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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effect of campus spring plant landscapes, which are easily accessible to college students, on their emotion-

al recovery, the study quantitatively analyzed the change values of physiological state indicators (blood pressure, heart rate, and 

blood sample saturation concentration) and psychological state indicators (the degree of overall emotional disorders) before and 

after college students’ viewing of campus spring flowers and foliage plant landscap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terms of physio-

logical indicators, the test results of each experimental group of the same indicator are different, but there i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recovery of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state of college students; the restorative effect of observing different spring plant land-

scapes on blood pressure systolic blood pressure, blood oxygen saturation concentration is not obvious in comparison with the 

restorative effect of other indicators, and the overall results show that the spring flower-viewing plants have the best restorative 

effect on each indicator. In terms of psychological indexes, the values of total mood disorder (TMD) of college students were 

significantly reduced compared with indoor TMD; there were differences in the degree of total mood disorder and the degree of 

stress relief among different experimental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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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研究大学生易接触的校园春季植物景观对其情绪恢复的影响，定量分析了大学生对校园春季花、叶两

类植物景观观赏前后的生理状态指标（血压、心率、血样饱和浓度）和心理状态指标（总体情绪紊乱程度）

变化值。结果表明：在生理指标方面，同一指标的各试验组的测试结果不同，但对于大学生身心状态的恢

复有正向效应；观察不同春季植物景观对血压收缩压、血氧饱和浓度的恢复性效果与其他指标比较恢复性

效果不明显，总体呈现出春季观花植物对各指标的恢复性效果最好。在心理指标上，大学生的总体情绪紊

乱程度值（TMD）与室内TMD相比都有明显下降；不同试验组的总体情绪紊乱程度之间存在差异性，对

压力的缓解程度存在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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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人们

也面临着快节奏高压力带来的一系列心理压

力[1]，自身和社会施压无处排解从而导致某

些身心健康疾病的发病率不断上升，并且年

轻化趋势愈演愈烈 [2]。2022年，全国大学毕

业生数量高达1 076万人，首次突破千万大

关。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影响着社会的稳定与

发展，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大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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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较易受外界影响波动，同时家庭和社会层面，以及学习和未来就

