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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景观疗养是把景观作为一种疗养因子，人们通过对其感受所产生的心理、

生理效应，从而达到预防疾病、增强体质、促进健康、调节心理平衡的目的。老

年人景观疗养既是游览，又能预防和治疗疾病，还能进行社会交往。  

因此，要根据不同的需求采用不同的景观疗养模式。景观疗养必须突出医疗防护；

要注意劳逸结合，适度游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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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已提前进入老龄社会，如何提高老

年人生活质量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景观疗养是从医学、美学、心理学和气象

学等观点出发，把景观作为一种疗养因子，人们通过对其感受所产生的心理、生

理效应，能达到预防疾病、增强体质、促进健康、调节心理平衡的目的。它有显

著的医疗保健价值，具有良好的开发前景。景观疗养在老年人生活中发挥着不可

替代的作用。  

一、老年人身心特征和景观疗养的意义  

老年人大多是即将或者已经从工作岗位退下，社会环境的变迁和家庭状况变化无

不影响他们的心理， 这种影响表现在许多方面。感知能力减弱：如老年人与周

围环境产生隔阂，可引起抑郁、焦虑、淡漠、孤独等复杂的心理反应；记忆力下

降：表现在近期记忆力下降明显，远期记忆力减弱较慢，机械记忆力下降而意识

记忆力有所增强；活动力下降：老年人的人格特征一般表现为运动性、灵活性和

积极性降低。  

景观按形成的方式可分为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按景观外貌特征可分为山地景

观、海滨景观、湖泊景观、森林景观、草原景观、沙漠景观、喷泉景观、建筑景

观、人文景观等。景观疗养资源包括自然景观、人文景观疗养，两者均给人以美

的感受。  

独特而优美的自然景观对疗养者的身心健康可起到无可替代的作用。晨起散步、

海水浴和日光浴、欣赏优美自然风景等活动，充分利用各种自然疗养因子，达到

加强机体的生理活动，促进新陈代谢，改善通气和循环障碍等，从而获得消除疲

劳、愉悦心情、增强体质、防治疾病、促进身心健康的效果。  

历史悠久的人文景观，浓郁的文化氛围，可使疗养者精神上得到满足。可以根据

疗养者的体力情况，注意动静结合，使其适度的参与参观和游览活动，通过独特

的人文景观疗养，使疗养者求知和审美的需求得到满足，使其感到轻松和愉悦。

人文景观能予人以爱国主义教育，使人的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从而达到消除紧

张、焦虑状态，使人心情开朗、情绪稳定、食欲增加、睡眠改善，进而达到祛病

强身的作用。  

景观是疗养因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各种疗养因子与文化高层次的有机结合，也

是一种综合防治疾病保健康复的有效方法。景观疗养因子对机体产生的作用是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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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性的。景观的形象具有直观的物态性、四维的时空性、全面的通感性，它对大

脑皮质和心理状态有良好的调节作用。美丽的景观可以陶冶人的性情，使激动的

心情趋于平静、愉快和乐观，能产生安神、镇静作用，并能协调神经反射。在景

观疗养及游览中，精神愉快，脱离对健康不利的环境，使人生活在与其生活节律

大体一致的环境中，使机体病理反映和不正常的物质代谢趋于好转和恢复正常。

这种心情有利于增强体质和身体康复。自然景观和人工景观疗养因子资源丰富，

在疗养或旅游时，可同时接受诸多疗养因子的综合作用，从而起到促进身心健康

和防治疾病的作用。 

二、老年人景观疗养的需求模式  
1、疾病需求的疗养模式     
心理因素与内分泌、免疫系统密切相关。心理不平衡如焦虑、烦燥、忧伤、悲观、苦闷等可

引起中枢神经系统过度紧张，可通过丘脑下部功能失调及内分泌系统紊乱导致生理机能的破

坏和衰老进程加速。景观疗养能改善心理痛苦，对选择的躯体症状、抑郁症状、焦虑症状均

有显著意义。许多研究表明，社会心理致病因素在许多疾病的形成与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

除了药物以外，心理调节、环境影响也是一种重要的治疗方法，而许多药物长期应用往往副

作用较多，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讲非药物疗法比药物治疗还重要。景观疗养可调节患者的情绪，

