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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从工业设计视角对铁路货车涂装设计的相关问题及理论进行研究。方法方法 对我国铁路货

车色彩应用现状所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结合设计心理学、设计美学和色彩理论等，分别从人性化

设计、秩序感、环境协调性和符号性这4个方面提出铁路货车的涂装设计思路。结论结论 铁路货车的色

彩涂装设计应首先满足操作人员使用的功能性和列车行驶的安全性，其次可根据车种和开行地域的

不同兼顾人性化、秩序感和环境性的表达，铁路货车不仅是现实功能之物，它还有传递企业文化、民族

精神和国家形象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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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aims to study the related issues and theories of railway wagon's painting desig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ial design. Current deficiencies are analyzed in terms of color application of railway wagon painting in China. Guided
by design psychology，design aesthetics，and theory of color，painting design solutions are proposed based on principles of
humanized design，sense of order，environmental coordination and symbolism. Above all，painting design should satisfy the
operating function and driving safety. Secondly，humanized design，sense of order and environmental coordination should
also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according to the type of railway wagons and different regions they pass. Railway wagons are
not only a means of conveyance，but also a carrier of corporate culture，national spirit and national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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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铁路货车经过仿制、技术引进吸

收、再创新这3个阶段的发展，在技术、数量和种类上

都有了较大的提升[1]。目前，我国铁路货车新造车的

产量占到了世界的20%，位居世界第二，货车保有量

近90万，占了亚洲的65%，中国南车生产的轴重40 t、

载重137.6 t的矿石敞车已是世界领先水平[2]。在这

样的背景下，从工业设计角度研究美学问题和人文

因素[3]是对铁路货车功能技术已趋于完备的有益补

充。从已有的文献来看国内对铁路货车的外观研究

主要集中在对提钩把手、脚蹬扶梯、人力制动装置等

人机操作部件的优化，但对车身涂装的研究还很

少。工业产品的外观色彩是提升产品质量和表达企

业形象的重要部分[4]，这里主要结合色彩理论和设计

美学对国内铁路货车外观色彩存在的问题进行归纳

分析，提出更加符合人的使用、心理和审美各方面需

求的涂装设计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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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铁路货车色彩的现状问题

