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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ced with the health problems of human society brought by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natural healing (including 
horticultural therapy, garden therapy, agricultural therapy, forest therapy, etc.) has become an irreplaceable ecological wisdom 
to promote health. In the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natural healing, perception is a meaningful and key factor in carrying out 
natural healing. Although natural healing perception has formed a specific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basis, the research system 
is unclear, and the research content needs to be developed. By combining the existing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search, 
this paper first explains the concept and connotation of natural healing perception. It clarifies the importance of perception 
connecting the human (subject) and nature (object). Secondly, from six dimensions (perceptual type, perceptual form, perceptual 
drive, perceptual dynamic, perceptual duration, and perceptual frequency) and two mechanisms (comprehensive interactivity 
and comprehensive dynamics), the natural healing perception research content is sorted out in detail. The progress, hot spots, 
difficulties, and frontier problems of perceptual classification research are discussed. Sixteen subdivided perceptual forms are 
sorted out based on the five senses. Exploratively put forward the framework of the research system and developed the basic 
theory of natural healing. Finally, combining with the prospect of natural healing practice, the key research questions of this 
system are put forward,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research and practice in this field from the aspects of perception form, 
perception mechanism, and perception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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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面对城市化发展带来的人类社会健康问题，自然疗愈（包括园艺疗法、园林康养、农业康养、森林康养等）

成为促进健康不可替代的生态智慧。在自然疗愈的研究和实践中，感知是开展自然疗愈的重要途径和关键

因素。当前自然疗愈感知虽形成了一定的理论和实证基础，但研究体系尚不明确，研究内容还有待发展。通

过对现有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进行梳理，对自然疗愈感知的概念与内涵进行阐释，明确感知联结人（主体）

与自然（客体）的重要性。从6个维度（感知类型、感知形式、感知驱动、感知动态、感知时长和感知频

率）与两类机制（综合交互性和综合动态性）详细梳理自然疗愈感知的研究内容，探讨感知分类研究的进

展程度、热点、难点和前沿问题，在五感基础上梳理出16种细分感知形式，探索性地提出研究体系框架，

发展自然疗愈的基础理论。结合自然疗愈发展需求，提出该体系的关键研究问题，以期从感知形式、感知

机制、感知产品等方面为该领域的研究和实践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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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为人类供给食物、居所、资源及

健康。自然疗愈的历史可追溯至古代水疗、

空气疗法、日光浴等，逐渐发展出园艺疗

法、森林康养等自然疗愈方法。自然疗愈的

价值被不断揭示，与人类健康的相关性愈

发强烈。

在自然疗愈的研究实践过程中，“感知”

十分关键。从实践层面看，人体唯有通过感

知才能与自然形成关联，因此感知具有指引

自然疗愈“如何开展”的实践价值。而在理

论层面，感知是解释人从自然获取疗愈效益

的中介过程，因此感知也具备探索自然疗愈

“如何运作”的理论价值。当前自然疗愈领

域基于不同感知途径开展了多方面研究，形

成一定的理论和实证基础。前人研究在不断

发掘自然疗愈效益的同时，逐渐转向对感知

过程的机制性探索。在这种研究趋势的转变

下，自然疗愈感知的研究体系有待构建和发

展。本文以自然疗愈的概念内涵为切入点，

通过梳理感知的研究维度与机制，探索研究

体系框架，以推动自然疗愈感知的基础理论

研究与实践。

1 自然疗愈感知的内涵阐释

（1）自然疗愈。随着园艺疗法、园林康

养、农业康养、森林康养等类型的深化，自

然疗愈（natural healing）这种综合性健康促进

模式孕育而生 [1]。自然疗愈的内涵较为广泛，

包含了与自然互动的所有形式，涵盖所有自

然对人类健康有益的作用。自然疗愈的类型

丰富，人与自然的互动取决于具体的自然类

型和活动性质。

（2）感知。《现代汉语词典》将感知

（perception）解释为感觉与知觉的统称，客

观事物通过感官在人脑中的直接反映。“感”

