬ采用了更广泛的定义ꎬ即生态产品是在不损害生态系统稳定性和完整性前提下ꎬ由
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的物质产品和服务产品ꎬ以及源于生态系统结构和过程的文化服务[８]ꎮ

在我国ꎬ生态产品这一概念首次出现在«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ꎬ将重点生态功能区提供的水源涵养、
固碳释氧、气候调节、水质净化、保持水土等调节功能定义为生态产品ꎬ区别于服务产品、农产品、工业品[９]ꎬ
生态产品强调了生态系统对环境调节和保护的重要作用ꎬ以及它们为人类社会提供的特殊价值ꎮ 通过多年理

论与实践发展ꎬ生态产品从形态上逐步定型为三大类:(１)物质产品ꎬ包括食物、水资源、木材、棉花、医药、生
态能源及生物原材料ꎻ(２)生态调节服务产品ꎬ主要有涵养水源、调节气候、固碳、生产氧气、保持土壤、净化环

境、调蓄洪水、防风固沙、授粉等ꎻ(３)文化服务产品ꎬ主要有自然体验、生态旅游、自然教育与精神健康等ꎮ
生态产品与农业产品、工业产品一样ꎬ都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必需品ꎮ 如果说人类的任何产品都是用来满

足人们需求和欲望的物体或无形的载体ꎬ那么生态产品也是用来满足人们各种需求和欲望的物体或无形的载

体ꎮ 人作为生态系统产品的最终消费者或生态产品使用者ꎬ需要完全享用和感知到这些价值才能实现生态产

品的终极消费ꎮ 因此ꎬ人类对生态产品的感知度、利用率和满意度是影响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重要因素ꎮ 当

前ꎬ学者们在区域合作发展、国土空间规划、产业经营等角度提供了很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对策ꎬ然而这些对

策的实现主要依赖客观制度或技术ꎬ缺少主观上对“人”的关注[１０]ꎮ 生态产品受益者与供给者之间也存在特

殊规律ꎬ需要深入分析才能破解其价值实现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难题ꎬ如难度量、难抵押、难交易、难变现四难问

题等ꎮ

２６６７ 　 生　 态　 学　 报　 　 　 ４３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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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景感生态原理与应用

我国著名生态学家、可持续发展科学家赵景柱先生提出的“景感生态学”(Ｌａｎｄｓｅｎｓｅｓ ｅｃｏｌｏｇｙ)理念ꎬ主张

将人的物理感知、心理认知融入到生态环境研究中[４—１１]ꎮ 景感生态学所称的物理感知包括依靠人的视觉、听
觉、味觉、嗅觉、触觉对周边环境进行感知[１２—１３]ꎻ心理认知包括对宗教、隐喻、愿景等美学感受及文化感受[１４]ꎮ
自然对人类的贡献最终被人类有意无意所感知和消费才能发生效用ꎬ也即人对周边环境的感受是生态产品产

生效用和被消费的基础ꎮ
景感生态学具有特定的原理和方法ꎬ目前在生态规划[１５—１８]、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分析[１９—２１]、生态环境损害

鉴定评估[１４—２２]等方面已经开展了丰富应用ꎬ取得一定的成果ꎮ 例如ꎬ张永霖等采用深度学习法将 ６ 种景感指

数(Ｌａｎｄｓｅｎｓｅ ｉｎｄｉｃｅｓꎬＬＳＩｓ)量化为心理感知指标[２３]ꎬ以景感指数评价生态环境质量ꎬ对绿视率、舒适度、景观

满意度等抽象指标进行了定性或量化[３]ꎻ王凯等基于景感生态学原理量化了人对风的感知[２４]ꎬ对人体舒适度

和满意度进行了科学分析ꎮ 由于人类感官信息是对外界环境质量最直接的反映[２５]ꎬ将人类的物理感知与心

理认知分析融入到生态产品价值核算及实践中ꎬ才能助力生态产品价值提高和实现ꎮ
１.３　 生态产品蕴含着丰富的景感元素

１.３.１　 生态产品对接人的需求

自然对人类的贡献或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往往被忽视ꎬ被称之为“用之不觉ꎬ失之难存”ꎬ景感生态学能

