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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城市的竹林景观与康养效益体系研究 

李 好 1 陈其兵 1 

（1.四川农业大学，四川成都，611130） 

摘 要：本文通过分析竹林景观，和潜在森林资源的康养效益，探讨了竹林康养产业在森林城市建设的可能性。研究发

现，以创建竹林景观为主的森林城市发展战略，能维护城市竹林生态安全、增进绿色惠民的自然森林城市生态系统、增强城

市竞争力、彰显地域文化、促进竹产业融合发展、规范城市景观规划，和传播生态文明理念。这些发现对研究竹林景观在城

市康养效益中的具体表现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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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bamboo forest landscape and recreation benefit system in

 forest cities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ossibility of bamboo forest recreation industr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forest cities 

by analyzing the bamboo forest landscape, and the recreation benefits of potential forest resources. It is found that a fores

t city development strategy based on the creation of bamboo forest landscapes can maintain urban bamboo forest ecologica

l security, enhance a natural forest city ecosystem with green benefits, enhance urban competitiveness, highlight regional c

ulture, promote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bamboo industry, standardize urban landscape planning, and spread the conce

p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se finding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studying the specific performance of bamboo fore

st landscape in urban recreation benef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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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森林是多种生命的集合体，具有多种多样的作用，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可以提供氧气、肥料、生物

栖息地、养育生命；是涵养水源、调节气候、吸收二氧化碳、滞尘、提供环境保护的避难场所；同时还具

有调节人体身体机能、释放压力、改善呼吸、促进血液循环和多种辅助治疗疾病功效[1, 2] 。 

自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提出森林与城市融合的理念开始，国内外逐渐掀起建设森林城市的热潮；20 世

纪 80 年代，在各级相关政府部门积极推动和有效指导下，关于森林城市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在我国逐步

拉开帷幕，旨在将自然融入城市发展规划，重新思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创造共生环境，满足“自然与城市

的动态平衡”[3]。2003 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林业战略研究”将发展城市森林确立为中国可持续发展林业战略

之一，并提出城市森林首要目标是应对恶化的城市环境。从生物学角度出发，刘常富等人提出，建设森林

系统是创造森林城市基本条件，森林城市应以乔木为主，与各种灌木、草本，及各类植物和微生物一起，

构成一个生命集合体，与周围环境互相作用，形成一个具有明显生态价值和人文景观的有机统一体。从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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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学角度，叶功富和洪志猛等人将森林城市定义为一个具有景观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生物物种多样

性，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融为一体的有机整体。从生态学角度，温全平指出，森林城市应具有自然生态系

统和人工生态系统双重特征，且能够实现以生态效益为主的综合效益最大化目标[4] 。以人的需求为根本，

实现人、境、城的高度融合，是森林城市的核心。它在公园城市的基础上更加强调自然与人文的结合、经

济与生态的协调，以及规划设计与公众参与的协同。相比公园城市，森林城市更具有人文意蕴；相比园林

城市，它更能带来自然意境；相比生态城市，它更具有发展潜力。在完善城市功能建设方面，我们需要贯

彻"森林+"的理念，优化和完善城市的生态功能、生产功能、生活功能、保障功能、消费功能和服务功能，

以形成人、城、境、业和谐统一的公园城市发展模式。保持自然山水格局的核心地位是非常重要的。  

2016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强调未来城市建设，应更加重视绿色

健康生活、健康服务、健康环境、健康产业发展，其中包括鼓励推动森林康养产业发展[5]；在此背景下，

康养产业作为一种具有巨大市场潜力的新兴产业开始备受关注。自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党的章程和“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后，十九大报告继续提出，为保障人民群众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服务，各地区各部门应贯彻

落实“健康中国战略”；2019 年 3 月，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部门发布了《关于促进森

林康养产业发展的意见》，该意见提出了要充分挖掘地方特色，利用当地的生态、景观、食药和文化资源，

创新发展康养旅游产业。生态资源和健康服务资源的有机结合，是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满足人民美好健康

生活的重要因素[6]。森林康养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能持续优化城市竹林景观空间，也能营造更健康科学的

