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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经过医学生物技术飞速发展，当今社会将进入新公共卫生发展阶段，公众越来越关注环境卫生安全，这

是风景园林面临的一大机遇和挑战。由于园林可以在公共卫生环境和防疫安全上发挥重要作用，所以公

共社会对于风景园林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风景园林当今成为公众健康的热点议题，通过分析园林

绿地功能演化，对新公共卫生时代风景园林发展进行讨论。新公共卫生时代的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应实

现绿色、生态、安全、健康、多元化，塑造有利于公共大众身心健康、生态环境优美、功能多样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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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edical biotechnology, today’s society will enter a new stage of pub-
lic health development, and the public is increasingly concerned about environmental health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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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is a big opportunity and challenge facing landscape architecture. Because gardens ca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public health environment and epidemic prevention safety, the public society 
has put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Landscape ar-
chitecture has become a hot topic of public health. Through analyzing the evolution of landscape 
green space function, the development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in the new public health era is dis-
cussed. The planning and design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in the new public health era should real-
ize green, ecological, safe, healthy and diversified, and create spaces that are conducive to the phys-
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the public, beautifu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diverse fun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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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型冠状病毒的出现对社会秩序稳定和公众生活健康有着显著影响，它深刻影响了世界卫生管理体

系，从此全球进入新公共卫生发展阶段。2020 年 4 月国家卫健委提出解除社区封闭式管理，但在疫情防

控常态化背景下公共空间的开放仍然存在不确定性．城市化建设中公共空间处于开放、封闭与半开放转

变中，园林绿地的形式弱化、功能低效与供求对接不精准等难题凸显，本质上也反映出园林公共空间韧

性不足[1]。从风景园林的视角来看，究其本质，是人类发展的规模超过了自然资源环境的承载力，造成

了生态环境的破坏，其核心是自然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这次公共卫生事件的出现，虽然给我们风景园林专业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也引起了学术界

对公共卫生安全的关注与讨论：首先，公共卫生成为人们关注的重要热点问题，而风景园林正是公共卫

生隔离的重要措施之一；其次，政府也会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公共健康方面，进而对风景园林等公共空

间的发展提出更多的要求；除此之外，公众对卫生安全活动场地需求的提高，风景园林绿地在建设、设

计、规划等方面会得到更多的群众支持。 
经过多年的学者理论研究的发展，新公共卫生时代的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已具备了一定的理论积累，

然而这些研究对于环境和公共政策缺乏针对性和有效性[2]。因此，本次研究探讨风景园林在新公共卫生

时代的发展热点和行动方向，不仅仅涉及风景园林规划的意义，还从园林绿地功能方面入手，着重思考

后疫情时代对风景园林专业带来影响与机遇，并为风景园林专业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2. 风景园林成为公众健康和公共卫生的热点议题 

风景园林对于人民群众的健康息息相关密不可分，从研究的层次分为两个方面，首先是宏观层面来

说风景园林对于公众的卫生安全健康起到积极的作用，其次从微观上来讨论是风景园林对于整个公众卫

生管理、生态、保障体系的影响，面对未来可能出现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风景园林需要未雨绸缪，更

加谨慎地思考如何在满足整体防控要求和提供园林服务之间取得平衡[3]。 

2.1. 公共卫生事件中风景园林对公众健康和公共卫生的重要作用 

疫情防控带给人们的不仅是生理上的影响，更多的是心理上的影响，卫生隔离给人心理上的沉重负

担增加人民的焦虑情绪，而风景园林可以从社会心理学等方面入手，针对人民群众的心理问题做出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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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在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公共健康方面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时，园林中的

自然要素可作用于传染源、传播途径及易感者本身，从而对传染性疾病起到抑制作用；园林的绿色环境

可以有效的缓和公众的生理及心理压力[4]。由于疫情管控公共基本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室内室外公

共活动区的感染风险增加，风景园林绿地作为提供基本生活服务的公共场所，园林绿地的空间范围广、

服务空间多样有利于公共卫生防护，户外疫情通过空气传播的效果相对较低。  

2.2. 公共卫生事件引发的风景园林设计思考 

城市生态环境质量不达标对公众健康产生的消极负面影响，例如公众缺乏适当的体育活动，会导致

心脑血管疾病或肥胖等多种基础病，进而引发多种疾病，风景园林是为了创造舒适、安全、健康、生态

的公共卫生活动空间，对大众培养健康的生活习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助于改善居民的健康生活。

