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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复愈性环境理论下甘化厂旧址景观改造设计 
林良亨  刘  凯 

（广西科技大学艺术与文化传播学院  广西柳州  545000） 

【摘  要】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为人们带来优越的条件的同时，给人们带来了诸多压力。通过对甘化厂旧址的现状条件

和复愈性环境理论的梳理，归纳出人性化的配套设施，以复愈性环境理论为支撑，休闲、缓解压力为目标，

最后通过改造甘化厂旧址的形式设计出“场地”“精神”复愈双重意义的城市公园。结合实际案例，为复

愈性城市公园完善了其理论体系，提供了新思路。 
【关键词】复愈性环境理论；甘化厂旧址景观改造；城市公园 

 
 
本案设计题目“基于复愈性环境理论下甘化厂旧址景

观改造设计”，改造甘化厂旧址景观设计的主要目的：①

满足周围人群缓解压力、休闲娱乐；②改善城市生态环境；

③保护与再生工业文化遗产。针对甘化厂旧址工业垃圾成

堆、生态环境恶劣、资源浪费、无法满足周围人群需求等

现状，以复愈性环境理论作为支撑下探讨甘化厂旧址景观

改造设计。 

1  复愈性环境理论概括 

复愈性环境理论是指人们在不断消耗的身心资源和

能力得到恢复和更新的环境，表示的是个体在整个环境中

能感知到自我身心资源和能力得到积极转变过程。复愈性

环境理论主要通过个人对环境感知恢复以及环境给予个

人心理上恢复。 
（1）个人对环境感知恢复指带有复愈性效果的自然

环境，如广阔的草坪、茂密的森林、波动的地形、池塘湖

面等景观，会自然地给予人们身心愉悦放松。 
（2）环境给予个人心理上的恢复包括两大理论以及

四大特征。两大理论指的是注意恢复理论、心理进化论。

注意恢复理论指出人们在一个复杂环境中，通过一些错乱

复杂的元素，占用人们的注意力，使得人们产生四个情绪

阶段变化的过程；心理进化论指个体在环境的刺激中情绪

会发生反应，是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四大特征指的是远

离性、丰富性、吸引性和兼容性，指环境给予个人的心理

感觉。 

2  甘化厂现状分析 

甘化厂位于江门北街地段，是江门近代以来开发最早

的地方。随着时代的发展，甘化厂对当地的经济发展已经

失去了推动作用，成为了时代变革的遗物。原场地附近人

群密集，但却没有一个供居民休闲娱乐的公共公园场所，

这里的人们没有释放压力的地方。面对社会带来的各方面

的压力，根据所需，将原场地改造设计成一个释放压力的

活动空间。 
（1）场地功能缺失，场地规划整体配置严重损坏。

甘化厂原本为工业园区，但由于经济改革工厂倒闭，整个

工业园的规划以及配套设施也被毁坏，导致场地没有作为

功能使用，而变成一块充满工业垃圾的空地。 
（2）甘化厂原为工业园，在绿化设计、基础设施上

相对匮乏，植被保护等问题上未能得到解决，导致了整体

植被资源匮乏，附近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 
（3）工业文化历史遗迹损坏。这些工业遗产它自身

便是一种文化遗产，虽然它们失去了原本的功能，但是作

为过往的历史记载，有着特定的文化价值，所以本着尊重

文化的思想，我们要保护与再生这些工业文化遗产。 

3  基于复愈性环境理论下甘化厂旧址景观改造策
略 

甘化厂旧址景观改造设计结合复愈性环境理论有关

特点以及场地现状，建立起能满足人们释放压力需求、改

善城市生态环境的城市公园，构建出恢复城市废墟与复愈

人们精神的场所。整个方案设计通过对场地新功能区域的

划分、绿化和路径重新设计、水体引入以及一些特定景观

构筑物的设计。 
3.1  功能分区设计 
场地整体配置上，赋予它新的功能，把整个甘化厂旧

址场地划分为五大功能区，分别是入口广场区、康养休闲

区、活动区、文化互动区以及甘化厂纪念区。 
甘化厂旧址位于市中心，四周有医院、居民区、商业

中心，考虑四周人口活动的流动性增加了一个次入口广

场，以满足周围居民的需求，同时把原有狭小的入口改变

成更开敞的活动空间。结合运用钢架把由周恩来总理题字

的甘化厂大门牌框起来，形成一个标志性的建筑物，形成

一大特点的同时也成功的把工业文化遗产价值体现出来。 
康养休闲区是整个景观改造设计中必备的分区，需要

满足人们在复愈性环境理论下，可以通过在环境中得到身

心释放的空间条件。康养休闲区主要包括了树下林间、休

闲庭院、亲水平台、中央广场、沉思长廊以及和解花园。

树下林间的设计由两排树木组成，在一个长达 200 米的长

廊，根据环境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在一个相对狭长的空

间里会给人一种纵深的体验感，这种体验感会让人们在行

走的过程中有一种远离感。从自然环境的角度上来看，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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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相对远离了城市的喧闹，走向森林的感觉，环境给予人

