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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森林康养基地规划设计的角度，阐述了疗法因子与康养基地之间的关系，以及森林疗法因子

的研究现状，重点总结了国内外在康养基地选址、步道设计、康复设施规划和规划设计评价上的最新研究进

展。研究表明，相对于国外而言，目前我国森林康养基地的建设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形成完善的理论体系。

因此，今后我国森林康养基地的规划设计研究应重点关注森林康养基地规划设计体系的构建、注重乡土益健

植物对人体身心健康的影响及其在规划设计中的应用，且应加强康养基地规划设计评价体系和康养基地规划

设计方法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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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Planning and Design of Forest Therapy 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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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Zhuzhou Hunan 412007，China）

Abstrac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lanning and design of forest therapy base,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rapy factors and therapy base, as well as the current state of the research on forest therapy 
factors, followed by an underlying summary of the latest research progress made home and abroad in site selection, trail 
patterns, rehabilitation facilities and the evaluation of overall planning and design. Studies suggest that, compared with 
some advanced foreign countries in the world, the construction of forest therapy base in China is still in its infancy, with 
a sound theoretical system to be formed. Therefore the focus of future research should be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lanning and design system, the favorable influence of native plants on public health and its application in planning and 
design, with more emphasis laid on the evaluation system and methods of planning and design in forest therapy 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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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森林康养、森林医学和森林旅游是当下旅游学

