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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研究影响木工机械产品设计色彩应用的主要因素，为我国木工机械产品设计提供有价值

的参考。方法方法 从色彩应用在产品设计中既要满足消费者的实用需求，又要满足消费者的审美需求

的层面进行论证分析。结论结论 提出影响和制约木工机械产品设计色彩应用的主要因素为环境因素、功

能因素和美学因素，并对此进行详细分析。3种主要因素的有机结合才能真正满足消费者的全面需

求，并能有效提高木工机械产品的附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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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It studied the effects of color factor in wood-working machinery，and providde the valuable
reference for the color of wood-working machinery design in China. Methods It demonstrated and analyzed from the
aspect that color application of product design should meet both consumers′practical demand and aesthetic demand.
Conclusion It proposed and analyzed the main impact and restriction factors about the color of wood-working machinery
design include environmental factors，function factors and aesthetic factors.The organic combination of the 3 factors would
meet the overall demands of consumer，and improve the added value of wood-working machinery eff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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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国际标准化组织的分类

方法，木工机械为制材机械、木制品生产机械（包括家

具、木模乐器、木制体育器械、铅笔、火柴等木工机

械）、人造板机械、二次加工机械以及其他以木材为加

工对象的各类机械的统称[1]。目前主要的制造国有中

国、德国、意大利、美国、日本等。木工机械产品需要

通过多样化的设计来提高市场竞争力已成为行业内

的共同追求，而色彩因素在其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

用。产品首先传递给人的信息是形态与色彩，这其中

大部分的形态由于功能的需要而不能改变，因此，色

彩的改变就成为了吸引消费者注意力的重要手段[2]。

色彩使用应达到的效果应同时满足消费者的实用和

审美2种需求，这也是其在产品设计中的核心价值所

在。对木工机械产品设计而言，色彩应用主要受3种

因素的影响：环境因素、功能因素和美学因素，以下将

进行详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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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环境因素对木工机械产品色彩应用的影响

