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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解国内园艺疗法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并对未来的发展前景进行展望。本研究采用文献计

量学方法,利用CiteSpace 6.1.R6软件,选取中国知网数据库中1994—2023年发表的园艺疗法相关研究文

献作为研究对象,对国内园艺疗法研究的发文量、作者分布、合作机构和关键词等进行分析。结果表明：

在园艺疗法研究领域,数据库发文量总体呈上升趋势；主要研究机构也集中于科研院所和高校；当前园

艺疗法在身心健康领域的应用将持续受到关注,并展现出新的研究方向。随着园艺活动的普及和社会需

求的增加,园艺疗法研究将成为研究的热门领域,并在实践中发挥积极的影响和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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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hot issues in the field of horticultural therapy and prospect the future 

development prospects. In this study, using bibliometric method and CiteSpace 6.1.R6 software, the relevant 

research literature published from 1994 to 2023 in the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Network database was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o analyze the number of publications, author distribution, cooperative institutions 

and keywords of domestic horticultural therapy research.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the field of horticultural 

therapy research, the number of database publications is generally increasing; the major research institutions also 

focus on research institutes and universities; the application of horticultural therapy in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will continue to receive attention and show new research directions. With the popularization of horticultural 

activities and the increasing of social needs, horticultural therapy research will become a hot area of research and 

play a positive influence and promotion role in practice. 

[Key words] horticultural therapy; research dynamics; CiteSpace; visual analysis 

 

引言 

随着全球城市化的加速推进,人类与自然环境日渐疏离,环

境污染和传染性疾病的暴发也愈发频繁。同时,城市环境也使人

们面临巨大的职业和生活压力,这些问题时刻威胁着公众的健

康。世界卫生组织自1986年以来明确将健康的概念定义为：“健

康不仅为疾病或羸弱之消除,而系体格、精神上的完满状态以及

良好的适应能力”[1]。此定义准确界定了健康关注领域的广泛

性,强调其不仅包括身体健康层面,而且还涵盖了心理、精神以

及社交等多个维度。 

园艺疗法作为一种被多次验证且对人们身心健康诸多有益

的疗愈活动近年来持续受到各界关注[2]。它可以利用植物栽培

与园艺操作等活动,对人们进行社会、教育、心理以及身体诸方

面进行调整,从而有助于增加肌体平衡及协调性、改善自然体

验、减小压力、助眠、促进社会交往活动等[3]。园艺疗法已被

证明在治疗精神疾病、精神发育迟缓以及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方

面具有明显的效果[4],同时还对亚健康人群有保健效果。随着学

者们对于园艺疗法研究的深入,对其概念、发展及其功效等进行

全面阐述,并通过案例介绍了该疗法的应用方式,同时提出了实

施园艺疗法的思路[5]。园艺疗法因无副作用、内容丰富且自由

灵活,因此逐渐成为人们关注健康实践方面的热门话题,并对实

践活动呈现出多样化和延伸性的发展趋势。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为确保原始数据的完整性、准确

性、真实性、解释性和可靠性,以中国知网数据库作为检索平台,

通过梳理本研究领域的相关文献,发现以主题为检索式能够较

全面地收录本研究领域的文献。因此,本研究以“主题=园艺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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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作为检索式在1994—2023年的中国知网数据库中进行检索,

并人工剔除评论、报告和园艺疗法无关的文献,降重后得到642

篇有效文献,并借助CiteSpace 6.1.R6软件分析园艺疗法领域

的发文量、作者、合作机构和关键词等情况。 

2 研究的基本特征分析 
2.1年度发文量。据中国知网数据库统计可知,园艺疗法的

演进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图1)：第一阶段(1994—2007年)为发展

初期,年均发文量2.92篇；第二阶段(2008—2015年)为缓增期,

年均发文29.00篇。2014年发文量略有下降,但仍远高于发展初

期。第三阶段(2016—2023年)呈现出迅猛的增长态势,年均发文

量达到78.50篇,其中2020年的发文量最高,达到93.00篇。其间,

随着我国“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发布实施,“实现国民健

康长寿”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人们对自然疗法的关注

度逐渐增加[6]。 

 

图1 园艺疗法研究文献年发文量统计图 

 

