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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main space of the living environment, the built environment of the city 

has a huge impact on the health and well-being of the residents. The health of the city has 

also become an important evaluation index for the quality of the urban environment. A 

large number of empirical studies have confirmed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public spaces with 

natural environment characteristics on human health, comparing the differences in health 

benefits between natural and artificial environments. And the refine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impact of elements on human health is gradually focused on. 

Due to the diversity of spatial types of restorative environments, there is no research to 

fully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in the restoration efficiency of different types of restorative 

environment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answer the two key questions: 1) What are the 

differences in recovery effectiveness of different types of restorative environments? 2) What 

are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a highly restorative performance environment?

In this study, subjective restorat ion assessment of the real scene pictures was 

performed by the environmental simulation of the picture to explore the typ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restoration spaces with high restoration potential. Based on the theory 

of the restorat ive environment proposed by Kaplan, f i rst of all, through literature 

research,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spatial types and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restorative 

environments guided by design. Taking a typical restorative environment as the target 

spatial type, and thre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that affect the restorative effect (objective 

spatial character ist ics, perceived subjective character ist ics and social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s the target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200 real scene pictures were selected 

out. Then, 50 pictures with good restoration effects were screened out on a basis of the 

perceptual restoration evaluation of the selected pictures. Finally, the evaluation data 

and the selected pictures were analyzed to explore the typ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nvironment with good restoration effects.

The results also provide support for the hypothesis: firstly,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has more significant restoration potential than urban green spaces with obvious artifi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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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恢复性环境健康绩效的相关研究

表明，自然环境和城市建成环境在健康影响

方面存在差异。然而，不同环境空间类型的

恢复性效能差异还未能得到充分研究。通过

实景图片环境模拟，本研究对不同类型的恢

复性环境的效能进行了比较，分析恢复性环

境的空间特征。结果显示，山景、农田、水景

空间的恢复性显著高于其他类型空间，人群

对水景空间的偏好大于绿色空间，空间开敞

度、复杂度与恢复性有显著相关关系。研究

结论揭示了不同的空间类型及其空间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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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ces. Secondly, the restoration effect of different types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nd the restoration of 

mountain, farmland and waterscape spaces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other types of space. Thirdly, not only green space has a good 

recovery effect, but blue space also has good restorative potential. Fourthly,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nvironment also have an 

impact on the restorative effect, and the space with more openness and less complexity has better restorative performance.

The results are consistent with related research. Compared with other types of space, mountain view, farmland, and water view space 

can generate the perception of being away from the stress of urban life, and often have the desire to attract people to visual exploration 

or participation in physical activities. In addition to green spaces, blue spaces also show significant preferences and potential restorative 

efficacy in this assessment, and the health benefits of such spaces should be valued. 

This study evaluates the subjective restoration effect of real scene pictures to evaluate the perceived restoration effects of different 

types of restorative environments, and found the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restorative environments.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can be used as 

the basis for healthy landscape design, and can also be used to construct a restorative environmental picture database, which can be used as 

an environmental stimulus in the field of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As a research tool, restorative environmental simulation based on visual 

stimulation can also provide targeted and applicable healing environments for special populations.

Keyword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Restorative Environment; Mental Health; Spatial Typ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Photo Therapy

