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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WHO）在1948年创建之初给出的“健康”定义为：“健康乃

是一种在身体上、心理上和社会上的完满状态，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和虚弱

的状态”[1]，把人的健康从单纯生物学的意义上升到了心理和社会关系的多重

内涵。此后，世界卫生组织多次对“健康”这一概念进行完善，1990年提出了

四维健康新概念，即健康包括躯体健康（physical health）、心理健康（psychological 

health）、社会适应良好（good social adaptation）和道德健康（ethical health）[2]。自此，

健康的含义从单一考虑人的自然属性到考虑人的社会属性而变得逐渐丰富，同

时评价健康的标准更加全面。从公共健康的角度来看，健康已不再仅仅是与

摘要

进入21世纪以来，以SARS事件、H7N9禽流感疫情、埃博拉疫情、新冠肺炎疫情为代表的传

染病相关公共卫生事件频发，严重危害了人类的生命健康。风景园林在优化自然环境、改 善

气候状况、提升公共卫生等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理应在应对公共健康危机领域发挥作用。

文章在分析风景园林促进公共健康历程的基础上，根据传染性疾病的传播特点，从控制传

染源、阻断传播途径、疗愈易感人群三个方面提出风景园林应对传染性疾病发生和传播的

策略。

关键词

公共健康；风景园林；传染性疾病；预防策略

Abstrac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infectious disease-related public health events represented by the SARS 

incident, the H7N9 avian in� uenza epidemic, the Ebola epidemic, and the New Coronary Pneumonia epidemic 

have occurred frequently, seriously endangering human life and health. Landscape architecture plays an essential 

role in optimizing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improving the climate, and improving public health. It should play a role 

in responding to public health crise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history of landscape gardens to promote public 

health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ransmission of infectious diseases. This article proposes that landscape 

gardens should respond to the occurrence of contagious diseases from three aspects: controlling the source of 

infection, blocking the transmission route, and healing susceptible people and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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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本身有关，它与社会的平等、和谐同样息息相关。

