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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基于前期的青春期色彩审美理论研究结果，为青少年用品及环境色彩设计构建概念模

型。方法方法 将青少年现实世界中的所有生活学习用品及环境色彩设计相关因素，抽象成信息世界中的

九大色彩风格的设计定位。结论结论 通过转化研究九大色彩风格各自色彩属性定位、设计原则定位、设

计方法定位，明确青少年色彩设计概念模型，为设计师提供更加科学、理性、便捷、有效的信息化色彩

设计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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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cept Model of Adolescent Products and Environment Color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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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Based on the study results of adolescent color aesthetic theor findings，a concept model of

adolescent products and environment color design was built. Methods That is all the factors about color design were

abstracted into the information world of nine color style design position. Conclusion Through translational research on

each color attribute position，design principle position，design method position，concept model color design is clear.It will

provide designers with a more scientific，rational，convenient and effective information channel of color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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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青春期生理发展特征的特殊性，影响着青少

年的心理，使其带有某种“极地”气质，包括色彩审美

心理与最终色彩选择心理。作为色彩设计师，只有了

解了青春期生理驱动下的色彩审美愉悦特征，通过有

效的色彩设计方法，才可满足其在生活学习中对色彩

的感知需求、心理欲望，最终通过色彩审美，愉悦青年

少的心灵，实现理想中的自我[1]。然而，目前针对青少

年用品及环境的色彩设计并未完全兼顾到该受众人

群的生理心理特征，即便有所考虑，更多也是从色彩

设计的感性配色着手，从而出现青少年世界一片“色

彩斑斓”。国外针对企业色彩营销，已有相关色彩体

系建立，便于设计师有规可循[2]。而我国目前由于色彩营

销起步较晚，企业虽有意识将色彩营销纳入企业营销

之中，但由于整个色彩行业并未建立起我国通用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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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设计体系，导致设计师仍然在设计时凭借个人主观

