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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建成环境的心理健康效益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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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促进心理健康逐渐成为健康城市建设的重要议题。历史建成环境具有促进心理健康的潜力，然而其独特的空间环
境特征和历史文化特征在心理健康方面的效益有待系统梳理。基于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数据库，以历史建成环境和心理
健康等为关键词进行检索，筛选出 42 篇相关文献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历史建成环境的空间环境通过营造良好的多重感官
体验促进心理健康，其历史文化通过促进地方认同及社交互动对心理健康产生效益；未来研究的深化方向在于量化更多历史
建成环境空间环境特征的心理健康影响因素，并面向不同人群开展研究；促进心理健康的历史建成环境保护与更新应注重将
空间肌理相关指标控制在最佳阈值、从空间美感与可达性等方面提升空间品质、强化历史遗存的真实性、提供适量且反映独
特文化特征的商业设施、置入具有体验互动功能的文化设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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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n the Mental Health Benefits of Historic Built Environment/MA Chunye, TAO Jia, JIA Yinghui, 
ZHANG Surong, LIU Gang
[Abstract] Mental health promotion has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in building healthy cities. The historic built 
environment holds notable potential for improving mental health, but the mental health benefits of its unique spatial,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need to be systematically explored. A literature review is conducted of 42 relevant articles retrieved from 
the Web of Science Core Collection Database, focusing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toric built environment and mental health.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historic built environment contribute to mental health by creating positive multi-
sensory experiences. Additionally,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environments promote mental health through 
enhancing place identity and encouraging social interactions. It is recommended that future research focus on quantifying the 
impact of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in the historic built environment on mental health, including identifying key thresholds. Moreover, 
future research should examine these effects across diverse population groups. The protection and renewal of historic built 
environments that promote mental health should prioritize the following: first, maintaining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within optimal 
thresholds; second, enhancing spatial quality in terms of both aesthetics and accessibility; and third, preserving the authenticity 
of heritage sites while integrating interactive cultural amenities and appropriately scaled commercial amenities that reflect uniqu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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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城镇化进程有可能使更多的人产生心理健康问题。
因此，促进心理健康理应成为城市相关公共政策的关
注重点。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城市中的历史街区、历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到 2050 年全球将有约 70％
的人口居住在城市 [1]。城市是对人的心理健康产生影
响的重要压力源，高密度的城市建成环境可能引发人
群压力增加等负面情感体验并降低幸福感 [2]，这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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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建筑等历史建成环境 (historic built 
environment)具备丰富独特的文化价值，
且往往能提供舒适优美的空间环境，因
而具有促进心理健康的潜力。有证据表
明，在历史城镇、历史城区和历史街区
等地居住，能够提高幸福感等长期的心
理健康指标值，而游览历史广场和历史
建筑等活动，能够获得缓解压力和恢复
注意力等短期正向的情感体验 [3-7]。然而，
既有研究未系统总结不同历史建成环境
要素对心理健康产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
理，在历史建成环境的保护更新实践和
相关干预措施制定方面还未将心理健康
效益纳入考虑。为填补这一空白，本文
回顾了发表于英文期刊的相关文献，归
纳历史建成环境的空间要素和历史文化
特征在促进心理健康方面的作用及影响
路径，并提出未来研究展望与规划启示。

本文以“historic built environment”
与“mental health”的组合为关键词①，
在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数据库进行
检索，共获得 3 573 篇文献。通过浏览题
目和摘要，删除与本文研究内容不相关
的文献，筛选出 447 篇文献，再进一步
排除在研究结论中未明确指出历史建成
环境的空间要素或干预手段对心理健康
具体影响的文献，得到 39 篇文献。最终，
通过回溯式检索补充遗漏文献，得到 42
篇相关文献并进行综述。

1　变量测度与研究类型

1.1　历史建成环境测度
历史建成环境的测度指标可分为空

间环境特征和历史文化特征两类 [8-9]。空
间环境是历史文化的物质载体，历史文
化表达了空间环境的文化内核。

空间环境特征包括空间肌理和空间
品质两方面 [9-11]，主要刻画建 ( 构 ) 筑物、
街巷、开放空间等物质实体特征。空间
肌理方面包括建筑布局与风貌、街巷与
开放空间形态等。其中：建筑布局与风
貌通常包括建筑密度、历史建筑或地块