0　引言

随着城市化和城市人口的增加，快速

的生活节奏和残酷的社会竞争导致 人的

生活压力日益增大，引发了抑郁、焦虑等

精神健 康问题，增 加了罹 患 精神 疾 病的

风险 [1-2]。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抑郁症发病

率高达5%～6% [ 3]，且呈逐年上升趋势。

1983年卡普兰（Kaplan）提出“恢复性环

境”（restorative environments）的概念，将其

定义为“能使人们更好地从心理疲劳以及

和压力相伴随的消极情绪中恢复过来的环

境”[4]。这类环境能帮助人们减轻压力以及

与之相伴的各种不良情绪，减少心理疲劳，

促进心理健康和生理健康。关于恢复性环

境对健康影响的研究正在迅速发展，并且

试图探索医学手段以外的新途径，以解决

公众健康问题。

在健康景观领域，大量实证研究表明

恢复性环境能改善精神健康。以抑郁情绪

和抑郁症为例，长期暴露于绿色空间对抑

郁情绪有积极影响[5]，城市公园能够改善人

们的抑郁情绪 [6]。长期接触静谧绿色空间

可以降低抑郁症的患病率[7]。青少年每天接

触的绿色浓度与日常情绪存在显著关联[8]。

马克·泰勒（Mark S. Taylor）等人研究了伦

敦自治区街道树木密度与抗抑郁药物处方

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每公里街道增加

1单位树木将减少1.18个处方[9]。由此可见，

具有自然环境特征的公共空间与抑郁情绪

和抑郁症有显著关系，通过环境介入改善

心理健康有广阔的研究前景。

多数研究将自然环境与城市建成环境

的恢复性进行比较，发现了二者之间的明

显差异。由于恢复性环境空间类型的多样

性，还未有研究充分对比不同类型恢复性

环境恢复效能的差异。本研究以恢复性环

境的健康效益为出发点，提出两个关键问

题：一、不同类型恢复性环境的恢复效能

差异性如何？二、高恢复性效能的环境具有

怎样的空间特征？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探究

恢复性效能的空间类型和空间特征，为健

康景观的设计实践提供理论支持。

1　研究方法

本文通过实景照片环境模拟进行恢复

性环境效能评价。有研究表明，相比真实环

境的效果，照片作为环境刺激材料具有同

等有效性[10]。本研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

段为通过文献调研，以设计为导向梳理恢

复性环境空间的类型和空间特征，作为遴选

图片的依据；第二阶段为对遴选图片进行

恢复性效能评价，筛选出有良好恢复性效

果的图片，建构图片库；第三个阶段为利用

统计分析对评价数据与图片筛选结果进行

分析，探究具有恢复效果的环境类型及其

特征（图1）。

1.1　图片筛选依据的确定

本研究在百度学术、Web of Science、

Elsevier Science Direct、Google学术等数据库

中，以恢复性环境（restorative environments）、

自然（natu re）、要素（components）、特

征（feature/ characteristic）等作为检索词，梳

理出下列文献，对其涉及的空间类型和空间

特征进行总结（表1）。

1.1.1　恢复性环境的空间类型

大量研究为自然环境恢复心智的能力提

供了证据支持。这些环境包括远离城市的森

林、湖泊、海滨、山脉[11]、农田[12]等自然场所，

图1　技术路线
Fig.1 technical ro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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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间有动物[13]、花卉[14]、树叶[15]等具有较好

