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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随着我国步入老龄化社会以及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蔓延，如何通过创造良好公共空间环境促进老年人身心

健康得到广泛关注。文章旨在研究将康复景观的理念应用于社区公园景观中，以老年人的生理心理和行为特征为出发点，

探究康复性景观与社区公园相结合的设计策略。在此研究基础上，运用康复景观理念对天津市和平区空竹园社区公园进行

适老化设计。以期促进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发展，为其康复提供良好的公共空间环境提供理论依据和现实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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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相关概念

1.1 康复性景观与园艺疗法

康复性景观是一种面向各类使用人群，具备一定辅助

治疗、康复能力的景观类型。其主要的存在形式是医院中附

属的花园。康复性景观的起源非常悠久，在古希腊和中世纪

时期，人们发现修道院中种植的花草树木及其周边自然环境

对居住在此的人有康复作用。在我国古代，人们也很早就意

识到接触自然环境对人身心健康的益处。现代康复性景观概

念源自 20 世纪，近年来随着其相关理论被引入中国，逐渐

被大众所熟知。康复性景观主要通过在场地内设置丰富的景

观层次、植物种植和活动设施，创造舒适宜人的活动空间和

自然环境，帮助使用者减轻压力，改善健康状况，得到身体、

精神和心灵上的康复 [1]。

园艺疗法是指利用园林环境、植物以及进行园艺操作

所进行恢复和治疗的一种医疗方法。园艺疗法起源 20 世纪

50 年代，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目前已得到国际上的广

泛应用和应用。该疗法可有效的帮助使用者调整生理和心理

状态，恢复健康 [2]。

1.2 社区公园 

    根据我国住建部对于“社区公园”的定义，其是指：

为一定社区范围内居民就近开展日常休闲活动服务的绿地，

具有基本的游憩和服务设施。社区公园是城市绿地系统中的

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居民日常生活接触最多的开放公共环

境。康复性理论应用于社区公园具有非常积极的现实意义，

主要体现在两点：第一，社区公园对于大部分老年人来说是

日常接触使用最为频繁的公共空间，进行改建能够得到最大

的利用效率。第二，社区公园相比于小区或组团绿地，空间

面积更大，空间布局更加合理，可以设置很多规模性的康复

场所。

2. 适老化康复性社区公园设计策略 

2.1 增强五感刺激，提升感官体验 

大部分老年人均在不同程度上患有感官体验失调，即

对于听觉、视觉、嗅觉、味觉和触觉缺乏足够的感官反应，

但同时他们又会对特定的一些形状和颜色具有高度敏感性。

因此在景观设计中，可以针对声、形、闻、味、触五种感官

来设置一些针对性的景观装置和设施，增强感官刺激，促进

老年人与周边环境的交流与互动，而从促进其感官恢复 [4]。

例如在听觉感官的塑造中，可以通过景观小品结合植

物配置、水景来加强环境中的声音的效果，如水流声、风

声、鸟鸣声等。对于视觉感官，则通过在区域中设计多种形

式与颜色、纹理的景观小品，加强对比，强化景观的层次感

和辨识度。而对于嗅觉和味觉感官，则可以通过搭配各类四

季芳香型植物，增加嗅觉体验，感受季节变化。同时通过在

景观中栽种一些例如果树、蔬菜果等实类植物 [5]。这样不仅

可以为老年人提供相应的劳作和采摘活动，增加劳作体验，

还可以品尝亲手培育的果实，提升参与者的内心成就感。最

后对于触觉感官，可以通过设置大量不同的触感材质的景观

铺装、设施小品来加强触感感官的体验。

2.2 塑造多种类型活动空间

根据老年人的行为特征和康复需求，在空间的塑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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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设置多种类型活动空间，为其提供多种选择。例如创造