数量、商业建筑数量、传统居住建筑数
量、视觉中心建筑数量、建筑色彩与材
料设计等指标 [10-12]；街巷与开放空间形
态包括道路密度、历史街巷密度、街巷
格局、开放空间密度、街巷宽高比等指
标 [9-10]。空间品质则包括景观质量、美学
体验等方面的指标 [9，13]。在测度方法上，
对空间肌理方面的指标以客观测度为主，
而对空间品质方面的指标则通常采用主
观评价方法，通过环境美学质量感知量
表 [13] 等标准化量表或自行编制的问卷量
表进行测度。

历史文化特征关注文化保护状况和
文化展示状况 [9]。其中：文化保护状况
可由历史性 ( 建筑等物质空间展现出与当
地历史事件、文化生活联系的程度 )、独
特性 ( 是否具有当地独特特征或重要视
觉标志物 )、真实性 ( 反映物质空间保护
和文化内涵的整体延续情况 ) 等指标 [14-15]

表征；文化展示状况由公共性 ( 历史建
筑向公众开放并创造遗产的公共效益 )、
解说设施评价等指标 [9，14] 表征。历史文
化特征的指标通常由研究者编制问卷量
表进行测度，少量如真实性等则通过遗
产空间环境留存完整性等客观指标进行
测度 [14]。

1.2　心理健康的测度
相关研究关注的心理健康指标通常

包括长期福祉 ( 幸福感、满意度、生活质
量等 ) 和短期情感体验 ( 情感、情绪、心
理恢复等 )。长期福祉指个体在情感、心
理和社会等方面的整体幸福感与满意度，
通常强调个体对其生活整体质量的主观
评价，具体指标包括主观幸福感 [16] 等，
通常由研究者自行编制调查问卷进行测
度。情感体验包括情感、情绪和心情 [17]，
相关指标分为感知指标和生理指标两类。
其中：感知指标包括情感状态 [4]、感知
恢复性 [7] 等，通常通过感知恢复性量表 [7]

等标准化心理量表进行测度；生理指标
包括心率变异性等，这些指标通常通过
生理信号检测设备采集。

1.3　研究类型
历史建成环境与心理健康关联的相

关研究主要包括定量和定性两类 ( 表 1)。
定量研究占绝大多数，可分为观察研究
和实验研究两类。观察研究主要关注长
期持续的心理健康结果，即福祉 ( 包括幸
福感、满意度、生活质量等 )，样本量多
在 200 个以上，通常在历史城区、历史
街区等较大尺度开展研究，其分析方法
包括多种回归模型 [18] 和机器学习模型 [19]。
实验研究主要关注短期变化的心理健康
结果，即情感体验 ( 情感、情绪、心理恢
复 )，样本量相对较小，通常在历史街区、
历史广场、历史园林、历史建筑等较小
尺度开展研究，其分析方法主要为方差
分析等组间比较方法，用于评估实验组
和对照组对心理健康促进作用的差异。

少量文献开展了定性研究，主要关
注幸福感、生活质量等长期持续的心理
健康因变量，样本量较少，通常在历史
城镇、历史街区等较大尺度开展研究。
常用的分析方法为定性比较分析法，为
揭示个体体验提供了重要的细节洞察。

 

2　历史建成环境的空间环境特征
对心理健康的作用

多项研究揭示了历史建成环境的空
间环境特征对心理健康的促进作用，其
中空间肌理可产生视觉吸引，而空间品
质可提升多感官体验。

2.1　连续而丰富的历史环境空间
肌理产生视觉吸引

既有研究表明，历史建成环境中连
续完整的建筑布局、丰富美观的建筑风
貌、优美宜人的街巷以及开放的空间形
态可以使人们感受到视觉体验带来的愉
悦，从而促进心理健康。

在历史建成环境的建筑布局及风
貌与心理健康的关联研究方面，对我国
辽宁丹东老城的研究显示，建筑密度、
可视遗产地密度、遗产可达性等建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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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历史建成环境与心理健康关联研究的研究类型

