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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从视觉传达设计的视角总结科技图像创作的基本设计原则与方法。方法方法 运用案例法与

归纳法对科技图像创作的基本流程进行阐述。结论结论 科技图像不同于一般商品图像，它是知识与信息

的传播媒介，同时又能够丰富读者的情感与经验，因此它必须是科学与艺术的完美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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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it summarizes the basic design principle and method
of image cre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basic process of image cre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introduced by
using the case method and induction to. Ima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different from general commodity. It is the
medium of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at the same time，can enrich the reader′s emotions and experience，so it must be the
perfect combination of science and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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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作为人类活动中最常见的信息载体之一，一

般是指对客观对象的一种相似性与生动性的模拟或

描述。科技图像旨在描绘客观自然的真实存在，并致

力于科学方法、科学知识的图像化传播，以实现图像

阅读者对知识与信息的获取。科技图像一般具有较

为明确的学术性、形象性或图形性，通常不包括表格、

统计图等图表类插图。

1 我国当代科技图像创作概况

目前我国科技图像创作与研究主要集中在科学

可视化范畴内的科学成果图像化及其传播，因此考察

我国当代科技图像创作现状需要从科学可视化研究

着手。

1.1 我国科学可视化研究

1986年10月，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NSF）在

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提出了“科学可计算化”，翌年由

McCormick等人向NSF提交了“科学计算可视化研究

报告”，这标志着一门崭新的交叉学科诞生了。我国

科学可视化研究发展于20世纪90年代初，科学可视

化方法涉及计算机图形学、图像处理、人机交互等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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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学科。面向不同的研究对象，科学可视化发展出一