显性人对生态系统服务或产品消费的过程和结果ꎮ 生态产品被消费者享用体验有着具体的通道和方法ꎬ不同

产品类型和使用价值通过人的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对接周边环境的感知和心理认知ꎬ独特的自然体验

包含了个体对自然界刺激的感知和与自然界的相互作用[２６]ꎮ 笔者先前研究表明人对生态系统的感受潜力是

无限的ꎬ直接索取生态系统产品供给和支撑服务的需求是初步愿望ꎬ全方位深层次感受生态系统服务巨大潜

力才是本质[３]ꎮ 景感生态学的原理和方法能够有助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可视化、消费指标量化ꎬ通过彰显生

态产品价值ꎬ实现其价值转化ꎮ
由于人们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等物理感知功能是一个完整系统、无法拆分ꎬ且常常相互协同ꎮ

这就要求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过程ꎬ需将生态产品所蕴含的服务功能尽可能完整送达到消费者身边ꎬ即将完

整的生态系统全要素精准服务人体各个感官ꎮ 这意味着在设计和推广生态产品时ꎬ需要充分考虑人的感知和

体验需求ꎬ以满足人体多个感官的需求ꎮ 例如ꎬ胡祖才等认为ꎬ生态产品精深加工ꎬ可以根据生态产品的色、
香、味、形、营养机制等特点[２７]ꎮ
１.３.２　 以物理感官通道被消费

１)生态产品服务于视觉:普遍举例或强调的三种生态产品ꎬ即“清新空气、清澈水质、清洁环境”实质上彰

显了人们对视觉感受和消费意愿的关注ꎮ 环保督察线索、环境信访投诉、自媒体抱怨等大多涉及到脏、乱、差、
散、污、眩等视觉方面的感受ꎮ 近年来ꎬ立体绿化不断受到重视的深层次原因是它能够提升高时空分辨率的绿

视率ꎬ从而增强居民对绿色景观的感知ꎮ
２)生态产品服务于听觉:声景(Ｓｏｕｎｄｓｃａｐｅｓ)是环境中可被感知的声音的集合ꎬ包括生物源的雀鸟鸣叫、

地理环境源的风吹水流ꎬ以及人为源的各种城市噪音[２８]ꎮ 安静的居住环境是人民群众最美好的生态产品ꎬ但
噪声投诉量居高不下ꎬ噪音使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受损[２９]ꎮ 街道两旁、厂区及居住区周边的绿化带可以起到隔

音的效果ꎬ是景感营造生态功能的重要渠道ꎮ 尤其是ꎬ置身于自然环境中的鸟叫声、水流声等自然之声ꎬ不仅

满足人们对大自然的美好追求ꎬ也能治疗多种精神疾病ꎮ
３)生态产品服务于嗅觉:置身花海ꎬ近距离享用景观生态产品时ꎬ其散发的味道对人类大脑的刺激对人

体感官体验产生重要影响ꎬ植物、花卉、苗木等自然元素的特殊气味是生态产品服务嗅觉感知的重要元素ꎮ 当

然ꎬ也需关注工厂排放异味气体、饮用水有异味等负面问题造成生态产品质量的下降ꎮ
４)生态产品服务于味觉:物质类生态产品ꎬ满足口腹之欲是最基本的ꎬ同时美好的味觉不仅让人类感到

精神放松ꎬ甚至可能激发创作灵感ꎮ 我国倡导大食物观ꎬ正是对生态产品和景感生态的重要扩展ꎮ 当然ꎬ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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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生态产品也不乏文化价值ꎮ 如特色食物、土特产等ꎬ其口感和文化背景都为人们带来独特的体验ꎬ增强生态

产品的文化魅力ꎮ
５)生态服务于触觉:自然环境的温度、湿度、风向、风速等均作用于人类的触觉感受器ꎬ人类对干、湿、冷、

热的体验同样影响着心理感知和情绪体验ꎬ如凉爽使人放松ꎬ酷暑让人不适ꎬ继而影响对生态产品的自然感受

与服务感受ꎮ
１.３.３　 以心理认知通道被享用

人们对生态产品的心理认知包括人们从生态环境中获得的审美体验、情绪缓解、灵感等方面ꎮ 一方面ꎬ生
态产品的文化服务通过视觉、嗅觉、触觉、听觉等直接方式获取信息ꎬ另一方面ꎬ结合人们自身的知识、社会、经
济背景ꎬ通过信息加工ꎬ差异性地实现对文化服务的认知[３０]ꎮ 生态系统是一种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系统ꎬ
因此其提供的服务也是复合型产品ꎬ包括不同感官组合、物质与精神的组合ꎮ 优美景观所带来的美学感受越