中国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成

就，城市化率从1978年的17.92%上升到了2018年59.58%[3]。城

市化为人们提供了更好的医疗卫生资源，使得婴儿死亡率、

孕产妇死亡率、儿童死亡率、结核病疫情、肠道传染病疫情

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 [4]。但同时城市化带来的环境污染、资

源短缺、人口膨胀、住房压力等城市病，对城市居民的公共

健康造成了很大威胁。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不但成为以心脑血管、

糖尿病、癌症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为代表的慢性非传染性

疾病高发的国家 [5]，而且传染性疾病的威胁也同样严峻。根

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疾病预防控制局的统计，病毒型肝炎、

结核病位居全国法定传染病疫情前两位 [6]。回顾新中国成立

后所爆发的传染性疫情，如霍乱、鼠疫、艾滋病、SARS事件、

H7N9禽流感疫情，以及此次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都给人们

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巨大威胁。传染病疫情带来的严峻挑

战不仅促使全社会深刻认识到公共健康的重要性，也引发了人

们对城市功能和建成环境的空前关注，风景园林作为城市人

居环境质量的主要提供者，理应在促进公共健康方面发挥其

应有的作用。

1 风景园林促进公共健康的探索

相关研究表明，心理状态与自然环境之间存在着先天的

积极关系 [7-9]；在环境心理学领域，相关人员证明了建成环境

主要是通过影响人们的体力活动和饮食行为来促进人体健康
[10]，所以营造良好的建成环境有利于促进公共健康的发展。

风景园林作为外部环境的提供者，所追求的目标始终是实现

人与自然的相互融合 [11]。从古典园林原始的生产目的到追求视

觉的景观之美和精神的寄托，再到改善社会环境效益，从关

注个体心灵健康到社会环境健康，风景园林的角色在不断丰

富。18世纪中叶伴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到来，人们开始理性地

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时期以奥姆斯特德为首的风景园林

师将“自然带进城市”，建立了公共园林、开放性空间和绿地

系统；之后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意在营建宜人的居住和工作

环境，这都体现了人们开始认识和重视风景园林对个人和社会

环境健康的促进作用。

随着公共健康问题的出现和发展，风景园林在促进大众

健康方面一直进行着积极探索 [12]，康复花园、园艺疗法、市民

农园等健康景观成为了西方不同时期的研究热点。中国认识到

自然环境对人体健康有益开始于新中国成立后，到20世纪末

才真正意识到景观环境对健康的积极作用[13]。此后，健康视角

下的城市风景园林建设研究开始有了新的进展，医疗园林在改

善患者生理、心理和精神上的紧张情绪效果明显 [14]；康复景观

在降低人的心理压力、产生积极情绪等方面效果显著 [15]。健康

导向下的风景园林从注重疗愈的小尺度花园，到强调社会交

往的中尺度空间 [16]，再到重视城市整体绿色开放空间对公众健

康作用的提升 [17]，实现从个体身心健康到个体与社会健康关系

的转变。风景园林在这一过程中完成了从被动消极“治疗”到

积极主动“预防”的角色转换。

20世纪中期后，虽然公共健康的主导问题已经由传染性

疾病转为慢性疾病，但风景园林最初解决城市健康问题的起

因就是城市中传染病的肆虐 [18]。传染性疾病多为突发性公共卫

生事件，这就更加要求风景园林师通过风景园林的手段和力

量在传染性疾病发生前中后期达到最大力度的预防、隔离和治

疗作用。

2 风景园林应对传染性疾病的策略

医学上认定传染病的发生和传播机理须具备三个条件：

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 [19]。而自然环境因素对传染病

的产生、传播有很大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传染病的存

在方式和流行过程，甚至可能会决定着传染性疾病的消亡 [19]。

2008年WHO的60周年纪念以研究“消除气候变化影响，保护

人类健康”为主题，标志着气候变化与健康的关系已成为世

界普遍关注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20]；同年在《美国预防医学学

刊》发表了一篇关于气候变化对公共健康影响的特别报道，该

报道指出气候变化对公共健康有四个方面的威胁：高温的直接

影响、病媒传播疾病、水传播疾病，以及空气污染造成的呼

吸系统疾病 [21-22]，因此，气候变化导致自然因素改变是传染性

疾病产生的重大效应之一。如温带地区气候变暖现象，使得感

染或携带致病原体的昆虫和啮齿类动物的分布范围与危害期限

扩大，增加了虫媒类传染病扩散的风险。中国南方地区，尤其

是长江中下游的局部城市12月气温已打破历史同期气温纪录
[23]；“冬温者，冬应寒而反温，阳不潜藏，民病温也”，异常的

气候为新型冠状病毒的生存与蔓延提供了有利的自然条件。此

外，洪涝灾害的发 生主要通过影响湿度间接影响昆虫的寿命

和繁育，从而增加季节性虫媒的地理分布和季节多度 [24]；水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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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本身有关，它与社会的平等、和谐同样息息相关。

