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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分析研究产品的色彩功能及色彩设计方法。方法方法 从色彩的意义及影响色彩的3个因素

出发，融入色彩心理学、文化人类学、人性化设计及产品设计的其他理论去分析色彩，重点研究色彩与

环境因素，结合实际有效案例探讨产品色彩对产品功能及价值的意义。结论结论 产品的色彩诠释功能有

利于提高产品价值，产品的色彩确定应结合产品的功能属性与产品自身的定位标准，并利用科学的配

色法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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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analyzes the color function and color design methods of products. Based on the color meaning and three af⁃

fecting factors，it analyzes color incorporated with color psychology，cultural anthropology，human design and the other

product design theory. It makes focus research on color and environment factors，discusses the meaning of product color for

product function and value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effectively cases.Functional product color or color interpretation func⁃

tion can enhance the product value.Product color should be combined with the functional properties and product positioning

of the product，and be defined by scientific 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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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现代产品来说，无论是工业产品，还是其他

艺术作品，色彩都是其中不可缺少的元素之一，在实

现产品价值的整个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如何设

置产品色彩让色彩实用化与合理化，这是每个设计师

和企业都该关注的问题。

1 色彩的意义及影响因素

"Color makes value"即色彩创造价值，这是日本色

彩协会网站首页的一句话。色彩能够创造价值吗？

答案是肯定的。日本立邦研究中心的研究表明，色彩

可以为产品及品牌的信息传播扩展40％的受众，提升

人们75％的认知理解力。在近似的成本下，成功的色

彩设计可以为产品增加15％到30％的附加值。价值

工程法告诉人们，色彩虽不是影响产品价值的直接因

素，但色彩语义能诠释产品功能。在产品成本一定

时，产品色彩设置的合理性与产品价值成正比，价值

工程图见图1。可见，色彩对产品的重要性不容忽视。

人对色彩的理解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最基本的

是生理条件。人的身体健康状况会影响人对色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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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例如儿童保健医生会用黑白图案的色卡对满月