业等方面的压力增加，一部分大学生很难找到正确的处理方式，对身

心健康产生危害 [3-4]。心理理疗是一种高成本的治疗方案，对于大学

生群体不适用[5]。因此，应该寻求一种低成本、高效率、易操作的方

法或模式来缓解大学生的心理焦虑问题。

园艺疗法可以达到减轻压力、改善精神状态的目的，对于健康游

客也可以促进身心健康 [6-11]。美国在17世纪末兴起环境心理学的压力

疗愈理论 [12-14]（Stress Recovery Theory）和注意力恢复理论 [5,15-17]（Attention 

Restoration Theory），1986年日本兴起并推广森林浴 [17-18]，其核心就是利用

植物或与植物有关的活动，最大程度地缓解压力与疲劳度，实现综合

治疗 [16-19]。人的情绪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近距离接触自然植被

对人的身心健康有着明显的积极影响 [9,20-23]。植物景观不仅能满足人们

的审美需求，而且能诱发人们自发和无意识的注意，有效缓解心理压

力和疲劳，促进运动和交流，在康复中发挥一定的作用[9]。通过接触

植物，人的各种感官会得到刺激，进而促使身体本身自愈能力的增强，

达到身体、心理和精神的全面健康发展 [20,24-27]。目前园艺疗法的实施地

点也从原来的医院室外空间扩展到非医疗属性的景观空间[28-30]，在其

对象群体的社会属性下，校园植物景观对大学生群体身心健康的影响

程度有必要进一步分类探讨。

当前，校园植物景观的研究多从资源调查、景观评价、色彩感

受、优化策略延伸到情感设计、身心健康 [28-29]。大学校园因其独特的

自然及人文属性，部分景观条件优越的区域可以作为园艺疗法实验场

所。通过线上问卷分析得出，绝大多数大学生认为日常校园生活中存

在压力并选择去校园景观中休闲缓解，因此，分析大学生喜爱的季相

植物景观，进一步分析该季相植物景观对大学生身心健康发挥积极

作用的类别，不仅易达成低成本、高效率、易操作方法或模式来解决

大学生的心理焦虑问题，还可以对大学校园中园林植物配置的优化提

升提供参考意见。

1 研究方法

1.1 研究范围与研究对象 

本试验以山东建筑大学校园为研究地点进行调研，其校园有良

好的文化内涵、山水空间和植物配置，植物景观条件良好的区域可以

作为园艺疗法的实验场所。在规划的调研范围内，对目前校园春季植

物景观现状进行较为全面的统计和分析，总结大学生对校园春季植物

景观环境主要景观类型的需求和偏好。选择了校园内春季植物景观较

为经典的8处场地作为本次研究的场景，对大学生在景观中访问前后

的身心状态采用了仪器测量以及问卷调查的形式进行定量试验。

本次身心健康试验在山东建筑大学宿舍区、景观区、教学区

内选取8种典型的春季植物景观作为试验场地（图1），即春季观

叶植物，垂柳（Salix babylonica）、石楠（Photinia serratifolia）；春季观花植

物，紫叶李（Prunus cerasifera ‘Atropurpurea’）、日本晚樱（Prunus serrulata var. 

lannesiana）、白玉兰（Magnolioa denudata）、美人梅（Prunus blireana）、杏花

（Armeniaca vulgaris）、郁金香（Tulipa gesneriana），并以日常室内环境作为对

照场景。选取了在校大学生作为本试验的受试对象，每组49人共490

人。所选受试者身体健康状况良好，无高血压、心脏病等疾病，身

心未受过重大创伤。

1.2 生理心理指标测量

本次试验的生理指标分别为血压（Blood Pressure，BP）、心率（Heart 

Rate，HR）、血氧饱和浓度（SpO2），其中血压包括收缩压（Systolic Blood 

Pressure，SBP）、舒张压（Diastolic Blood Pressure，DBP）。试验仪器的选择

分别是腕式电子血压计、臂式电子血压计。本次心理指标试验针对在

校大学生采用了线上自制问卷和简式心境状态量表的形式。在进行植

物层面问卷之初，先了解大学生校园生活的基本概况，并将校园植物

景观按季相划分为春夏秋冬四季植物景观。

图1   研究区域
Fig. 1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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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试验流程