表达人的感觉器官对客观事物的作用，“知”

表达人的大脑对信息解析和回应的作用。感

知是人的意识对内外界信息的觉察、感觉、

注意、知觉，不仅是一种生理过程，更是一

种主观认知的构建 [2]。因此，感知影响生理、

心理的各方面。

（3）自然疗愈感知。感知是联结人与自

然的桥梁，自然疗愈感知是对自然疗愈的形

式、活动、方法、途径等的总称。“自然”明

确感知的对象为一切自然环境类型、自然

景观特征、自然要素组合、自然空间形态

等，“疗愈”明确感知的目标，即所有通过感

知获得的身心健康效益，形成自然疗愈中人

（主体）与自然（客体）的互动关系。

2 自然疗愈感知的研究内容概述

基于现有的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本

文梳理出自然疗愈感知研究应包含6个维度

（感知类型 [3]、感知形式 [4]、感知驱动 [5]、感

知动态 [6]、感知时长 [7]、感知频率 [8]）以及围

绕6个维度形成的两类感知机制，即综合交

互性 [9]和综合动态性 [10]（图1）。这8个方面研

究内容在当前的研究中均有体现，但是进展

程度具有差异，结合自然疗愈发展需求，本

文对其概念定义进行明晰（表1），并对研究

表1   自然疗愈感知研究维度与机制的概念
Tab. 1   Concepts on dimensions and mechanisms of natural healing perception research

研究内容
Research content

概念
Concept

感知类型 基于人体不同感官的感知分类

感知形式 基于同一感知类型下的不同感知形式

感知驱动 感知活动所需调用感官和知觉响应的驱动方式

综合交互性 多种感知类型交互影响的综合规律（如响应顺序、影响路径、协同效应等）

感知动态 感知活动在空间中发生的动态过程

感知时长 感知活动的连续时间长度

感知频率 单位时间内进行周期性重复的感知活动次数

综合动态性 感知活动的时空动态综合规律（如动态规律、时长阈值、最适频率等）

图1   自然疗愈感知研究的维度
Fig. 1   Dimensions of natural healing perception researc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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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的核心进展和趋势进行概述。

2.1 感知类型

将感知进行分类研究，是综合研究的基

础。普遍认可的人体感知分类为五感，即视

觉、听觉、嗅觉、触觉、味觉。当前大部分

研究围绕五感展开，并形成了相关成果的积

累。除五感之外，人体还通过其他途径感知

自然，比如热感知、行为感知。

2.1.1 分类研究文献分析

通过中国知网（CNKI）和Web of Science（WoS）

核心数据库进行相关检索，得到五感分类研

究的相关文献数量对比（图2），视觉感知研

究数量显著多于其他感知，中文文献的数量

多于英文文献的数量。

基于检索的文献，利用CiteSpace进行文

献计量学分析，以关键词时间轴分析图（图

3，图4）展现中英文文献的研究热点。中文

文献的聚类标签包含7类，“#1景观设计”是

最大一类，在该聚类下的关键词簇按照时间

排列，从最初的“感知”，逐渐发展到“视觉

感知”等，再到“声景观”“眼动追踪”“五

感体验”。“#2虚拟现实”是第二大类，包含

关键词簇“植物景观”“虚拟现实”等，表

现出感知的研究较多借助了虚拟现实的途径。

“#3体验”包含了非视觉感知，比如“触觉”。

“#4场所精神”“#5城市意象”体现了该类研

图2   五感研究数量对比
Fig. 2   Comparison of the number of five senses study

图3   中文文献关键词时间轴
Fig. 3   Timeline of keywords in Chinese literature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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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设计实践范畴。“#6声音景观”也形成

一个聚类，代表这类研究的共识性和聚集

性。“#7神经网络”聚类则体现了当前运用

大数据“建模计算”“机器学习”“神经网络”