研究类型 历史建成
环境类型 研究人群 分析方法 文献

数量

定量
研究

观察研究 历史城区 居民或游
客

结构方程模型、描述性分析、分层
回归分析模型、梯度提升决策树技
术、曼—惠特尼 U 检验、相关系数、
多层次逻辑回归、普通最小二乘法
回归、概念网络分析、词频分析、
主成分分析

11

历史街区 居民或游
客，居民
与游客

结构方程模型、偏最小二乘法结构
方程模型、结构方程模型与非对称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13

历史广场 居民 内容分析法 2
历史建筑 居民 内容分析法 1

实验研究 历史街区 居民 威尔科克森符号秩检验、方差分析 4
历史广场 居民 单因素方差分析 2
历史园林 居民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简单线性回归

分析
1

观 察 研 究
与 实 验 研
究结合

历史建筑 游客 独立样本 t 检验 1

定性研究 历史城镇 居民 个案研究 1
历史街区 居民或游

客
非对称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扎根
理论

6

局指标与满意度存在非线性关联 [19]。
当居民日常活动范围内的建筑密度处
于 12.5％～ 13.0％、可视遗产地密度在
45％左右时，更有助于提高居民的满意
度；当建筑密度处于 14.0％～ 14.5％和
20.8％～ 21.4％、居民从住宅到达遗产
地所需平均交通时间在 6.7 min 之内时，
满意度将随着建筑密度的提高和交通时
间的增加而降低 [19]。研究结果表明，空
间肌理、视觉景观连续的建筑布局可能
带来更多的遗产接触机会，从而促进心
理健康。对我国澳门历史城区的研究则
强调了建筑风貌的积极作用，并揭示了
这种作用的潜在机理。研究发现，高质
量的建筑立面以及协调的建筑色彩能提
升整体风貌的美感和视觉吸引力，促进
居民的满意度提升 [20]。眼动追踪实验也
支撑了这一结论，研究显示：观看历史
建筑图像能够提升感知恢复性等心理健
康效益；注视目光多停留于历史建筑等
图像元素 [21]，表明历史建成环境中的历
史建筑具有视觉吸引力。

上述基于我国丹东和澳门的研究还
同时关注了街巷及开放空间形态。研究
显示，历史街巷密度、开放空间密度、
开放空间布局与满意度的关联存在特定
阈值 [19-20]。具体而言，居民日常活动范
围内的历史街巷密度、开放空间密度分
别在 36.8％左右和 34％～ 36％时，它
们对满意度的正向影响最大 [19]；当居民
对开放空间布局的满意度超过 3.5 分时，
将提升居民对整体历史环境的满意度 [20]。
这可能是因为历史建成环境中优越的历
史街巷和开放的空间形态可以提升视觉
美感，从而显著提高居民的满意度 [20]。

2.2　优良的历史环境空间品质促进
感官体验

多项研究发现，优越的空间品质对
幸福感和感知恢复性有积极影响。空间
美感 ( 体现在环境美感、环境协调度、多
样性等方面 )[22-25]、空间质量 ( 体现在空
间可达性、空间吸引力、空间体验丰富度、
空间喜爱度等方面 )[13，26]、环境质量 ( 体

现在交通噪声、建筑噪声、垃圾和污水气
味等方面 )[27]、步行性 ( 体现在步行适宜
度、步行体验、步行喜爱度等方面 )[13]、
安全性 ( 体现在街区交通安全、治安环境
等方面 )[22，28] 均与历史建成环境的体验
感紧密相关，是历史建成环境促进心理
健康的重要因素，其中空间美感是研究
关注的重点。例如：在对我国天津五大
道历史街区的研究中，基于对居民和游
客的问卷调查，研究者得出空间美感等
指标对感知恢复性有积极作用的结论 [22]；
对欧洲历史广场的实验研究采集了游客
在参观前后的情感体验数据，进一步印
证了该结论，即游客在游览历史广场后，
其压力与抑郁情绪显著减少，其中对空
间美感的感知可能发挥了关键作用 [3]。这
些研究结果表明，对和谐、多样性、壮
观等空间美感的感知能够提升感知恢复
性。另外，其他感官体验也被证实对心
理健康有重要作用，如有研究发现，高
品质的商业空间有助于塑造历史建成环
境的声音景观和嗅觉景观，提升多感官
体验，进而促进正面情绪的产生 [29-30]。