景观康养空间。 

1.1 森林康养 

森林康养通常是指一种通过暴露于自然环境中的刺激来实现预防医院的实践，这种刺激对增强人们的

免疫系统、预防一定的疾病等具有积极作用。人们通过接触自然环境，如森林、城市绿地、植物或天然木

材等，获得身心健康，并实现预防医疗的效果[7]。 

近 20 年来，研究越来越关注森林康养资源对健康的影响。相关研究表明，与森林环境接触，可以降低

高血压患者的血压、减少交感神经活动、增强副交感神经活动和激活天然杀伤细胞等积极作用[8, 9]。森林

环境可能通过“五种感官体验”影响人类健康，这取决于一系列森林环境因素（例如 BVOCs、空气负离子、

空气洁净度和森林小气候）之间的相互作用[10, 11]。树木的种类组成、颜色和森林密度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可以影响人类健康，特别是精神健康。一些国外学者已经开始引入新技术，虽然已经确定了一些元素，如

植物挥发物（BVOCs），可能是森林环境对人体健康产生潜在影响的因素，但我们目前还不清楚其具体影

响的途径和机制[12]。对森林环境的综合分析和关键环境因素的动态监测对于评估森林潜在的健康效益以及

揭示森林康养的保健机制非常重要。这对于制定行业标准和森林康养基地规划设计指南具有重要的指导意

义。 

1.2 竹林康养价值 

竹资源作为我国主要的森林植物资源，在森林城市景观规划中发挥着必不可少的作用。近年来，在政

府大力扶持下，通过退耕还林、林地资源保护等一系列修复措施，全国主要的竹林基地建设已初具规模，

中国作为“竹子王国”，现有竹林面积 752.70 万公顷，占林木总生物量的 1.92%，面积占全球的四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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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知竹类有 39 属 837 种。 

2021 年，我国自然保护地、林草专类园、国有林场、国有林区等各类自然绿地区域共接待游客超过 2

0 亿人次，超过了国内旅游人数的一半。借助丰富的林地资源、深厚的竹文化和多元的竹林产品，建设美

丽乡村竹林风景线，发展康养旅游，这对于推动竹区的生态文明建设、乡村全面振兴、竹农的安居乐业以

及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是将竹资源优势转变为竹产业经济优势，实现生态保护与绿色发

展的协调统一，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重要行动和具体实践。 

竹林康养与生态保护有机结合的“森林城市”，可以提供更绿色、舒适、安逸的生存生活环境，应对越来

越拥挤的城市和越来越多的亚健康问题。合理开发利用竹林资源、推行竹林康养产业、积极开展竹林生态

康养旅游，不仅能因地制宜，充分发挥本土资源优势，促进城市单一竹林经济向复合竹林经济转型升级，

是竹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重要物质与精神成果[13]。森城城市加生态，有利于打造环城生态圈，降低城市热

岛效应，去中心化并分化热岛地理位置，降低集聚效应；同时预防城市连片发展，利用环城生态圈缓解城

市病。森林城市加康养，可有效梳理当地良好的生态基底区域，融入康养产业，并突出地域民俗文化，打

造综合性城市康养产业。“以生态为基础，产业为动力，文化为特色”三位一体，实现森林城市产业化，产

业生态化，生态持续化[14]。目前，全国范围内以四川为首已经形成以竹浆造纸、竹人造板、竹家具、竹编、

竹笋加工为主的竹产品加工体系，以及以竹文化、竹旅游、竹康养为主的竹休闲产业体系。成熟的竹林景

区结合康养产业的融入，将“竹林康养”作为生态产业培育，加快景区产业多元化，助力生态景区可持续

性发展[13]。 

1.3 竹林康养效益体系理论基础 

通过已有研究证明，自然与健康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空气质量、体育活动、社会凝

聚力和减压[15]。在自然健康效益的研究中，减压是最常被关注的方面，并且涉及生理心理多个指标[16]。结

合以上四个方面以及竹林环境条件和人文特征，竹林康养效益可从三个方面考虑： "文化美学"、"气候环

境"和"活动场所"。首先，竹林景观作为"文化美学"的体现，在竹林中引起文化和美学共鸣的景观实体或意

向，通过多感官的刺激，提供身心愉悦的健康感受；其次，由于城市化进程和工业发展导致极端气候和恶

劣空气质量等问题，竹林具有调节局部气候和改善空气质量的作用，为人体提供更健康的"气候环境"；最

后，竹林景区作为一个独特的自然"活动场所"，与城市活动空间有所区别，承载各种类型的健康活动和行

为。 

2 竹林景观与康养效益 

竹林康养作为森林康养的一种新型的形式，是一种重要的园林植物资源，它一次造林成功，便能年年

择伐，同时通过自身不断的自我更新，最终可以形成稳定林相[17]。其一：竹类植物无重大病虫害，无需喷

洒农药，对生态环境不会造成任何的威胁，可以形成无污染的原生态竹林生态体系，是一种优良的低成本

绿色环保植物。其二：竹类植物的根系发达，可以大量吸收水分和养分，释放更多的氧气，因此对生态系

统的气候调节、空气净化、水源涵养、蓄水保土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在城市森林的建设中具有广阔的应