本次试验将每一景观场景的测试时间定

为17 min，从中选取相对稳定、连续的15 min

数据作为各场景对受试者生理指标影响的记

录 [26]，室内环境下测得结果为对照组，春季植

物景观环境下测得结果为实验组。即试验判

定指标为：试验组的数据越接近对照组，证

明该场景对大学生生理健康的效果较之其他

实验组而言相对更好。试验流程如图2所示。

2 结果与分析 

2.1 春季植物景观对大学生生理健康影响

2.1.1 血压（BP）

对9种场景试验所测血压平均值（收缩

压、舒张压）运用SPSS分析软件进行了单因

素ANOVA检验，结果表明，8个试验场地中收

缩压和舒张压的平均值与对照组平均值之间

存在一定的上升趋势，具体表现为观赏不同

校园春季植物景观后大学生血压平均值变化

呈现春季观花植物景观小于春季观叶植物景

观的趋势。针对显著性（表1），8组试验场

地的收缩压除樱花较为密集的场地与对照组

相比不显著（p＞0.05）外，具体表现为收缩

压平均值114.51 mmHg，其他7组均为极显著

（p＜0.01）。这也证明日本晚樱分布较为密集的

试验场地与室内空间对大学生血压收缩压的影

响差异不大。综合收缩压和舒张压的数据来

看，日本晚樱分布较为密集的试验场地对大学

生血压这一指标具有的影响效果最佳。即从

整体分类而言，春季观花植物景观试验场地

对大学生血压这一指标具有的影响效果最佳。

2.1.2 心率（HR）

研究结果表明，8个试验场地中心率平均

值之间存在一定的变化趋势。进入室外环境

后，因外界因素的干扰会造成心率升高的现

象。从显著性的数值大小来看（表2），数值

越大证明该空间对大学生心率变化的影响越

接近室内的平稳状态，对大学生压力缓解的

效果越好。杏花、石楠分布较为密集的试验

场地的显著性值分别为0.777（81.35±12.72c）和

0.617（81.82±12.75c），杏花分布较为密集的试

验场地所得到的心率平均值与对照组对比变

化最小，表现为81.35次/min。其次是石楠分

布较为密集的试验场地，表现为81.82次/min。

而以日本晚樱和玉兰分布较为密集的试验场

地的试验数据仅处于较为靠前的水平，表

现为82.22次/min和82.57次/min，证明以杏花

表1   不同校园春季植物景观对大学生血压（收缩压、舒张压）影响显著性分析表
Tab. 1   Significant analysis of the effects of spring plant landscape on blood pressure (systolic and 

diastolic) of college students 

因变量
Dependent 

variable

因变量/I
Independent 
variable / I

因变量/J
Independent 

variabl / J

平均值差值/（I-J）
Mean difference / 

(I-J)

显著性
Distinc-
tiveness

沃勒-邓肯a,b得分
Waller-Duntana,b 

scored

收缩压 室内

樱花 -3.898 0.055 114.51±12.04bc

玉兰 -6.000** 0.003 116.61±10.21b

美人梅 -14.776** 0.000 125.39±13.66a

杏花 -17.633** 0.000 128.24±12.29a

郁金香 -15.061** 0.000 125.67±9.98a

紫叶李 -19.429** 0.000 130.04±14.01a

垂柳 -18.449** 0.000 129.06±11.10a

石楠 -19.776** 0.000 130.39±11.56a

舒张压 室内

樱花 -4.316** 0.001 74.90±6.74c

玉兰 -4.867** 0.000 75.45±6.22c

美人梅 -11.337** 0.000 81.92±10.37ab

杏花 -10.724** 0.000 81.31±7.66ab

郁金香 -10.276** 0.000 80.86±8.33b

紫叶李 -12.418** 0.000 83.00±9.37ab

垂柳 -14.520** 0.000 85.10±6.66ab

石楠 -9.418** 0.000 80.00±7.67b

注：*表示结果为显著p<0.05，**表示结果为极显著p<0.01；根据齐性子集中沃勒—邓肯结果，从右向左、

从下向上按大小依次进行a、b、c标样，上标a、b、c字母的值跨列差异显著（p<0.05）。表2，表3同理。

图2   试验内容和流程图
Fig. 2   Test content and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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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石楠分布较为密集的试验场地试验效果最