中国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成

就，城市化率从1978年的17.92%上升到了2018年59.58%[3]。城

市化为人们提供了更好的医疗卫生资源，使得婴儿死亡率、

孕产妇死亡率、儿童死亡率、结核病疫情、肠道传染病疫情

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 [4]。但同时城市化带来的环境污染、资

源短缺、人口膨胀、住房压力等城市病，对城市居民的公共

健康造成了很大威胁。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不但成为以心脑血管、

糖尿病、癌症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为代表的慢性非传染性

疾病高发的国家 [5]，而且传染性疾病的威胁也同样严峻。根

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疾病预防控制局的统计，病毒型肝炎、

结核病位居全国法定传染病疫情前两位 [6]。回顾新中国成立

后所爆发的传染性疫情，如霍乱、鼠疫、艾滋病、SARS事件、

H7N9禽流感疫情，以及此次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都给人们

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巨大威胁。传染病疫情带来的严峻挑

战不仅促使全社会深刻认识到公共健康的重要性，也引发了人

们对城市功能和建成环境的空前关注，风景园林作为城市人

居环境质量的主要提供者，理应在促进公共健康方面发挥其

应有的作用。

1 风景园林促进公共健康的探索

相关研究表明，心理状态与自然环境之间存在着先天的

积极关系 [7-9]；在环境心理学领域，相关人员证明了建成环境

主要是通过影响人们的体力活动和饮食行为来促进人体健康
[10]，所以营造良好的建成环境有利于促进公共健康的发展。

风景园林作为外部环境的提供者，所追求的目标始终是实现

人与自然的相互融合 [11]。从古典园林原始的生产目的到追求视

觉的景观之美和精神的寄托，再到改善社会环境效益，从关

注个体心灵健康到社会环境健康，风景园林的角色在不断丰

富。18世纪中叶伴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到来，人们开始理性地

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时期以奥姆斯特德为首的风景园林

师将“自然带进城市”，建立了公共园林、开放性空间和绿地

系统；之后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意在营建宜人的居住和工作

环境，这都体现了人们开始认识和重视风景园林对个人和社会

环境健康的促进作用。

随着公共健康问题的出现和发展，风景园林在促进大众

健康方面一直进行着积极探索 [12]，康复花园、园艺疗法、市民

农园等健康景观成为了西方不同时期的研究热点。中国认识到

自然环境对人体健康有益开始于新中国成立后，到20世纪末

才真正意识到景观环境对健康的积极作用[13]。此后，健康视角

下的城市风景园林建设研究开始有了新的进展，医疗园林在改

善患者生理、心理和精神上的紧张情绪效果明显 [14]；康复景观

在降低人的心理压力、产生积极情绪等方面效果显著 [15]。健康

导向下的风景园林从注重疗愈的小尺度花园，到强调社会交

往的中尺度空间 [16]，再到重视城市整体绿色开放空间对公众健

康作用的提升 [17]，实现从个体身心健康到个体与社会健康关系

的转变。风景园林在这一过程中完成了从被动消极“治疗”到

积极主动“预防”的角色转换。

20世纪中期后，虽然公共健康的主导问题已经由传染性

疾病转为慢性疾病，但风景园林最初解决城市健康问题的起

因就是城市中传染病的肆虐 [18]。传染性疾病多为突发性公共卫

生事件，这就更加要求风景园林师通过风景园林的手段和力

量在传染性疾病发生前中后期达到最大力度的预防、隔离和治

疗作用。

2 风景园林应对传染性疾病的策略

医学上认定传染病的发生和传播机理须具备三个条件：

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 [19]。而自然环境因素对传染病

的产生、传播有很大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传染病的存

在方式和流行过程，甚至可能会决定着传染性疾病的消亡 [19]。

2008年WHO的60周年纪念以研究“消除气候变化影响，保护

人类健康”为主题，标志着气候变化与健康的关系已成为世

界普遍关注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20]；同年在《美国预防医学学

刊》发表了一篇关于气候变化对公共健康影响的特别报道，该

报道指出气候变化对公共健康有四个方面的威胁：高温的直接

影响、病媒传播疾病、水传播疾病，以及空气污染造成的呼

吸系统疾病 [21-22]，因此，气候变化导致自然因素改变是传染性

疾病产生的重大效应之一。如温带地区气候变暖现象，使得感

染或携带致病原体的昆虫和啮齿类动物的分布范围与危害期限

扩大，增加了虫媒类传染病扩散的风险。中国南方地区，尤其

是长江中下游的局部城市12月气温已打破历史同期气温纪录
[23]；“冬温者，冬应寒而反温，阳不潜藏，民病温也”，异常的

气候为新型冠状病毒的生存与蔓延提供了有利的自然条件。此

外，洪涝灾害的发 生主要通过影响湿度间接影响昆虫的寿命

和繁育，从而增加季节性虫媒的地理分布和季节多度 [24]；水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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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改变，如赤潮，会在水中产生大量毒素，赤潮一旦在饮