改善其心理状态，是心理治疗的有效手段之一。  
千姿百态的风景名胜，自然美与艺术美巧妙结合，充满了神韵与魅力，对慢性病康复非常有

益。景观的游览及观赏中的行走与爬坡，其活动量适中，对长期从事脑力劳动的中老年病患

者是较为适宜的锻炼，可改善其心肺功能，同时对调节情绪，改善患者的睡眠、饮食与代谢

均能起到有益的作用，可使全身放松，建立起一种高度的整体功能协调状态，从而使机体在

心理意识的内作用下，发挥其本身固有或潜在的自动调整功能，有利于流畅气血和疏通经络，

也是一种综合防治疾病和保健康复的有效方法。  
2、游览、社交需求的疗养模式  
景观疗养地多选在自然风景地或人工风景地，疗养区景色秀丽、格调优美、布局合理。优美

的自然和人工景观能引人入胜，增添观景的兴趣，活跃日常生活。景观疗养地美丽的风光、

宜人的气候、清新的空气、洁静的环境等，都是良好的疗养因子。疗养者通常怀着对所到疗

养地的向往，心中充满美好愿望而来。因而，疗养过程中观赏、游览美景带来的乐趣是其它

事情无法替代的。人的注意力和兴趣往往是由新异刺激所引起的。人的情绪和情感也经常会

被新鲜离奇的事物所触动。在景观活动中，疗养者往往希望每次都有新鲜的活动和感受，不

愿意多次重复参观，这是一种猎奇心理，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心理需求。景观疗养实施时，

注重景点介绍、游览管理、医疗防护，使疗养者在优美、宽松、安全的氛围中躯体接受疗养

因子作用的同时，精神上亦得到情感的调节，动静结合的休息与医疗保健服务相结合。达到

了养身健体的效果。  
生活在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必然发生各种交际关系，人们往往通过语言、思想、感情的交流

彼此相互影响。心理学家休斯认为每个人都需要别人，因而都具有人际关系的需求。这种需

求包括三类：包容需求、控制需求、感情需求，对此疗养者也不例外。每个疗养者都有各自

的特点，生活习惯、生活方式、受教育程度、职业和地位等方面存在差异，他们都存在社交

的需要。景观疗养给这种需求创造了便利的条件。  
三、老年人景观疗养的注意事项  
1、景观疗养必须突出医疗防护  
老年疗养者由于各个器官功能减退，患疾病多，在景观疗养中常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件，如

突发性心脑血管病、跌倒致伤、树木花粉过敏性休克等。景观疗养必须突出医疗防护，建立

急救医疗小组，明确任务，分工负责，制定急救预案，进行模拟急救演练，使每位医护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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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能熟练掌握急救技能。必须重点做好预防工作，使一线救治准确到位。医护人员应该跟随

保障，并备好必要的急救药品和急救器材，以防万一，确保安全。  
2、劳逸结合，适度游览   
疗养期间的景观治疗不是简单的游山玩水或走马看花，更不是为了完成任务，把景观活动过

程安排得紧紧张张，使疗养员参加一次景观活动后，体力上就觉得精疲力尽。景观活动不能

赶时间，应该游览适度，时间充裕，不紧不慢，必须保证老年疗养者有充裕的休息时间，有

效地防止景观疗养者的过度疲劳，减少急性事件的发生。 
总之，随着人类社会不断进步，心理需要越来越重要，心理需求已成为人们社会活动的重要

方面。随着医学模式的改变，人们保健意识和文化需求日益增长，都关心自己身体的健康状

况， 已从“有病吃药”的健康意识过渡到“健康防病”意识。景观是一种良好的心理疗养因子，

景观治疗是环境与艺术、体力与心情、物资与精神良好结合的一种有益身体健康的积极活动。

我们应该充分发挥景观疗养因子对疗养者的有利影响，在自然景观的基础上，不断进行人文

景观的开发和利用，使景观疗养适应时代的需要，让疗养者心身轻松、开朗愉快、积极乐观，

真正使疗养者从景观游览活动中身心受益，获得效果，使景观疗养为实现老年人防治疾病、

提高生命质量、增进心身健康之目的发挥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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