婴儿进行色彩筛查，以便了解其视、知觉发育；色盲患

者对色彩的识别能力稍弱；被疾病缠身的患者对红色

或者类似色彩会产生急躁情绪。近年来，许多科学家

在研究了色彩与健康的关系后发现，正确运用色彩有

益于健康，反之，则有害健康。甚至还得出了色彩可

以治病的结论。现在很多医院在其建筑的内部装饰

上选择对患者有益的积极色彩，一些妇产科医院的楼

道被漆成粉红色来缓解孕妇紧张不安的情绪。

除了以上因素外，影响产品色彩的因素还来自其

他3个方面，即文化、流行色和产品环境。当然，个人

智慧水平和其对色彩的经验对色彩的选择也有着很

大的影响。

2 色彩审美与文化

人们对色彩的感知受文化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

两个方面。一方面，不同的文化对不同种类的颜色进

行命名，并对其色谱进行不同程度的划分；另一方面，

颜色的象征意义在不同的文化中也不同。文化因素

对色彩影响巨大，地域文化、民族性格的差异导致了

不同国家之间的生活、行为方式、个性品味的差异，进

而影响了产品的个性。

西方强调个性，注重理性，强调实用，不喜欢繁

复、花哨、轻浮的色彩[1]。在巴西，紫色代表悲哀，深咖

啡色代表不幸。在为用户设计产品时，应尽量避免使

用这类色彩。在德国文化中，灰色是代表忧郁的颜

色；而在北美，灰色被看成是美和快乐的象征色。这

两种情况都被认为是与云雨有关。在德国，下雨是一

件讨厌的事情；而在北美干燥地区，雨却很受欢迎[2]。

德国产品注重功能，大多呈现出系统化、简单化的特

点，整体感非常强，因此，在色彩的选择上很少采用鲜

艳的色彩，一般以黑白灰等中性色彩为主，这与德国

设计文化中的乌尔姆设计哲学有很大关系。苹果的

设计风格比较简单、直观、拟物化，在极易上手的同时

又有着很高的审美价值。苹果目前的绝大部分产品

都是由乔纳森·伊夫设计的，乔纳森秉承了德国工业

设计大师迪特拉姆斯的设计理念。乔纳森设计的产

品简洁硬朗，带有工业设计的金属美感，其色彩设计

也具有德国产品设计的特点，苹果系列产品见图2（图

片摘自苹果官网）。日本的设计特点可分为两大类：

（1）色彩丰富的、装饰的、华贵的、创造性的设计；（2）

单色的、直线的、修饰性的、单纯俭朴的设计[3]。这两

种设计风格都与日本文化的双重性分不开。日本的

设计风格不仅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其传统文化和宗

教信仰也严重影响了设计风格，其中就包括对色彩的

影响。受传统文化的影响，通常说的中国色彩一般指

红色和黄色。

3 产品色彩与流行色

流行色包括狭义流行和广义流行。狭义流行是

指由于少数人爱好导致的短暂流行，其影响面有限、

持续时间短。比如近年来各大品牌手机商都推出金

色手机，特别是在苹果推出金色手机后，国内众多中

小企业便山寨出了各种金色手机；广义流行即是习

惯、传统、经典的总和[4]。比如荷兰风格派创始者蒙德

里安的代表作《线与色彩的构成》见图3（图片摘自

Life Style），因其作品色彩柔和、充满轻快和谐的节奏

感，因此在现代的服装衣帽、首饰配件设计中依然采

用这一经典色彩搭配。

图1 价值工程图

Fig.1 Value engineering drawing

图2 苹果系列产品

Fig.2 Apple products

图3 《线与色彩的构成》

Fig.3 "Line and color com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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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文化里的流行色常被人们用于日常生活