经验，出现市场色彩“丰富”却难以捕获消费者眼球的

现象。而市场细分化、情感化的今天，正需要学术界

建立一整套色彩设计体系，尤其是细分人群的色彩体

系，更精准服务于各个行业的相关设计师。基于此现

象，本研究正是在前期青春期色彩审美理论研究的基

础上，通过色彩设计概念模型的建立，为更多设计师

提供更加科学、理性、便捷、有效的信息化色彩设计通

道。

1 概念模型构建方法

考虑到现实中具体色彩设计的困难性与复杂

性，这里将为青少年建立色彩设计概念模型体系，即

将青少年现实世界中的所有生活学习用品及环境色

彩设计相关因素抽象成信息世界中的九大色彩风格

的设计定位，通过转化研究九大色彩风格各自色彩

属性定位、设计原则定位、设计方法定位，明确青少

年色彩设计概念模型。当色彩设计人员为青少年某

类用品，包括青少年服装色彩、产品色彩、包装色彩

及环境色彩等，进行色彩设计时，只需根据其生理心

理特征，结合该产品特性，直接从已建立好的色彩设

计概念模型中选择相应风格，即可找到对应的色彩

搭配方法。其九大色彩风格分别为浪漫、成熟、高

贵、自然、洁净、自由、现代、豪华和古典。全局与局

部概念模型见图1-2。

2 局部概念模型研究

九大色彩风格各具明显特征，分别通过色相、明

度、纯度范围的有效定位，确定满足风格特征的调和

配色原则及色彩设计方法。

2.1 浪漫风格

浪漫风格的设计原则为类似性原则和熟悉性原

则。色彩定位为中性色、高明度、中低纯度，即色相为

6·gY＼7·YG＼8·LG＼13·U＼14·UV与色调为vp＼pl＼

lg的组合，浪漫风格色彩定位见图3[3]。其设计方法：同

一色相配色（6·gY-vp）×（6·gY-pl）；邻近色相配色

（6·gY-vp）×（7·YG-vp）；类似色相配色（6·gY-vp）×

（8·LG-vp）；同一色调配色（6·gY-vp）×（7·YG-vp）；类

似色调配色（6·gY-vp）×（7·YG-lg）；高明×高明配色

（6·gY-vp）×（8·LG-pl）；低纯×低纯配色（6·gY-vp）×

（8·LG-lg）；低纯×中纯配色（6·gY-vp）×（7·YG-pl）；

中纯×中纯配色（6·gY-pl）×（7·YG-pl）；色相渐变

（6·gY-vp）×（7·YG-vp）×（8·LG-vp）；反复配色

（6·gY-vp）×（7·YG-vp）×（6·gY-vp）×（7·YG-vp）；

自然配色（6·gY-vp）×（7·YG-lg）。

2.2 成熟风格

成熟风格设计原则为类似性原则、熟悉性原则[4]。

图1 全局概念模型

Fig.1 Global concept model

图2 局部概念模型

Fig.2 Local concept model

图3 浪漫风格色彩定位

Fig.3 Romantic color 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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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定位为中性色、中低明度、中高纯度，即色相