1.1 混乱单一的色彩模式

铁路货车是指供运输货物和为此服务的或原则

上编组在货物列车中使用的车辆[5]，我国的铁路货车

分为通用货车、专用货车和特种铁路货车3大类，17种

基本车型逾100种型号，完成铁路货物运输任务的主

要是前两类。

单一的色彩主要指车体部分的用色较为单调，

国内常见的为红、黑、蓝3种颜色，车体上除了国标要

求的车辆标记、车种车型车号编码外，没有任何辅助

色彩和图案，见图1。这样的涂装方式是为了在过去

车辆制造商制造能力不足的情况下，提高铁路货车

的通用性，但在制造能力和运输组织方式都不同以

往的今天，这种色彩运用模式有改进的必要。由于

铁路货车较客运车辆种类更多，运载的货品性质不

同，单一的车体色彩降低了车辆的识别特征，人们需

要依赖调度单或特定路段的电子车号识别设备才能

辨识运载货品。欧美部分国家的方法是通过不同的

车体色彩来辅助管理车辆，这不仅对于帮助处理应

急事故和日常车辆调度是有效之举，而且使铁路货

车的涂装丰富多彩[6]。

混乱的色彩现状是指铁路货车的涂装色彩缺乏

规范性和系统性，主要体现在对图符标识的运用上，

同一编组的同种车型车号位置不统一、警示标识不

同、罐车色带高低和宽度不一致等。这些问题不仅对

危险识别和事故处理造成很大困扰，还对列车的整体

感、连续性造成破坏。王璞提出铁路货车色彩涂装的

系统概念，即系统是按一定秩序和内部联系组合而成

的整体，中国铁路货车作为一个系统，它们的色彩既

要有内在联系，突出中国制造，又要有特征性，突出地

域特色和民族风貌[7]。

1.2 缺乏功能性的色彩表达

色彩与图形可以起到比文字更为直观的表达效

果，通过色彩图形符号唤起人们的知识共鸣来传递信

息比文字阅读的方式更快。就车辆本身而言，需要调

车员操作的提钩把手、安全附件、手动制动装置与人

的行为产生直接的交互，设计师可以通过使用高对比

度的色彩和安全警示标志提高操作的准确性和安全

性，但目前的车辆对这些部件鲜有色彩区分，更缺乏

相应的指示性符号。在整体外观上，涂装色彩的功能

则更加多元化，酸碱类罐车通常使用黄色作为车体的

主色，以表示警示；有保温要求的沥青车则用通体的

黑色来保存热量；冷藏车为白色，以减少吸热增加反

射。虽然目前国内的铁路货车在主体颜色上符合车

辆的特性，但缺乏对细节的考虑。操作区与非操作区

没有色彩区分，危险品车的车号及文字标记也不够醒

目。铁路货车的外形和零部件较为尖锐，不仅与操作

人员产生直接联系，并且是道路交通的直接危险物，

合理使用安全色对降低操作失误率、提高车辆安全性

有十分重要的作用[8]。

1.3 缺乏美观性

美观的车身涂装是提升产品价值的重要因素。提

及铁路货车，国人想到的无非是它的老旧、脏乱。我国

的铁路货车涂装以防腐为主要目的，因此属于功能性

色彩，对人们的视觉感受、审美偏向、环境协调性等因

素都未考虑。如我国第一条重载煤运专线大秦铁路上

开行的C80B型专用敞车，车体以黑色为主，用黄色色

块区分了操作区，黑色虽然增加了煤车的耐脏性，但整

车用黑色涂装的做法既不美观，也对传达大秦线对中

国铁路重要的地位没有帮助。货运列车在大自然和城

郊开行，给人直接的视觉感受，因此有必要遵循大众的

审美认知，与环境和地域文化相协调，这对提升品牌形

象以及唤起人们的民族热情大有裨益[9]。

2 铁路货车涂装色彩设计思路

2.1 人性化设计

人性化是以人的感官刺激和心理感受入手，通过

色彩调配来优化人与列车的交互过程。色彩是人类

获取信息的主要形式要素，它对人产生的视觉生理反

应和心理情感联想与一切活动都有密不可分的联系[10]。

在设计涂装色彩时，应注意配色对人的生理和情感影

图1 常见国产铁路货车的颜色

Fig.1 Common domestic railway wagons′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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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11]，工作人员需要将操作的部件以红、黄一类警示色