与大自然进行亲密接触的空间，帮助老年人放松心情、减少

心理压力。同时不同人群对空间私密程度的心理需求不同，

康复景观环境中要根据需要划分公共及私密空间，为老年人

设置公共交流与独处的条件。

公共空间主要是包括公共广场、健身运动场以及一些

集体劳动场地，通过设置公共空间可以有效的拉近老年人之

间的心理距离，提高交流的发生概率，促进对话交流，帮助

老年人放松身心增强老年人的归属感。私人隐私空间的设立

则是为部分老年人提供一个相对隐私而不受外界干扰的个

人空间，可以进行短暂独处的心灵圣地，增强老年人的领域

感和安全感，有助于老人身心健康和心态平衡。同时针对老

年人的年龄和认知水平，空间内应当充分利用场地中的地形

特征，空间布局简单明确，让老年人可以充分理解并能够自

由的到达各种区域。

2.3 运用园艺疗法，增进情感慰藉 

园艺疗法的核心主要在于通过参与草木种植、园艺劳

作等活动感受自然，改善参与者的身心健康，促进人际交往。

在此期间，参与过程中的产生的意义远远大于比结果本身。

对于老年人来说，参与园艺劳动本身的目标并不在于要获得

多少实质性的收获，真正的意义在于通过园艺劳作可以帮助

他们充分接近自然，享受与自然融为一体的身心体验。同时

可以通过劳作锻炼身体，丰富日常生活，提升获得感与幸福

感 [6]。同时在园艺劳动中与其他人的交流与共同合作，增加

老年人的情感慰藉与心理补偿。

3. 基于适老化理念的康复性社区公园设计实践

3.1 项目背景和现有问题分析

此次设计原基址为天津市和平区空竹园社区公园，总

面积为 1.25 万平方米（见图 1）。周边毗邻多座公交、地铁

车站，交通发达。方圆一公里内有众多年代不一的住宅小区，

小区居民中老年人众多，空竹园是他们平常进行休闲放松、

活动锻炼的主要场所。

根据康复性景观理念作用于社区公园的基本要求，空

竹园现存的主要问题如下：

3.1.1 缺乏园艺劳作场地

原公园中并没有考虑规划可供老年人进行园艺劳作的

场地，而设置园艺劳作空间是康复性景观理念的重要标志，

也是进行园艺疗法的基础和前提。

3.1.2 缺乏足够的私密性空间

原公园中设置有部分私密性空间，但面积较小且空间

围合性较差造成私密性不强。同时原有私密空间的小气候环

境较差，不适宜长期停留。

3.1.3 植物配置品种单一

原公园中植物配置品种较为单一，观赏性植物不足，

景观效果较为单调。同时现有的园内植物在春季和夏季景观

效果较好，在秋冬季则情况不佳。

（图 1 天津市和平区空竹园康复性社区公园地址及周边环境）

3.2 设计思路与总体布局 

公园的整个场地形状呈现 L 形，其中东西两侧以及北

侧为居民楼，南侧为城市主干路鞍山道。公园的整体布局在

原有场地的基础上根据不足和新的需求做了修正。公园采取

开放式布局，共设有四个出入口，其中南侧和东侧为主入口。

在四条主入口的道路交汇处设计了一座圆形公共活动广场。

该圆形广场的设计理念取自太阳，像一颗巨大的能量球不断

向周边散发能量和光芒，这是整个公园的最具活力和人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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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围绕中心广场的四周设置有各类其他功能分区，如同

日月星辰环绕。各个分区之间由园内主干道路串联，整体流

线清晰顺畅。为避免老年人因方位感不足而导致迷路现象，

各个分区的道路之间均设有明确的导引设施。导引设施采用

醒目的标识牌或标识物，以景观小品、雕塑或者色彩鲜艳、

形态优美的观赏植物。方便老年人提供前往各个空间区域，

并可以提供所处地区的空间定位（见图 2）。

（图 2 天津市和平区空竹园康复性社区公园鸟瞰图）

3.3 功能分区和特色景观节点

在公园中整体分为动静两大区。其中静区主要安排在

公园的北部，动区则安排在南部。这样布局主要考虑社区南

部紧贴城市主干道，具有较大的噪音，对静类活动影响较大。

静区内部细分了下棋区、园艺种植区、静坐区、休息区。动

区内部细分了活动区、儿童游戏区和社区舞台。同时还设置

了社区服务中心和社区便利店。各个空间之间为了防止彼此

干扰，在设计中采用植被进行边界围合。同时各个空间场地

也通过微地形改造创造出丰富的竖向变化，吸引老年人进入
[7]。在景观节点中最具特色的设计是位于公园西北角的蔬菜

和水果种植区，在种植区内老年人可以进行自由园艺劳作，

充分感受与大自然亲密接触带来的乐趣，同时种植区内还专

门为其设计了交流区域，引导老年人加强交流，增加了解。

3.4 植物设计 

与普通景观在植物配置中更注重观赏性不同，康复性

景观在植物设计中更强调选择功能性植物为主，以增强对于

老年人在生理和心理机能上的恢复 [8]。在此次设计中，按照

“花期连续，花色多样；不同时令，形态各异”的原则，选

用不同形状、不同颜色、不同气味的植物搭配种植，例如桂

花、薄荷、丁香等等，使场地随着时间的更迭，呈现出各种

花色与芳香的植物和不同的景观状态，永保环境中生机勃勃

的场景。同时在设计中还充分考虑了老年人对于的私密性空

间要求，对于私密性的景观节点选用灌木植物进行密植，达

到空间围合以提高场所的私密性。此外为了防止发生可能的

过敏行为，植物的选择上杜绝使用过敏性植物，例如曼陀罗、

毛地黄、报春花等。

4. 结语 

老龄化及疫情背景下的康复性社区公园设计具有非常

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针对当下社区公园存在的问题，通过

分析老年人的心理和行为特征，总结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在

社区公园的设计中充分结合康复性景观理念，提出“增强五

感刺激”、“创造多功能空间”、“结合园艺疗法”三种适

老化康复性公园的设计策略。通过天津市和平区空竹园社区

公园的设计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验证提出的设计理念和策

略，为适老化康复性社区公园提供现实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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