用水源中爆发或通过水域中的鱼类间接传染到人类，可能引

发传染性疾病。空气污染使环境中的过敏原增多，这会进一

步威胁特殊人群的呼吸系统健康 [25]。

种种研究表明，气候变化通过改变自然因素而加剧了传染

性疾病 的爆发和传播，所以发挥风景园林在改善气候条件方

面的作用，以此阻止或切断传染性疾病的传播途径，达到预

防传染性疾病爆发的效果。

2.1 控制传染性疾病传染源

全球气候变化是导致各种 传染性疾病爆发的重要诱因，

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城市洪涝灾害导致的湿度加重等，为

传染性疾病中传染源的繁殖提供了有利的环境条件，风景园

林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过程中不断寻找改善气候的有效途径。

以园林绿地为代表的绿色基础设施被誉为“自然生命的支持系

统”，包括城市周边及内部的绿色开放空间，构成了城市生态

系统服务的供给体系 [26]。绿色空间建设在减轻城市热岛效应、

缓解气候变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研究表明当城市中具有足

够的绿色空间且能合理地分布形成系统时，城市环境将更加

舒适 [27-28]。同时，绿色基础设施在应对极端气候条件下频繁的

洪灾问题时，可通过截留、调蓄、下渗等功能提供减少径流、

降低峰值、缩短持续时间等洪水调节服务 [29]。因此，在风景

园林规划设计中，要充分发挥不同绿色基础设施应对传染病

疫情的功能和作用[30]。比如自然保护区相较于城市公园，其职

责重在保护自然野生动植物，规划时就要考虑到其与城区的距

离以及内部功能性的规划，从而避免人类对自然野生动植物

的打扰，同时降低野生动物可能携带的病毒、病菌对人类的

伤害。

通过充分发挥风景园林的作用，在城市中构建一个稳固的

绿色基础设施空间网络，作为人类聚居地垂直空间的“屏障”