恢复性能力的要素。相比自然环境，城市的日

常环境对社会和个人生活的影响最大，多数

文献表明城市自然环境对公共健康也具有积

极影响。花园、庭院[16]、城市公园[17]、居住区

绿地[18-20]均有良好的恢复性能力。此外，在

高密度城市中设计精良的小型绿地如口袋公

园，也可以产生很好的恢复效果。

除了绿色空间，水体的恢复性效益也值

得关注。人类对绿色植物和水的偏好符合

其进化规律[21]。乌尔里希（Ulrich）认为水体

的存在是环境具有高恢复潜力的指标[22]。卡

曼诺夫（Karmanov）和哈默尔（Hamel）研究

发现，城市中的水体可能对环境的恢复性有

较强影响[23]。林颖萱和張俊彥等在我国台

湾省的调研中也提到，水体的恢复性潜力要

高于绿色山体，因为水流声音也具有恢复效

果[24]。加斯康（Gascon）等人的综述研究进

一步证实，更多地暴露于蓝色空间与心理健

康、幸福感以及体力活动水平存在正相关关

系[25]。

与自然 环 境 相比，城 市 建 成 环 境 的

恢 复性 效 果 虽较 为有限，但不 容忽视，

设 计 精良的城市环境也可以带来减 压愉

悦的体 验 [ 2 5 ]。纳萨尔（Nasa r）和特尔扎

诺（Terzano）发现城市的夜景天际线有较

高的恢复性价值 [26]；徐磊青和陈筝等人的

研究表明迷人的街道可以恢复步行者的压

力[27]。此外，博物馆等历史文化或休闲场所

也具有恢复性效益[28-29]。

从研究对象来看，自然环境、水景、农

村郊野环境、城市人工自然环境、良好的建

筑环境以及历史文化和娱乐场所都可以成

为恢复性环境。因此，本研究第一阶段遴选

的照片来自上述环境类型。

1.1.2　恢复性环境的空间特征

环境的恢复性不仅取决于空间类型，还

与空间特征有关。诺德（Nordh）等人[30]对公

园的多种构成要素进行了恢复性效果预测，

结果表明恢复性效果的首要环境特征是草

地覆盖的面积、视野内的乔木和灌木的数量

以及可感知到的公园规模。格拉恩（Grahn）

和斯蒂格斯多特（Stigsdotter）基于大量问卷

调查对不同环境要素进行偏好评价，从感

知角度识别出空间特征，其中偏好程度最

高的是宁静环境，其次是宽敞的空间、自然

 空间类型 时间 作者 空间 健康效益

自然环境

1990
海尔瓦根（Judith H 
Heerwagen）

遥远的山脉；日落；丛生
的树木和开阔的草地；神
秘的路径

2001 劳曼（Karin Laumann）
有湖泊和小溪的森林；海
岸线；草地；牛和鸟；山、
雪和冰

2003 劳曼 放养奶牛的水边/海岸环境

水景

1980/1988
怀特（Whyte William 
Hollingsworth）

水体
水声可以掩盖街道噪音且令人
愉悦

1993 乌尔里希（Roger S Ulrich） 水体
水的存在是环境具有高恢复
性潜力的指标

2014 林颖萱、彭淑芳、张俊彥 水体
水体的恢复性潜力高于绿色山
体

2016

诺斯福德（Daniel 
Nutsford）、皮尔逊（Amber 
L Pearson）
金汉姆（Simon Kingham）, 
赖茨玛（Femke Reitsma）

蓝色空间
城市较低的心理困扰与住宅
暴露于可见的蓝色空间相关

2017
西恩·德·贝尔（Siân de 
Bell）等人

蓝色空间
蓝色空间对身体与心理有益
处

农村
1979 乌尔里希 耕地

1998 莱瑟（Phil Leather） 农村元素 自然元素可以缓解工作压力

花卉 2005
奥托森（Johan Ottosson）、
格拉恩（Patrik Grahn）

花园：包含果树和种类丰
富的花卉

相比于在最喜欢的房间里休
息，老人在花园里休息后注意
力更强

城市
人工
自然

1997 格拉恩
自然环境良好的校园操
场

病假日减少，注意力集中问题
减少，运动功能得到改善

2009 谭少华、李进 城市公园
具有缓解精神压力、促进身心
健康的功能

2015 谭少华、洪颖 居住区绿地

绿化情况直接影响居民的出
行意愿和活动量，绿地使用频
率越高，居民各项生命质量的
指标越高

人工
建筑
环境

1998

郭（Frances E. Kuo）、沙利
文（William C. Sullivan）、科
利（Rebekah Levine Coley） 
等人 

邻里公共空间
绿化程度越高，社会关系越紧
密，安全感和适应性越高

2001 郭、沙利文 邻里公共空间
与没有绿化的地区相比，激进
行为和犯罪（暴力犯罪、财产
犯罪）更少

2001 郭 邻里公共空间 降低精神疲劳 

2008
德米特里·卡曼诺夫（Dmitry 
Karmanov）、罗纳德·哈默
尔（Ronald Hamel）

设计良好、富有吸引力的
城市环境

精心设计和有吸引力的城市
环境具有减轻压力和增强情
绪的能力

2010 纳萨尔（Jack L.Nasar） 夜景天际线
夜景天际线可以提供与自然
场景相似的愉悦体验

2017 徐磊青、孟若希、陈筝 迷人的街道
迷人的街道可以增加视觉探
索的乐趣与身体参与的可能
性

历史
文化
场所

1993

卡普兰（Stephen 
Kaplan）、 巴德威尔（Lisa 
V. Bardwell）、 史莱
克（Deborah B. Slakter）

博物馆

2006

伊达尔戈（M. Carmen 
Hidalgo）、 贝托（Rita 
Berto）、加林多（María Paz 
Galindo）、格雷特维（Anna 
Getrevi）