3　历史建成环境的历史文化特征
对心理健康的促进

历史建成环境的历史文化特征表征
了空间环境的文化内核，同时该类特征
的塑造受到空间环境的影响。研究发现，
传统建筑风貌可以加强区域历史性、独
特性及地方认同，而居住建筑和文化建
筑的合理布局则可以强化环境的真实性、
公共性及社交互动，其共同促进了心理
健康。

3.1　传统建筑风貌增强对历史性
和独特性的感知及地方认同

传统建筑风貌可能增强人们对历史
建成环境的历史性、独特性的感知。针
对我国海南、福建历史街区的定性研究
通过对深度访谈的语料编码，发现海南
骑楼建筑形式和建筑细部花纹 [31]、闽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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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砖建筑形式 [32] 是促使居民和游客产生
地方认同的空间环境基础元素。一项使
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的定量研究也得
出相似结论，指出历史建成环境中砖石
建筑的古锈增强了人们对地方的依恋感，
这可能是人们对历史建成环境的历史性
和独特性的感知发挥了作用 [12]。

历史性、独特性通过地方认同和地
方依赖促进了心理健康。对我国澳门历
史城区的定性研究采用社交媒体文本数
据进行语义分析，发现游客对历史城区
中的建筑遗产展现出的独特价值十分感
兴趣，并因此产生了积极情绪 [20]。同时，
一项基于问卷调查的定量研究也发现，
历史建成环境的历史性、独特性可能是提
升感知恢复性的关键因素，并且地方认同
和地方依赖是这一过程的中介因素 [22]。
相关定性研究也支撑了类似结论——通
过网络平台用户生成数据、实地收集认
知地图和半结构化访谈，发现人们对历
史城区独特性的感知，能够深化集体记
忆，进而增强公众的地方感与地方认同，
使人们感到更加满意和幸福 [33-35]。此外，
对历史建成环境中商业空间的研究表明，
当游客在历史性更强的商业空间消费时，
更容易促进与个人经历的连接和增强对当
地历史的怀旧体验，继而提升满意度 [36]，
并且历史城区居民希望商业空间反映当
地的独特文化特征，这也有利于提升居
民的满意度 [20]。

3.2　非商业建筑的合理布局增强
真实性、公共性及社交互动

真实性 ( 也称“原真性”) 是用于评
价历史建成环境是否体现当地历史文化
的重要指标。研究发现，居住建筑的布
局是影响人们真实性认同的重要因素。
通过对比多个历史街区的建筑布局发现，
在商业建筑占比较低、居住建筑占比较
高的历史街区，人们对其真实性的认同
度较高 [14]。

关于真实性的心理健康效益存在争
议。针对居民群体的研究表明，如果历史

建成环境的文化真实性因不当商业化、旅
游活动过多等被损害，可能会引起居民的
不满、引发负面情感体验 [37-38]，而在真实
性较高的历史建成环境中，居民会因拥
有更多参与日常生活和传统节庆的空间
机会而感到更加满意 [14]。然而，针对游
客群体的研究得出了不一致的结论，研
究发现历史建成环境商业化对游客的真
实性感知和满意度有积极影响 [39]。同时，
尽管有研究发现真实性感知对游客满意
度有直接的促进作用 [40]，但是许多研究
未发现游客感知的真实性对其心理健康
有直接影响 [25，41-42]。这些研究结论的分
歧可能源于研究对象群体、研究案例的
商业化程度等的差异。

