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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园艺疗法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欧美、日本等国家对园艺疗法的科学研究成果积累较多，而我

国尚处于起步阶段。在介绍园艺疗法的作用机制的基础上，概括了园艺疗法的种类和作用，重点综述了

国内外目前的研究现状并提出小结与展望，以期丰富当前园艺疗法的心理学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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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horticultural therapy has received extensive attention at home and abroad. Countries 
such as Europe, America, Japan and other countries have accumulated more scientific research 
results on horticultural therapy, while our country is still in its infancy. On the basis of introducing 
the mechanism of horticultural therapy, the types and functions of horticultural therapy are sum-
marized, the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at home and abroad is mainly reviewed, and a summary and 
prospect are put forward, in order to enrich the current psychological research results of horti-
cultural 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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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园艺疗法是针对需要身心改善的人群，以植物栽培和园艺活动为主要媒介，促进其生理、心理和社

会功能调整、改善和恢复的技术和方法体系(Shoemaker et al., 2014)。 
园艺疗法从开始创立至今共有 200 多年的历史。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美英等园艺疗法协会相继成

立促进了其规范化。在欧美、日韩等国家和地区迅速兴起，并日趋成熟和应用。园艺疗法的服务对象从

最初的残疾人、精神病患者、智力障碍者、自闭症患者等重大慢性生理疾病患者逐渐扩展到了各种生理、

心理、社会功能障碍者(Cipriani et al., 2017)。园艺疗法能够促使脑细胞进行自我修复，唤醒休眠中的突触，

促进损伤传导通路的修复或重建，恢复患者的身体功能(李妮等，2021)。 
在发现其显著效果后，许多国家纷纷开始把园艺疗法应用与风景园林、建筑规划与设计、医学、教

育学以及心理学领域。近年来，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中也开始实施园艺疗法，但心理学研究及干预对于

园艺疗法的研究方法、实施方案仍需进一步的探讨和规范。因此，整理园艺疗法在心理学研究以及心理

干预中的应用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2. 园艺疗法的作用机制 

园艺学的特点是，作为一种植物，它可以刺激人的五官感觉，唤起人的记忆，让人感觉真实的活着。 
园艺疗法的方式为“五感作用”。五感是指视、听、嗅、味、触觉五种感觉器官。 
园艺疗法提供的外界刺激类型包括电波、化学物质和其他物理效应(如热和力)。这些外界物理刺激使

人通过不同的感觉器官形成不同的感受，进而在时间和空间上形成丰富多彩的感觉和知觉。刺激-感觉详

细作用机制如表 1 所示。 
 

Table 1. Stimulus-sensation action mechanism 
表 1. 刺激–感觉作用机制 

五感种类 感官 刺激种类 空间与时间上的知觉 

视觉 视网膜 电 体积、色彩、明暗、空间 

听觉 耳膜 电 声调、音色 

嗅觉 鼻粘膜 化学 芳香、臭味等 

味觉 舌 化学 酸甜苦辣咸等 

触觉 皮肤 物理、电 震动、温度、痛觉、形态 

 
园艺疗法发挥作用时，植物和园艺活动为人带来电、化学等物理刺激，刺激通过感觉器官打开了视、

听、嗅、味、触五种感觉，这些感觉信息几乎同一时间开始传达然后上升进入大脑皮质的感觉区，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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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区的神经细胞突触与多个感觉皮质联系，信息并行处理，进行统一，从而认识外界环境，形成记忆。

五种感觉作用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Diagram of five senses effect 
图 1. 五种感觉作用图示 

2.1. 视觉 

园林景观提供视觉刺激传至视网膜，使大脑皮质发生正可塑性反应，并且调节神经通路的兴奋性(李
妮等，2021)。关于观赏植物对人的心理和生理的影响，加科勒认为颜色对人周围事物的感知有很大的作