佳。这说明血压平均值和心率平均值之间的

变化趋势并不存在一定的相似关系，但观赏

不同校园春季植物景观后大学生心率平均值

变化仍大致呈现春季观花植物景观小于春季

观叶植物景观的趋势。

2.1.3 血氧饱和浓度（SpO2）

通过查阅资料了解到，正常成年人动脉

血的血氧饱和浓度一般为98%，高于100%容

易出现高血压、糖尿病等一系列症状，偏低

则处于缺氧状态。室内的血氧饱和浓度平均

值为99.087%，与该数据差别不大的为日本晚

樱和白玉兰分布较为密集的试验场地所测得

的数据，分别为98.816%、98.776%。除此之

外，本次试验所得数据中以石楠分布较为密

集的场地所得数据与对照组对比差异最大，

血氧饱和浓度平均值变化整体呈现春季观花

植物景观小于春季观叶植物的趋势。

针对显著性（表3），因血氧饱和浓度受

环境改变影响导致的数值变化差距不大，因

此日本晚樱和玉兰分布较为密集的试验场地

与对照组对比是不显著的（p＞0.05）。美人梅

分布较为密集的试验场地表现为具有显著性

（0.01＜p＜0.05），其他实验组均体现为极显

著（p＜0.01）。这也证明了以日本晚樱和玉兰

分布较为密集的试验场地对大学生血氧饱和

浓度这一生理指标的变化具有良好的影响。

2.2 春季植物景观对大学生心理健康影响

2.2.1 线上问卷回收结果

本次试验共回收线上问卷241份，其中男

生占比56.43%，女生占比43.57%。调查目的为

统计大学生对校园内季相植物景观的喜好情

况以及对校园春季植物景观的关注情况。

从图3来看，有52.7%的大学生认为校

园生活中存在较少压力，有20.75%和22.82%

的大学生认为校园生活没有压力或压力比较

大，有3.73%的大学生认为校园生活中压力非

常大。为缓解校园生活中带来的压力，有超

过90%的大学生选择到校园绿地景观中休闲

缓解，其中有36.51%频率为偶尔，34.85%频

率为经常，21.58%为总是，大部分学生在校园

植物景观中活动时间为0.5～3 h，占比74.68%。

这说明校园植物景观在大学生缓解校园生活

带来的压力的过程中占据了很大比重。

经结果反馈分析可得，有53.53%的大学

生校园选择春季植物景观。在校园春季植物

景观中，有56.02%的大学生喜欢春季观花植

物，22.41%的大学生喜欢春季观叶植物，仅

有2.9%的大学生未选择。在选择喜爱的校园

春季植物景观过程中（图4），针对春季观叶

植物，有48.96%的大学生喜欢春季叶色独特

或区别于其他季节的植物；针对春季观花植

物，49.38%的大学生更偏重于欣赏植物的花

色，25.73%和21.99%的大学生更喜欢花朵的

香气和形状；其他两组数据比例较为平均。

由此可以得出，大学生针对自己喜欢的

校园春季植物景观的判断依据，大多是来源

于植物自身性状对他们视觉上的刺激，其中

以植物的花朵以及观赏部位的颜色体现得尤

为明显，少部分源于其他感官。

表2   不同校园春季植物景观对大学生心率影响显著性分析表
Tab. 2   Significant analysis of the effects of spring plant landscape on college students’ heart rate in 

different campuses

因变量
Dependent 

variable

因变量/I
Independent 
variable / I

因变量/J
Independent 

variabl / J

平均值差值/（I-J）
Mean difference / (I-J)

显著性
Distinctive-

ness

沃勒-邓肯a,b得分
Waller-Duntana,b 

scored

心率 室内

樱花 -1.490 0.491 82.22±11.85bc

玉兰 -1.837 0.396 82.57±11.98bc

美人梅 -7.204** 0.001 87.94±13.36ab

杏花 -0.612 0.777 81.35±12.72c

郁金香 -4.918* 0.023 85.65±12.68abc

紫叶李 -2.469 0.254 83.20±12.41abc

垂柳 -8.204** 0.000 88.94±15.18a

石楠 -1.082 0.617 81.82±12.75c

图3   大学生校园生活压力及日常室外活动频率统计图
Fig. 3   Statistics of college students' campus life stress and daily outdoor activity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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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简式心境状态量表

9种场景中所测得的总体情绪紊乱程度

值（Total Mood Disturbance，TMD），通过数据得出

（图5），除以石楠分布较为密集的试验场地

所测得的数据高于对照组外，其余7组数据

均低于对照组数据。这证明7种试验场地均

对大学生的焦虑和压力具有一定的缓解作用。

其中以日本晚樱分布较为密集的试验场地所

测得的数据最小，为71.56分，证明日本晚樱

在这8种植物中对大学生压力缓解效果最佳。

整体看来，观赏不同校园春季植物景观后大

学生压力缓解情况为春季观叶植物小于春季

观花植物。

3 结论与讨论

3.1 校园春季植物景观对大学生身心健康的

影响存在差异性

对8组试验组场地得到的试验结果进行

分析，结果表示：在生理指标方面，同一指

标的各试验组的测试结果不同，但对于大学

生身心状态的恢复有正向效应；观察不同春

季植物景观对血压收缩压指标与心率指标的

恢复性效果，各指标间的测试结论存在一定

的差异，总体呈现出春季观花植物对各指标

的恢复性效果最好。在心理指标方面，不同

试验组的总体情绪紊乱程度之间存在差异

性，对压力的缓解程度存在差异性。究其原

因，春季观花、观叶植物的物理特性与被试

者身心状态产生不同程度关联。相比前人的

研究结果 [15-16]，本研究定量分析了不同类别

春季植物景观对大学生身心健康影响差异更

加证明了校园植物景观对大学生缓解压力、

恢复情绪有效。

通过线上问卷分析得出，绝大多数大学

生认为日常校园生活中存在压力并选择去校

园绿地景观中休闲缓解；在选择喜爱的季相

表3   不同校园春季植物景观对大学生血氧饱和浓度影响显著性分析表
Tab. 3   Significant 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spring plant landscape on blood oxygen saturation 

concentr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n different campuses