等新技术的运用。

英文文献形成的聚类首先集中在视觉

感知（#0 visual perception和#1 visual impact）、虚

拟现实（#3 virtual reality）和深度学习（#4 deep 

learning），与中文文献聚类类似，并在“视听

交互”“热舒适”等方面具有特点。另一方

面，眼动（#7 eye movements）成为英文文献的

聚类之一，“深度学习”等关键词簇也多次出

现在聚类中，展现了当前的研究热点。

2.1.2 分类研究进展概述

从分类研究进展来看，视觉感知在理

论和实证方面研究进展程度较高，听觉和

嗅觉的实证研究逐年增加，在非视觉类型

中相对数量更多，触觉的研究较少且理论

单薄，味觉以理论为主且尚无代表性实证

研究。以下将围绕五感及其他感知的核心进

展进行概述。

（1）视觉。当前普遍认为人体对自然的

大部分感知来自于视觉，视觉相对其他感官

所能感知的距离更远、范围更广、辨识度更

高。20世纪70年代已有研究通过测量瞳孔

反应，量化森林景观环境的视觉感知和偏

好 [11]。近年得益于科学测量技术的发展，视

觉感知的研究开始引入眼动仪、VR眼镜、沉

浸式视觉舱等设备，并在景观绿视率 [12]、眼

动注视规律 [5]以及光感知 [13]等方面形成研究

热点前沿。基于视觉感知的主观评价有很多

成熟的方法，如美景度评价法、审美评判测

量法等 [14]。由于视觉感知的研究开展较早，

且最容易被公众认知，当前绝大部分关于自

然景观的感知评价基于视觉，近年来应用机

器学习相关技术进行感知量化分析也多数应

用于视觉。

（2）听觉。听觉常被作为除视觉之外的

第二感知，李雄 [15]在植物空间意向研究中引

用相关统计结果，指出人认识外部环境的信

息有87%来自视觉，7%来自听觉。自然的声

音如风声、鸟鸣等对人的感知产生影响，自

然声也作为声景研究中重要的声音类型。声

景关注以人为感知主体所反应的环境声音景

观，并通过人的听觉感知进行声音评价 [16]和

听觉景观设计 [17]。当前听觉感知展现出较完

善的理论体系和清晰的研究内容，并在发展

视听协同、嗅听协同等研究热点。

（3）嗅觉。自然气息在生活中普遍存

在，自然林木、花草、土壤等气味通过人的

嗅觉感官影响人体 [18]。人类有长久的收集自

然界香物的历史，但利用现代科学对其疗愈

功效展开研究的难度仍大于视听觉感知，原

因可能如下：一是人类嗅觉的发达程度远不

及其他动物，对自然气味辨识能力不强且具

有差异；二是目前的嗅觉感知对气味测定的

标准仅针对臭气，缺乏对更多自然气味的量

化标准；三是缺乏对自然气味测量的动态高

精度仪器 [19]。三个原因环环相扣，使嗅觉感

图4   英文文献关键词时间轴
Fig. 4   Timeline of keywords in English literatur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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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的相关研究更多以主观评价为主要方法展