为强烈ꎬ相应的其生态产品的文化价值也越高ꎮ 正如一些学者提出的生态产品具有多重属性ꎬ或者说多重

伴生[３１]ꎮ
综上所述ꎬ本文通过绘制“生态服务—生态产品—人类感知”示意图(图 １)来阐明景感生态学在生态产

品价值转化中的关键理念和框架ꎮ 整体分为三个层:(１)生态系统层:以空间、土地资源为支撑ꎬ最外围的生

态系统对内对外发挥着丰富多样的生态系统服务ꎬ对地球系统做出巨大贡献ꎻ(２)生态产品层:那些对人类直

接或间接产生效用的物质或服务进入生态产品圈层ꎬ是从人的视角审视和权衡自然对人类贡献的过程ꎬ可以

经人对生态产品的供需反馈对数量和质量进行微调ꎻ(３)感知和消费层:这一层是生态服务、生态产品消费

端ꎬ从人类的共性特征看是外界物质和服务进入人体五种基本感官视、听、嗅、味、触ꎬ满足人类对食物、呼吸、
安全、生存和休憩等多方面的基本需要ꎮ 同时ꎬ也能满足人类精神、文化、宗教等的认知需要ꎬ彰显人们对美好

生活的追求ꎮ

图 １　 从生态服务￣生态产品￣人类感知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ｈｕｍａｎ ｓｅｎｓｅｓ

２　 人本视角分析生态产品供需特征

２.１　 人对生态服务需求的层次性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告诉我们ꎬ人们的需求分不同层次ꎬ从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到自

我实现需求的 ５ 个层次ꎬ也是实现一个从物质需求到社会、精神、文化需求的升华ꎮ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加快

推进ꎬ与人相伴的森林、绿地、草原、植物、动物、水等自然生态资源日益稀缺ꎬ为人提供生态产品的能力会发生

变化[８]ꎮ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ꎬ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越来越多地建立在优美生态环境基础之

上[３２]ꎮ Ｈａｎ[３３]等研究也认为马斯洛的需求层次与基于景观生态的感知水平是一致的ꎬ人们对生态产品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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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也有个不断深化和升华的过程ꎮ 近年来ꎬ人们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ꎬ对生态环境质量的需要也不断提升ꎮ
Ｚｈａｎｇ[３４]等也证实了ꎬ人类对住区环境质量有一个层次性逐步提升的过程ꎮ 表 １ 将人类不同需求层次与相应

生态产品类型及其景感载体进行了初步归类ꎮ
对生态产品的差异化需要带来多种生态产品的创新ꎮ 不同产品类型被人消费和使用的模式也不相同ꎬ产

品对路才能适销ꎬ实现生态产品供需精准对接ꎮ 当然ꎬ个性化追求也要首先满足大多数人的生态产品需要ꎬ例
如要从时间尺度上ꎬ保障长期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ꎬ在空间尺度上要保持与周边大环境的安全性、协调性和

完整性ꎮ

表 １　 生态产品不同需求层次的景感载体

Ｔａｂｌｅ １　 Ｌａｎｄｓｅｎｓｅｓ ｃａｒｒｉｅｒ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ｅｍａｎｄ ｌｅｖｅｌｓ ｆｏ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需求层次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ｏｆ ｎｅｅｄｓ

生态产品供给与相应景感载体
Ｓｕｐｐｌｙ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Ｌａｎｄｓｅｎｓｅｓ ｃａｒｒｉｅｒｓ

生理需要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ｎｅｅｄｓ 供给功能为主的农林牧渔物质产品、日常基本生存环境要素

安全需要 Ｓａｆｅｔｙ ｎｅｅｄｓ 满足区域生态安全基本功能、防风固沙林、特用林、四旁林

社交需要 Ｌｏｖ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ｅｄｓ 满足群体利益的开发空间ꎬ如城市公园、旅游区、森林康养、负氧离子