为6·gY＼7·YG＼8·LG＼13·U＼14·UV 与色调为mo＼

dp＼st的组合，例如7·YG-mo＼8·LG-dp＼14·UV-st

等色彩。其设计方法：同一色相配色（7·YG-st）×

（7·YG-dp）；邻近色相配色（7·YG-st）×（6·gY-dp）；

类似色相配色（6·gY-st）×（8·LG-dp）；同一色调配

色（7·YG-st）×（13·U-st）；类似色调配色（7·YG-st）×

（6·gY- dp）；中明×中明配色（7·YG-st）×（7·YG-mo）；

高纯×高纯配色（7·YG-st）×（6·gY-st）；高纯×中纯配

色（7·YG-st）×（6·gY-dp）；中 纯 × 中 纯 配 色

（7·YG-dp）×（7·YG-mo）；色相渐变（6·gY-mo）×

（7·YG-mo）×（8·LG-mo）；反复配色（7·YG-mo）×

（8·LG-mo）×（7·YG-mo）×（8·LG-mo）；自然配色

（7·YG-st）×（8·LG- dp）。

2.3 高贵风格

高贵风格设计原则为类似性原则[5]。

色彩定位为中性色、中高明度、中低纯度，即色

相为6·gY＼7·YG＼8·LG＼13·U＼14·UV 与色调为

vp＼pl＼lg＼sf 的组合，例如 7·YG-lg＼13·U-sf＼

14·UV-vp 等色彩。其设计方法：同一色相配色

（8·LG-sf）×（8·LG-lg）；邻近色相配色（8·LG-sf）×

（7·YG-sf）；类似色相配色（8·LG-sf）×（6·gY-sf）；同

一色调配色（8·LG-sf）×（13·U-sf）；类似色调配色

（8·LG-sf）×（8·LG-lg）；高明×高明配色（8·LG- pl）×

（14·UV-vp）；中明×中明配色（8·LG-lg）×（13·U-sf）；

高明×中明配色（8·LG-pl）×（13·U-sf）；低纯×低纯

配 色（8·LG-lg）×（7·YG-vp）；低 纯 × 中 纯 配

色（8·LG-lg）×（13·U-sf）；中 纯 × 中 纯 配 色

（8·LG-sf）×（14·UV-pl）。

2.4 自然风格

自然风格设计原则为类似性原则、熟悉性原则[6]。

色彩定位为中性色、中明度、中纯度，即色相为6·gY＼

7·YG＼8·LG＼13·U＼14·UV 与色调为sf＼dl＼mo的

组合，例如6·gY-sf＼13·U-mo＼14·UV-mo等色彩。

其设计方法：同一色相配色（13·U-dl）×（13·U-mo）；邻

近色相配色（13·U-dl）×（14·UV-dl）；类似色相配色

（6·gY-dl）×（8·LG-dl）；同一色调配色（13·U-dl）×

（8·LG-dl）；类似色调配色（13·U-dl）×（14·UV-mo）；

中明×中明配色（13·U-dl）×（8·LG-mo）；中纯×中纯

配色（13·U-dl）×（7·YG-sf）；色相渐变（6·gY-mo）×

（7·YG-mo）×（8·LG-mo）。

2.5 洁净风格

洁净风格设计原则为类似性原则、熟悉性原则[7]。

色彩定位为冷色、高明度、中低纯度。即色相为9·G＼

10·BG＼11·B＼12·UB 与色调为vp＼pl的组合，例如

9·G-vp＼11·B-pl＼12·UB-vp等色彩。其设计方法：

同一色相配色（9·G-pl）×（9·G-vp）；邻近色相配色

（9·G-pl）×（10·BG-vp）；类似色相配色（9·G-pl）×

（11·B-vp）；同一色调配色（9·G-pl）×（10·BG-pl）；类

似色调配色（9·G-pl）×（12·UB-vp）；高明×高明

配色（10·BG-vp）×（12·UB-pl）；低纯×低纯配色

（10·BG-vp）×（11·B-vp）；中 纯 × 中 纯 配 色

（9·G-pl）×（10·BG-pl）；低纯×中纯配色（9·G-vp）×

（11·B-pl）；色相渐变（9·G-pl）×（10·BG-pl）×

（11·B-pl）；自然配色（9·G-vp）×（10·BG-pl）；反复

配色（9·G-vp）×（11·B-pl）×（9·G-vp）×（11·B-pl）。

2.6 自由风格

自由风格设计原则为类似性原则、秩序性原则、熟悉

性原则、明了性原则[8]。色彩定位为暖冷色、中高明度、中

高纯度，即色相为1·R＼2·OR＼3·O＼4·OY＼5·Y＼

15·V＼16·VR＼9·G＼10·BG＼11·B＼12·UB 与色调为

lt＼br＼vv＼mo的组合，例如9·G-vv＼11·B-mo＼1·R-br

等色彩。其设计方法：同一色相配色（1·R-vv）×

（1·R-br）；邻近色相配色（1·R-vv）×（2·O-mo）；类

似色相配色（1·R-vv）×（3·O-mo）；同一色调配色

（1·R-vv）×（3·O-vv）；类似色调配色（1·R-vv）×

（3·O-br）；中明×中明配色（1·R-br）×（2·O-mo）；高

纯×高纯配色（1·R-vv）×（3·O-br）；中纯×中纯配色

（2·O-mo）×（3·O-lt）；高纯×中纯配色（1·R-vv）×

（5·Y-mo）；色相渐变（3·O-vv）×（4·OY-vv）×

（5·Y-vv）；色调渐变（3·O-vv）×（3·O-br）×（3·O-lt）；色

相/色调渐变（3·O-vv）×（4·OY-br）×（5·Y-lt）；强调

配色/色相对比配色（1·R-lt）×（9·G-vv）×（2·O-lt）；自然

配色（4·OY-lt）×（3·O-br）；人工配色（4·OY-br）×

（3·O-lt）；分离配色（1·R-vv）×（12·UB-lt）×（2·O-vv）。

2.7 现代风格

现代风格设计原则为类似性原则、熟悉性原则[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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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定位为冷色、中低明度、中高纯度，即色相为9·G＼