开，比如嗅景漫步、香调情绪对照语汇表 [20]。

然而嗅觉在自然疗愈中仍是不可忽视的重要

感知，国内如金荷仙等 [21-22]围绕芳香植物展

开挥发物系统测定、植物嗅觉感知量化已数

十年，并对视嗅协同效应展开探索。

（4）触觉。在园艺疗法、森林康养中

均有实践是基于人与自然物体的接触获得身

心疗愈。该领域的研究文献数量较少，主

要围绕植物展开触觉感知研究，如触摸木

材 [23]、草坪 [24]等自然对象。但在自然疗愈视

角下触觉感知研究仍较局限，应有更多途

径，通过手（触摸）、脚（赤足）、躯干（拥

抱）等接触各种各样的自然物体均可以产生

触感。在自然教育、自然觉察领域已有类似

形式，如在不同的自然地行走，平躺在不同

质感的自然平面，与各类树木拥抱，触摸植

物的花、叶、杆等，但未深入到研究层面。

此外，触觉研究作为重要的非视觉感知，对

于盲人、儿童等需要激发感官的人群具有重

要价值 [25]。

（5）味觉。自然食疗、药疗等功能不

容忽视，自然美味也能产生吸引人群、愉悦

情绪、疗愈身心的效益。各国皆有围绕各类

果树植物营造专类园的传统，如枇杷园、橘

园、桃园等 [26]，同时也是农业文明的一种象

征。但当前关于自然味觉感知的研究主要集

中于基础理论，实证较为缺乏，这一类型应

更多结合农业景观实践需求（如农业采摘）

进行科学问题发现和基础研究。

（6）其他感知。除传统五感之外，自然

还通过其他途径影响人体健康，这些途径

虽然未明确其感知的概念，却具备感知的内

涵。一是“热感知”。气候变化是当前的全球

性问题，自然气候对人体舒适度和五感产生

影响。热感知不是某个单一器官作为感知信

号传递的媒介，而是人体表皮内呈点状分布

的冷热感受器接受外界温度刺激后，将信息

传到脊髓，再上传到大脑，所形成的感知。

二是“行为感知”。在自然疗养领域中，常有

各类活动，如散步、跑步、静坐、养生运动、

游戏活动等，由于行为的不同而引起感知过

程和身心效益差异。因此，作为获取自然疗

愈效益的行为途径，是具有主动意识的感

知。此外，“行为感知”自然而然地驱动着五

感，形成一种综合感知过程。总体而言，“热

感知”和“行为感知”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及明确的研究范畴，并与五感具有潜在的协

同效应，仍有待探索。

表2比较分析了几种类型的进展程度和

热点，并对研究难点及前沿进行探讨。

2.2 感知形式

在自然疗愈研究领域，常见对自然这

一客观对象的细分研究，比如森林、滨水、

花卉、季相等，却鲜有进一步对感知进行

细分的研究。然而，自然环境在类型和尺

度上的差异，造就了各类自然场地、场所、

场景，叠加不同的社会人文背景，共同形

成多样化的自然疗愈情境。在不同的情境

中，感知类型存在不同的形式，形式差异

引起对自然事物感知过程和人体健康效益

的差异。当前自然疗愈研究领域内尚未建立

类型之下形式细分的共识，缺少对感知形

式的科学梳理、研究和对比。因此，本文

以五感为对象，提出感知形式细分的框架

（图5），并结合当前已有研究进行感知形式

内涵的阐述。

（1）视觉感知可分为近、远、仰和俯等

形式。近即近距离观赏自然景观，如近距离

观赏花草、盆景等小尺度自然对象。远即远

距离观察大型自然景观，如山水、森林、草

原、海洋等。仰是指人采取躺卧或抬头向上

仰视自然景观的形式，如仰望高大的树木、

高山、瀑布、天空等 [4]。俯则是指站在高处

表2   感知分类研究比较分析
Tab. 2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perceptual classification study

感知类型
Perceptual type

研究进展程度
Research progress

研究热点
Research hotspot

研究难点或前沿
Research difficulty or frontier

共性难点与前沿
Common difficulty and frontier

视觉 高
视觉感知主观评价、绿视率、视觉眼动

规律、虚拟仿真视觉、感知交互

多要素视率量化研究、多视角感

知、视觉传感

自然感知评价指标与量化研究、

自然感知影响因素与模型构建、

自然感知的神经系统响应、基于

机器学习的感知研究、动态感知

研究、多感知协同研究、自然感知

产品与应用

听觉 中高 听觉感知主观评价、声景、感知交互 多场景听觉感知、听觉传感

嗅觉 中 嗅觉感知主观评价、嗅景、感知交互 标准量化的嗅觉感知

触觉 中低 植物触觉感知
多类型自然要素触觉感知、标准

量化的触觉感知

味觉 低 基础理论
多类型自然要素味觉感知、标准

量化的味觉感知

其他感知 低 热感知、行为感知 感知概念和内涵、感知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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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下俯视自然景观，如身临高层建筑俯视城