历史/文化和娱乐场所

表1　实证研究中恢复性环境的空间类型   
Tab.1 the spatial type of restorative environment in empirical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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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丰富的物种、围合感、文化与视野开阔，

最后是社会交往[31]。在绿视率特征方面，姜

斌等人发现，压力恢复效果与绿视率呈倒

U型关系，恢复效果最佳的是中等绿视率 

24%~34%[32]。

由此可见，能对恢复性环境产生影响

的空间特征有多重维度，既包括主观感知

的空间特征，如开敞度、宁静度、视野开阔

度、可感知的公园规模等；又包括空间的客

观特征，如物种丰富度、草地覆盖面积、乔

木灌木数量、绿视率、自然程度等；同时，

还包括空间的社会文化特征，如文化性与

社交性等。

1.2　图片恢复性效果评估

1.2.1　图片选择方法与处理

依据恢复性环境的空间类型和空间特

征，从上千张照片中选择200张高分辨率

图片，并将其统一裁剪为297 mm×210 mm

大小。

1.2.2　评估对象与评价程序

邀请30位风景园林学、建筑学硕士研

究生通过量表进行图片恢复性评估。评估

分两轮，两轮评估内容包括评估方法简要

说明与受测者基本资料。

第一轮为基本筛选：以幻灯片形式随

机播放200张图片，每张幻灯片间隔7 s，30

位参与者依次打分。根据恢复性环境的概

念，依据图片是否能“使自己感受到疲劳缓

解、压力释放等”判定，“能”记为1分，“不

能”记为0分。评估结束后计算每张图片的

总分，将分数由高到低排序，选择得分排序

前100的图片进入第二轮评估。

第二轮为精细筛选：采用知觉恢复量

表（PRS）评价图片的恢复性。由于图片数量

较大，为避免参与者对评价产生疲惫感，采

用PRS-5量表[33]依次评估图片，并用五级李

克特量表打分，对卡普兰等提出的恢复性环

境的四个特征维度进行评价。1~5分依次代

表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一般、同意、非常同

意。评价程序为将第一轮中得分排序前100

的图片以幻灯片形式随机播放，每张幻灯片

间隔12 s，30位参与者依次打分。将30位被试

者对每张图片四个维度的评分相加（表2），

得到每张图片的总分，将分数由高到低进行

排序。

2　评估结果与分析

图片评价结果使用IBM SPSS Statistics 

2 0 进 行 统 计 分 析。采 用 古 朗 巴 哈 系 数

法（Cronbach’s alpha）分析图片恢复性评价

量表的内部可靠性，显著性水平p<0.05，α

系数为0.840，说明数据可信度较高。

2.1　空间类型分析

依据文献中恢复性环境的类型，本研

究将图片所示的空间类型分为9类，分别是

水景、山景、林景、草坪、城市人工自然、荒

野、农田、优美植物和其他类型。

对筛选出来的50张图片进行空间类型统

计，有22张水景类、11张山景类、5张郊野乡

村农田类、4张城市人工自然类、3张林景类，

2张草坪类、1张荒野类以及2张其他类型（图

2）。可以看出，水景类空间数量接近总图片

数量的一半，水体更容易给人带来平静、舒

缓的心理感受，这也与卡曼诺夫等人的研究

结果吻合。其次，山景类空间、郊野乡村农田

类空间也显示出良好的恢复性潜能。此外，

绿视率较高的林景类空间也受到偏爱。

从对评估对象的访谈中发现，天气对

心理状态的影响较大，阴雨天可能使人产生

低落情绪，晴朗的天空和充足的光线会使人

产生温暖舒适的感受。自然环境比人工痕迹

明显的城市环境更令人放松，丰富的植物搭

配使人愉悦，可爱的小动物会让人感到生机

盎然。空间中的人群是负面的影响因素，较

多的人会带来拥挤和嘈杂的联想。图3是恢

复性评分最高的6张图片。

2.2　图片恢复性特征维度评价

为了比较不同图片显示的空间类型的恢

复性能力与特征，研究计算和分析了第二轮

评价中（n=108）每张图片的恢复性维度平

均得分（表3）。

特征维度 含义

远离

（being away）

指环境能够使人从身体上或心理

上摆脱日常的疲劳或压力

迷人

（fascination）

指环境能够吸引人的注意力，并

让人充满好奇心

延伸性

（extention）

指环境足够丰富与协调完整，诱

发体验者沉浸其中

相容性

(compatibility)