任何工业产品都有使用环境，环境因素是产品进

行设计的先决条件之一，对产品的色彩选择有直接影

响。好的色彩既能使产品与环境相互协调，又能为环

境“锦上添花”。影响木工机械产品设计色彩应用的

环境因素，包括作业环境和使用地域2个方面。

1.1 作业环境

产品的色彩设计过程中还必须考虑产品的使用环

境，使产品的色彩与其工作时所处的环境相协调[3]。木

工机械的作业环境基本是以标准化建设的厂房为室

内环境，其特点包括：通常为白墙体、灰地面；空间高

且面积大；设备摆放密集；主光源通常为接近天光的

荧光灯；机器工作时会产生噪声、振动和粉尘等。特

殊的作业环境决定了木工机械的色彩不宜使用多种

色相和面积较大的高纯度色，复杂的色彩搭配会使操

作者难以精力集中，降低工作效率；大面积的高纯度

色则会使操作者情绪兴奋，影响身心健康。当前国际

通用的木工机械用色方式，是以白色或浅灰色等高明

度色为主体色调，配以适度的醒目色，既与周围环境

相协调又具有很好的认知度。

1.2 使用地域

对于不同民族的人而言，受地理环境、风俗习惯、思

维方式、宗教信仰、民族心理等众多因素的影响，各种颜

色在人的视觉和心理上所引发的联想和象征意义也不

尽相同[4]。由此，木工机械售往地的色彩习惯和好恶也

影响着色彩的使用，相同的色彩在不同地域可能会有很

大的使用差别。一般来说，内陆地区喜爱较为浓艳的色

彩，沿海地区则偏爱较为淡雅的色彩。在国际市场竞争

中，将出口地的色彩喜好引入到木工机械产品的设计开

发中，将是扩大市场、提高销量的有力保障。我国是木

工机械产品的出口大国之一，对此引起足够的重视就会

有机会争取到更大的国际市场份额，见表1。

2 功能因素对木工机械产品色彩应用的影响

色彩是视觉信息传达的重要载体，不但能给人带

来美感，还具有一定的实用功能。木工机械产品设计

主要体现了色彩的区分功能、安全提示功能和共感觉

功能。这3种功能的实现，均是以色彩所独有的视觉

“语言”功能为基础的。

2.1 区分功能

人们感知到的不同色彩包含着不同的视觉信息，

色彩的区分功能就建立在信息的这种千差万别上。

木工机械色彩的区分功能体现在：（1）产品个体与周

边环境的区分。木工机械产品通常采用高明度的色

彩以区别于中低明度的车间环境，使用者更容易判断

机械产品的形态、体量和位置。（2）将产品形体进行分

割以区分主次部位。木工机械产品会用色彩对比来

突出重要部位，有效引导操作者的注意力以便提高准

确性及有效率。（3）品牌或类别的视觉区分。品牌色

彩服务于品牌这个概念，是品牌识别符号的一部分，

具有明确的视觉识别效应[5]。很多木工机械制造企业

都将自身品牌色彩应用于产品面饰上作为统一形象，

以区别于其他品牌。同样，在同一品牌内也会用有差

异的色彩来区分不同类别的产品。

2.2 安全提示功能

包括木工机械在内的很多机械产品，在使用时都

存在着一定的危险性，在能造成危险的部件、区域及

应急按钮等处，通常会使用安全色或以安全色为组成

元素的安全标志来予以提示。安全色的出现及广泛

应用，主要由于色彩作为视觉语言所具备的良好通用

性和优异识别性，并且与其他设计方式相比，色彩的

安全提示功能是保护操作者安全、降低事故发生率最

经济有效的方式。目前我国采用与国际标准一致的

表1 中国木工机械产品主要出口市场的色彩喜好与禁忌

Tab.1 Tastes and taboos to the color of some main export

markets of Chinese wood-working machinery

国家

日本

印度尼西亚

俄罗斯

德国

美国

阿根廷

喜好色

柔和色调

红、橙、鲜艳色

红、白、蓝色

喜用高纯度色及黄、黑、蓝、核红

、橙、暗绿等色，常用黑金相配

无特别喜好

黄、绿、红色

禁忌色

黑色、深灰、黑白相间

黑色

黑色

茶、红、深蓝色

无特别禁忌

黑紫、紫褐相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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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黄、蓝为基本的安全色：红色表示“禁止”，黄色表