界、预防医学界及风景园林学界关注和研究的热门方

向，而森林环境中疗法因子是发展森林康养和森林旅

游的本底条件，也是森林医学研究的关键。国内有学

者提出森林环境健康因子的概念，并将其分为气象

要素、生物要素、大气的物理特征和景观要素 4 类，



2 湖　南　工　业　大　学　学　报  2017 年

这为森林疗法因子的分类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1]。

吴章文教授首次提出了森林生态环境资源的概念，

他认为森林环境中的空气、地表水环境、太阳照度、

植物精气、空气负离子、空气微生物、土壤等均属于

森林生态环境资源，这些因素对人体有健康保健作

用 [2]。除森林生态环境因素外，日本森林综合研究所

的恒次佑子等通过生理学测试阐明森林环境可通过

视觉、嗅觉、听觉、触觉及味觉这 5 种森林环境感官

因素对人体生理产生影响 [3-4]。综上可知，森林疗法

因子就是森林环境中包括森林环境感官因素在内的、

对人体身心健康有益的环境因子的总称。森林疗法

因子对人体的康养作用主要体现在：产生负氧离子、

释放植物精气（芬多精）、净化空气、降低噪声、具

有适宜的小气候、拥有富氧环境、刺激人的五感体验

等方面。国内外对于森林疗法因子的研究起步较早，

始于 19 世纪 30 年代，俄国胚胎研究员 B. P. Tokin 博

士发现从植物材料释放的挥发性物质可杀死某些原

生动物和细菌，并将这些物质命名为“植物杀菌素”(芬
多精 ) [5-8]。其后，德国和日本分别提出了利用自然

环境的气候疗法和森林疗法，我国科学家也对多种植

物的植物精油进行了化学成分测定 [9-10]。

森林康养基地的规划设计对于发挥疗法因子的

作用有着重要意义。2016 年，我国在全国范围内进

行森林康养基地试点，本文首位作者参与了全国康养

基地相关标准的制定，认为森林康养基地是以森林生

态系统和优越的森林生态环境资源为依托，利用地方

特色提供运动疗法、饮食疗法、水疗法、芳香疗法以

及文化启智、自主训练、心理辅导等多种形式的森林

康养保健项目，以促进到访者强身健体、修身养性为

目的，满足不同人群物质和精神需求的特定区域。

本课题组人员通过对相关资料的搜集和文献研

究发现，相对于森林疗法因子的本体研究，从森林康

养基地的规划设计角度对疗法因子的应用研究相对

较少，且未形成完善的理论系统。因此，本研究拟通

过对目前国内外森林疗法因子及其在森林康养基地

规划设计中应用的理论和实践成果进行介绍和概括

总结，以期为深入研究该领域相关问题有所启示。

2 康养基地中的疗法因子

2.1 森林疗法因子环境与康养基地

康养基地的建设应建立在疗法因子的改善之上，

依据疗法因子条件的不同和分布，进行不同康养项

目的规划设计。德国根据健康保健地不同的疗法因

子组成，把全国范围内的康养基地分为 5 种类型：

矿物性治疗浴场、荒野性治疗浴场、海水治疗浴场、

克奈普疗法地和健康气候疗法地 [3,11]。且在康养基地

疗法因子的质量维护上也有严格规定：基地必需有基

于长年对疗法因子质量分析制定的鉴定书，同时基

地环境对人身心健康影响相关的疗效也是康养基地

的重要审查标准，如果康养因子条件不能达到要求，

就会取消基地资格。瑞典森林和景观研究博士苏斯 •
索拉 • 科拉松提出，森林疗法因子环境是康养基地的

背景，也是康养治疗过程中的催化剂，并指出疗法

因子环境和基地实现疗法目标的关系（如图 1 所示，

图 1 和 2 均 根 据 Journal of Therapeutic Horticulture, 
2010，P35-51 中 Development of the Nature-Based 
Therapy Concept for Patients with Stress-Related Illness 
at the Danish Healing Forest Garden Nacadia 改绘）。

 

如图 1 所示，康养基地的疗法因子环境位于最外

环，代表其作为基地规划设计本底条件的作用；第二

环为 6 边形，表示人对疗法因子环境的认知、体验和

治疗原理；第三环代表进行康养治疗的方法，包括感

官体验、园艺操作、散步及听和自然有关的故事等；

第四环作为基于森林医学原理及环境认知、体验理论

和森林疗法方法对疗法因子环境的运用和改善而达

到的康养基地的康养治疗目标，是森林康养的终极追

求 [12]。国内对于结合森林康养因子环境来开展森林

浴场基地的建设研究较早，但偏重于对以森林浴场旅

游资源开发、森林浴对人体生理的影响、森林浴场营

建等方面的实证案例研究 [11，13-15]。目前还缺乏系统

性地对森林疗法因子环境和康养基地之间的关联进

行探讨，这也是后续研究需重点关注的方向。

2.2 康养基地的主要疗法因子

2.2.1 森林环境中的空气负氧离子

空气中的负氧离子被称为“空气维生素”，具降尘、

灭菌功能，且可调节人体的身体机能。德国科学家早

在 1889 年发现了空气中负氧离子的存在，我国对空

图 1 疗法因子环境与康养基地关系图
Fig. 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rapy factor environment 

and therapy 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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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负氧离子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国内外对空