系列的理论和方法[1]。近年来，我国科学可视化研究

主要体现在计算机图形学、信息科学、物理科学、工程

技术以及传播学等学科领域。就科技图像生成环节，

这些研究包括图像基础与开发环境，图像生成的方

法、技术等。

1.2 科学可视化的图像生成方法与技术手段

科学可视化最核心的内容是将数据与信息进行

图形、图像化，其创作系统一般包括数据管理与过滤、

视觉建模、图形制作以及演绎。数据在该过程中被依

次加工处理，直至成为能够被易于接受和理解的视觉

信息[2]。在科技领域数据构成较为复杂，根据其输入

类型可以分为几何数据、图像数据、传感数据、测量数

据、计算数据、交互数据等。不同数据类型分别可以

绘制成一维、二维、三维和多维图形，如在材料研究中

就可以用不同的几何图形表示结构因素，从而研究材

料的结构特性[3]。

可视图像生成一般采用的技术手段有颜色映射、

空间映射以及表面绘制与体描绘等方法。三维数据的

可视化通常使用体描绘技术，它也是目前科技图像的

主要表达形式，可以分为造型和绘制。在专门学科领

域一般运用可视化软件实现图形、图像处理与加速。

如美国国家超级计算机中心推出的视觉化应用系列软

件如NCSA Image Tool，NCSA Data Soope，NCSA PalEdit

以及Vital Image公司的Voxel View等。

1.3 科学可视化背景下科技图像创作的成就与不足

我国科学可视化的成就主要体现在科技传播视

野下的图像创作与应用。如中国物理学会与中科院

物理研究所主办的《物理》杂志，2012年全年12期有

10期封面均为科学可视化的图像，杂志社对图像的要

求是：图片清晰，色泽饱满，富有较强的视觉冲击力和

深刻的物理科学内涵。这些图像一般都来源于我国

一些科研机构在科学研究中的图像发现与捕捉。此

外，我国一些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密切配合，将我国

一些前沿科学成果进行图像化表达，并发表于世界顶

级科技期刊中。如中国科技大学的王国燕等人为郭

光灿院士的成果“光子的波粒二象性”所进行的艺术

设计，引用《道德经》中万物阴阳互补的传统哲学理念

来诠释光子的波粒二象性特征，发表在2012年9月份

的《自然·光子学》封面上[4]，见图1。这些成就的取得，

开启了科技成果图像化的新篇章，科技尽可能地面向

大众，而不是仅局限于某一科学共同体之内。

尽管科学可视化的落脚点一般最终指向视觉图

像，但不难发现在科学可视化研究中倾向于无限接近

科学的“原型”，图像仅是科学数据、原理的注解，而图

像自身的价值与意义在某种程度上被忽视。在今天，

图像渐已成为文化的主因，图像自身有着丰富的文化

逻辑与内涵[5]。对于公众而言，不借助文字描述根本

无法阅读该类图像，由此就产生了图像的文化悖论：

科技图像致力于对客观世界的描绘，但其图像语言却

不为人们所接受与认知。

2 视觉传达设计视角下的科技图像创作

2.1 主体信息的视觉化生成

所谓主体信息就是科技图像所要表达的核心信

息。北京科技大学技术与文明研究中心潜伟等研究

人员依据科学图形的抽象程度，将其分类为描述性科

学图形与解释性科学图形。描述性科学图形主要是

对事实或现象的描述，从功能上看更倾向于记录。解

释性科学图形则应用图示的手段对特定信息进行的

视觉化呈现，大多数科学图形都属于解释性科学图形[6]。

由此可见，通常描述性科学图形的主体信息是图像性

的科学发现，如碳纳米管的微观影像，见图2，可以看

出碳纳米管的直径沿长度不断变化，在外观上类似于

远古的陶饰。人们接受视觉传达信息的说服过程，实

际上是接受对视觉信息的接收、处理、分析、判断、评

价的过程[7]。对于主体视觉信息已经存在的科技图像

创作，主体信息的视觉化设计主要考虑以下几个方

面：（1）主体信息的典型形象选取，正是由于各种“形”