用前景。国内外目前对竹林康养疗效证明的理论依据和实验证明较为缺乏；研究初期阶段主要围绕：竹林

生态对人类健康及城市发展提供的生态服务，随着课题不断深入，目前研究包括竹林小气候环境、竹林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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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景观与人体关系、竹林环境因子含量及各因子之间的相互关系[18]。 

竹林已被证实具有很强的释放空气负离子能力，从而调节空气温度和相对湿度，同时还能一定程度上

改善呼吸，促进人体血液循环，调节神经系统；与城市地区相比，观赏竹林地区均能有效的降低试验者的

收缩压和心率，并能提高血氧饱和度，特别是对年轻人或女性试验者来说。当试验者处于观赏竹林环境中

时，交感神经活性降低，副交感神经活性增加；这种情况下，交感神经的刺激能够引起心搏加速，减少消

化腺分泌，满足人体在紧张状态下的生理需求，同时提高动脉血压。而当机体处于平静状态时，副交感神

经的兴奋增强，有利于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和能量的补充，从而保护机体[19]。此外，一些特定竹类植物 V

OCs 具有一些潜在对人体保健有益功能，如：适当减少控制焦躁情绪，缓解疲劳和疾病[20, 21]。 

竹类植物以其特殊的美感和独特的观赏性广泛应用于园林景观中，同时承载了人们的精神信仰、审美

趣味和人格理想等方面的表达。竹文化在实物、观念和符号层面上积淀了丰富的文化底蕴，成为一种反映

人们内在精神和外在形式的文化。陈维越团队提出，竹在现代人居环境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与相关的文化

因素和景观要素密不可分[22]。李宝昌在《竹文化与竹子造景的意境创造研究》中探究了竹文化的内涵，指

出竹子造景的意境创造通过竹子的比德、历史典故、诗情画意和诗书画印等方式来体现[23]。 

心理健康往往与文化密切相关，文化是决定心理健康和精神病理状态的重要因素。文化还影响精神疾

病的原因、感知、症状、治疗过程以及寻求健康的行为。研究表明，适应文化特征的视觉环境可能导致不

同的感知模式；有学者指出，相较于同等高度的建筑物，人们观看高大的树木会引起敬畏之情[24]。从古至

今，人们对竹类植物形成了特殊的偏爱，无论是在生活还是文化方面；当人们看到壮丽的观赏竹林景观时，

同样可能对他们的精神情感和意志产生一定的影响[25]。 

总的来说，竹林景观康养产业作为森林城市建设发展的主力军，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可以借鉴。一方面，

竹林康养需要更广泛的挖掘康养效益和潜力，另一方面，结合竹林景观自身特性，未来森林城市建设将进

一步考虑竹林空间景观的构成关系，并与人的感知结合起来的研究。 

3 竹林景观建设及康养效益体系优化策略 

《林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确定了未来我国林业发展的主要目标。其中，森林年生态服务价值的目

标是 15 万亿元，林业年旅游休闲康养的人数力争突破 25 亿人次。规划要求大力推进森林体验和康养，发

展集旅游、医疗、康养、教育、文化、扶贫于一体的林业综合服务业。中央于 2017 年提出的 1 号文件中，

强调了改善森林康养等公共服务设施条件，并充分发挥乡村各类物质与非物质资源富集的独特优势。通过

采用“旅游+”、“生态+”等模式，促进农林业与旅游、文化、康养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浙江、福建、安徽、湖

北、贵州、四川、云南等省份在自然资源中拥有大片天然竹林，成为发展林业旅游康养的重要基础。在观

赏竹分布丰富的区域，可重点发展观赏竹林康养基地，为康养活动提供步道、休憩和竹林运动等场所。同

时，这也能带动旅游产业的发展，为竹区居民提供精准脱贫的新途径[26]。 

3.1 规范城市景观规划，坚持生态优先 

城市大力发展竹林康养产业，是一个绿色环境资本积累的原始过程，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基础，

