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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依据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的起草规则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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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康养音乐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森林康养音乐的制作原则、音乐的要求、类型及场景应用、团体组成要求、

演出设施要求、服务流程、服务效果评估等方面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规范森林康养音乐团体的组建、运营、演出等一系列相关活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

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31721-2015 大型活动安全要求 第 1 部分：安全评估

GB/T 31722-2015 大型活动安全要求 第 2 部分：人员管理

GB/T 35273-2020 野外医学救援技术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森林康养音乐 forest health care music
一种以自然界声音元素和合成音乐元素相结合形成的以自然声音元素为主的音乐类型，

其旨在通过模拟森林环境中的声音和氛围，帮助人们放松身心、减轻压力、缓解焦虑和促进

睡眠等。

3.2

自然界声音元素 natural sound elements of music
在大自然环境中人类感知的声音元素。如鸟鸣声、流水声、风声、雨声等。

3.3

器乐声音元素 Instrumental sound elements

人类演奏一些轻柔、舒缓的音乐旋律元素，如钢琴曲、小提琴曲、吉他曲等。

4 音乐制作原则

4.1调式：可选用自然调式，如大调带来明亮、开阔的感觉，小调营造出宁静、神秘的氛围。

4.2音程：多采用协和音程，如纯一度、纯八度、纯五度等，减少不协和音程的突兀感，以

http://cnki.lknet.ac.cn/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MFD&sfield=kw&skey=Forest+health+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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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音乐的流畅和谐。

4.3和弦：运用稳定和谐的和弦，如大三和弦、小三和弦等，避免过多复杂不和谐的和弦组

合，营造温馨的氛围。

4.4音色：通过不同乐器的音色的合理搭配来构建音乐画面，如弦乐的柔和、木管乐器的清

新等。

4.5音域：保持适中的音域范围，避免过高或过低的音，以给人舒适的听觉感受。

4.6旋律：以流畅的旋律线条展现，注重音程的连接和变化，打造出如诗如画的音乐情绪。

4.7和声：在保持整体和声色彩基调的同时，适当加入变化，增强音乐的丰富度和吸引力。

5 音乐的要求、类型及场景应用

5.1 演奏要求

5.1.1 情感表达

演奏者需深入理解音乐所要传达的情感，通过演奏技巧和表现力，将宁静、平和、温暖

等情感传递给听众，使其能沉浸在音乐中，感受到大自然的治愈力量。

5.1.2 节奏控制

节奏应保持平稳和舒缓，避免过快或过慢的节奏变化。节奏的稳定能帮助听众放松身心，

进入宁静的状态。

5.1.3 音色选择

选择适合的乐器和音色，如柔和的弦乐、清新的长笛等。不同的音色能营造出不同的氛

围，增强音乐的康养效果。

5.1.4 力度把握

注意力度的控制，避免过于强烈的演奏。适度的力度能创造出柔和、舒适的音乐氛围。

5.1.5 与环境融合

演奏时要考虑周围环境的特点，使音乐与自然环境相融合，让听众更加身临其境。

5.2 康养音乐的类型

5.2.1 自然声音融合型

这种类型将自然声音，如鸟鸣、风声、水流声等，与乐器演奏巧妙融合。通过自然声音

的加入，使听众更加真切地感受到大自然的氛围，仿佛置身于森林之中。自然声音的融入丰

富了音乐的层次和质感，增强了康养效果。

5.2.2 冥想引导型

以缓慢、平稳的节奏和简单的旋律为特点，旨在引导听众进入冥想状态。这种音乐有助

于放松身心、减轻压力，帮助听众专注于内心的平静和安宁。专门营造出特定宁静、舒缓氛

围的音乐。像一些柔和的钢琴曲、小提琴曲等，例如一些节奏舒缓的巴洛克音乐、莫扎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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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作品等，具体如门德尔松《仲夏夜之梦》，舒伯特《小夜曲》，肖邦《降 E大调夜曲》，

莫扎特《小夜曲》等等。

5.3 康养音乐的场景应用

5.3.1 森林冥想与放松场景

包括：

a）节奏要求：节奏缓慢、平稳，每分钟 60 至 80 拍左右，如一些舒缓的古琴曲。

b）旋律特点：旋律流畅、平和，避免过于复杂和激烈的变化，多采用自然音阶，给人

宁静之感。

c）音色选择：倾向于选择自然乐器的音色，如箫、笛、风铃等，与森林环境更契合。

5.3.2 森林漫步与运动场景

包括：

a）节奏把控：具有一定活力，每分钟 90 至 120 拍左右，可选用节奏明快的轻音乐或

民族音乐。

b）旋律走向：可以有一些起伏和动态感，但不宜过于跳跃，以保持运动时的协调性。

c）音乐情绪：积极向上、轻松愉悦，激发人们在森林中活动的热情。

5.2.3 森林疗愈与康复场景

包括：

a）和声运用：和谐、温暖的和声，营造舒适氛围，像一些治愈系的钢琴曲。

b）音乐结构：简单清晰，避免过多的段落变化，使听众能专注于音乐带来的舒缓效果。

c）动态范围：不宜有过大的音量起伏，保持相对平稳的力度变化。

5.2.4 森林亲子活动场景

包括：

a）风格多样：包括欢快的儿歌、有趣的音乐故事等，吸引孩子注意力。

b）参与性强：可加入一些简单的互动元素，如特定节奏让孩子们跟随拍手或跺脚。

c）音乐主题：贴近自然、动物等主题，引发孩子们的兴趣和好奇心。

6 团体组成要求

6.1 团体组成

森林音乐康养团体由专业的音乐治疗师，音乐演奏师，医护人员，活动组织者和康养康

养者构成。

6.2 团体规模

6.2.1森林康养音乐团队康养者人数最少 8人，最少需要 5名工作人员。

6.2.2森林康养音乐团体实施应最少保证 8人，场地空间应能容纳 8-20 人开展活动所需。

6.2.3 森林康养音乐团队的上限不得超过 1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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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团体人员配备