用。另外，包括康乃馨、菊花、玫瑰在内的许多重要观赏植物的稀有蓝色等品种可以用于室内装饰，它

们能使人精力集中(宮崎良文，2003)。 
园艺观赏植物可以直接刺激人的视觉，产生强烈的视觉冲击。暖色的花(黄色金盏花和红美人蕉的鲜

明对比)适合有弱视和白内障等视觉障碍的人看。来自眼球视觉信息通过交叉的神经通路进入左右大脑信

息在两侧大脑中传播。 

2.2. 听觉 

听觉能够促进身心健康。宫崎为了知道自然的声音能让身体有多放松，进行了一项实验，以 12 名男

大学生为受试者，要求他们闭着眼睛听 2 分钟森林的声音(森林的声音是用市面上卖的 CD 的录音)。结果

脑神经活动显示，“有黄莺叫声的森林之音”最为平静，其次是“小河流淌的声音”、“有杜鹃叫声的

森林之音”、“西表岛夜晚的田园”。因此，通过倾听主观上被认为很舒服的各种森林的声音，大脑活

动会变得平静，身体也会变得放松(宮崎良文，2003)。 
草本植物和竹类植物能打开人的听觉。红树林和细竹叶被风一吹就会发出声音，摇晃的植物会让人

感受到声音。有的医院在集中治疗室的窗外建一个小花园，里面挂一个可以吸引这些植物和野鸟的诱饵

盒，然后可以通过枕边简单的听觉反射来判断人的意识水平。临床上有意识水平低的情况，但听力有反

应。在生命体征监视器的无机质声音的对面能听到植物的沙沙声，能看到恢复的希望。语音从内耳进入

大脑内部，左耳接收到的语音信息大部分进入右脑，右耳接收到的语音刺激进入左脑。声音到达听觉皮

层后，声音信号经过听觉皮层的理解和分析，大脑其他区域也会对声音进行解读，如前额皮质根据人的

情感与记忆，给声音赋予意义。 

2.3. 嗅觉与味觉 

嗅觉是最直接的感觉，它通过快速的判断来影响感受力。自然植物产生挥发性芳香物质，这些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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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嗅觉直接作用于人体中枢神经系统，分别为拥有海马回、齿状回和扣带回等的边缘系统(与人类的情绪

密切相关)。具有杏仁核和海马体的大脑边缘系统在丰富人的情感和促进社会交往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气

味直接作用于大脑的边缘系统，其刺激直接连接到情绪中枢，即扁桃体和额叶等。因此，闻到植物的气

味，很容易引起人对于情感的回忆。 
其次，挥发性芳香物质能有效调节下丘脑，而下丘脑负责调节整个人体神经化学物质和激素的功能；

还可以作用于控制注意力和记忆力的前额叶和整合身心活动的网状结构系统；此外，挥发性芳香物质可

以促进人体器官健康激素和体液分泌，释放酶乙酰等生理活性物质，也可以改善人体神经系统(刘璐，秦

华，2010)。 
宫崎先生(宮崎良文，2003)以 13 名 20 多岁的女性为对象，从花中提取精油进行实验。他以血压为指

标，观察了甘菊精油对人的影响，结果发现收缩期血压总体平均值偏低。 
对于嗅觉和味觉的治疗，园艺治疗程序中除了水仙、百合、薰衣草、玫瑰等芳香植物之外也可以用

辛辣的植物，如大蒜、洋葱、韭菜、葱等。香草的效果最明显。 

2.4. 触觉 

触觉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感觉。在视觉和听觉信息泛滥的现代社会，有必要重新认识触觉的重要性。 
触摸院子里的水，对刺激五官的感觉和大脑的高级功能有重要作用。1998 年，英国切尔西花园的示

范园里设置了一个水流，水流正对着老年人的院子。为老年痴呆症患者设计的庭院配有把手，使人能够

以一定的速度沿着水流方向在自然环境中徜徉。另外还考虑了水流速度，把落水的声音调到最小，保证

不会催生尿意。 
翻地可以“接地”高涨的情绪，缓解压力。温度、硬度、形态、颜色的变化、气味等刺激传递到相

应的中枢，信息素传递到大脑皮质的感觉区域，通过促进手的活动，抽象的情感成为具体的意志。 

2.5. 平衡感觉 

在庭院浇水，室内移栽植物，有助于改善内耳紊乱导致的躯干姿势维持出现的平衡感问题。 

3. 园艺疗法的种类 

园艺疗法已经形成了比较科学的体系，不仅有传统的植物疗法 (Plant Therapy)和园艺治疗

(Horticultural Treatment)，还包括花卉疗法(Flower Therapy)、芳香疗法(Aroma Therapy)、草药疗法

(PhytoTherapy)、插花、压花、组合花园制作等艺术疗法。 
园艺疗法一般需要利用治疗花园来实现，根据其治疗目标对象和具体功能可分为园艺疗法花园/康复

花园(Horticultural therapy gardens/rehabilitation gardens)、漫游花园(wandering gardens，一般用于阿兹海默

病患者的康复)、冥想花园(Meditation gardens)、感觉花园(sensory gardens)、治疗花园(healing gardens)等
(Stigsdotter et al., 2011)。这种治疗方法包括主动活动(例如患者参加各种园艺活动或插花)和被动活动(例如

欣赏花卉或自然景观)。 

4. 园艺疗法的作用 

园艺疗法之所以能被广泛应用，是因为它能调节和促进个体的身心功能(刘斌志，王李源，2019)。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园艺疗法的服务对象从最初的残疾人、精神病患者、智力障碍者、自闭症患