气负氧离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5 个方面：1）空气负

氧离子的产生机理；2）空气负氧离子水平的定量评价；

3）空气负氧离子的时空分布规律；4）空气负氧离子

对人体的保健作用；5）空气负氧离子的开发利用。

已有研究结果表明，森林环境中的空气负氧离子主要

产生于太阳的紫外线，瀑布溪流溅起的水花、雨水分

解，树木的树冠、枝叶尖端放电及绿色植物的光合

作用形成的光电效应促使空气电解等 [16]。在空气负

氧离子水平的定量分析上，采用多种评价指数进行评

价，吴楚才等学者首次制定出森林游憩区空气负氧离

子分级评价标准（standard grades of forestry aeroion，
SGFA）[17-18]。空气负氧离子在自然状态下的分布规

律受多种因素影响，可分为空间分布规律和时间分

布规律两种。在空间分布上，空气负氧离子受不同

植被类型、地理位置、气象因子、纬度以及海拔、

水体等的影响；在时间分布上，对同一地点不同时

间段和不同季节，空气负氧离子也呈现出一定的差

异 [12, 19-21]。空气负氧离子的保健作用已得到临床医学、

体育教育及保健领域的研究证实，具体有：调节神经

系统功能；加强新陈代谢；促进人体内形成维生素

及贮存维生素；加速肝、肾、脑等组织的氧化过程，

并提高其功能；使气管壁松驰，改善呼吸系统功能；

改善循环系统功能，起保健医疗作用 [3, 22-23]。对于空

气负氧离子的开发利用已成为当下森林康养旅游研

究的重点。德国、芬兰、日本和韩国利用空气负氧离

子进行的康养基地建设开发相对较早，我国近几年才

引进森林康养的概念，各种标准和规范也在制定当

中，利用森林公园、国有林场、城市森林发展的“森

林浴”基地、森林康养基地也在快速增长 [23]。

2.2.2 森林环境中的植物精气

植物精气又称植物杀菌素、芬多精“phytoncide”。

前苏联科学家 B. P. Tokin 博士在研究中发现，萨哈林

冷杉、松树的碎叶、芥末或磨碎的大蒜被放在原生动

物（如变形虫或志贺氏菌）附近时，这些原生动物

和细菌会被从植物材料释放的挥发性物质杀死。他将

这些物质命名为“植物杀菌素”，其主要成分为芳

香性碳水化合物萜烯（terpene）[3]。中南林业科技大

学植物精气研究课题组自 1997 年来对全国范围内的

159 种植物精气成分及其相对含量进行了深入研究，

结果发现其化学成分多达 440 余种，并且其作用远远

超出了杀虫、杀菌功能，由植物挥发出来的大量有机

物还具有防病、治病、强身健体的功效 [24]。

2.2.3 森林小气候环境

森林小气候是森林植被与区域气候相互作用所

形成的局部地区环境系统。森林中舒适的小气候及富

氧环境的形成，是由于森林具有调节气候和固碳释氧

的作用，其对开展森林康养至关重要。森林对气候的

调节作用主要体现在：1）调节气温；2）调节温湿度；

3）减少太阳辐射；4）涵养水源 [21]。

目前国内外对于森林小气候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1）对森林内小气候特征进行研究。如国内学者

开展了对不同林内小气候特征的研究，并且从系统区

域的角度，对形成森林小气候基础的森林辐射收支和

能量分配进行了实证研究 [25-27]；也有国外学者对不

同地形状况下的森林小气候特征展开了研究，并认为

森林小气候也受到森林地形的制约 [28]。

2）森林内各气象要素的研究。国内学者偏重于

从森林对包括太阳辐射及光照、空气温湿度、土壤温

湿度、水气压及雨雾、二氧化碳浓度、降水、蒸发等

森林小气候环境影响的研究。他们认为，不同林分和

林分冠层结构对小气候的调控作用不同，如混交林对

小气候的调控作用较纯林的好，复层林冠对小气候的

调控作用较单层林冠的好，植被覆盖度高的林分对小

气候的调控作用较覆盖度低的好，成熟期森林对小

气候的调控作用较建群期森林的好 [29-31]。相较而言，

国外学者对森林小气候在垂直分布上的差异研究较

多，具代表性的是 S. Leuzinger 等对温带混交林的研

究，其研究结果表明，林冠层温度比其上层空气温度

高 4.5~5.0 ℃，这种温度变化导致林内不同冠层深度

处植物的生理过程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32]。

3）森林内外气象因子对比研究。如刘贤德等通

过在祁连山森林内外建立森林气象站，通过对各气象

因子进行观测和对比分析，发现林内平均气温、土壤

温度、降水量和蒸发量相对林外明显偏低，但林内湿

度相对林外偏高；且林内温差和湿度变化幅度明显较

林外小 [33]。也有国内学者对森林旅游地、草原、农田、

沙漠人工植被的小气候特征进行了相关研究 [34-35]。日

本森林综合研究所通过对森林环境及城市环境中的

步道照度、湿热环境、声环境、大气压环境等的综合

对比研究，发现森林步道明显具有比城市步道更高的

舒适性，并认为这也是森林产生治疗作用的重要原因

之一 [3, 36-37]。相对于森林小气候的特征、组成要素、

分布和比较研究，目前学界还缺乏与森林小气候相关

的森林康养基地空间整治规划方面的研究。

3 康养基地规划设计研究

3.1 康养基地规划选址

康养基地的规划选址应依托于森林环境中的疗

法因子条件，尽量选择森林康养条件良好、交通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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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自然灾害的安全区域。国内学者提出，依据森林的

