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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简短的文章介绍了北欧地区在瑞

典农业科学大学（SLU）阿尔纳普康复花园

 （Alnarp Rehabilitation Garden）建立的第一个

临床自然康复（clinical nature-based rehabilitation,

CNBR）生活实验室。

 1  自然康复研究的开创性工作

 1.1  阿尔纳普康复花园生活实验室

2002 年，阿尔纳普康复花园作为一个生

活实验室对外开放，致力于在实际生活中研

究 CNBR
[1]。传统上，临床康复是在室内环境

中进行的，将其迁移到室外并利用自然环境

来改善人类健康的方法是一项开创性举措。

SLU 阿尔纳普校区的阿尔纳普康复花园生活

实验室是北欧地区的开创性研究场所，该实

验室研究 CNBR 对健康的影响，探索人与

室外环境之间的动态作用。基于自然康复

 （nature-based rehabilitation, NBR）框架的循证

健康设计（evidence-based health design, EBHD）

倡导创造支持性环境，康复花园的设计目的

则是加深人们对支持性环境益处的理解。

作为 SLU 的组成部分，阿尔纳普康复花

园生活实验室有多个用途：作为 CNBR 研究

和实验的基础设施、作为学生和研究人员的

教育资源、作为与想要开展和提供临床和非

临床自然疗愈（nature-based intervention, NBI）

服务的利益相关者分享新知识的途径。

2019 年底，阿尔纳普康复花园生活实验

室将重点转向了为参与 SLU 以及 SLU 多感官

户外实验室（Sensola 实验室）各种教育项目

的学生提供综合教育和工作的机会。因此，

阿尔纳普康复花园生活实验室将 CNBR 研究

从实验室转向实际生活，与提供 CNBR（临

床 NBR）和 NBR（非临床 NBR）的利益相关

者合作，并从阿尔纳普康复花园开展的工作

中汲取灵感。从生活实验室向实际生活的转

变是 CNBR 研究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成果。

 1.2  2002—2019 年研究项目概述

自成立以来，阿尔纳普康复花园作为平

台支持了 3 项持续数年的纵向研究和 2 项为期

几周的短期研究①。2002—2012 年，针对患有与

压力相关的精神障碍患者的 CNBR 成为生活实

验室的研究重点，这些重点包括疲劳综合征、

轻度至中度抑郁和/或焦虑等疾病[2-4]。随后在

阿尔纳普康复花园进行了为期 2 年的随机对

照试验（ ClinicalTrials.gov 临床试验数据库，

标识号：NCT02435043），旨在研究 CNBR 对

脑卒中后疲劳患者恢复情况的影响[5]。2015—

2019 年，在这里进行了一项为期 5 年的研究，

旨在探究对有职业康复需求的外国避难者实

施 NBR 项目的可行性[6]。

除上述 3 项纵向研究外，还进行了 2 项

短期研究（仅持续数周）。第一项研究探究

了一种被称为“冻结步态”的现象，这种现

象会影响帕金森病患者的行动。第二项研究

探究了建设痴呆症患者友好的户外空间需达

到的环境质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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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实验室完成。这些论文重点研究 NBR 对健