示“警告”，蓝色表示“强制性的指令”。木工机械设计

中安全色的使用，见图1。

2.3 共感觉功能

人在感受色彩的同时，往往还会伴随有其他多种

感觉器官相互作用而引起的诸多非色彩的知觉和联

想，这种现象被称为色彩的共感觉[6]。木工机械产品

设计中体现出的色彩共感觉功能，主要是冷暖感、轻

重感、动静感，它们是由色彩的色相、明度和纯度，即

色彩的相貌、明暗度、鲜艳度3要素共同作用形成的，

但每种要素在其中所占的支配地位又各不相同。（1）

冷暖感受色相的影响较大。通常红、橙、黄等色会给

人“暖”的感觉；绿、蓝、紫等色会给人“冷”的感觉。色

彩的冷暖能塑造出不同的品牌个性，亦可满足有针对

性的消费需求。（2）轻重感受明度的影响较大。高明

度给人“轻”的感觉，反之则是“重”的感觉。大型木工

机械产品一般会采用中高明度的色彩为主体色调，削

弱体量造成的笨重感，见图2。（3）动静感受纯度的影

响较大。高纯度的色彩给人“动”的感觉，反之则是

“静”的感觉。纯度较高的色彩一般作为展现木工机

械产品个性的醒目色使用，而很多机械产品会在底部

采用低纯度色彩的面饰给人以稳定的心理感受。

3 美学因素对木工机械产品色彩应用的影响

在产品色彩设计中，色彩美是所有色彩设计原则的

基础，失去了色彩美感，其他原则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

值[7]。色彩的美学因素满足的是消费者的审美需求，与

产品的销售密切相关。影响木工机械产品设计色彩应

用的美学因素包括形式美、情感美和流行美3个方面。

3.1 形式美

色彩必须通过一定的形式法则才能给人带来美的感

受。木工机械产品设计中应用最广泛的色彩形式美法则

是对比与调和。（1）对比。当前的木工机械产品基本以2

种色彩进行搭配——主体色（通常为白色或浅灰色等无

彩色）和醒目色。二者在色相、纯度、明度及面积方面的

对比，使得木工机械产品的视觉效果主次突出、鲜明活

跃。（2）调和。在主体色与醒目色对比时，需要同时将产

生对比的几方面进行一定的调和。适当降低醒目色的纯

度、明度或减少其面积，才能保持视觉效果的整体和谐，

见图3，可见对比与调和是对立统一的关系。绝对的对比

会产生刺激，绝对的调和将显得贫弱，刺激和贫弱都难以

产生美感，因此，应用对比手法时要找到调和的因素，反

之，在应用调和时也要辅以恰当的对比[8]。

3.2 情感美

当作为物理现象的色彩作用到人的心理层面时，自

然会被赋予情感的意义，不同色彩的使用会给人带来诸

如华丽、时尚、严谨、安全等不同的情感审美体验。这是

色彩感觉与人的经验通过联想所达成的某种共通联系，

图1 木工机械产品中安全色的使用

Fig.1 Application of safety color in wood-working machinery

图2 德国安通砂光机的色彩设计

Fig.2 Color design of Anthon GmbH sanding machinery

图3 德国欧登多推台锯的色彩对比与调和

Fig.3 Contrast and harmony color matching principle of Altendorf

sliding table s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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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受地域、文化、风俗和发达程度等因素影响。木工

机械产品设计使用的色彩，应以目标消费群体的情感价

值为基点，满足其2个层次的情感审美需求。（1）审美期

待。产品的色彩属性在人们的心目中会形成一种内在

的联系，每一类别产品在使用者印象中都有着固有的形

象色[9]。木工机械产品的色彩应用，须首先满足消费者

的这种基本审美需求，才能使其产生认同感。（2）情感共

鸣。在满足审美期待的基础上，优秀的色彩应用所传达

出的信息和意义，能够唤起消费者某些情感上的共鸣体

验，从而使其产生购买欲望。心理学有关研究证明，审

美方面能产生积极情感的产品会让人更好地使用，因

此，木工机械产品设计要重视色彩应用对人的情感审美

影响，在满足审美期待的基础上追求更高的层次。

3.3 流行美

色彩设计是一种有效的商业推广策略，而色彩的

商业推广策略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应该随着时代变迁

而调整或改变[10]。人们会在某个时间段内对某些色彩

产生倾向性的喜好，尽管是短期性的色彩追求，却是一

种时代意志的体现，具有很高的商业价值。合理地使

用流行色彩不但会给人带来符合潮流的审美体验，而

且也能体现出产品国际化和高追求的品牌品质。当前

由于木工机械产品的更新周期较长，其色彩应用仍以

传统搭配方式为主，因此，如能将符合流行趋势的色彩

合理地运用其中，将能发挥出更大的色彩价值潜力。

4 结语

色彩不仅是提高木工机械产品外观美感的有效

手段，还是产品整体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环境因

素、功能因素和美学因素在木工机械产品设计的色彩

应用中，既能作为出发点也能作为评价标准，三者同

等重要且缺一不可，有机地结合才可能真正满足消费

者的实用和审美需求。当前，我国木工机械的总产值

仅次于德国，发展之路充满着机遇也面临着挑战。“制

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仍需要在技术和设计上

不断缩短与一流国家的差距。色彩将是一个很好的

切入点，对于其产生的高附加值而言成本投入也相对

较低，因此，对木工产品设计的色彩影响因素进行分

析研究，将有助于企业、机构更科学合理地认识和使

用色彩，并以此进一步提高产品的市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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