尊重需要 Ｅｓｔｅｅｍ ｎｅｅｄｓ 提供特定场景的景感空间ꎬ如主题公园、风水林、安静住区、个性化生态空间等

自我实现需要 Ｓｅｌｆ￣ａｃｔ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ｎｅｅｄｓ 满足极少数特定人群挑战自我的空间ꎬ如前往难度较大、人迹罕至的景区

２.２　 生态产品的需求与消费特点

２.２.１　 生态产品适合原位进行消费

生态产品消费形式不同于工业品消费形式ꎬ这取决于生态产品的特性ꎮ 大多数生态产品依赖特定的场

景、地理环境、环境要素ꎮ 由于远距离输送成本较高且容易丧失生态产品质量ꎬ只有原位直接享受生态产品才

能全要素、全方位、低成本、原生态地享受最初级的生态产品服务ꎬ尤其是这些生态产品的美学服务价值ꎮ 例

如ꎬ森林游憩中ꎬ森林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森林医疗、疗养、康复、保健、养生、休闲、游憩和度假等消除疲劳、愉
悦身心、有益健康的功能ꎮ
２.２.２　 生态产品价值依赖产品属性

依据生产消费特点与基本属性特征ꎬ生态产品可分为公共性、经营性、准公共性生态产品[３５]ꎮ 前者主要

指生态系统通过生物生产过程为人类提供的自然产品ꎬ涵盖人居环境产品和维系生态安全的产品ꎻ后者是由

生物生产与人类生产共同作用ꎬ依托自然资源为人类提供物质原料产品和精神文化服务[３６]ꎮ 因此ꎬ生态产品

作为由自然生态系统提供的物质和服务ꎬ其价值的实现过程与环境质量密切相关ꎮ 生态产品对环境质量表现

出明显的敏感性ꎬ其数量和质量受到环境质量的直接影响ꎮ 水体污染、空气污染等因素可能导致生态系统的

破坏和失衡ꎬ从而影响生态产品的供应和质量ꎮ 另一方面ꎬ生态产品对人类福祉有着直接影响ꎬ例如清新空气

和干净水源对人类的生活品质和健康至关重要ꎮ
目前的典型案例中ꎬ具有公共产品属性的生态产品ꎬ如天蓝地净水清ꎬ具有广泛的受益对象和共享性质ꎬ

不论是否直接使用这些生态产品ꎬ人们都会从其保护和提供中受益ꎻ具有准公共产品属性的生态产品ꎬ如森林

公园和湿地公园ꎬ这类生态产品具有相对有限的受益对象ꎬ但在保护自然环境、提供生态服务和文化价值方面

发挥着重要作用ꎬ对当地文化传承和旅游有积极作用ꎻ具有私人产品属性的生态产品ꎬ如山耕、山居、狩猎、天
然矿泉水等ꎬ它们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有限个体的享受和需求满足方面ꎬ对个人的生活品质、休闲娱乐和健康方

面的积极影响ꎮ 一般来说ꎬ生态产品耦合了人文气息将有助于提高生态溢价水平ꎮ 根据景感生态学原理ꎬ人
们对相似性、习以为常的生态产品也会有审美疲劳ꎬ体现在景感指数的惊喜感等指标的优异ꎮ 因此ꎬ要不断调

整生态产品的多样性ꎬ满足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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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景感生态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思路

３.１　 从景感视角调查生态产品

　 　 清晰界定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主体ꎬ划清所有权和使用权边界是生态产品转化的前提[３２]ꎮ 开展生态产品

信息调查ꎬ需摸清各类生态产品数量、质量等基本信息ꎬ形成生态产品目录清单ꎮ 例如权利属性、类别、质量、
面积、数量、位置等明晰ꎬ以保障产权所有者的权益不受侵害ꎮ 森林生态系统的林班、小班、小地名、森林类别、
树种、起源、造林年度等森林资源信息ꎬ以及生物多样性、负氧离子、景观结构与变化等信息已被列入生态产品