指环境可以提供与人的喜好和活

动相一致的条件

表2　恢复性环境的四个特征维度
Tab.2 four components of the restorative environment

空间类型 总分Mean(SD)
图片恢复性特征维度

远离Mean(SD) 迷人Mean(SD) 延伸性Mean(SD) 相容性Mean(SD)

山景 14.42（1.42） 3.84（0.45） 3.65（0.37） 3.62（0.44） 3.32（0.35）

农田 14.24（1.38） 3.88（0.40） 3.52（0.38） 3.61（0.42） 3.23（0.24）

水景 13.95（1.10） 3.80（0.31） 3.54（0.33） 3.46（0.30） 3.15（0.29）

其他 13.42（1.41） 3.50（0.49） 3.29（0.45） 3.22（0.39） 3.41（0.17）

草坪 13.04（1.11） 3.63（0.40） 3.14（0.22） 3.25（0.32） 3.02（0.29）

荒野 12.98（0.74） 3.55（0.16） 3.17（0.34） 3.25（0.15） 3.02（0.24）

林景 12.77（0.88） 3.46（0.23） 3.02（0.23） 3.15（0.20） 3.14（0.33）

城市人工自然 12.74（1.12） 3.32（0.30） 3.20（0.38） 3.13（0.31） 3.10（0.26）

优美植物 11.42（0.50） 3.08（0.15） 2.94（0.07） 2.76（0.20） 2.64（0.21）

表3　恢复性环境的四个特征维度
Tab.3 four components of the restorative environment

图2　图片空间类型及所占比例
Fig.2 the type of space and the proportion shown in the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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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9类空间恢