可推动城市向绿色、和谐、低碳、可持续发展；多种多样的竹林植物可以通过各自形态、色彩、气味，描

绘一幅专属城市与自然和谐交融的水墨山水画，影响人们感官体验和心理活动，可以消除疲劳、美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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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工作效率、延长寿命[5]；提供修身养性、休闲娱乐的生态场所，鼓励居民走进自然、感受自然、亲近

自然，在潜移默化中提高人们审美意识，丰富精神文化，调节身体机能，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崇尚自

然、回归自然绿色需求；为人们提供全方位、全天候、保姆式地绿色健康管理自然空间，打造不同人群需

求的康养基地[6]。 

3.2 彰显地域特色，融入本土文化 

以四川为例，四川丰富的竹林资源为森林城市建设提供了得天独厚资源基础，竹文化作为竹产业重要

组成、西蜀园林独特造景元素，不仅有独特艺术审美价值、丰富的内涵、深刻的寓意，还能彰显川西特色

文化特征和园林特色；它默默传承着城市悠久历史，丰富和弘扬竹文化，可以促进城市物质、政治、精神

文明相互融合、协调发展。 

熊猫作为中国的“国宝”，和竹子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丰富竹林资源为它们提供了良好的栖息环境，

竹文化和熊猫文化的有机结合，可以逐步提升雅安竹文化知名度；打造四川地区绝无仅有的竹文化产业园，

扩大旅游产品规模、提升旅游服务质量、升级魅力旅游路线、完善旅游基础设施，推行以竹林康养理为主

题的竹林休闲旅游，让竹林康养产业成为雅安城市发展绿色名片、形象展示、品质体现、实力象征；使竹

林康养旅游产业向规模化、品牌化、特色经营化升级，建成既有经济活力，又有高质量环境的现代绿色旅

游生态城市；全面提高城市品味和魅力、推动城市整体环境、增强城市综合实力、提高城市生产力、提升

城市吸引力、调动城市活力，构成城市发展良性循环[27]。 

3.3 产业融合发展，实现转型升级 

竹林康养产业蓬勃发展，可以形成成熟产业链，实现一业多赢，促进竹林生产经营模式由传统单一向

高效复合经营模式发展，构成集生产、旅游、文化、教育为一体的成熟生态产业链，高效推进竹林基地实

施集约化管理、规模化经营，巩固提升竹林生产力水平和经济效益；对落后竹林产业进行改造、升级，切

实提高林地竹材产量，竹林森林质量和产业综合效益，带动周边产业共同发展[28, 29]。 

4 总结与讨论 

目前，社会健康问题凸显，在大力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下，康养产业受到日益重视，包括中国

在内的世界各国对森林康养的研究逐渐加深和拓宽。森林康养在中国刚刚起步，还存在大量研究空白，而

竹林作为一种具有重要价值和较大存量的森林类型，对其康养潜力的发掘和利用志在必行。竹林康养森林

城市建设是一项需要各部门积极配合、各单位携手并进、各学科相互交流，努力实现融会贯通的投入巨大、

影响深远综合性工程[30]。如何让竹林康养产业与森林城市建设实现蓬勃发展，将资源优势转变为产业和经

济，更加有效保障公众健康、建设文明生态、促进经济转型、提升竹文化精神，在未来发展中还需要做出

很多努力[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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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康养植物培育上应不断加大科技支撑力度，提供更科学的理论依据、科学研究、数据支持、技术指

导。充分开发利用优良竹类资源，开展有关竹林康养有效性，舒适性和合理性的科学研究；建立更高效，

优质竹林基地，重视品种创新、培育工作，为竹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资源保障，从而优化竹林康养环境

提升森林康养产业水平质量，形成完善的科技推广体系[32] 。不再把城市与自然隔离开来，把自然看作城

市的绿色基础设施，兴修道路和基础设施，将森林系统贯穿整个城市，把城区、郊区连成一体，构成四通

八达的城市森林体系。并且加快康养产业人才队伍建设，广泛展开多元化、多方面、多形式的竹产业建设

教育体系培训，大力传播竹产业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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