市绿地、社区花园等 [27]。

（2）听觉感知可分为近、远、环绕和定

向等形式。近指在近距离聆听自然声音，如

虫鸣，以获取细微的自然音频体验。远指较

远距离的自然声传递到人体，通常在宽广的

自然环境，如远处的风声、动物叫声等。环

绕指人体被自然声所包围，没有固定的声音

传播方向，如身处森林被鸟鸣声包围，环绕

听觉感知具有强烈的沉浸感。定向相对环绕

而言，有明确方向地聚焦倾听特定自然声音，

例如瀑布跌落的水声，定向听觉感知更利于

对特定声音的辨析和理解。

（3）嗅觉感知可分为环绕和定向等形

式。环绕即人体被自然气息所环绕，如一片

梅林，香源没有固定的方向，可获得强烈

的嗅觉体验。定向指近距离内感知自然的气

味，有明确的目标，更易识别香源，获得清

晰的嗅觉感知。

（4）触觉感知可分为轻、重、手和体等

形式。轻即轻柔地接触自然物体，如抚摸植

物、流水等。重则指施加一定的力度感知自

然环境，例如通过躺（草地）、坐（岩石）、抱

（树干）、握（枝条）等方式接触自然物体，

以深入感知质地和肌理。已有相关技术设备

可支持触觉压力的测量，即可穿戴式的柔性

触摸传感器 [28]。手是最常见的触觉感官，即

用手部进行自然物体接触。体是体验感更深

入的方式，用身体各部位感知自然物体或环

境，如用足部感受草地、皮肤感受风、身体

环抱大树等。

（5）味觉感知可分为饮和食等形式。国

内民众一直存在徒步山野、踏溪寻泉的活动，

饮即为饮用自然泉水的味觉感知形式。食指

食用自然果实等食物的味觉感知，比如农业

景观中常具有的采食活动。

2.3 感知驱动

感知驱动是指感官调用和知觉响应受到

的驱动方式。本文以是否受到主观意识引导

将感知驱动分为主动和被动两类。主动感知

即具有目标性的调用感官途径进行自然疗愈

活动，被动感知指无意识地受到自然刺激后

感知被激活响应，如远处传来的风声、偶然

的花香、临时的天气变化等。感知驱动的研

究需要借助更为精确的设备，比如针对视觉

感知类型的眼动仪，可以对眼球运动状态进

行毫秒级的追踪 [5]。

然而，当前大部分研究采用实验室模

拟的形式展开，即人为去除了自然情境中的

感知驱动因素，因此目前对于感知驱动的探

索十分有限。针对感知驱动，本文提出可

能具有两种性质。（1）变化性，由于自然疗

愈的情境非常丰富，即便是同样的感知类

型也可能因不同的情境具有主动或被动两种

驱动形式；（2）联动性，即率先激活的感

知与后续联动的感知均可能是主动或被动形

式，因此联动性具有方向和强度。围绕两

种假设，可展开自然疗愈中多维感知如何响

应的研究，进而可能使当前普遍共识的理

论形成新发展。

2.4 感知动态

感知动态即感知时具有的运动状态，包

括静止和移动两类。静止感知代表空间位置

没有改变，比如坐在自然中赏景。移动感知

指在空间中发生了相对位移，当前已有研究

关注动态所带来的感知差异，比如步行 [6]或

驾车 [29]过程，并提出自然要素在这些状态中

的影响及重要性。虽然目前的一些研究涉及

到不同动态条件下的感知，然而对于感知动

图5   自然疗愈感知形式
Fig. 5   Natural healing perceptual 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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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维度的解析还不足，比如从速度指标对感