图2 国内园艺疗法研究作者合作图谱 

2.2作者分布。利用CiteSpace软件,并设定TOPN=50,得到基

于中国知网数据库的462个节点、281条连线、网络密度为0.0026

的园艺疗法研究作者合作图谱(图2)。通过分析中国知网数据中

排名前6的核心作者,发现作者间存在密切合作关系：李树华、

康宁和黄秋韵,张培和王倩这两组合作关系均呈现出一种共同

的特征,即作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学缘”。这种学缘关系是通过

在某一个机构学习或培训建立起来的学生、校友、教师、机构

等相关个人、群体和机构之间的关系[7]。 

2.3合作机构。利用CiteSpace软件,生成基于中国知网数据

库的园艺疗法相关研究机构的合作图谱(图3)。根据中国知网数

据库生成的图谱显示共有368个节点、151条连线,网络密度为

0.0022。核心机构包括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北京林业大学园

林学院、中国农业大学观赏园艺与园林系和河北农业大学园

林与旅游学院。其中,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和北京林业大学园林

学院发文量最多,分别为16篇和8篇。其次是中国农业大学观

赏园艺与园林系和河北农业大学园林与旅游学院,发文量均

为7篇。在众多科研机构中,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与其他单

位之间的合作最为突出,尤其是跨区域的合作更为明显。这些

研究机构的成员主要来自国内外的高校、科研院所等不同类

型的研究机构。 

 

图3  国内园艺疗法研究机构合作图谱 

表1 国内园艺疗法研究高频关键词(前10位) 

排序

中国知网

关键词 频次/次 中介中心性 首次出现年份

1 园艺疗法 453 1.48 1994

2 康复景观 48 0.09 2009

3 景观设计 36 0.05 2011

4 康复花园 30 0.02 2011

5 园艺治疗 30 0.04 1996

6 风景园林 27 0.03 2006

7 园艺活动 26 0.02 1994

8 大学生 22 0.02 2013

9 应用 17 0.01 2009

10 心理健康 17 0.01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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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动态分析 

3.1研究热点。利用CiteSpace软件,设定TOPN=50,导出基于

中国知网数据库的园艺疗法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的具体数据

(表1)。园艺疗法、康复景观、景观设计、康复花园和园艺治疗

等关键词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频繁出现,其出现频次高达453、

48、36、30和30次。其中,园艺疗法与康复景观的中介中心性最

明显,分别达到1.48和0.09,表明园艺疗法是一个跨学科领域,

且在不同领域之间起到了桥梁作用。 

3.2研究趋势。在CiteSpace软件的Timeline视图模块中,

分别形成了涵盖国内1994—2023年的园艺疗法研究关键词时间

线图谱(图4)。根据关键词的涌现情况可知,国内园艺疗法研究

在早期阶段主要集中于园艺活动、园艺治疗和植物方面,这种情

况大致延续到2005年左右。因此,国内的园艺疗法研究可划分为

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94—2005年)为缓慢发展阶段,这一时期

科研人员主要关注园艺疗法在促进康复方面的效果；第二阶段

(2006—2015年)主要表现康复花园、康复景观和心理健康等关

键词的涌现,这表明园艺疗法的研究正在向新的领域迈进；第三

阶段(2016年至今)随着研究领域的深入,园艺疗法研究进入快

速发展阶段,开始探讨园艺疗法的作用机制以及在不同人群

中的应用效果[8]。此外,园艺疗法在中国的研究和实践具有明显

的本土化特征。研究者们更多地关注园艺疗法在中国特定社会

文化背景下的实践和应用,并探索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进行理论

创新和实践模式的探索。 

4 结论 

近年来园艺疗法、康复景观和心理健康成为园艺疗法研究

的重点和热点。尽管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与国外相比,国内园

艺疗法研究仍面临一些挑战：研究资源和专业团队的有限性、

文化认知与传播的滞后性、专业人才的短缺以及研究和实践支

持力度的不足等问题亟待解决。为了促进国内园艺疗法研究的

深入发展,必须从文化推广、人才培养、资源投入和合作机制等

图4 国内园艺疗法研究热点词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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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维度进行全面优化和加强。这些措施将有助于逐步缩小与

国际园艺疗法研究的差距,并为国内园艺疗法的持续发展提供

新的动力。同时,加强机构间的合作与交流,将进一步提升研究

水平和扩大影响力。 

未来的研究将进一步深入探索园艺活动对身心健康的影

响,并重点关注公共健康问题的管理和康复,以进一步推广和

应用园艺疗法在实践中的作用。园艺疗法作为一种新兴的康

复和照护手段,在老年照护领域受到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关注。

面对全球老龄化的严峻挑战,老年照护和康复已经成为一个

亟待解决的全球性议题,园艺疗法的实践和研究在这一背景

下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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