健康保健作用，在森林公园规划中选择的森林康养基

地应包括如下条件：

1）森林条件。森林疗养地的选址，一般应在森

林公园中选择成片森林（即森林面积在 50~100 hm2

以上），且森林覆盖率为 40%~70%，林分为以针阔

混交的中龄林以上的稳定林分，森林组成树种以松、

桧、榉、栎、柏等为佳，并且在规划中应多补植一些

具有杀菌功能的树种。

2）地貌条件。森林康养基地应尽量包含多种地

貌单元，拥有较大面积的水体及开阔坪地，坡度平缓

但有一定的起伏变化。

3）位置条件。对一个公园或风景区整体而言，

康养基地不应置于中心景区或者集中娱乐区，应与上

述地区虽有一定距离但又不能相距太远，同时又要尽

量减少其它游客对康养区的影响。

4）面积条件。森林康养基地应满足使用需求，

每公顷森林疗养人数应控制在 2 人以内 [38]。

日本森林疗法协会在进行森林康养基地的评选

上，选择了自然疗法条件、基础设施、交通状况等作

为基地选址的重要依据。

总体而言，对于森林康养基地的选址条件主要以

森林疗法因子的水平为主要依据，综合考虑林分的结

构稳定性、林相、季相变化的多样性、森林郁闭度、

森林气候、地形地貌、森林浴场环境容量、森林自然

景观及人文景观、交通可达性等影响因子。

3.2 康养基地步道规划设计

在森林步道上散步为进行森林康养疗法的主要

形式之一，已通过对城市步道和森林步道的对比实验

证实其对人的生理和心理具有更好的舒适性，这些

舒适性来源于森林康养因子的作用 [23]。在步道规划

设计中，如何更好地运用这些疗法因子，使其功能

得到充分发挥，国内外学者主要从疗法步道的选线、

步道工程做法及要求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38-40]。

3.2.1 步道选线

Yozo Yamada[41] 通过对日本游憩森林的调查，发

现大多数游憩森林的健康步道设置不合理，步道的规

划通常是为了方便快捷而采取山坡的最短路径，这对

于小孩、老年人、残障人士进行森林休闲和治疗极为

不利，并且会使得步道景观单一，导致康养效果较差。

为了提高森林疗法步道设置的科学性，丰富人们的五

感体验，达到有效地利用森林自然疗法资源进行游憩

和治疗的目的，他提出依据森林环境中不同林分和区

域“声景”的多样性来进行步道的选线规划。科研工

作者根据在 Mt. Ontake 国家游憩森林公园中选取的

一块 1 800 m×1 800 m的样地进行研究，发现阔叶林、

针叶林、竹林、溪流、开放区域等所发出的声学性质

不同，并由此规划设计了 3 条环形康养步道，在步道

的规划上穿越不同的林分区域，以得到多样化的听觉

体验，达到了更好的治愈效果。

国内学者提出，通过对现有森林步道周边人体舒

适度、空气 PM2.5 浓度、空气负氧离子含量、空气

微生物浓度的综合研究来进行康养基地疗法步道的

选线，且应考虑 7 个主要要点：1）采用曲线，少用

直线；2）有一定的起伏变化；3）回避强风和强阳光；

4）注意树林的明暗高低；5）着重发挥湖、溪、沟、

河的魅力；6）坡向以阴坡、半阴坡、半阳坡为宜；

7）避开自然灾害区 [38]。为了提高森林步道选线的科

学性，也有国内学者在利用 3S 技术进行步道选线上

进行了研究 [42-43]，但是在步道选线中很少把森林康

养因子考虑进去。

3.2.2 步道设计要求

目前国内对于康养步道的规划设计还未出台相

应的设计规范，工程做法也仅限于具体的规划设计案

例。作为在自然环境下的步道边坡、排水设施和铺装

材料，都是设计时所需关注的要素。

为了照顾不同人群的康养体验需求，在步道设计

上：坡度应控制在 8% 以内为宜，步道宽度最小应满

足 1 人通行，在 1.2 m 以上 [44]；作为康养路面的材料，

可选用使人感到舒适的细木屑、落叶、碎砂石等柔性

生态路面材料，步道旁的边坡也以亲近自然的生态做

法为主，保持步道的排水通畅。

日本森林疗法协会要求森林康养基地的步道设

计，先应有时长在 15 min 左右供轮椅通行的无障碍

步道，再提供初次体验者的 1~2 km 的平坦或缓坡的

康养步道，最后布局长距离和高强度的步道；同时，

步道还需附属设计休息、避雨和清洁厕所等设施 [20]。

3.3 康复设施规划设计

森林康养基地除了应该具备一定数量的康养道

路分布以外，还应具有一定的健身娱乐设施。国内学

者认为，森林康养设施具体应包括：休息站、草坪、

枝条浴及人工喷水设施、水（药）浴场、游乐娱乐场

等 [38]。三谷徹以奥多摩森林疗法基地森林疗法之路

的规划设计项目为例，探讨了如何充分利用自然原始

条件，构建可供人们康复治疗的人工林设施。该项目

将森林康养基地当作一个“森林大客厅”，设计了森

林驿站、瞭望广场、与自然零距离接触的“自然吧台”，

同时利用基地中较为平坦宽阔的空间，引入医院或健

康保健类组织来此建设以区域性老年康复、预防医疗

等为目的的健康保健设施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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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本哈根大学的一个包含景观设计师、医生、心