复性评价总分差异显著（F=5.91，p<0.05）,

结果表明，不同空间类型空间的恢复水平有

显著差异。

从总体得分来看，9类空间的恢复性

能力为：山景空间>农田空间>水景空间>

其他 类 空间>草 坪 空间>荒 野 空间>林景

空间>城市人 工自然空间> 优 美植物（图

4）。山景空间的迷人性（3.65±0.37）和

延伸性（3.62±0.44）维度得分均为最高；

水景空间的迷人性（3. 5 4±0. 3 3）、延伸

性（3.46±0.30）和相容性（3.15±0.29）三

个 维 度 得 分均为 第二；农田空间的远离

性（3.88±0.40）和延伸性（3.61±0.42）得分

最高；优美植物由于其图片展示的空间感较

差，各维度得分均为最低；城市人工自然的

远离性（3.32±0.30）和延伸性（3.13±0.31）

得分排序为倒数第二。草坪空间、荒野空

间、林景空间各个维度的得分位于中间，其

中林景空间的迷人性（3.02±0.23）得分较

低，这可能与林景空间较为单调、缺乏吸引

力等因素有关。综合得分结果，各类空间的

恢复性特征有差异，总体来看，山景、水景、

农田等自然空间得分较高，城市人工自然环

境由于其空间要素有一定的人工痕迹，其消

除压力、舒缓情绪的效果相对较弱（图5）。

从远离性来看，农田空间得分最高，其

次是山景和水景空间，草坪、荒野、林景空

间得分依次降低，原因可能与农田、乡村类

空间以及山景、自然水景空间更能带给人们

逃离城市生活压力的感受有关，而草坪、林

景等空间在城市中较为常见，所带来的逃离

压力感并不强烈。

从迷人性来看，山景、水景、农田得分

显著高于其他类型空间，山景空间得分最

高，其次是水景和农田空间，均显著高于其

余类型空间。迷人意味着空间环境能带来视

觉上探索的乐趣与身体上参与的可能性，因

此山景、水景、农田可能意味着更多参与性

活动的联想。挪威的一项农村社区偏好研究

表明，具有山脉、森林和湖泊等特征的图片

最具吸引力[34]，也有研究表明，暴露于海景

可视度较高的人群抑郁症评分较低[35]。

从延伸性方面来看，山景、农田、水景

空间均显著高于其他类型空间，山景图片

往往展现出更辽阔的视野和更丰富的空间

层次。

从相容性来看，“其他类型”空间得分

最高（3.41±0.17），其空间图片包括展览馆、

热气球等文化休闲空间，相关研究显示这类

空间同样具有较好的恢复性[29]，并且更容易

产生有关休闲放松活动的联想，因而“相容

性”得分较高。LSD事后检验显示，除优美

植物外，其余空间类型得分差异均不显著。

这或许说明其余空间类型的场景难以与可

进行的活动产生关联，也可能与其他维度相

比，“相容性”这一语义的描述性相对模糊

且存在语义重叠。

图4　不同空间类型的图片恢复性总体评价得分
Fig.4 restorative overall evaluation scores for images of different spatial types

图5　不同空间类型的图片恢复性维度评分
Fig.5 restorative feature dimension scores for images of different spatial types

图3　恢复性评分最高的6张图片
Fig.3 6 images with the highest restorative sco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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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空间特征分析