以及水平空间的“应急系统”，达到减少城市上空碳含量、调

节雨洪、改善环境质量等效益，从而降低由于气候变化、野生

动植物栖息地迁移等带来传染性病毒、细菌的风险，实现对传

染源的控制，以达到保障城市生态安全和运行安全的目的。

2.2 阻断传染性疾病传播途径

传染性疾病的病原体主要是通过诸多媒介如空气（飞沫、

气溶胶）、水体、土壤等进行传播，如果能发挥城市园林绿地

净化空气、水体和土壤的功能，就可以起到阻断传染性疾病

传播途径的作用。

园林植物被称为天然的空气过滤器 [31]，可以过滤掉空气中

的气溶胶，因其叶片表面的结构与其分泌物决定了植物的滞尘

能力[32-33]。相关研究证明，城市道路上方空气细菌污染非常严

重，并作为线性污染向道路两侧扩散进入人类活动频繁区[34]；

城市边缘区作为生态敏感脆弱区，容易因人类的不合理开发而

造成环境破坏和污染，进而产生大量的细菌和病毒，因此建

设道路防护绿地和郊区防护林 可以起到隔离和削弱空气中病

菌扩散的作用。通过科学规划绿地空间体系、合理布置防护

绿带宽度与结构、丰富道路绿化形式、配置净化滞尘能力强的

植物等，以此改善空气质量，降低空气中存在的致病因子与人

类接触的几率。

水是微生物广泛分布的天然环境，也是传播各种水源性

疾病的媒介 [35]。水生动植物对维持水生态系统及分解和净化

水中有机物的作用已经得到证实。风景园林设计主要通过塑

造良性水生态系统和营造安全水景观的手段，来降低水体传

染病传播的可能性。如，营造层级错落分布的动植物群落环

境与大片水域相结合，通过设计自然生态驳岸，实现水陆生

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对于流动性较差的景观小水域，通过加

强水生植物的种植，丰富水生植物的种类，达到净化水体的

作用。同时，合理布置景观水域与游人游览动线的位置关系，

实现游人既能亲水，又不受封闭水域处可能产生蚊虫影响的

目的。

研究表明，受生活污水、工业废水及人畜粪便污染的土

壤会引发生物性传染病 [36]。风景园林同样是改善受污染土壤环

境的有效手段，将垃圾填埋场转化成生态公园、工业废弃地

改造成矿坑花园等都是成功案例。针对土壤的污染状况，一

方面利用绿地空间与功能的多样性，灵活匹配污染物暴露的途

径，再通过微观尺度设计将环境风险最小化 [37]；另一方面注

重受污染场地的生境营造与生物多样性的保育，实现对土壤存

留污染物净化和修复的目的，从而降低致病原向人类传播的可

能性。

2.3 疗愈传染性疾病易感人群

人处于天地之间，自然又作为人最基本的属性 [38]，使得人

在生、长、壮、老等各个生命环节都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 [23]。

研究表明，城市绿地对人体健康有着良好的促进效应，居住

在绿地条件较好的环境中，身体健康状况更好 [39-40]，而健康的

个体较于体质较弱的个体患疾病的可能性要低。园林绿地是

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最接近自然的地方，丰富城市中园林绿地

的空间布局尤为重要，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居民不能出远

门，住宅附近的小型点状绿地空间便是他们最重要的室外活

动场所。在城市中除了打造“点”“线”“面”相结合的园林绿

地布局体系，还可通过提高城市绿化覆盖率的方式增加自然

元素，如屋顶花园、屋顶农场、螺旋森林、垂直绿化等，从有

限的水平空间扩展到无限的垂直空间，发挥绿色植物的疗愈效

益；同时还要积极推进康复花园、医疗园林的建设，在园艺

疗法的基础上，适时开展“绿色医学”研究 [41]，这些都是疗愈

传染性疾病易感人群的有效措施。

3 结语

人类的健康和福祉取决于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而生态

系统的健康与否也同样影响着公众健康，即人和自然是密不可

分的。无数事实已经向我们表明对自然的破坏就是对健康的

威胁，传染性疾病的肆虐就是人类破坏大自然后受到的惩罚。

风景园林作为改善城市人居环境的主要手段，在人类社会中扮

演多重角色，从改善人生理、心理、社会关系到应对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风景园林都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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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改变，如赤潮，会在水中产生大量毒素，赤潮一旦在饮

用水源中爆发或通过水域中的鱼类间接传染到人类，可能引

发传染性疾病。空气污染使环境中的过敏原增多，这会进一

步威胁特殊人群的呼吸系统健康 [25]。

种种研究表明，气候变化通过改变自然因素而加剧了传染

性疾病 的爆发和传播，所以发挥风景园林在改善气候条件方

面的作用，以此阻止或切断传染性疾病的传播途径，达到预

防传染性疾病爆发的效果。

2.1 控制传染性疾病传染源

全球气候变化是导致各种 传染性疾病爆发的重要诱因，

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城市洪涝灾害导致的湿度加重等，为

传染性疾病中传染源的繁殖提供了有利的环境条件，风景园

林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过程中不断寻找改善气候的有效途径。

以园林绿地为代表的绿色基础设施被誉为“自然生命的支持系

统”，包括城市周边及内部的绿色开放空间，构成了城市生态

系统服务的供给体系 [26]。绿色空间建设在减轻城市热岛效应、

缓解气候变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研究表明当城市中具有足

够的绿色空间且能合理地分布形成系统时，城市环境将更加

舒适 [27-28]。同时，绿色基础设施在应对极端气候条件下频繁的

洪灾问题时，可通过截留、调蓄、下渗等功能提供减少径流、

降低峰值、缩短持续时间等洪水调节服务 [29]。因此，在风景

园林规划设计中，要充分发挥不同绿色基础设施应对传染病

疫情的功能和作用[30]。比如自然保护区相较于城市公园，其职

责重在保护自然野生动植物，规划时就要考虑到其与城区的距

离以及内部功能性的规划，从而避免人类对自然野生动植物

的打扰，同时降低野生动物可能携带的病毒、病菌对人类的

伤害。

通过充分发挥风景园林的作用，在城市中构建一个稳固的

绿色基础设施空间网络，作为人类聚居地垂直空间的“屏障”