园林绿色空间可以滞尘、降噪、隔音、调节微环境温度的作用，作为人与自然联系最为紧密的组成部分，

园林能够消除紧张情绪、调节心理压力，使人获得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愉悦体验[5]；进入 21 世纪，城市化

进展越来越快，快节奏的生活带给人的是多样的生活压力，进而引发多种疾病，而接触园林绿色可以有

效的缓解城市化带来的生活压力和精神压力，改善公众生活健康，进而恢复城市化带来的影响，使精神

疲劳得到充分的改善；城市化的影响不仅在宏观层次上，从微观上来说，城市化带来的不仅是生态环境

的破坏，还有居民之间的交流与互动都被高大的混凝土墙破坏，生活的孤独感、人际关系的疏远、公共

生活与个人生活的脱节，都引起了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下降，通过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创造出的交往场所，

可以促进居民的交流互动，形成社区人际交往的纽带，进而提升社会乃至国家的凝聚力，促进社会的和

谐与稳定。风景园林绿地对人民群众健康的积极作用可以转化为直接的经济收益，提高市政府对公众健

康的投资与支持，作为一种新兴的服务行业带来大量的就业岗位。 

3. 公共卫生事件促进园林绿地功能演化 

风景园林绿地是公众的重要活动空间，因其赋予的弹性性质，是生态功能的重要载体，也是公众生

活的重要空间。新公共卫生时代改变了公共空间内人群心理与行为活动，促使以公园绿地为代表的公共

空间的功能、内涵等呈现出新的变化．在中国城市化发展体现人本主义转向的架构下，园林绿地要在功

能上服务于人的需求[6]。我们应积极研究和探讨园林绿地功能的演化，进而在之后社会预防、疏导、缓

解、释放的过程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3.1. 培养市民生态共生理念 

由于人类破坏了人与自然界的平衡导致了疫情的发生，我们也逐渐意识到了生态环境对于人类生活

的重要性，我们要从三个方面来引导、梳理、改善公众对于生态环境理念的重视，首先是在环境中建设

生态、安全、卫生、绿色的风景园林绿地；其次是营造风景园林绿地过程中加入科普元素，让居民参与

风景园林绿地建设的各个阶段；最后从大环境方面来说，应该推动法律法规对风景园林绿地建设的帮助，

做到有法可依，平衡生态环境与人类生活环境的关系。 

3.1.1. 建设生态、安全、卫生、绿色的风景园林绿地 
营造生态、安全、卫生、绿色的风景园林绿地生态环境，风景园林绿地环境可改善生态环境水平，

引领大众健康生态的思想情结，改善人民群众生活健康，提高人均幸福度，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3.1.2. 营造风景园林绿地过程中加入科普元素 
文化科普是风景园林绿地的主要功能之一。风景园林绿地在设计、维护、管理、建设中应着重表现

园林绿地的宣传科普作用，例如在开放广场中向城市居民宣传城市文化特色以及文化底蕴；通过森林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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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自然保护区向公共大众宣传生态文明自然和谐的生态文明建设理念；通过与文化教育相结合，与中小

学、幼儿园、学前班、初中、高中、大学教育相结合，在户外的风景园林绿地中展开科普宣传的活动，让

生态文明的理念与教育相结合，让下一代从小树立热爱自然尊重自然的理念[7]。 

3.1.3. 推动法律法规对风景园林绿地建设的作用 
公众应积极推动法律法规对风景园林的积极作用，通过立法执法来提高居民的法律道德意识，限制

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设立环境生态红线，打击取缔非法野生动物贸易和破坏环境的行为。 