从筛选出的图片所呈现出的空间特征

来看，绝大部分图片具有视野辽阔、层次丰

富等特点；色彩明快、对比清晰的空间也体

现出较好的恢复性潜能。相关研究显示，环

境中的绿视率、NDVI值、动植物丰富度、自

然性、文化、视野开阔程度、社会交往性、围

合感、宁静程度等均能对环境的恢复性效

果产生显著影响。因此，本文选择现有研究

中能对人类心理生理反应产生强烈影响的

两种环境特征复杂度和开敞度作为研究变

量[36-39]，探究空间特征恢复性效能与恢复性

特征维度的关系。

2.3.1　复杂度分析

复杂度涉及到景观组成元素的种类和

数量，也可以用“丰富性和多样性”来表述，

指特定景观中可识别的景观要素的多寡，

包括数量和种类。本文将图片所示空间根

据复杂度分为低复杂度、中复杂度和高复杂

度进行对比（图6）。相关性分析显示，复杂

度与恢复性得分呈显著负相关（p<0.05），

即复 杂度 越高图片感 知 恢 复性 越 差。同

时，复杂度与远离和延伸性也呈显著负相

关（p<0.01），说明能使人感到远离压力的环

境往往景观要素较少，组合较为简单。

2.3.2　开敞度分析

开敞度通常被用来描述建筑外部空间的

封闭或开敞程度，是评价城市空间优劣的重

要因素之一，也是影响空间感知恢复效果的

重要因素。本文将图片所示空间根据开敞度

分为低开敞度、中开敞度和高开敞度（图7）。

相关性分析显示，开敞度与恢复性得分呈显

著正相关（p<0.01），即开敞度越高的图片感

知恢复性越好，这一结果与格拉恩的结论一

致。同时，开敞度与远离、迷人、延伸性也呈

显著正相关（p<0.01），说明开敞度更高的空

间更容易带给人们远离压力的感受，也更能

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具有辽阔的视野的空间

容易使人从压力中恢复。

3　讨论与结论

3.1　不同类型空间的恢复性效能差异

在九类空间中，山景、农田、水景类空

间呈现出较为突出的恢复性效果，这一结果

与相关研究一致。从恢复性特征维度来看，

山景、农田、水景空间均显著高于其他类型

空间，虽然在不同的维度上，三个空间类型

排序有细微的变化。相比其他类型的空间，

山景、农田、水景类空间可以产生远离城市

生活压力的感受，也往往更加吸引人们进行

视觉探索或参与体力活动。从图6和图7中可

以发现，复杂度和开敞度不同的空间类型恢

复性分值相差明显。根据卡普兰提出的环境

偏好理论，中等复杂性的景观环境能够激发

游憩者的探索欲，最受游憩者偏爱，其他研

究者关于复杂性和偏好的研究结果也与该

结论大致相同[40-41]。

3.2　蓝色空间具有潜在的恢复性效能

蓝色 空间 这一 概 念由欧 盟“蓝色健

康研究项目”（The Blue Health Research 

Project）提出，是指在室外自然或人工环境

中，具有明显的水体特征且为可以被接触

或感知到的空间 [42]。本文所提到的“蓝色

空间”指通常意义上的水景空间，不包括

天空等具有蓝色物体要素的景观空间。在

本次实验中，蓝色空间即水景空间在筛选

出的图片中占44%，且表现出了良好的恢复

性作用，表明这类空间具有潜在的恢复性

效能。

蓝色空间可以通过三个主要方式影响

心理健康。首先，蓝色空间能增加体力活

动的可能性（如游泳、在海滩上散步），通

过体力活动改善心理健康。其次，蓝色空

间可以促进社交互动，培养归属感和社会

凝聚力，产生积极的心理健康效应。沃克

尔（Völker）和基斯特曼（Kistemann）的文

献综述确定了水景在情感、娱乐和直接的

健康益处等方面的相关好处 [43]。第三，作

为疗愈场所的蓝色空间可以呈现出积极的

心理效果[44]。已有研究证实，沿海蓝色空间

与老年人的抑郁症有明显关系，同时，研究

强调与仅通过身体接触蓝色空间相比，通

过视觉感受蓝色空间与抑郁症风险的关系

更为密切[35]。

3.3　恢复性环境图片库的建构与选择标准

通过对图片的筛选与特征分析可知，较

高恢复性效能的空间环境具有特定的空间类

型与空间特征属性，可以据此构建具有良好

恢复性效能的图片库作为环境刺激材料。图

片选择需符合一定标准：首先，图片所展示的

空间类型应具有较高的恢复性效能，以山景

空间、农田空间与水景空间等自然空间环境为

主；其次，图片的空间特征应具有高度的开敞

性与较低的复杂性，确保视野通透，景观要素

的种类和数量需保持较低水平（图8）。

3.4　结论

本研究在相关研究基础上对不同类型

的恢复性环境的恢复效能进行了比较研究，

进一步挖掘恢复性环境的空间特征。研究发

现：第一，自然环境比人工痕迹明显的城市

绿色空间具有更显著的恢复潜力；第二，不

同类型的自然环境恢复性效果有显著差异，

山景、农田、水景类空间的恢复性显著高于

其他类型空间；第三，并非只有绿色空间才

有良好的恢复效果，蓝色空间也有良好的恢

复性潜能；第四，环境的空间特征对恢复性

效应有同样影响，开敞度越高、复杂度越低

的空间恢复性效能越好。

图6　复杂度与恢复性得分关系散点图
Fig.6 scatter plot of complexity and restorative score

图7　开敞度与恢复性得分关系散点图
Fig.7 scatter plot of openness and restorative score

图8　恢复性环境图片库建构框架
Fig .8  r e s t o r a t ive  e nv i r o n m e n t  p i c t u r e  g a l l e r y 

construction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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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本研究建构的图片库已被选作临床实

操材料，研究选择了60例脑卒中后抑郁患

者，包括对照组20例，研究组40例，在药物

治疗的同时采用视觉刺激图片疗法治疗1个

月。结果表明，图片库不但可以改善抑郁症

状，提高患者的康复依从性，还有助于改善

卒中后抑郁的症状，促进神经功能恢复，改

善患者的生活质量[45]。

针对心理健康的风景园林学与康复医

学的联合研究将成为趋势。作为一种研究

工具，基于视觉刺激的恢复性环境模拟不但

可以在实证研究中作为环境刺激材料，还可

以为特殊人群提供有针对性和适用性的疗

愈环境。近年来有研究借助虚拟现实环境做

了应用探索，例如为养老院设计娱乐虚拟环

境，研究自然与空间要素对运动经验提升的

影响[46]，也有研究将虚拟疗愈环境治疗作为

烧伤“敷料”[47]以减轻患者的痛苦，这些实

践案例为风景园林在康复医学领域的应用

提供了良好的范例，也为健康景观设计实践

提供了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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