以及水平空间的“应急系统”，达到减少城市上空碳含量、调

节雨洪、改善环境质量等效益，从而降低由于气候变化、野生

动植物栖息地迁移等带来传染性病毒、细菌的风险，实现对传

染源的控制，以达到保障城市生态安全和运行安全的目的。

2.2 阻断传染性疾病传播途径

传染性疾病的病原体主要是通过诸多媒介如空气（飞沫、

气溶胶）、水体、土壤等进行传播，如果能发挥城市园林绿地

净化空气、水体和土壤的功能，就可以起到阻断传染性疾病

传播途径的作用。

园林植物被称为天然的空气过滤器 [31]，可以过滤掉空气中

的气溶胶，因其叶片表面的结构与其分泌物决定了植物的滞尘

能力[32-33]。相关研究证明，城市道路上方空气细菌污染非常严

重，并作为线性污染向道路两侧扩散进入人类活动频繁区[34]；

城市边缘区作为生态敏感脆弱区，容易因人类的不合理开发而

造成环境破坏和污染，进而产生大量的细菌和病毒，因此建

设道路防护绿地和郊区防护林 可以起到隔离和削弱空气中病

菌扩散的作用。通过科学规划绿地空间体系、合理布置防护

绿带宽度与结构、丰富道路绿化形式、配置净化滞尘能力强的

植物等，以此改善空气质量，降低空气中存在的致病因子与人

类接触的几率。

水是微生物广泛分布的天然环境，也是传播各种水源性

疾病的媒介 [35]。水生动植物对维持水生态系统及分解和净化

水中有机物的作用已经得到证实。风景园林设计主要通过塑

造良性水生态系统和营造安全水景观的手段，来降低水体传

染病传播的可能性。如，营造层级错落分布的动植物群落环

境与大片水域相结合，通过设计自然生态驳岸，实现水陆生

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对于流动性较差的景观小水域，通过加

强水生植物的种植，丰富水生植物的种类，达到净化水体的

作用。同时，合理布置景观水域与游人游览动线的位置关系，

实现游人既能亲水，又不受封闭水域处可能产生蚊虫影响的

目的。

研究表明，受生活污水、工业废水及人畜粪便污染的土

壤会引发生物性传染病 [36]。风景园林同样是改善受污染土壤环

境的有效手段，将垃圾填埋场转化成生态公园、工业废弃地

改造成矿坑花园等都是成功案例。针对土壤的污染状况，一

方面利用绿地空间与功能的多样性，灵活匹配污染物暴露的途

径，再通过微观尺度设计将环境风险最小化 [37]；另一方面注

重受污染场地的生境营造与生物多样性的保育，实现对土壤存

留污染物净化和修复的目的，从而降低致病原向人类传播的可

能性。

2.3 疗愈传染性疾病易感人群

人处于天地之间，自然又作为人最基本的属性 [38]，使得人

在生、长、壮、老等各个生命环节都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 [23]。

研究表明，城市绿地对人体健康有着良好的促进效应，居住

在绿地条件较好的环境中，身体健康状况更好 [39-40]，而健康的

个体较于体质较弱的个体患疾病的可能性要低。园林绿地是

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最接近自然的地方，丰富城市中园林绿地

的空间布局尤为重要，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居民不能出远

门，住宅附近的小型点状绿地空间便是他们最重要的室外活

动场所。在城市中除了打造“点”“线”“面”相结合的园林绿

地布局体系，还可通过提高城市绿化覆盖率的方式增加自然

元素，如屋顶花园、屋顶农场、螺旋森林、垂直绿化等，从有

限的水平空间扩展到无限的垂直空间，发挥绿色植物的疗愈效

益；同时还要积极推进康复花园、医疗园林的建设，在园艺

疗法的基础上，适时开展“绿色医学”研究 [41]，这些都是疗愈

传染性疾病易感人群的有效措施。

3 结语

人类的健康和福祉取决于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而生态

系统的健康与否也同样影响着公众健康，即人和自然是密不可

分的。无数事实已经向我们表明对自然的破坏就是对健康的

威胁，传染性疾病的肆虐就是人类破坏大自然后受到的惩罚。

风景园林作为改善城市人居环境的主要手段，在人类社会中扮

演多重角色，从改善人生理、心理、社会关系到应对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风景园林都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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