4. 新公共卫生时代风景园林发展的讨论 

4.1. 开展公共健康活动 

研究数据统计，医疗条件医护条件对个人健康的影响只占到 10%，而经济条件个人行为等客观因素

站到 30%，而社会生态条件、环境等因素却占到 40%，我国学者最早在 2003 年调查发现“Sars”期间北

京各个公园的游客人数较往年同期增长近 2.4 倍[8]。公共健康活动的良好展开不仅有助于社会经济的发

展，拉动经济流动，更重要的是改善居民生理及心理健康。通过将健康活动与公共绿地相结合，使这些

公共健康活动得到高质量的运营，不仅为不同人群提供更有效的健康保护服务，提供更积极的情绪转变，

并保持公园对公共大众的吸引力，进而提升公园核心质量，带动公园城市经济效益，当前我国风景园林

绿地都有非常广阔的前景[9]。 
例如中国北京的城市公园举行的相关公众健康活动，活动类型主要分为 5 大类：体育健身健康锻炼、

慢跑、场地运动、跑步、骑行、徒步，进而增强身体机能，提高身体素质，从内到外改善居民生理及心

理；休闲娱乐活动音乐展、画展、露天影院、宠物活动、读书角，能提高社会群体人际交往，改善居民心

理环境；文化艺术活动，通过宣传传统文化例如春节元宵节端午节，增强民族自信心和民族凝聚力；环

境理念宣传活动，自然文化教育、园艺体育活动、自然探险越野都可以提高公民的生态文明意识，放松

身心压力，转移工作压力；社区交流活动，亲子读书角、社区聚会、志愿者活动、家庭亲子活动等等。除

此之外正常规模的活动更是数不胜数。组织开展这些休闲、文化、教育科普、生态文明的活动已经成为

了改善城市公共健康的重要措施，由此可见风景园林对于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 
这些公共健康活动的运营，不仅改善了居民的幸福健康指数，还大大带动了当地的经济效益，风景

园林绿地活动的运营通常通过网站发布、社交媒体运营、手机 app 引流都可以给公园稳定的人流群体，

同时公园的服务群体关注程度和服务质量又决定了公园的品牌价值，而许多行业的公司正是看中了这些

风景园林绿地的运营价值，它们都愿意将广告投放到公园中来宣传自己的产品，这正是公园品牌展现的

主要动力，实现生态文明和经济效益的双重带动。中国当今风景园林绿地同样具有巨大的公众需求和市

场潜力，我们政府应在立法设置的前提下，做到公平公正的运营这些活动项目。 

4.2. 强化保障机制 

公园活动的正常开展运行和设备设施养护管理升级意味着需要更多的资金支持，但是受到卫生事件

的影响而导致的发展方式转型和资金链流通受阻，导致公园设备设施陈旧，电路老化等问题，主要是政

府投资的绿地最先受到冲击，有效的资金通常都用于政府日常建设投入，而这种情况不仅在我国出现，

上个世纪末期美国英国等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这样都导致了公园发展停滞不前。面对当今环境的

机遇和压力，我们应该思索如何强化风景园林绿地供给保障机制，进而保障风景园林绿地正常的运作。

当今公共健康越来越受重视的背景下，园林绿地的建设将会成为带动社区、城市、乃至国家经济发展的

重要动力。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应是在健康、绿色、生态、多功能的理念下，塑造有利于社区居民身体健

https://doi.org/10.12677/design.2024.96722


陈一帆 等 
 

 

DOI: 10.12677/design.2024.96722 532 设计 
 

康、环境优美、生态优先、功能复合的社区公共空间[10]。 

4.3. 建立相关的公众健康安全体系政策 

公众健康问题需要当前所有部门的重视与探讨，建立与卫生安全相关的公众健康体系，探讨政策对

于公众健康的影响，并做出相对于的改善措施，风景园林绿地是建设公众健康安全体系的重要环节，需

要相关部门做出相对应的政策，承担相应的责任。 

4.4. 建设赋予创造性多元化深层次的环境 

人与环境间密不可分的联系构成了社会生态学健康方法的理论基础。自然环境和资源生态环境与人

类密不可分的联系是当今生态学研究的主要理论研究基础。健康开放的户外空间是城市抵御各种灾害的

重要组成部分，其科学合理布局、多元化深层次设置十分关键[11]。 

5. 总结与反思 

站在今天的视角纵观人类历史，人类从进入农业文明已经经历了无数次的卫生环境的挑战，而疫

情爆发的原因正是因为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遭到破坏，生态环境的平衡被打破。在新公共卫生时

代，风景园林绿地更应该发挥其功能，提供更好的应急服务措施，满足城市发展需求的基础上为周边

服务人群提供休息娱乐场所，同时进行文化科普，深入探索风景园林绿地对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的作

用。 
风景园林生态绿地的营造在当今环境下需强调疫情防控、安全防护的措施，并为其提供应急防护的

公共弹性空间。随着当今风景园林方向研究的深入进行，风景园林绿地除了在设施硬件的提升外，理论

方向的研究也得到了深入的发展，风景园林绿地管理优化的深入进行是增强居民身心健康的重要途径。

未来我们需要利用风景园林绿地去营造更加丰富多彩的健康活动空间，发掘弹性空间潜力，推动居民健

康生活，并研究与之相匹配的管理措施，实现安全防控提高居民健康安全意识，进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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