博物馆、手工艺展示馆、文创工作
坊等文化建筑提供了文化体验活动和社
交互动场所，其合理布局增强了历史建
成环境的公共性 [14]，有利于促进心理健
康。对我国辽宁丹东的研究发现，遗产展
示程度、遗产向公众开放的程度等公共性
指标与居民的满意度呈正相关关系 [19]。
这表明如果历史建成环境中具有完善的
文化解说和丰富的文化活动，同时向公
众的开放程度高，将有助于交流互动的
产生，从而促进人们的心理健康。一项
对韩国历史建成环境的定性研究同样强
调了历史建筑公共性的重要作用：研究
运用非对称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发
现如果游客能够在参观公共开放的历史
建筑时与当地居民或其他游客互动，其
满意度有可能显著提高 [43]。基于定性方
法并使用结构方程模型的混合研究进一
步解释了这一现象——开放的历史场所
促进了游客与周围人互动行为的产生，
并鼓励他们参与体验活动，这能让游客
感受到激励以及提升技能、信心，以此
增强他们的主观幸福感 [44-45]。

4　研究述评与规划启示

4.1　文献小结
综上所述，促进心理健康的历史建

成环境特征包括空间环境特征和历史文
化特征两类。在空间环境特征方面，建
筑密度、可视遗产地密度、建筑立面与
色彩、历史街巷密度、开放空间密度及
布局是影响视觉吸引力的重要因素；空
间美感和高步行性可促进良好的多感官
体验形成，进而促进心理健康。在历史
文化特征方面，传统建筑风貌蕴含的历
史性和独特性可促进地方认同，受居住
建筑和文化建筑布局影响的真实性与公
共性可以促进社交互动，从而产生心理
健康效益。这两大特征相辅相成，互相
塑造。

此外，个体因素、经济和管理因素
则在历史建成环境与心理健康的关系中
起到调节作用。在个体因素方面，性别、
年龄、收入、家庭构成和教育水平等个人
社会经济属性 [18，46]，以及历史遗产的暴
露时长 [47] 和频次 [48]、个人社会资本 [45]、
个体对历史建成环境的价值认知和旅游
期望 [5-6，49] 都有可能会影响历史建成环境
对心理健康的作用。在经济和管理因素方
面，历史建成环境的旅游服务质量、旅游
消费价格、机动交通干扰、人群拥挤程度
等经济和管理特征 [13，28，37，50] 也可能会
影响历史建成环境的心理健康效应。因
此，历史建成环境对心理健康的促进作
用是一个由环境、个体、经济与管理等
多维因素共同作用的复杂过程。

4.2　研究展望
已有研究初步揭示了历史建成环境

的空间环境及历史文化特征的心理健康
效益，但仍可在以下方面进行深化研究。

在历史建成环境测度方面，既有研
究对空间肌理类指标的心理健康影响关
注不足。目前，仅有几项研究揭示了历
史建成环境的空间肌理对心理健康的作
用，其测度指标体系仍有待完善。同时，
由于研究区域单一，已被纳入的指标在
变量取值和模型结果等方面代表性不足，
未能证实建筑排布和空间组合方式等空
间肌理对心理健康的影响，空间肌理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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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体系有待构建及完善。因此，应在更
多研究中纳入该类指标，深入探索历史
建成环境中独特的空间肌理如何促进心
理健康。

在研究设计方面，既有研究主要属
于横截面研究，主要依赖于在单一时间
段开展的问卷量表调查，忽视了历史建
成环境对心理健康的影响的时间异质性。
例如，日常中较窄的街巷宽度可能使人
们获得舒适的视听感受，有助于营造良
好的步行体验，从而促进正向情感的产
生，然而在旅游旺季，较窄的街巷宽度
可能加剧拥挤程度，这时同样的街巷宽
度可能会引起焦虑、烦躁等负面情绪。
因此，既有研究仅揭示了特定时间截面
上历史建成环境对心理健康的影响，而
综合的时空影响研究体系尚未建立。

在研究对象方面，既有研究大多仅
针对居民或游客的单一人群开展，并且
两者的研究结论存在冲突。例如，历史
建成环境的商业化往往会给当地居民带
来负面情感体验，然而对于游客而言，
商业化有助于增强他们对当地的真实性
认同，继而提升满意度。因此，未来仍需
持续探析历史建成环境对不同群体的影响
及路径，评估建成环境要素对多人群的综
合心理健康效益，并探讨如何使这种综合
效益达到最优。