因变量
Dependent 

variable

因变量/I
Independent 
variable / I

因变量/J
Independent 

variabl / J

平均值差值/（I-J）
Mean Difference / (I-J)

显著性
Distinc-
tiveness

沃勒-邓肯a,b得分
Waller-Duntana,b 

scored

血氧饱和度 室内

樱花 0.2704 0.211 99.09±1.02a

玉兰 0.3112 0.150 98.82±0.78ab

美人梅 0.5357* 0.013 98.78±0.79ab

杏花 0.8214** 0.000 98.55±1.24ab

郁金香 0.8214** 0.000 98.27±1.52b

紫叶李 0.6990** 0.001 98.27±1.51b

垂柳 0.7806** 0.000 98.39±1.64b

石楠 0.8622** 0.000 98.31±1.34b

植物景观时，大学生针对春季植物的自身性

状喜好也各不相同。通过对简式心境状态量

表所得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在不同的春季植

物景观环境中，所得到的总体情绪紊乱程度

值各不相同，证明大学生处在不同的校园春

季植物景观试验场地中对压力的缓解程度存

图4   大学生对校园春季植物景观性状的喜好分析图
Fig. 4   Analysis of college students' preference for plant landscape traits in campus in spring

图5   不同校园春季植物景观对大学生总体情绪紊乱程度影响统计分析图
Fig. 5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spring plant landscape on the overall emotional disturbance of college students in different camp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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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差异性。

3.2 校园春季植物景观对大学生身心健康具

有积极的调节维护作用

本次试验结果证明，相对于室内对照

组，8组试验组场地均对大学生身心健康具

有较好的影响。从生理指标来看，本次试验

所测的4种指标结果虽存在偏差，但相对于

室内而言都更加趋向于健康水平。以简式心

境状态量表所得结果进行分析，8组试验场

地中，大学生的总体情绪紊乱程度值与室内

相比都有明显的下降趋势。究其原因，在景

观效果强烈的春季观花植物、景观变化显著

的春季观叶植物所具备的不同物理特性主导

下，绿色空间对大学生身心健康的调节维护

产生正向效应。

3.3 针对春季植物景观对大学生影响层面的

校园植物配置优化建议

在已有的树种基础上，可以适当增加一

些观花类芳香植物，不仅能够加强对嗅觉的

刺激，同时具有一定的疗愈作用。根据植物

的景观特性，合理利用植物的季相、色彩、

质感等搭配形成层次分明的复层结构搭配，

从而加强植物景观观赏性和健康性之间的

联系。

合理调整校园内春季植物景观分布区域

和密度。目前春季植物景观并不能较好地覆

盖人流活动密集区域。可按照植物自身特性

适当增加如宿舍、运动场等人流较为密集区

域的校园春季植物种植密度，营造更好的校

园春季植物景观，为校园内师生健康服务。

其次增加校园春季植物景观的文化内涵。可

根据春季植物自身特性，选择具有美好寓

意和文化属性的春季植物树种，结合校园文

化，增设有关的小品。这不仅对师生身心健

康产生良好影响，在观赏之余还可以陶冶情

操，与景观产生共鸣。

3.4 研究的局限与贡献

本研究量化分析春季植物景观对大学生

的身心健康影响，提出校园春季植物景观对

大学生身心健康具有差异性的正向调节维护

作用，缓解大学生的心理焦虑问题，为大学

校园中园林植物配置的优化提升提供参考意

见。但本次实验在景观类型、实验组数量、

试验场地干扰性控制等方面尚有不足，对结

果的精准度产生一定影响。

注：文中图表均由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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