6.3.1音乐治疗师：可配备 1人，具备专业的音乐治疗知识和技能，能够根据患者需求设计

和实施音乐康养方案。

6.3.2医护人员：可配备 1人，具备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健康状况，提供必要的医疗保障技

能。

6.3.3音乐演奏者：可配备 2人，具备现场演奏森林康养音乐技能，营造良好氛围。

6.2.4活动组织者：可配备 1人，负责整个康养活动的安排、协调和管理。

7 演出设施要求

7.1 森林康养音乐录音回放条件

7.1.1音响系统：音响设备的频率响应范围应在 20Hz 至 20kHz 以内，总谐波失真率不超

过 0.5%，输出功率根据场地大小和听众数量，一般应在 500W 至 5000W 之间。

7.1.2布线与连接：音频信号线的衰减应小于 0.1dB/米，音箱线的阻抗应小于 0.05 欧姆，

以保障信号的高质量传输。

7.1.3 音频源质量：音频文件的采样率应不低于 44.1kHz，比特率应在 128kbps 以上，确

保声音的高保真还原。

7.1.4 音量控制：电声回放的音量范围应在 40dB 至 90dB 之间，且调节精度应达到 1dB
以内，以适应不同场景需求。

7.1.5 电源供应：电源供应的电压波动应小于 5%，配备的备用电源或 UPS 应能持续供电

至少 30 分钟。

7.1.6 防风与防护：音响设备的防护等级应不低于 IP55，能抵御时速不超过 30 公里/小时

的风力。

7.2 安全保证要求

7.2.1安全性：结构稳固，没有安全隐患，保障演出者和观众的安全。

7.2.2紧急疏散通道：确保场地内有明确标识的紧急疏散通道，方便观众在紧急情况下快速

撤离。

7.2.3消防设备：配备足够的灭火器材，并定期进行检查和维护。

7.2.4医疗急救设施：附近应有急救箱、担架等医疗设备，以应对可能的突发状况。

7.2.5安全标识：在显著位置设置清晰的安全标识，提醒观众注意安全。

7.2.6场地结构稳固：舞台和观众区域的搭建要牢固，避免倒塌等危险。

7.2.7安全评估及人员管理：场地安全评估及人员管理按GB/T 31721-2015、GB/T 31722-2015
的要求执行。

7.3 配套服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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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提供充足的停车位，方便康养者的交通出行。

7.3.2建设完善的卫生间设施，保持干净整洁，为康养者提供良好的卫生环境。

7.3.3设置休息区域，配备舒适的座椅和桌子，让人们在康养过程中能够得到适当的休息，

提供饮水设施，确保康养者随时补充水分。

7.3.4建立标识系统，清晰地指示各个区域的位置和功能，方便康养者找到所需的设施和活

动区域。

7.3.5紧急救援。设置紧急救援设施，以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保障康养者的安全。适

用 GB/T 35273-2020《野外医学救援技术要求》。

7.3.6提供充电设施，方便康养者为电子设备充电，保证他们能够记录和分享康养的美好瞬

间。

8服务流程

8.1入场环节

康养者抵达森林特定的康养区域，接待人员引领其步入预先设定的静谧且宜人的空间。康养

者在此进行初步的调适，适应周边森林环境所营造的氛围。

8.2预备阶段

工作人员详细讲解森林康养音乐活动的整体流程架构以及预期目标，使康养者能形成全面清

晰的认知。精准地分发与之相关的辅助设备，例如高质量的耳机等（若有此需求）。

8.3音乐体验开启

依据既定的主题和疗愈方向，精心挑选并播放契合的森林康养音乐。音乐康养师通过引导语

等方式，辅助康养者进入深度放松状态，将注意力集中于音乐以及周围的自然情境之中。

8.4沉浸式体验进程

在舒缓音乐的环绕下，鼓励康养者尽情沉浸其中，可适度引导其进行深度呼吸练习、冥想或

进行一些轻柔的身体伸展动作，以促进身心的进一步放松。康养者能充分感受音乐与自然的

完美交融，从而实现压力的有效释放以及情绪的深度舒缓。

8.5交流与分享时段

当音乐体验完毕，组织康养者进行互动交流与心得分享，各自阐述在这一过程中的真切感受

与独特体验。音乐康养师和心理咨询师适时介入并引导讨论，推动康养者之间形成良好的互

动与共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郑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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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6防风与防护：音响设备的防护等级应不低于 IP55，能抵御时速不超过 30 公里/小时的风力
	7.2安全保证要求
	7.2.1安全性：结构稳固，没有安全隐患，保障演出者和观众的安全。
	7.2.2紧急疏散通道：确保场地内有明确标识的紧急疏散通道，方便观众在紧急情况下快速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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