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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已日趋严重,面对巨大的养老压力,一方面要解决经济和社会压力的问题,另一方面要解决老年人身体和精神压力

的问题。随着《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的印发,国家已经将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上升为国家战略,并且在《规划》中提出了详实

具体的应对措施。而在解决基础问题的同时,还要保证问题解决的质量。本文就是从“自然贡献于人类,人类反哺于自然”的视角,探讨城市绿

地构建的园艺疗法对解决老年人身体和精神需求的作用和影响。城市绿地园艺疗养以一种最简单最直接的方式实现提高老年人身心健康水平

的目的,这对于人类面临人口老龄化时采取的文化养老方式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呼吁在城市规划、林业发展等行业中,注重城市绿地园艺疗养的

完整构建,服务人类的同时,更好地保护环境,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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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根据我国数据显示,中国自20世纪末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老

年人口数量和占总人口的比重持续增长,2000年至2018年,60岁及

以上老年人口从1.26亿人增加到2.49亿人,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

比重从10.2%上升至17.9%。未来一段时间,老龄化程度将持续加

深。“老有所养”成为了社会广为关注和国家亟待解决的问题。而

对于城市人口来说,在保障稳定收入和基本居住条件的基础之上,

养老过程中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健康是老年人“老有所养”的 根

本需求。 

城市绿地不仅是城市生态环境中重要的一环,在保证人居环境质

量方面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面对人口老龄化日渐加深的压

力,城市绿地的长久构建和合理利用,能够在基于园艺疗法逐渐成熟

的知识体系上,通过自然和人的共同作用,提高老年人的养老生活质

量。因此,城市绿地构建园艺疗法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养老方式,已经

成为老年人养老多元化的重点研究方向。 

1 园艺疗法和文化养老的概念 

1.1园艺疗法的基本定义 

园艺疗法是随着时代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新的疗养方式,主要是指

积极运用园艺植物、园艺操作活动以及园林绿地环境对人产生的直接

的、间接的作用,改善身心状态,维持和增进健康,提高生活品质。可

以说,园艺疗法就是通过园林绿植和相关的园林活动来促使人群的身

心向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的一种新型疗养方式。 

1.2文化养老的基本概述 

文化养老对于传统的物质养老或称待遇养老而言,主要是指在

老年人的物质生活需求得到满足的前提下,更加关注老年人的精神

需求,通过交流沟通等各种行为来形成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所

以说,文化养老方式是以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为根本发展目的的新型

养老方式。 

将园艺疗法利用在文化养老的方式中,通过将园林活动和园林种

植与老年人养生结合起来,提高园林艺术的亲民性,特别是利用好居

住地周边的城市绿地,将园艺疗法与文化养老进行融合,不仅可以使

得文化养老的内涵增加,还可以提高园艺疗法的活力。可以说,基于园

艺疗法的文化养老方式,此称园艺疗养,可以使得二者相互促进,共同

发展。 

2 基于园艺疗法的文化养老(园艺疗养)方式分析 

2.1园艺疗养方式在不同区域的分析。 

2.1.1城市 

对于在城市绿地的园艺疗养方式,可分为两种,一种是附属型,一

种是主题型。在附属型当中,可以依托于城市绿地作为园艺疗养的场

地,如公园绿地、居住区绿地、生产绿地和防护绿地等,合理利用城市

绿地的功能分区,针对不同的区域设计导流、休憩和活动区域。而主

题型的园艺疗法则可以围绕或基于城市绿地建造专门的老人疗养院,

作为一个专业的老年人服务机构,不仅要利用好周围的城市绿地,还

要设置专门的园艺疗法文化养老场所,通过规划园林艺术文化主题园,

开展多种多样的园林园艺活动,促进疗养院内老年人与自然环境的接

触,从而促进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发展。 

2.1.2市郊与农村 

我国的市郊和农村目前很多地区开展了休闲农业园,包括观光型,

娱乐采摘型或民俗文化型等等。但相较城市绿地来说,市郊和农村的

休闲农业园更偏向于传统,给老年人带来的感受也较为朴素自然,虽

然原生态的乡野风景、绿色空间和独特的农产品,能够为园艺疗法的

文化养老方式提供天然的基础,感受大自然的美好,参与园林园艺活

动,在老年人放松身心、活动筋骨、提升自信等方面也能起到一定的

作用。但是与有设计规划的城市绿地相比较,在明确的功能分区、有

机结合等方面,市郊与农村绿地缺乏针对性。 

2.2园艺疗养方式内容的设想 

园艺疗法主要从以下两种方式进行干预。一是感官花园,通过营

造绿色,以植物、水景等为主的环境来刺激治疗人员的感官,即人的视

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借助植物的色彩、摆动的声音、散发

的芳香、品尝的味道和不同的质地等,来刺激五官,缓解和消除治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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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紧张和焦虑,调节内分泌,增强免疫系统,特别是在城市绿地中,

成熟的园林不仅能够降低PM2.5等的浓度,还能释放负氧离子,让人的

感官始终处于一种放松的状态。这种方式下人们的情绪会得到释放,

提高治疗效果,促进被治疗者的身心健康。二是通过举办园艺活动,

使治疗人员参与到活动过程当中,通过相关的劳作,得到体能的锻炼,

身体和心灵都得到了满足,感受到存在感和价值感,并且在活动过程

中加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提升自信心,锻炼自立能力。这种方

式主要是通过使治疗人员充分体验自我的价值,来提高治疗人员的自

我认同感。 

3 基于园艺疗法的文化养老方式的建议 

3.1引入专业园艺疗法治疗师 

由于老年人群的特殊性,园艺疗法 好由专业的园艺治疗师进行

操作,园艺治疗师可以通过设计合理的养生计划来对老年人的养老方

式进行规划,还可以通过对园艺疗法的讲解,加强与老人之间的沟通,

达到心理暗示的作用,引导老年人顺利接受园艺疗法。同时园艺治疗师

可根据老年人的特点,设计更加科学合理的园林园艺活动,避免在活动

过程中发生意外,保障安全对于老年人来说是首要因素。所以说引入专

业的园艺治疗师是顺利融合园艺疗法与文化养老方式的必要手段。 

3.2提高政府资金支持 

由上述得知,城市绿地构建的园艺疗养方式 简单 直接,因此,

建设和维护好城市绿地,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但对于一些中小型的

城市来说,城市绿地的覆盖率较低,阻碍了中小型城市中园艺疗养方

式的推广和发展。所以建议政府和企业加大对城市绿地建设和维护的

资金投入,并且从政策方面进行引导和扶持,引入专业人才,加之宣传

工作,这样才能使园艺疗养这个科学的文化养老观念在老年人群中尽

快建立。同时专业人才的引进,使园艺疗养在保障老年人活动安全的

前提下有机进行。 

4 结束语 

根据以上叙述内容,我们可以知道为了能够更好地适应我国人口

老龄化的社会现状,在老年人养老过程当中发展多元的养老方式已经

成为时代的必然选择。而基于园艺疗法的文化养老方式,不仅可以提

高老年人的养老生活质量,还能够降低老年人生理和心理上疾病的发

生率。所以说我们可以对园艺疗养方式进行充分设想,肯定了城市绿

地构建的园艺疗养方式更加有优势,并且对于提高园艺疗法治疗师的

专业技术能力,从社会层面上加大对园艺疗法的文化养老方式的提倡

等方面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相信随着园艺疗法的逐渐普及,我国

老年人会拥有更高质量的养老生活,也因此而帮助我国从一定程度上

缓解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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