信息调查的范畴ꎮ 表 ２ 是基于景感生态学视角开展生态产品基础信息调查的主要字段示例ꎬ这里强调将每种

生态产品名称、服务类型、服务对象、服务感官、时间地点、景感元素、知觉以及文化价值等从消费者角度为切

入点进行举例ꎮ 这种详细清单能够让生态产品消费者做到明明白白消费ꎬ也为生态产品经营开发者提供有效

指引ꎬ促进生态产品供需精准对接[２７]ꎮ

表 ２　 基于景感生态学视角的生态产品基础信息调查表的设计示例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ｏｆ ｂａｓ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ｆｏｒ ｅｃｏ￣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Ｌａｎｄｓｅｎｓｅｓ ｅｃｏｌｏｇｙ

一级目录
Ｃｌａｓｓ Ⅰ ｃａｔａｌｏｇ

二级目录
Ｃｌａｓｓ Ⅱ ｃａｔａｌｏｇ

主要服务对象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ｕｓｅｒｓ

服务感官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ｅｎｓｏｒｙ

最佳消费时间地点
Ｂｅｓｔ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景感指数
Ｌａｎｄｓｅｎｓｅ ｉｎｄｉｃｅｓ

生态物质产品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农业产品

各种距离人群
老少皆宜

物理感知:味觉、嗅觉
心理认知:安全感、满
意度

原产地标识＋四季 回味度、惊喜感、重叠度

森林产品
中短距离人群
中高端消费者

物理感知:触觉、嗅觉、
味觉
心理认知:满意度、幸
福感

产地附件＋当季 组合度、互动度、易感度

生态调节服务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水源涵养

流域下游居民
生态旅游者

物理五感
心理认知:安全感、幸
福感

供给地原位＋四季 互动度、惊喜感、获得感

空气净化
毗连区居民
生态旅游者

物理五感
心理认知的幸福感

供给地原位＋四季
组合度、 互动度、 易感度、 舒
适度

生态文化服务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休闲游憩

普通公众
生态理疗者

物理五感
知觉综合

供给地原位＋旺季
互动度、回味度、惊喜感、距离
感、重叠度

美学欣赏
特定人群
自然教育

生态认知与体验
心理认知:美学、文学

供给地原位＋四季
互动度、回味度、惊喜感、距离
感、重叠度

生态产品资源调查过程ꎬ要注重其对人的感官需求ꎬ为保障生态产品质量ꎬ必须全方面调查相关的景感元

素ꎬ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位置、方位、排列和组合等形式ꎬ如邻里关系、耦合关系等[３]ꎮ 这里以我国传统山水画

所描绘的一种场景“小桥流水人家”生态产品为例进行图示(图 ２)ꎮ
未来应逐步完善“以人为本”的关键感知技术ꎬ包括光、热、水、大气、土壤、磁场、放射性和地形地貌ꎬ并采

用先进的信息化手段ꎬ实现对自然资源调查、生态产品调查、环境质量监测中有感官功能的数据成果进行集

成、处理、表达和统一管理[３]ꎮ
３.２　 用景感营造设计生态产品

产品设计是将特定目标和需求转化为具体物理形式或工具的过程ꎮ 在设计过程中ꎬ通过多种元素ꎬ如线

条、符号、数字、色彩的组合将产品的形状以平面或立体的形式展现ꎮ 景感营造(Ｌａｎｄｓｅｎｓ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是景感生

态学的核心[３７]ꎬ其实现方法主要是根据愿景呈现的需要ꎬ通过新建或改造载体ꎬ将愿景融入其中使其成为景

感[１１]ꎮ 生态产品的景感营造要注意打通景感通道ꎬ确保公众充分感知和理解所享受的生态系统服务ꎮ 区别

于传统的五感设计(视、听、嗅、味、触)ꎬ景感生态学强调既要对人的物理感知、心理认知等过程的各要素分别

进行分析ꎬ又要将其视为一个整体来分析其相互影响和作用ꎬ同时需要融入更充分的源自人的感知数据ꎬ对自

然要素、本底生态环境基础都要有较为充分的理解和把握[３８]ꎮ

６６６７ 　 生　 态　 学　 报　 　 　 ４３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图 ２　 采用景感生态学方法描述生态产品说明书示例