康的影响以及 EBHD，涵盖多种主题，包括

参与者对恢复过程中干预和支持性环境的体

验、工作人员对康复过程的看法，以及 CNBR

项目中的有效策略。这些论文还探索了支持

康复过程的户外环境质量，重点关注声景、

嗅景等要素，强调将积极的感官体验作为康

复过程一部分的重要性[7-9]。

 1.3  对健康的影响

阿尔纳普康复花园生活实验室的科研成

果还包括影响参与者感知健康和幸福的因素。

其中一项前瞻性的对照研究将阿尔纳普康复

花园 CNBR 项目对患有与压力相关的精神障

碍患者的恢复情况，与接受常规治疗的对照

组的恢复情况进行了对比。结果显示，与对

照组人群相比，CNBR 项目的参与者在医疗保

健方面的消费显著降低，主要变化是在基础

医疗保健门诊和精神科住院护理门诊的就诊

次数减少，从而降低了医疗保健支出。

另一项研究表明，在实施 CNBR 项目后，

参与者的身体机能水平提高，能更快地重返

工作岗位，这与参与者日常生活方式的变化

显著相关。参与者的精神和体力得到恢复，

他们能够更好地管理日常生活。有些参与者

找到了新的工作/日常活动，还有些参与者重

返以前的工作/日常活动，这些工作/日常活

动能够让他们感受到恢复、意义和自我奖励

体验/价值。此外，参与者重返有偿工作或学

习后的情况与在 CNBR 干预项目中花费的时

长之间似乎存在正相关。研究结果表明，康

复期越长，干预效果越好，最理想的时长是

12~14 周[10]。一个基于阿尔纳普康复花园生活

实验室的研究提出的衍生概念已经在瑞典南

部斯科讷省乡村的医疗保健中实施，并成为

当地医疗保健系统的一部分，被称为乡村

NBR（非临床 NBR）——斯科讷模式（瑞典

语：Skånemodellen）。

 2  CNBR 的创新方法

 2.1  为新的康复项目奠定基础

第一个制定和评估的 CNBR 项目为患有

与压力相关的精神障碍的患者开展。随后制

定的一些项目旨在帮助脑卒中后疲劳患者和

需要职业康复的外国避难者进行康复，并为

痴呆症患者提供 EBHD。同时为上述目标群

体建设新的医疗保健花园。

对于患有与压力相关的精神障碍的人群，

CNBR 干预措施在健康花园（health garden）

中实施，结合了多模式临床康复团队的技术，

整合了职业治疗、物理治疗、园艺治疗和心

理治疗。干预以小组的形式进行，每组最多

允许 8 位参与者参与。干预每周进行 4 天，每

天 4 h，由一名职业治疗师和一名园艺师负责

日常项目，其他形式的治疗则需在 3 天之内

完成。干预期 8~24 周不等。

对于其他患者，由于目标人群和康复目

标不同，每周的干预天数和时长也不同。从

脑卒中后疲劳中恢复的患者需要进行为期

10 周的干预，每周 2 天。参与职业康复的外

国避难者需要进行为期 12 周的干预，每周

3 天。干预方案会根据每位参与者的需求进行

调整，甚至小组内部的干预情况也会根据参

与者的个人需求和能力进行调整。

 2.2  阿尔纳普康复花园——总体设计和植

被结构

阿尔纳普康复花园的设计以自然恢复效

应和支持性环境理论为基础，遵循 EBHD 方

法论。

阿尔纳普康复花园约 1.5 hm
2，四周用栅

栏围合，当花园中有参与者进行康复治疗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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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欢迎花园 
welcome ga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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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园便不对游客开放[10]。花园包括 2 个主要