者、重大慢性病患者等身心障碍者逐渐扩展到各种生理、心理、社会功能障碍者：一是有生理健康问题

的人，创伤性脑损伤、脑卒中等等。第二，双相情感障碍、重性抑郁症、精神分裂失调症、创伤后应激

障碍(PTSD)和边缘型人格障碍等。第三，有职业和社会功能问题的人群，有职业康复需求、生活方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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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问题、人际交往障碍、认知障碍、生活意义缺失、自我情感管理障碍面临社会压力的人群(Cipriani et 
al., 2017)。 

首先，园艺疗法有助于促进个体的感官刺激和运动功能(李树华，张文秀，2009)。其一，自然植物散

发出的香味、土壤和清新空气中的负离子、植物的花、茎、叶的触感，可以刺激人体感官。另外一方面，

参加园艺活动时，从播种、插枝、盆栽、栽植等坐式活动到整地、浇水、施肥等站立式活动，头、手、

脚要同时运动，且无时无刻不在使用眼，身体的协调和运作得到提高。 
其次，园艺疗法有助于缓解个体的负面情绪(陈新颖，2016)。其一，欣赏园艺可以缓解心理压力，如

红色的花使人感到兴奋，黄色的花使人感到愉快，蓝色的花和白色的花使人感到宁静，在欣赏的过程中

可以抑制冲动。其二，从事园艺活动可以消耗体力、转移注意力以缓解焦虑和抑郁，还可以通过盆栽、

花坛和修剪活动培养创作欲望。其三，参加园艺活动能有利于个人优秀性格和能力的培养。例如，监控

和等待植物的生长进度，可以培养自我管理能力、个体的耐力和注意力；保持护理植物可以培养毅力和

责任心，收获和分享花朵和果实可以培养个体的成就动机和自我效能感。 
最后，园艺疗法还可以促进个人的社会沟通能力和社会价值观。园艺可以单独进行，但多数情况下

是集体过程(张称称，2016)。 

5. 园艺疗法在心理干预中的应用 

梳理归纳国内外应用“园艺疗法”调适心理健康方面的心理干预研究，发现主要应用在以下四个方

面：学生的心理教育及心理健康、精神疾病患者心理健康方面，老人心理健康方面。 

5.1. 学生的心理教育方面 

杨利利&丁闽江(2019)在学校草药实践基地通过学生的个人栽培品尝果实，同时进行园艺知识讲座，

此外还有案例和团体园艺心理辅导。发现它们能帮助学生成长，感受生命力量，掌握生存技能，调节学

生情绪，增强自信心，提高自我认同和社会交往能力。刘鸿娇(2018)将大学生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开展

园艺课程，如工艺美术、室外种植、小组活动、滴灌、防虫等。实验前后采用问卷调查，发现园艺课程

能提高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其心理机制主要是加强大学生与世界的联系，掌握生存技能，增加积极情

绪，通过升华生命价值来提高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李永真(2004)认为，指导幼儿种植和管理花草有其

独特的教育功能：让感情粗暴的儿童变得细腻，让内向的儿童变得开朗，能让急躁的儿童变得平静。 

5.2. 学生心理健康方面 

赵仁林等(2019)对大学生在不同发育阶段(初花期、盛花期、终花期)牡丹观赏前后生理指标(血压、心

率、血氧饱和度、指尖脉搏)和心理指标(焦虑、情绪状态)的定量测定与分析。结果显示，与其他时期相

比，大学生的血压、心率、指尖脉搏显著下降，负性情绪(焦虑、愤怒、抑郁、疲劳)显著下降，正性情绪

(能量)显著上升(P < 0.05)。在各个时期，女性的生理指标值都比男性明显，男性的心理指标值比女性更

明显。因此，花期牡丹观赏活动可以缓解大学生的紧张，放松身心，对男女生的生理和心理状态产生不

同的影响。齐浛妤等人(2019)以 196 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园艺疗法进行干预。结果表明，园艺疗法对

大学生心理问题具有良好的疗效。张艳(2014)将高中生分为实验组和控制组，实验组 80 人，控制组 78
人。9 次/2 小时，开展植物种植、户外活动、植物病虫害管理等园艺疗法活动进行干预。实验结果表明，

学生参与园艺疗法后情绪变好，园艺疗法在希望干预实验中是有效的。Kim & Lee (2009)调查了园艺治疗

计划对破裂家庭中儿童的自尊和冲动性的影响。从 2007 年 10 月 1 日到 2008 年 2 月 18 日，每周都为破

裂家庭进行为期 20 周的园艺治疗项目。采用自尊、冲动和攻击性量表对大邱市东区 G 福利院儿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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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艺治疗计划前后进行调查。结果表明，儿童的自尊得到了提高。尤其是一般自尊和社会自尊。冲动量