知动态进行量化研究。另一方面，对由感知

动态引起其他维度变化的探索较少，比如同

一自然情境中，静态和动态条件引起感知驱

动的差异，静态条件可能更多引发主动感知

（对自然要素的准确认知），而动态条件则可

能更多引发被动性感知（对自然空间的快速

反应）。

2.5 感知时长

感知时长即进行感知活动的连续时间长

度，虽然很难以统一的量化标准进行界定，

但可通过相对的方式进行划分，比如短时和

长时两类。短时感知如匆匆路过的景观，数

秒至数分钟内的自然景观使人体获得即时的

身心疗愈效益。短时效应在众多研究中得到

证实，比如仅需数秒自然景观刺激引起大脑

释放代表积极的脑电波（如α波）[30]。长时

感知指在自然中疗愈数小时乃至更长的时间，

有学者对不同时长的森林康养实证进行了荟

萃分析，并对比了其身心健康影响差异 [7]。长

时感知的研究具有难度，一方面由于长时间

所带来的变量难控制，另一方面在于长时监

测的设备并不完善。此外，仍有一些研究提

出长时感知可能对健康并不只有促进之效，

其变化曲线仍有待探索 [31]。

2.6 感知频率

感知频率是指单位时间内进行周期性重

复感知的次数，可分为低频率和高频率两

类。无论低或高频率，在研究描述中应该进

行量化，比如采用次/单位时间的方式。人

体需要休息获取体力的恢复，因此采取周期

内多次自然疗愈的形式具有实践潜力，在森

林康养领域已有相关研究表明提高感知频率

可以带来更深层次的健康效益 [32]。当前关于

感知频率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需要间歇性访

问的自然疗愈类型，比如森林康养，而在其

他类型的自然疗愈中鲜有开展。

感知动态、感知时长、感知频率共同反

映自然疗愈感知的综合动态性（图6）。

2.7 感知机制

基于6个维度的内容，本文提出两类感

知机制研究内容，即综合交互性和综合动

态性。

（1）针对多种感知类型交互影响，围绕

感知类型、感知形式、感知驱动三个维度可

以开展综合交互性研究，探索自然情景中人

体的多种感知如何相互影响，包括响应顺

序、影响路径、协同效应（增强或削弱）等

问题。当前关于交互机制的研究论文逐年增

加，比如视听交互 [33]、视嗅交互 [34]、嗅听交

互 [35]等，体现出研究领域对于交互机制重要

性的共识。然而当前的交互研究仍然多为实

验室模拟控制研究，真正贴近自然情景中的

多感知交互仍为研究空白。

（2）针对感知活动的时空影响，围绕感

知动态、感知时长、感知频率三个维度可以

开展综合动态性研究，包括动态规律、时长

阈值、最适频率等问题。当前关于时空动态

机制的研究常常基于单一维度影响下的疗愈

效益而展开，比如不同感知时长 [7]或不同自

然访问频率 [8]带来的疗愈效益差异研究，表

明综合动态性的研究仍然处于探索阶段，对

于自然情境下的综合时空动态影响仍缺乏针

对性的研究方法与范式。

3 自然疗愈感知的研究体系框架构建

通过对自然疗愈感知的研究内容进行梳

理，形成了6个维度和两类机制，其共同反

映自然疗愈的感知活动过程和规律，并具有

整体关联性。因此需对这一系统框架进行构

建，以便后续研究开展。

感知是自然疗愈过程中接受自然刺激，

通过神经系统响应，从而引起健康效益的关

键途径。本文探索性地将感知研究的6个维

度融入这一过程，对应“接受刺激”的是感

知驱动、感知类型、感知形式三个维度，共

同反映感知接收刺激的先导过程；对应“神

经系统响应”的是感知动态、感知时长、感

知频率，共同反映感知响应的后续过程。将

6个维度的研究核心内容依次关联，并分别

融入两类机制中（图7）。

4 关键问题与展望

4.1 开展多维度的实证研究

城市化带来的健康问题引起人类社会对

于自然疗愈实践的关注。伴随自然与健康的

现代科学研究，愈发注重对自然疗愈实证的

积累。当前自然疗愈的实证研究基本围绕五

感而展开，但其研究维度较为局限，所形成

的证据和结论尚不系统，仍无法针对疗愈需

求匹配适当的感知活动。

未来，首先需开展感知形式维度的实证

图6   自然疗愈感知的综合动态性研究维度及示意
Fig. 6   Comprehensive dynamic research dimension and 
schematic diagram of natural healing per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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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问题展开探索，从而探知不同人群对于