部分：园艺种植区（A~G 区）、自然花园区

 （H、I 区）。园艺种植区位于花园南部，其

特点是结构紧凑、布局严谨、树篱修剪整齐、

路面坚固。这里有独特的花坛，里面种植着

各种多年生植物、一年生植物和观赏灌木。

园艺种植区包括各类种植区域，如种植可食

用植物的花园、高架种植床、核果种植区和

浆果灌木种植区。在位于花园东部和北部的

自然花园区中，植被自然生长，覆盖着柔软

青草或木屑的蜿蜒小路穿过草地。该区域具

有“野性”和自然的亲生命特征。花园内部

有一个大型池塘（F 区），里面有观赏鱼和水

生植物。花园里有各种常绿和落叶乔木、灌

木，还有各种春秋两季种植的球茎植物、多

年生植物和一年生植物。植物品种经过精心

策划与选择并遵循季节变化的规律，以刺激

和吸引不同感官。这些植物的高度、大小、

形态和口感各不相同。花园里到处都是可食

用的芬芳植物，色彩搭配强调柔和的色调。

花园内有一个 100 m
2 的作为主体建筑的

大型温室，以及一个 49 m
2 的“生长点”温室，

在这里即使是寒冷的季节也不会出现霜冻。

这 2 处温室为参与者提供全年的工作、休息

场所，使参与者即使在天色昏暗的冬季或在

恶劣天气时也能感受日光。温室为参与者提

供庇护和保护，使他们免受外界的影响。作

为园艺治疗计划的一部分，温室还用于冬季

贮藏和培育脆弱植物。“主体建筑”大型温

室分为 2 个房间，一个用于园艺活动，另一

个用于社交集会。上午参与者在大型温室里

集会，如果天气不允许户外活动，下午的活

动也会在这里进行。这 2 个温室在所有季节

都可用于休息、恢复活动和园艺活动。

 “行动”（doing）与“存在”（being）

是工作、休息和恢复的重要概念，既适用于

花园设计，也适用于康复项目，始终强调环

境对康复活动的作用。

 3  能够支持康复过程的环境质量

多年来的研究表明，花园可以成为参与

者恢复过程和康复的有力支持。花园为促进

康复的感官体验提供了一个安全、可靠的场

所。本节将重点介绍首次提出 CNBR 概念的

项目的发展情况，即为患有与压力相关的精

神障碍的患者提供 CNBR 服务。

走入花园对参与者来说十分重要，他们

在花园中可以远离日常生活，放下日常生活

中的困扰并专注于恢复。重要的是，参与者

可以在这里享受花园，而不会被未参与干预

项目的人干扰。对参与者来说，花园是一个

以自然为主导的支持性环境，参与者可以不

假思索地接受这里，并进行放松和休养。

 3.1  感知感官维度

在阿尔纳普康复花园中对目标人群（患

有与压力相关的精神障碍的患者）进行的研

究表明，特定的环境质量和感知感官维度，

如自然环境、丰富的物种、安静的区域、私

密区（避难所）、开放区（风景）以及和谐

的环境，是对康复过程中支持性环境的基本

质量要求。这一质量要求将私密（避难所）

和开放（风景）相结合，使参与者既可以欣

赏风景，又不被其他人看到。阿尔纳普康复

花园为参与者提供了安全感，让参与者能够

停下来观察周围环境并享受周围事物。

 3.2  感官体验

石头、水和火焰等元素对于亲近自然十

分重要，这些元素可以给人一种内心平静的

感觉。大家聚集在壁炉周围，火焰温暖了人

们的身体和灵魂。自然的声音必须盖过人工

的声音，才能创造出一个没有干扰的愉悦

的声音环境。众所周知，自然的气味，如来

自植物和泥土的气味可以让人们感受到平和，

尤其是带有柑橘香气的天竺葵（Pelargonium

hortorum）。对于精神恢复来说，环境中的一

切应该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以供参与者体验，

声音、气味、颜色、形状或材料都不应单独

凸显。与生硬的形状和强烈的颜色相比，柔

和的形状和颜色对注意力消耗更小，更容易

被接受。

康复花园北部的“软质”空间允许植物

自然生长。作为一个轻松平和的环境，在这

里参与者可以摆脱限制，专注于享受。花园

中较为规整的部分，如修剪过的树篱、带标

记的花坛和清晰的路径，可能会让参与者有

被限制的感觉。

 3.3  路径

人们普遍认为，在没有预先设定路径的

草地上自由行走，比在人工硬质路面上行走

更能让人感受平静。在柔软的草面上行走有

助于人们感受缓慢的步伐和呼吸，而在坚硬

的地面上行走的声音也可以为人们提供一种

安全感，如人们坐在吊床角落或林地角落时，

 

3 阿尔纳普康复花园入口
The entrance of Alnarp Rehabilitation Garden

 

3

 

4 园艺种植区
Cultivation and gardening area

 

4

 

5 草地——表面柔软的步道
Meadow — soft surfaced walking paths

 