Ｆｉｇ.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ｏｆ ｕｓｉｎｇ Ｌａｎｄｓｅｎｓｅｓ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ｏ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

生态产品设计要深入分析生态资源的价值ꎬ深层次挖掘景感元素ꎬ提高差异化ꎬ满足不同人的需求ꎬ对不

同年龄需求、不同时间段提供服务ꎮ 袁心平等[３９]以景感生态学为指导ꎬ整体把握伍家台村的文化内容ꎬ以自

然茶叶景观等空间为载体ꎬ将贡茶文化、民族文化、产业文化等愿景融入其中ꎬ突出场地特征和文化特征ꎬ增强

伍家台村的特色ꎬ改善了伍家台村茶产业中体验活动匮乏、体验感缺失的现状ꎬ对伍家台村的茶文化体验空间

进行了提升和优化ꎮ 在城市尺度上ꎬ景感营造需要科学均衡规划建设生态空间ꎬ在合理增加城市绿量的基础

上全面优化生态空间品质ꎬ建设普惠型森林城市群ꎬ以满足全民生态福利体系ꎮ 聚焦潜在具有服务价值的生

态空间ꎬ建设面向公众开放的多级多类生态休闲场所ꎬ构建游憩、运动、社交等多元化生态服务体系ꎮ
土地是生态产品的最广阔载体ꎬ大部分生态产品依托土地这一重要资源而存在ꎮ 通过科学合理的景感营

造能够提高生态产品的产量和品质ꎬ既有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案例中ꎬ大多数通过清除散乱污环境问题ꎬ为其周

边的人群提供美学体验、精神愉悦功能ꎬ从而提高土地、房产价值ꎮ 建议生态修复工程中按照景感生态学原理

明确生态溢价的增长点、理清生态产品消费者在物理感知、心理感知方面的增量ꎮ 采用景感生态营造园区或

住区ꎬ首先需要实现游客和周边居民能在视觉、嗅觉、听觉、味觉、光觉、触觉等物理感知层面有效提升ꎬ对边

界、区域、路径、节点、标志等心理认知也需明确增强ꎮ
在我国ꎬ中产阶级对生态产品具有更大的消费潜力[２７]ꎮ 目前ꎬ我国生态产品的主要消费者集中在城镇ꎬ

即城市人口是生态产品的主要消费群体ꎮ 这是因为城镇空间内生态产品分布和配置相对较少ꎬ急需填补城镇

空间的居民生态产品消费缺口ꎮ 通过见缝插绿、立体绿化等措施ꎬ在人流密集区增加生态产品供应ꎮ 同时应

用先进信息技术提高可达性、可感知性ꎬ宣传生态产品潜在价值ꎮ 如利用手机信令大数据表征的人口测度城

市工作人口对休闲游憩、娱乐康体等的需求ꎬ从而有针对性的面向这一类特殊人群提供专门的生态产品服务ꎬ
建设城市口袋公园、专题公园ꎬ通过空间数据挖掘技术开展增绿区位和工程[４０]ꎮ
３.３　 用景感功能推介生态产品

景感功能是生态系统服务于人的效应ꎬ如利用生态系统功能缓解压力ꎬ治愈疾病ꎬ提高舒适性、可持续性

等[４]ꎻ如何让生态产品走进千家万户ꎬ普遍被人民群众所接受并扩大生态产品消费ꎬ需要一个推进过程ꎮ 产

品的价值是由用户来衡量的ꎬ生态产品的消费和转换最终要看消费者的需求ꎮ 让使用者付费ꎬ首先要使其理

解产品的内涵ꎮ 景感生态学以人为本ꎬ从人自身所拥有的感官角度、切身体会出发描述和解释生态产品的功

能和效用ꎬ能够加大生态产品推介力度ꎬ提升生态产品的社会关注度ꎮ 在推销生态产品过程中ꎬ要紧扣消费者

的物理感知和心理感应ꎬ应该尽量满足人民差异化的美好生活愿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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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产品产业化经营需要明晰其产品属性ꎮ 基于景感生态学分析ꎬ本研究建议制作生态产品说明书应该