都是视知觉进行了积极构建的结果，所以那些在特定

条件下被组织得最好、最规范、最简明的视觉形态自

然会给人美的感觉；（2）典型形象的图形化；（3）图形

元素的认知性检验，即该主体的视觉信息能否较为准

确生动地反映相关科学成果，而不至于“跑题”。

解释性科学图形的主体信息视觉化生成相对于

前者要更加复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王国燕引用

图1 光子的波粒二象性

Fig.1 The wave-particle duality of photons

16



第 36 卷 第 18 期

图2 碳纳米管的微观影像

Fig.2 Microscopic images of carbon nano tubes

Ben Fry的观点，将图像创作分解为7个步骤：获取、解

析、过滤、挖掘、展现、提炼和交互[8]。该方法从原理层

面厘清了主体信息的生成步骤。图像语言是非线性

语言，而科学原理的解释是线性描述，如何将科学原

理、成果转换为图像语言，其关节点在于如何挖掘图

像的叙事功能。图像叙事的本质是空间的时间化，即

把空间化、去语境化的图像重新纳入时间的进程之

中，以恢复或重建其语境[9]。王远征设计的打响“小蝌

蚪”保卫战见图3，该图是关于男性生殖健康的科学报

道图片，设计师利用经数码手段“弯曲”了的勺子来代

表游动的精子，勺子大小的变化则代表优胜劣汰的法

则，中间的煎蛋代表等待受孕的卵子，设计师把原本

与科学概念无所关联的图像元素——勺子、煎蛋进行

了共时性表达，以构建图像的叙事功能，隐喻了相关

的科学原理。

2.2 背景图设计

主体信息图像明确后就要设计与之相适应的背

景图。图底关系广泛用于艺术设计，一般来讲，凡是

被封闭的、有完整轮廓的形，都容易被看成图，包围在

这个封闭面的形总被看成底；在一定条件下，面积小

的总被看成图，面积大的被看成底；位置相近的形被

看成组图[10]。在传统画面构成中，“底”服从于“图”。

现代设计倡导背景图像在整个画面中的积极性与主

动性，形成既相互衬托又相互对比的关系。就科技图

像创作而言，背景图的设计大致有3种类型。

1）以色彩构建的负形为背景图。背景图没有明

确的形象性，以色彩以及色彩的变化衬托主体图像。

Cell杂志的封面设计见图4，此类背景图尽管没有点、

线、面之类的图形语言，但其与主体形象仍然存在明

确的图底关系，即没有与主体形象重叠的部分为负

形。较之于主体视觉信息，负形是抽象性的图绘，是

虚空间。负形的位置、形状取决于主体图像，理想的

负形能够完善画面的空间关系，体现虚实相生的视觉

审美特点。

2）以摄影图片为素材，经过图像技术处理而作为

背景图。摄影图像是图像创作的主要素材，摄影图片

作为科技图像背景，首先要考虑其视觉语言与主体图

像的契合度，这种契合包括形象性、色彩、空间关系等

视觉要素。其次要考虑秩序关系，在视觉顺序上摄影

图片始终要在主体图像之后，不宜“喧宾夺主”。最后

摄影图片作为背景要淡化其图像的叙事功能，明确其

图形角色。

3）设计图形作为背景图。在专业网络图库中该

类图形较多，也叫做科技背景设计图或科技背景矢量

图。科技背景设计图见图5（图片摘自昵图网），此类

图形通常由专业图形设计师设计创作，有较强的形式

感。形式语言一般有两种，即抽象性语言和具象性语

言，图5为抽象性语言。具象性语言通常采用图像剪

影手法进行图形处理，并统一其色彩关系。

2.3 色彩设计

一般来说，一件平面设计作品给观者带来的第一

印象便是通过色彩的传达而得到的，而色彩的特性对

平面设计的主题表现又有着深远的影响，如何通过色彩

表达作品的设计理念便成为现代平面设计的重点[11]。科

技图像创作侧重科技信息的传达，因此色彩设计应围

绕“科技”这一关键词来展开。

首先是主色调的确立。上文提到了主体图像与背

景图形的设计，主色调的设计离不开主体图像的基本

图3 打响“小蝌蚪”保卫战

Fig.3 Fired "tadpole" battle

图4 Cell杂志的封面设计

Fig.4 The sketches for the

cover of the Cell

图5 科技背景设计图

Fig.5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ackground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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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与背景图形的色彩。明确主体图像的色彩是确立主

色调的第一步，然后根据科技图像的信息内容确定背

景色彩倾向，也就是科技图像的“科技”色彩属性。

其次是色彩的跨度选择，也就是指采用多种色

相，还是同一色系色相。同一色系色相的使用，源于

在设计中追求简洁的效果，突出设计对象自身的品

质。多色并用的色彩设计致力于色彩的丰富与和谐，

突出色彩的魅力。图1运用了一定面积的对比色（红、

蓝对比），图4是同一色系的色彩设计。色彩的跨度选

择不决定色彩设计的成功与否，两者都可以作为色彩

运用的基本原则，关键是单色不至于单调，多色不至

于繁杂。

最后展开对色彩的其他配置关系的把握，如色彩

的明度、纯度、对比与调和等关系。色彩的表现是整

体性的展示，因此要就整个画面的色彩关系进行必要

的整合，使其符合色彩的视觉审美规律。

2.4 图式整合设计

因为科技图像中除了图形、色彩外还有其他一些

元素的存在，如文字信息、期刊信息以及图像运用方

面的指向性信息，所以这里要探讨图式的整合设计。

图式不是任何经验的概念或事物的形象，不具备内容

性实体，而是一种主体的构造方式、结构、原则或结构功

能[12]，其本质就是图形、色彩、文字等视觉元素的整体

效果设计。

文字在设计画面中既是点的存在，又是信息的传

达。文字的位置关系以及字体、字号的选择要依据图

像的具体运用。图形与色彩属于不同类型的符号形

式，它们之间进行碰撞、消解、融合，最后实现创造性

的转换，产生新的图式结构，因此任何一个好的视觉

图式，总能展示出某种明确而又清晰的视觉力的结

构，看上去蕴含着能动的力量[13]。科技图像的整合设

计应朝着形式美与“科技意蕴”的方向去努力，体现科

技的人文魅力，彰显图像文化的视觉涵义。设计应该

是，也能够是工业文明转型时代一切设计活动的观

念、方法和评价思路，而“文化”的意义正是如此。

3 反思

由于我国高等教育的专业现状，我国拥有庞大的

艺术设计人才队伍，目前每年仍以10多万人的数量递

增。但是能够从事科技图像创作实践的人员却寥寥

无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科学成果的视觉化传

播，究其原因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

1）科技图像是科学成果的图像化，目前主要流通

于科学共同体之内，一般民众对它不太了解，因而科

技图像的市场需求量少。视觉传达设计是图像商品

的生产，具有市场属性，因此艺术设计机构介入科技

图像创作的机会就很少。

2）对于艺术设计师而言，科技图像创作存在着技

术瓶颈。科技图像具有较强的科学属性，而“科学的

形象”对设计师而言难以构建。另外，科技图像的前

期图像素材由科学可视化领域的技术手段生成，而设

计师所操作的是一般商品软件，它们之间的衔接与转

换存在技术壁垒。

3）科学的文化氛围不足也直接影响了设计师参

与科技图像创作的热情。

4 结语

目前我国科技图像主要集中在科学可视化的研

究范畴之内，科技图像创作实践尚处于零星状态，缺

乏相应的技术支持与理论研究。科研与传媒机构要

积极创造机会，鼓励艺术设计机构、设计师参与科技

图像创作实践。科技图像不同于一般商品图像，它是

知识与信息的传播媒介，同时又能够丰富读者的情感

与经验，因此它必须是科学与艺术的完美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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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辉，并尝试通过传统文化与当代设计文化的结合，

探索未来的设计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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