进行标识，但为了降低久视产生的疲劳和烦躁感应适

当降低其色彩纯度，车体颜色的选用以浅色调为主，

既能缓解铁路货车因体量大给人的笨重感又有较好

的耐脏性，色彩过多会影响人们对车体信息的处理，

色彩单一又会显得单调，主体色以不超过3种为宜，可

使用黄金分割、等比、对称等法则协调色块间的关

系。车辆标记最好与车体主色形成明显对比，这样有

助于人们识别。字符大小也以车辆静态时人在一定

距离能够清楚辨识为宜。法国TGV邮政专列见图2，

“邮政（LA POSTE）”的标识占到了整个车体的一半，在

高速运行时仍清晰可见。

2.2 秩序感

秩序是指事物之间按规则和一定关系组织在一

起的一种状态，《辞海》里“秩序”指的是人或事物所在

的位置，含有整齐、守规则之意，而秩序感则是内心因

为受到各个元素按一定联系排列而引发的情感波

动。这里的元素则是铁路货车涂装中的各个色彩部

分、图形和字符。车辆运行时带给人们的平衡与不稳

定、静态与动感、轻盈与稳重等感觉就是铁路货车传

递出的秩序感。

2.2.1 平衡感

平衡感可以传递稳定、安全、和谐的信息，它是一

种最基本的自然规律，自然界的万物都是平衡的，这种

平衡源于形态的对称，铁路货车的体量和速度都大于

日常所见，形式的均衡与稳定才能使人们产生安全的

心理暗示。在设计涂装色彩时，可以用车辆的中线（如

敞车中部的加强筋）分割两侧色彩，使其对应重合，这

种轴对称的色彩运用产生的平衡感最为强烈，此外还

可以使用中心对称[12]，即围绕一点使两侧色彩一致但图

形方向相反，可使整列车首尾呼应，对表达重载列车的

稳定性和危险品车的安全性也很有帮助。

2.2.2 动感

铁路货车是一个在不断运动的产品，开行时车体

重复出现在视觉中，其节奏和韵律展现出的美感就是

动感，设计师让色彩和标记重复交替出现，在列车运

行时就会产生起伏感和流动感，具体的方式可以是图

形和色块的反复出现，呈现波浪起伏的特点，也可以

是车身色带使用渐变色，一条条色带有规律的呈现形

成“节奏”，有助于突出高速、高效的产品形象。

2.2.3 体量感

体量感是长期的生活经验中物质色彩与人心理

建立起的对物体质量的预判联想。这使得一些色彩

显得轻，一些色彩显得重。偏向黑色和暗灰的称为重

色，代表它们在心理上显得重，其决定性因素是色彩

明度，明度越高就显得越轻巧，越低则显得越笨重[13]。

铁路货车的底架通常是黑色的，显得稳重，车体配色

上不同的车型可以有不同的体量感体现，如重载列车

可以用明度稍低的暗灰或蓝色作为主色，显得严肃、

沉稳；快运列车可以用明度稍高的绿色作为主色，再

辅以白色或浅灰色带，造成上轻下重的心理感觉，使

其既显得轻快又不失平衡。

2.3 环境协调性

铁路货车作为一种地面交通工具，其视觉色彩与

开行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车辆的外观色彩是

环境的组成部分，在改善环境因素与营造环境氛围中

起到一定的色彩调节作用，而这种调节也是为了更适

于人类活动。从安全性的角度来看，高速移动的铁路

货车具备一定危险性，但将其涂装成橙红调的安全色

又会使人们充满压抑和危险感。为了使其与环境相

协调又不失重要性，配色时可以选择与开行环境有较

大明度差异的颜色，以突出其轮廓，便于辨识。从美

观的角度来看，铁路货车的外观颜色与自然环境的色

彩应平衡协调，成为“背景”的点缀。铁路货车体量

大、移动快、编组长，在视觉中有一定的持续时间，故

不宜使用纯度过高的颜色，以免引起人眼的疲乏和不

适，可优先选用浅灰、青绿等浅色调，但需注意和环境

色区分。以我国大秦铁路煤运专线为例，大秦线自山

西大同经河北、北京、天津至秦皇岛，全长653 km，沿

途地貌以低山丘陵和平原为主，人造林、灌木及草本

植物覆盖度大。大秦线地理位置靠北，全年冬季时间

较长，沿途色彩以黄褐色为主，夏季短暂出现青绿。

C80B型大秦线专用敞车配色方案见图3，在国标色卡

中选用与开行背景呈对比色关系的淡绿色（G02）为主

色；在车辆标记集中的区域引入淡黄色（GSB05）色带，

以提高识别性。操作区则用对人心理情绪影响较弱

的冰灰色（GY09）区分。

图2 法国TGV邮政专列

Fig.2 The French TGV postal t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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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符号性

卡西尔在《人论》中旗帜鲜明地指出，符号化的思维

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有代表性的特征[14]。

色彩作为可被视觉感知的形式，可用来传达各种抽象

的内容，铁路货车的涂装色彩同样具备符号能指与所

指的两方面。能指包括提及的警示等色彩符号和色彩

引发的秩序感等心理共感，所指则是色彩符号传达的

意义层面。颜色使人产生联想，人们能根据自身的背

景和经历用不同的方式理解色彩的内涵[15]。例如白色

在中国象征着没落、禁忌、死亡，如“白丁、白衣、白事”

等，而在西方，白色常用来表示纯洁、高雅、诚实。可以

说每个国家或地域都有自己的色彩，这些色彩体现的

是当地的文化特性，是一种民族符号。制造商在为铁

路货车配色时应遵从开行地区的宗教信仰和色彩偏

好。德国铁路股份有限公司的各类铁路货车，见图4，

都统一使用DB标志中的红色作为主色，并配合白色的

文字标记，需要维修员操作的部分使用纯度较高的黄

色作为警示，底架用灰色或黑色涂打，企业和国家形象

突出。这种统一的色彩使用方式与德意志民族严谨认

真、崇尚整洁的民族个性是分不开的。

3 结语

铁路货车作为我国最主要的陆上运输工具，有着

很重要的战略地位。铁路货车的色彩涂装不仅有功

能性和实用性的需求，同时还有可感受性、审美性、符

号象征性等精神内涵。好的色彩涂装不仅能提升企

业形象，还能展现民族精神和国家面貌。这里对铁路

货车的涂装设计进行研究，所提出的相关设计思路对

铁路货车研制企业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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