们心理上是释放，把烦恼抛之脑后逐渐清醒的一个过程；

休闲庭院作为一个过渡的空间，让人们可以停留休息；亲

水平台的设计既合理的利用了沿江风景资源，同时也使人

们可以在游玩的过程中增加丰富性，走在木栈道上体验水

的魅力，也能在观赏江景的同时回想甘化厂昔日码头运货

的场景；中央广场是一个融汇的场所，人们可以满足个体

需求也能使个体很好的与环境融合；沉思长廊是通过对环

境心理学的空间划分理解，设计了不同的空间形态给予人

们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封闭的空间可以供人们自主的选择

思考，对自己过往人生反思；和解花园是通过植物疗愈的

方式，使在通过各区域的人们最终到达这里感受植物的治

愈，得到释放。 
活动区的设计使得整个景观更富有灵气。根据场地划

分活动区，主要包括了老人、儿童以及成人的活动场所，

这些活动场所在空间布局的设计为：中间区域是互动交

谈，外围是休闲，再到最外面的草坪是人们观景的区域，

成为一个整体的空间概念，增强景观中空间布局的丰富

性。儿童在休闲娱乐游玩时，家长们可以在互动交谈区休

息观看孩子，亲子的互动区域，增强家庭的一团结性和亲

密度，增强整个城市居民的幸福感，从而使得人们精神压

力得到一定的缓解和放松。 
文化互动区是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的精神场所，同

时也是可以使人们转移注意力，沉浸于环境中的场所。在

甘化厂旧址中工业文化遗存等文化资源日益被受到重视。

在该区域里设计了文化景墙展示，以及文化交流区，增强

整个景观的吸引性，人们可以在文化景墙的互动中慢慢沉

浸其中，转移自身的注意力，合理地将工业文化与景观改

造设计相融合，在生态环境得到恢复的同时精神文化也得

以再生。 
甘化厂纪念区作为整个景观改造设计的突出点，根据

现状，甘化厂原本的工业文化遗产制糖厂等旧建筑现已成

为破旧的烂楼荒废已久，失去了它原本的功能。通过设计

翻新，让人们可以重新认识曾经甘化厂过往的历史，在追

求整体性的原则上，保留原建筑的结构，更多的是做外部

的翻新，在此区域设计了一个下沉广场，人们可以在此汇

聚，形成交互兼容的场所。 
3.2  绿植规划 
绿化植物作为景观设计最重要的元素，在兼顾改善生

态环境、观赏、遮阴多重作用的同时，还具备了养生功能，

有些植物会使人们血压下降、减缓压力，人们对自然植物

感知可以疗愈身心健康。根据场地功能分区的划分，结合

植物配置方法，把整个园区植物规划分为三类，分别是活

动种植、密林种植以及养生种植。活动种植主要在园区的

入口广场、甘化厂纪念区、文化互动区以及活动区，更多

是展示公园的绿化形象；养生种植主要在康养休闲区，主

要依据植物养生性来规划种植，更多选择能使人身心放

松、可以释放更多空气负氧离子的植物，营造出一种疗愈

森林的体验感；密林种植主要在园区的四周，利用植物的

围合，以观赏效果为主的同时，也能丰富复愈效果的种植

规划。绿化种植既满足人们对自然环境复愈的需求，也有

效地改善了原场地植被匮乏的现状。 
3.3  景观小品设计 
特定景观构筑物的设计既能满足人们对景观丰富性

的需求，又能更好地体现公园文化主题。在本方案设计中

加入了桥和时光长廊。桥的设计是把动静分区相连接的作

用，桥在这里不仅仅只是纯粹客观的景物，更多想表达的

是桥的意象，它是虚幻化的精神知己，是一个具有转折意

义的地点，让那些有着精神压力、身心亚健康的人们可以

在通过桥的时候释怀过去，拥抱未来；时光长廊是一条由

活动区延展到甘化厂纪念区制糖厂旧建筑中的空中木道，

给予人们更多空间思考的半私密空间，同时木道使用的是

木材质，会让人感觉到舒适、身心愉悦。引入时光长廊的

设计贯穿到其中，复愈了人们的精神也复愈了场地的旧建

筑，使得制糖厂有了新的生命。人们在行走时光长廊的过

程中也是行走在甘化厂过往的历史中，时光长廊通过建筑

向外面景观延展，还寓意着工业文化精神的延续。人们站

在其中，更有着对自我未来的期望。 

4  结语 

在社会压力增长的今天，人们对环境空间治愈人们心

灵情感的需求变得尤为急迫。而甘化厂旧址担负起一定的

社会功能，赋予了人性关怀，对周围的功能区和人们需求

负责，同时甘化厂的工业文化遗产以及该场地的生态环境

也得到了保护和再生。基于复愈性环境理论对甘化厂旧址

景观改造设计很好地阐述了以人为本的景观设计理念。现

阶段社会的不断发展，本着复愈性环境理论的需求之上，

结合人们的需求，改造设计出更适合当地居民的城市公

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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