中。Panton色彩实验室在年初公布了今年的流行色是

玛萨拉色之后，此流行色就迅速渗透进服装、家装、时

尚、工业产品等领域，玛萨拉流行色的运用见图4（图

片摘自流行色协会）。宏碁电脑的E14和E15均有玛

萨拉酒红色可选，宏碁玛萨拉酒红色笔记本见图5（图

片摘自流行色协会），此笔记本将流行色与科技相

融。流行色的出现影响着一定时期内人们对色彩的

选择和态度，同时也影响着此阶段设计师和厂商对产

品色彩的定位。

年龄和性别都是影响流行色的因素。商场的婴

幼儿柜台里，白、黄、粉色的商品居多，因为婴幼儿喜

爱高饱和度、高亮度、轻快的纯色色调，所以这一类的

色彩在儿童产品中十分流行。日本学者研究发现，低

龄儿童喜爱纯色，高龄儿童喜爱浊色。研究商品色彩

与流行色还应考虑性别因素，由于女性对色彩异常敏

感，因此商家在针对女性用户群设计产品时会对色彩

进行再评估。很多品牌因为考虑到女性消费群，所以

在产品色彩的选择上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

4 产品色彩与环境

在产品的信息传达中，色彩与形态同等重要。色

彩比形态更容易被人感知，当人们距离物品较远时，

形态还不清晰，而色彩却已经被感知了。色彩与形态

之间有着必不可少的联系，比如很多人知道的白色显

胖、黑色显瘦的穿衣法则和黑纸上的一个白点比白纸

上的一个黑点要醒目的现象，这说明色彩与形态、色

彩、环境间存在联系[5]。环境可分为自然环境和产品

环境，其中自然环境的影响因素包括线和温度；产品

环境的影响因素包括产品功能和产品定位。以下主

要从产品的自身因素出发来分析产品色彩。

1）色彩与功能。色彩通过视觉系统给人们带来

刺激，引起人们对色彩的不同感受、记忆、联想和喜

好，从而产生不同的效果。色彩既能传达信息，又能

影响情绪。丰富、有序的色彩能带来好的视觉心理体

验。色彩虽然不是影响产品价值的直接因素，但是色

彩语义能诠释产品功能，在产品成本一定时，产品色

彩设置的合理性与产品价值成正比。产品结构和组

合件强调局部功能的可视化，可以通过色彩对比与布

局对其区别、归类。比如索尼推出的儿童数码相机见

图6（图片摘自百度百科），产品通过色彩达到了自我

解说的目的。该产品采用红色机身来比表示相机结

构，手握部位采用蓝色，用醒目的黄色来表示相机的

镜头部分，上下均采用绿色的快门按钮。这样一来，

儿童在使用相机时就能一目了然，更容易上手[6]。

色彩作为产品造型的外观，既具有装饰审美性，

又具有能够快速帮助人们建立用户认知的功能性[7]。

比如在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红色，由于红色容易吸引人

的注意，因此许多警告符号与提示符号都用红色来表

示。红绿灯中的红色表示停止，路边的维修灯和车辆

的煞车灯都是红色的。网站如果设置太多的红色会

导致其布局不合理，还会造成浏览者的不适。过纯、

过多的红色容易使人疲劳，从而引起反感。红色还代

表着温度，饮水机的热水出口处也用红色来表示。美

国海军通过实地调查发现，红色比黄色更醒目，更适

用于海上救援活动。海上和空中的救援活动需要使

用目视性高、易于分辨捕捉的色彩，海上救援的浮袋

和救生艇多使用红色和黄色，漂浮海面的有关标志多

使用红色和荧光色。色彩除了能帮助人们建立用户

认知，还能诠释产品语义，突出产品功能。比如在

2011年和2014年的IF中获奖的作品——感温安抚奶

嘴和奶瓶见图7，它可以识别婴儿的健康状况。再比

图4 玛萨拉流行色的运用

Fig.4 The use of Marsala color

图5 宏碁玛萨拉酒红色笔记本

Fig.5 Marsala color notebook of Acer

图6 儿童数码相机

Fig.6 Children digital cam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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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人们生病时在家里找药丸，拿着药丸却犹豫了。药

丸有没有过期？吃还是不吃？这些问题都困扰着人

们。自动过期药丸包装见图8（图片摘自Reddot 官

网），它根据时间使药丸包装自动变色，通过图案颜色

的渐变来识别药丸的有效期。图案颜色变深，说明药

丸已过期。现代产品越来越重视色彩，色彩的系列化

设计和秩序感在各种产品中均可见[8]。设计师和厂商

在选择色彩时必须分析消费者喜爱的色彩范围，消费

者往往根据色彩的内涵来界定色彩的用途。比如金、

银色代表贵重金属，深受消费者尊重和喜爱。所以

金、银两色常用于高品质、高价格的产品中。若以金、

银色来设计日常装饰用品，往往会缺乏亲切感，使消

费者产生厌倦的情绪。因此，要提高产品价值，就必

须尊重消费者的行为习惯，满足其心理需求，科学、合

理地安排产品色彩。

色彩人性化要求产品色彩的设置需满足多重审

美观和不同用户群的需求。色彩障碍人群或盲人在

使用产品时，很难甚至无法拥有视觉体验。设计研究

应以其生活方式、习惯、活动环境、身体的特殊需求为

对象，揭示用户的潜在需求、行为和期望，找到切实满

足用户的需求。

2）色彩与品牌定位。产品色彩的设置除了受到

产品自身功能的制约，企业对产品的定位也会影响其

色彩的设置。在开发设计新产品时，产品色彩的设计

要与品牌推广的策略和品牌形象保持一致。

由于品牌形象需要稳定传播，因此产品色彩应该

有固定的搭配和原则。为产品选择稳定、持续、渐进

的色彩，使用同一色系来统一企业不同种类、型号的

产品，形成横向的系列产品群，使产品具有整体感，从

而达到统一[9]。确定产品色彩是设计的重要环节，很

多企业比如IKEA家居、西门子、飞利浦、腾讯、阿里巴

巴等都有专业的色彩体验机构和设计团队来定位色

彩，以平衡新的色彩趋势与品牌形象间的关系[10]。科

学的色彩计划能使产品色彩与产品本身、企业形象和

品牌形象匹配。

5 结语

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对产品色彩提出了色彩人

性化的要求。色彩的人性化表现在色彩能够突出产

品功能、提供良好的用户沟通上。对于设计师和制造

商而言，不能单纯凭借自己的喜好去配色，而应根据

产品自身的定位、标准色和整体色调去配色。色彩设

置应以人为本，充分考虑用户的使用需求。色彩的设

计和分析有其特殊性，更好地理解产品、色彩和各方

面的配合才能找到最适合产品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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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感温安抚奶嘴和奶瓶

Fig.7 Temperature pacifiers and bottles

图8 自动过期药丸包装

Fig.8 Self expiring pill pack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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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这里对安防监控软件界面设计中的视觉交互和视

觉表现两方面进行了分析研究。针对目前安防监控软

件界面存在的问题，结合界面设计的相关原则，提出了

关于安防监控软件界面设计的相关规范，并根据此规

范和工程项目的实际情况研究了安防监控软件界面的

设计和应用。经检测评估和使用情况反馈，该软件的

界面设计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随着硬件设备的更新换

代，安防监控软件的用户体验与界面设计方面也会不

断提升、改善，也更需要深入研究、不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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