5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024/05

118



可以听到其他人靠近的脚步声。上述情形可

被视为对声音的要求，如在坚硬地面上行走

比在木屑或草地上行走声音更大。因此，地

面的变化需要满足花园不同位置对不同材质

的需求。

 3.4  座位区

环境和活动可以为参与者提供感官体验，

所有的感官都可以在“清醒的休息”（awake

rest）和精神放松时得到刺激。一个能够吸引

人坐下来且能调动所有感官体验周围环境的

场所必不可少。因此，花园中的不同区域都

需要有座位，以便让参与者在体验环境的同

时，也能够舒适地坐下来小憩。由天然材料

制成的座椅和家具被认为比塑料材质的家具

更舒适，而塑料材质的家具则被认为令人感

到不安。

无论是集体聚集还是个人独处都需要有

充足阳光和阴凉的空间，也需要安全、安静

的空间。有参与者特别指出，一个让他们有

安全感和保障感的场地应具备以下几个特征。

首先，应确保场地内有一个安全的“靠背”

可以作为“安全的后盾”，在这里参与者会

感到被保护，免受来自背后的潜在威胁。此

外，当参与者坐在角落里时，如果有人从侧

面接近，参与者可以找到 2 条进出的路线，

即“逃生路线”。没有人愿意坐在没有出路

的区域里被困住。当参与者坐在安全的地方

时，座位与路过的人之间应保证足够的距离，

不易产生视线交流。座位与路人之间的区域

应该使用一些要素来遮挡，防止坐在角落里

的参与者被看到，也就是说应在这一区域设

置景观要素。如阿尔纳普康复花园中典型的

 “安全休息区”是林地角落和吊床角落。如

果休息区位于草本植物走廊（Hosta walk）的

尽头，则被认为是令人不愉快的、不安全的、

缺乏隐私的，因为所有路过的人都可以看到

该区域。

 3.5  温室

阿尔纳普康复花园中最重要的建筑是温

室（C、E 区）；温室可以让参与者一年四季

都能享受来自户外的日光，在受到保护的同

时仍有身处户外环境的感觉。设备间（办公

室、厨房和洗手间，D 区）的室内环境被认

为是压抑的、有压力的。相比之下，室外环

境和温室则被认为是自由的、放松的。天空

是遥远的天花板，让思想和创造力有了自由

的出口。各种活动、团体集会，以及为参与

者提供休息场所并保护其隐私都离不开温室。

温室是在同一个空间内进行“行动”与“存

在”的理想之所。“生长点”温室被认为是

一个休息和恢复的好地方，给人以柔和感的

圆形屋顶让人们有一种在天空下的感觉。

 3.6  “社交安静”

参与者表示非常需要“社交安静”，即

与自然融为一体，不受他人干扰。值得一提

的是，参与者认为完全不与他人接触对于感

受自然和实现内心的平静与安宁至关重要，

包括听到其他人传来的声音以及感受到其他

人的实际存在。当受到其他人干扰时，参与

者感受自然的过程会受到负面影响。参与者

需要一个能够实现“社交安静”的区域，如

木屋花园（G 区）、草地（I 区）。

 4  结论

在阿尔纳普康复花园进行的研究为全球

范围内的 NBR 和 EBHD 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

和实践指导。这项开创性的工作催生了许多

为不同用户群体提供 NBR 服务的新企业，还 

为养老院、托儿所、幼儿园的花园、医院，

以及城市环境中的支持性环境提供了新的建

设建议。这项工作通过探索人类福祉、自然

过程与风景园林之间的联系，为发展促进健

康和可持续的日常生活环境设计实践做出了

贡献。将在阿尔纳普康复花园中进行的研究

的成果进行整合，可以支持城市环境的设计

过程和规划决策，并有助于在当代景观中成

功实施 NBR。

注释： 

① SLU 在 NBR 项目开发中起着主导作用，并通过与国内
外利益相关者以及其他高校合作持续推动 NBR 的发展。
2002—2019 年，SLU 与斯科讷省区域办事处、瑞典公共就
业服务处、瑞典社会保障局、斯科讷大学医院（SUS）记
忆诊所以及隆德大学的研究人员合作，针对不同目标群体
进行了大量的 NBI 研究。在哥本哈根大学和克里斯蒂安斯
塔德大学研究人员的支持下，其中一些研究发表了科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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