包括如下四个方面:(１)保持生态产品真实性:生态产品服务于千家万户ꎬ关系到广大消费者的切身利益ꎮ 在

生态产品基本描述过程中决不允许夸大其词ꎬ甚至以假冒伪劣产品来谋取自身的经济利益ꎻ(２)注重生态产

品的科学性:任何产品都是科学与生产实践的产物ꎬ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代的科技水平ꎬ诸多国内外研究已

经证明自然生态系统服务对人的生理、生命健康乃至寿命都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２６]ꎻ(３)明确生态产品的条

理性:因文化、地理、生活、环境等的不同ꎬ人们对产品说明书的内容还存在着认识和理解上的差异ꎬ所以ꎬ产品

说明书在陈述产品的各种要素时ꎬ要有一个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顺序ꎻ(４)保持生态产品的通俗性:很多消

费者不具备专业知识ꎬ有必要用生态科学术语阐明生态产品功能ꎬ例如净化水质、固碳释氧、调节气候等ꎻ(５)
关注生态产品的实用性:强调产品的实用性ꎬ目的在于突出生态产品质量考核的重要指标ꎬ利于突出优质产品

优势ꎬ利于消费者选择生态产品ꎮ
３.４　 促多元感知监测生态产品数量和质量

«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提出建立生态产品动态监测制度ꎬ及时跟踪掌握生态产

品数量分布、质量等级、功能特点、权益归属、保护和开发利用情况等信息ꎮ 生态系统是一个统一的整体ꎬ组成

这个整体的不同生态产品并不是严格分离ꎬ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紧密联系的ꎮ 因此ꎬ生态产品价值转换

中需要尽可能地将其带给人的“视、听、味、嗅、触”综合感受以及心理感受等信息整体转换ꎬ以便保持生态产

品的完整性ꎮ 首先需要不断监测生态产品完整性ꎬ尤其是生态系统各个组分是否完整ꎬ例如前面论述的“小
桥流水人家”这类生态产品ꎬ要监测和评价其相邻关系是否完整ꎬ其声音组合与气味组合是否分离等ꎮ

近年来的感知智能研究中ꎬ最热门的领域就是模拟人类的五种感觉能力ꎬ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ꎮ
如果常说“用之不觉ꎬ失之难存”ꎬ通过实时监测ꎬ要让人“用之有感ꎬ失之痛心”ꎮ 此外ꎬ按照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制度的要求ꎬ生态产品受到损害同样也需要监测ꎬ并按照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方法开展ꎮ

４　 结论与展望

４.１　 景感生态学有助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路径ꎬ相关研究均处于起步阶段ꎬ开拓创新有助于充

分发挥我国生态产品价值的特殊性ꎮ 通过分析研究表明ꎬ景感生态学理论和方法ꎬ从以人为本角度出发能够

更好明确生态产品价值属性、丰富生态产品调查内涵、量化分析生态产品价值、促进生态产品消费等ꎮ 重要的

是ꎬ能让人民群众从生态科学角度理解自然对人类的贡献ꎬ也能够体现不同人群对生态产品的多样化需要ꎬ更
能引领保护修复生态环境、注重发展民族文化内涵ꎮ
４.２　 景感生态学有助于生态产业持续发展

我国实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战略意图是将生态产品转化为经济产品融入市场经济体系ꎬ充分调动起社

会各方资本参与投资生态环境保护修复ꎮ 景感生态学方法能够从人民群众自身关切出发ꎬ明确提出对生态产

品的需求特点ꎬ对生态产品缺口的问题症结ꎮ 生态系统被服务对象的“视、听、味、嗅、触”等潜在需求如果能

激发出来并拉动供给ꎬ就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ꎬ形成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２７]ꎮ
４.３　 景感生态学有效指导疫情后健康恢复

众所周知ꎬ新冠病人需要一个长时间的恢复期ꎬ人们需要更多的生态产品来恢复受到影响的视听味嗅触

觉和心理上的创伤[４１]ꎮ 几年来的居家隔离引发的心理健康问题让人们意识到ꎬ室内环境永远无法和基于自

然的解决方案相媲美ꎬ应该说景感生态学理念将有助于人体健康治愈全过程ꎮ 未来研究方向应定位在:如何

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如何通过细化生态产品的最终服务对象、
服务形式ꎬ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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