理师及自然疗法师的研究团队，在景观设计师尤瑞卡

的主持下，进行了对纳卡蒂亚森林医疗花园的规划设

计 [45]。在该设计中，他们将森林中的自然疗法因子

环境和人的行为联系在一起，根据不同的疗法层次需

求，提出了从个人私密的环境感官体验，到个人园艺

操作，再到包含多个参与个体的疗法体验，最后到完

全无庇护的环境体验，共 4 个不同的疗法层次，并根

据各疗法层次对森林医疗花园使用面积的需求来进

行康复设施的规划设计，且提出用于个人感官体验

的空间环境和设施对于体验者需求最大且效果最好，

因此其面积所占比例应更大，对于更高层次的自由疗

法空间和设施所占的比例应相对来说较小，不同疗法

层次对康养空间的需求关系如图 2 所示。

 

3.4 益健植物规划设计

疗法因子受不同林分类型和植物群落的影响，植

物的选择和种植设计对于发挥疗法因子的作用有着

重要作用。Robert Adrian de Jauralde Hart 认为，森林

治愈空间应该具有立体的植被层次，以使康养体验具

有淹没在自然中的感觉，这不但有利于整个生态系统

的完善，而且会使治愈效果更加明显 [46]。国内对于

益健植物在康养基地中的规划设计研究主要以以下

方面为主：1）益健植物的分类 [47-48]；2）植物选择 [49]；

3）配植设计 [50]；4）种植结构设计 [51]。

根据益健植物对人生理及心理的影响，可将其

分为视觉型、听觉型、嗅觉型、触觉型和味觉型 5
大类 [49]。因此，在康养基地植物的选择上，应该根

据基地的性质、场地的功能及不同的服务人群，选

择具有不同治愈效果的植物。在益健植物的选择上，

主要以观赏植物色彩、形态、花卉、果实等视觉型益

健植物为主，辅以其他类型的植物，使乔、灌、草

合理搭配，以形成完善的益健型植物群落。森林康

养基地需要合理安排种植结构，清除场地中的有毒、

有害植物，保持 0.7~0.8 左右的森林郁闭度，以方便

林内通风透气和适当的阳光散射。

3.5 基于疗法因子改善的康养基地规划设计评价

关于森林疗法基地规划设计评价的研究相对较

少，主要集中在对康养基地规划选址、可持续发展规

划及康养基地的认证评价上，普遍以基地的自然地理

条件、疗法因子条件、动植物资源、历史文化资源等

作为主要选址评价指标 [11, 52]。在森林浴场可持续发

展规划上，选择疗法资源提升指标、生态意识提升指

标、创新管理实施情况 3 方面的评价类别 [53]。南海

龙等通过对日本森林疗法基地建设的研究，总结了日

本森林疗法基地的认证标准 [54]，包括基地的自然环

境条件和管理服务条件为主的 2 个一级指标；自然环

境、基础设施、交通状况、管理状况等 8 个二级指标；

五感体验、自然生态系统、疗法道路设置等 26 个三

级指标体系，并依据每项指标的评分标准，确定了 A
（好）、B（中）、C（差）3 个评分等级。在森林

康养基地规划设计中，疗法因子的改善评价主要以体

验康养基地的康复设施、步道、环境、人的生理及心

理实验指标的改善及疗法因子水平的提高为主 [54-55]。

4 发展展望

 目前，我国康养基地的相关研究还处于起步阶

段，尚未形成系统的方法体系和理论体系。但随着森

林康养产业的发展和人们对健康生活的追求，利用森

林公园、城市森林、国有林场等发展起来的森林康养

基地将会成为康养旅游的重要目的地。作为专类规

划，以森林生态环境为基础，且以改善环境中的疗法

因子、提升体验者疗法效果为主要目的的康养基地规

划设计，是摆在康养基地建设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

题，未来相关领域的研究应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1）森林康养基地规划设计体系的构建。康养基

地的规划设计作为一个整体系统，应从康养基地类

型、康养因子的提升、管理服务设施、步道系统等角

度出发，构建一个科学完善的规划设计标准体系。

2）应注重乡土益健植物对人体身心健康的影响

及其在规划设计中的应用。我国的地域差异性变化较

大，不同地域其植被类型也有所不同，在康养基地

益健植物的选用上，应提高乡土性益健植物的比重，

同时应加强不同地区主要益健植物对人体身心健康

方面的研究，以确认更多的、合适的益健植物种类。

3）康养基地规划设计评价体系的研究。基于疗

法因子改善的康养基地规划设计评价，是康养基地规

划布局、疗法项目规划及疗法步道设计等的重要依

图 2 不同疗法层次对康养空间的需求

Fig. 2  The demand of therapy space at 
different therapy le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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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其对于康养基地质量的提升发挥着重要作用。

4）康养基地规划设计方法研究。应注重从生理

及心理的角度研究康养基地疗法空间，以发挥 GIS
及相关规划设计方法在基地规划设计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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