10·BG＼11·B＼12·UB 与色调为mo＼vv＼st＼dp的组

合，例如9·G-vv＼11·B-vv＼12·UB-dp等色彩。其设

计方法：同一色相配色（10·BG-st）×（10·BG-mo）；

邻近色相配色（10·BG-st）×（11·B-dp）；类似色

相配色（10·BG-st）×（12·UB-mo）；同一色调配色

（10·BG-st）×（11·B-st）；类似色调配色（10·BG-st）×

（12·UB-vv）；中明×中明配色（10·BG-st）×（9·G-vv）；

中纯×中纯配色（10·BG-mo）×（9·G-dp）；高纯×高纯配

色（10·BG-st）×（12·UB-vv）；高纯×中纯配色（12·UB-vv）×

（10·BG-mo）；色相渐变（10·BG-st）×（11·B-st）×

（12·UB-st）；色调渐变（10·BG-vv）×（10·BG-st）×

（10·BG-dp）；色相/色调渐变（10·BG-vv）×（11·B-st）×

（12·UB-dp）；反复配色（10·BG-st）×（11·B-st）×

（10·BG-st）×（11·B-st）；自然配色（9·G-vv）×

（10·BG-dp）；人工配色（9·G-dp）×（10·BG-vv）。

2.8 豪华风格

豪华风格设计原则为类似性原则、熟悉性原则[10]。

色彩定位为暖冷色、中低明度、中低纯度。即色相为

1·R＼2·OR＼3·O＼4·OY＼5·Y＼15·V＼16·VR与色

调为dl＼dg＼vd＼dk的组合，例如1·R-dl＼4·OY-dg＼

15·V-dk 等色彩。其设计方法：同一色相配色

（15·V-vd）×（15·V-dl）；邻近色相配色（15·V-vd）×

（16·VR-dl）；类似色相配色（1·RV-vd）×（3·O-vd）；同

一色调配色（15·V-vd）×（15·V-dl）；类似色调配色

（15·V-vd）×（15·V-dk）；中明×中明配色（15·V-dg）×

（16·VR-dl）；低 明 × 低 明 配 色（16·VR-vd）×

（16·VR-dk）；中明×低明 配 色（16·VR-vd）×

（15·V-dl）；中 纯 × 中 纯 配 色（16·VR-dk）×

（15·V-dl）；低 纯 × 低 纯 配 色（16·VR-vd）×

（15·V-dg）；低 纯 × 中 纯 配 色（16·VR-vd）×

（15·V-dk）；自然配色（4·OY-dl）×（3·O-vd）。

2.9 古典风格

古典风格设计原则为类似性原则、熟悉性原则。

色彩定位为中性色、低明度、中低纯度。即色相为

6·gY＼7·YG＼8·LG＼13·U＼14·UV与色调为vd＼dk＼

dg的组合，例如6·gY-vd＼13·U-vd＼14·UV-dg等色

彩。其设计方法：同一色相配色（14·UV-dk）×

（14·UV-dg）；邻 近 色 相 配 色（14·UV-dk）×

（13·U-dg）；类似色相配色（6·gY-dk）×（8·LG-dg）；

同一色调配色（14·UV-dk）×（13·U-dk）；类似色调配色

（14·UV-dk）×（13·U-vd）；低 明 × 低 明 配 色

（14·UV-dk）×（8·LG -vd）；低 纯 × 低 纯 配 色

（14·UV-dg）×（13·U-vd）；自然配色（6·gY-dg）×

（7·YG-vd）。

3 设计应用

根据色彩设计概念模型，当企业为青少年设计电

子产品包装色彩时，首先可以基于该全局概念模型，

通过市场调研，分析定位出其属于色彩九大风格当中

的现代风格、自由风格、豪华风格。之后根据定位风

格特征，直接对应找到局部概念模型中的相关色彩属

性、设计原则和设计方法，具体如自由风格局部概念

模型，构图主色调选择中高明度、中高纯度的暖色，如

2·OR-br与5·Y-vv，配色应用类似性原则与熟悉性原

则，设计方法直接应用其中的类似色相、类似色调配

色方法（2·OR-br）×（5·Y-vv），简单便捷，又有依可

循，这样搭配出更为理想的、调和的适合于该受众人

群审美心理特征的色彩风格，从而体现并肯定了该模

型的便捷性与科学性，色彩设计效果见图4。

4 结语

通过青春期色彩审美心理构建途径分析，研究并

建立了青少年用品及环境色彩设计概念模型，针对局

部概念模型的九大风格：浪漫风格、成熟风格、高贵风

格、自然风格、洁净风格、自由风格、现代风格、豪华风

格与古典风格，每种风格又研究总结出各自在CCS色

彩体系中的色彩属性、配色原则、设计方法等定位，而

图4 应用实例

Fig.4 Using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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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定位方法完全遵从于我国CCS色彩色相环结构、

色彩搭配原则等学术理论基础，因此而建立了更为科

学、理性、便捷、有效地信息化设计通道即色彩设计全

局与局部概念模型，为进一步将概念模型应用于现实

中具体分类色彩设计实践的青少年服装、产品、包装、

环境色彩设计提供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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