表的平均值也显著提高。攻击量表无显着差异，但身体攻击性、间接攻击性和易怒性均有改善。 

5.3. 精神疾病患者心理健康方面 

郭成等(2012)通过对自闭症儿童园艺疗法的干预研究，研究表明园艺疗法可以提高自闭症儿童的社会

交往能力、注意力，并且能够使儿童缓解情绪。王新宇(2016)对 70 名有抑郁症状的大学生采用园艺疗法。

实验证明，园艺疗法可以缓解抑郁症状；可降低抑郁青少年的行为抑制系统水平，提高行为激活系统水

平和心理弹性。宋扬和李朝晖(2022)采用抑郁自评量表(SDS)选择 60 例轻中度抑郁症患者。实验组 30 人

接受常规园艺疗法，结果证明了园艺疗法对于缓解患者抑郁情绪的干预效果。吴玲(2018)对住院心理疾病

及痴呆患者焦虑情绪做了园艺疗法干预，选择昆明市社会福利医院临床心理科 1 年内收治的 135 例心理

疾病及痴呆患者作为护理对象并结合不同的护理方式，结果发现观察组患者 SAS 量表评分明显下降患者

焦虑情绪得到改善，观察组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Batavia & Sasson (2008)讨论了园艺疗法

是否可以延缓住在城市疗养院的老年痴呆症患者的认知退化。在随机选取的 40 名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中，

随机选取 20 人参加园艺疗法，每周两次，共 12 周，其中 20 人作为对照组。12 周末，园艺处理组的总

体功能水平高于对照组。这项研究证明，园艺疗法可能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一种有用的替代疗法。 

5.4. 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方面 

马语若(2018)从社会工作的角度，通过园艺疗法，为轻度失能和患病的老年人开展团体活动，并教导

和辅导他们开展室内外园艺种植、欣赏、干花插花等活动。结果显示，提高来访者对生命意义的理解，

提高他们的自我效能，积极面对生活，可以促进他们心理健康的恢复。安然(2019)在社会工作社角下运用

园艺疗法在实验组与对照组服务对象的感官刺激进行感知器官记忆分类研究。结果表明，园艺疗法能增

强客观记忆功能，提高主观记忆满意度。此外，园艺疗法可以锻炼老年人的身体协调能力，缓解负性心

理抑郁情绪，加强社会交往，提高认知能力，其中“心理情绪”和“认知能力”提升显著(P < 0.05)。黄

秋韵等(2020)研究发现，经过园艺干预后，老人的整体负面情绪状态明显改善。在改善老年人负面情绪方

面，插花活动的效果显著优于组合多肉植物活动。Gu (2016)以南京市 Y 社区的 30 名老年人为研究对象，

以 GDS 为测量工具，以园艺活动为主要疗法，在实验的早、中、后期分别测量 GDS 评分，结果表明，

园艺活动能显著改善老年抑郁症的症状，男女性别、年龄无差异。Kim & Yoo (2010)探讨了园艺疗法对

脑损伤老年人自尊和情绪的影响。七名受试者参与了该项目，园艺疗法项目(HTP)从 3 月 28 日至 8 月 28
日每周进行一次。为了检验 HTP 的效果，在 HTP 前后对自尊量表、情绪平衡量表和微笑量表进行了评

估。所有服用 HTP 的受试者的自尊都有显著提高，HTP 之后的平均值从 25.9 增加到 HTP 之前的 33.0。
HTP 后情绪平衡的平均值比 HTP 前的 13.6 显着提高到 16.7。此外，HTP 之后的微笑量表比 HTP 之前显

著提高了 0.5 分。因此，HTP、插花、压花等 HTPs 能有效促进脑损伤老人的自尊和情绪稳定。Lim & Park 
(2016)为了确定园艺治疗计划对使用日托服务的听力障碍老年人的抑郁和自尊的影响，招募了 110 名老年

人(50 名男性和 60 名女性)。园艺处理的过程包括审查、规划、实施和评估，总共有 12 个园艺处理方案。

结果表明，利用园艺活动的园艺治疗方案对改善听障老人的抑郁和自尊有积极的作用。 

6. 小结与展望 

在心理干预方面的文献表明，园艺疗法可以减轻患者的痛苦，使其早日恢复健康；通过不同的方式

接触自然因素，可以有效缓解人的身心压力，改善情绪状态(陈晓等，2016)。但是园艺疗法在心理干预中

的普及与应用还不足够，没有成为与精神分析疗法、认知行为疗法、森田疗法、人本主义疗法、家庭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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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等相提并论的主流的干预方式。 
除了在心理研究与干预方面，目前把园艺疗法和园艺福祉推广到人居环境设计、室内绿色空间设计

和绿色活动的程度尚未提高。在人居环境设计中，除了室外绿地的设计和管理外，还应注重营造良好的

室内绿地，设计有益的园艺活动，引导居民在室内主动接触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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