感知形式的需求和偏好，发掘不同场景与感

知形式的融合，发现不同感知形式具有的疗

愈功效。其次需要重视感知驱动在实证研究

中的价值，探索感知驱动的自发过程，揭示

不同自然环境刺激下的关键感知途径和驱动

规律。基于以上两个方面，弥补当前仅基于

感知类型所开展的实证研究不足，逐渐完善

实证研究的证据链和理论基础。

4.2 揭示自然情境下的综合感知机制

在自然情境中，人体的多维感知共同调

用，其运行过程具有复杂的综合机制。当前

已有大量研究采用室内模拟实验或准实验方

法探究了单一感知途径下的机制，并开始逐

渐深入到双感知交互层面，但对于厘清自然

疗愈综合感知机制仍有很大距离。

未来应从研究思路和方法方面尝试突破：

在研究思路上由当前静态单感知研究转向动

态多感知研究，并逐步走向自然情境下的多感

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应针对当前对感知量

化不完善的薄弱环节，积极整合移动测量技

术和动态传感设备，加强机器学习等技术融

合，围绕感知动态、感知时长、感知频率方面

展开定量分析，突破感知机制研究的瓶颈。

4.3 开发疗愈感知产品

社会对于自然疗愈感知的认可正在逐渐

走向普及和流行。自然疗愈是一种人类主动

从自然获益的生态智慧，是生态系统提供服

务的途径。自然疗愈的某些类型如园艺疗法、

森林康养，正积极探索产品化路径，相关研

究在不断发掘其疗愈效益与物质空间、感知

行为间的关系，并逐步形成稳定的模式。

未来的自然疗愈感知产品仍有待开发，

应从三个方面进行：（1）物质化的自然疗愈

环境，形成可复制的模型和指标体系；（2）

非物质化的自然疗愈感知模式，具有标准的

行为活动标准和疗愈效益价值；（3）专业从

业人员体系，可涵盖培训、服务、管理、运

营等方面。

注：文中图表均由作者绘制。

图7   自然疗愈感知研究体系框架
Fig. 7   Framework of natural healing perception research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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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学刊征集2026年专题学术主持人

一、学术主持人要求

1、专题学术主持人需为风景园林及相关领域的优秀学者，具有前沿视角、国际化视野，对其研究领域有独到见解和有分量的学术成果。

2、学术主持人具有较强的学术召集能力，能够组织联络该研究领域国内外优秀学者撰稿，能够积极配合编辑部组稿。

3、申请同一专题的联合学术主持人不宜超过两位，欢迎跨院校、跨国学者联合组稿。欢迎学术主持人申报一个或多个专题组稿方案。

二、专题组稿要求

1、每个专题以6～8篇学术论文为宜（稿件格式规范可参考《园林》投稿指南）。

2、专题学术主持人以组稿为主，并完成自撰稿1篇。

3、专题文章鼓励第一作者具有副教授、副研究员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在本领域有一定知名度和权威性，对其研究领域有独到见解和

有创新学术成果。

4、作者构成鼓励跨单位、跨地域（建议同一单位、作者文章不超2篇）。

三、申报程序

1、有意申请担任学术主持人的专家，请下载附表1撰写专题组稿方案，并于2025年7月1日前发送至编辑

部邮箱：LA899@VIP.163.com，邮件主题为“2026专题学术主持人+姓名+选题名称”。

2、编辑部收到组稿方案后，将组织专家进行评估遴选，遴选结果预计在2025年8月1日以前通过电话或

邮件予以回复。

3、编辑部开通“热点专题”投稿通道，并协同学术主持人组织专家外审。作者需根据外审专家和编辑部

意见对稿件内容进行修改完善，稿件若未通过审核，则不能刊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