未来相关研究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寻
求突破，为形成更加综合完善的认知体
系以及指导规划实践作出贡献。一是更
多关注历史建成环境的空间肌理特征，
深入探索其心理健康效应。值得分析的
空间肌理特征指标包括遗产地数量、建
筑长宽比、建筑基底面积、建筑体积、
典型风貌占比等建筑布局及风貌方面的
指标，以及街巷高宽比、路段长度、空
间围合度、庭院进深等街巷及开放空间
形态方面的指标。二是建议收集时序数
据，在不同空间使用时段 ( 如旅游旺季和
淡季 ) 对同一历史建成环境中的人群心理
健康开展重复观测，分析在不同空间使
用时段下历史建成环境的心理健康效益

的异同，构建综合的时空影响体系，并
为不同阶段的历史建成环境的管控干预
措施制定提供依据。此外，应在研究中
关注多类使用人群，辨析历史建成环境
对居民、游客等不同人群心理健康的作
用路径，评估综合健康效益，并提出综
合效益最优时的指标阈值，以指导规划
实践。

4.3　规划启示
上述空间环境特征和历史文化特征

的研究结论可支撑心理健康导向的历史
建成环境保护与更新策略制定。

首先，应将历史建成环境中的建筑
密度、可视遗产地密度、历史街巷密度、
开放空间密度等空间指标控制在促进心
理健康的最佳阈值，并注重通过建筑立
面设计与建筑色彩搭配来优化整体风貌，
以营造良好的视觉景观。例如，对我国
辽宁丹东老城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建
筑密度、可视遗产地密度、历史街巷密
度、开放空间密度分别控制在 12.5％～
13.0％、45％、36.8％、34％～ 36％时，
历史建成环境的心理健康效益最佳 [19]。
同时，鼓励对待更新的历史建成环境开
展针对性研究，以获取适用性更强的相
关指标阈值，从而更精准地指导促进心
理健康的在地保护更新实践。

其次，应从空间美感、空间可达性、
环境质量、步行性、安全性等多个方面
综合提升历史建成环境的空间品质，提
升视觉、听觉、嗅觉等多感官体验。其中，
空间美感对促进心理健康尤为重要，人
们感知到的空间协调度、丰富度、壮观
度、喜爱度是影响空间美感的关键因素，
可从这些因素入手进行历史建成环境空
间美感的量化测评与提升。

最后，应强化历史建成环境的历史
性、独特性、真实性，优化商业与文化
空间的布局和功能，促进地方认同及社
交互动。对于商业空间，在规模上要避
免商业建筑占比过高，在品质上要注重
反映当地独特的历史文化特征；对于文

化空间，鼓励开放有价值的文化遗存，
将其打造为可参观的博物馆，增设体验
性和互动性强的非物质文化体验馆，为
文化体验和社交互动提供丰富的场所。

5 　结束语

为应对城镇化发展带来的心理健康
挑战，优化城市建成环境以促进心理健
康成为城市公共政策的关键事项。本文
关注城市中具有心理健康促进潜力的历
史建成环境，回顾了历史建成环境与心
理健康关联的研究文献，总结了历史建
成环境中被证实与心理健康显著相关的
空间环境特征 ( 如可视遗产地密度和历史
街巷密度等 ) 以及历史文化特征 ( 如传统
建筑风貌的历史性、真实性等 )。研究结
果有助于丰富“健康城市”的理念与内涵，
拓展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更新研究的理
论视角和分析方法，支撑心理健康导向
的历史建成环境保护与更新策略的制定，
并推动促进心理健康的循证规划实践。

[ 注    释 ]

① 关 键 词 检 索 式 为 ("Historic Urban 
Landscapes" OR"heritage site*"OR 
"built heritage"OR"cultural heritage"OR 
"historic environment"OR"historic 
district"OR"historic centre"OR"historic 
area"OR"historic neighbourhood"OR 
"historical garden"NOT"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mental health" 
OR emotion OR satisfaction OR affective 
OR"psychological health"OR well-
being OR restorative) ，研究领域限定在
“Geography”“Urban study”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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