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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内饰中的灯光设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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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对地铁内饰的照明现状与乘客情感化诉求进行研究。方法 以灯光照明设计的基本属性和人

对不同属性做出的心理反馈为基础，结合乘客的心理需求进行对应分析研究。结论 通过对实际项目中

的设计思维分析，可以得出现代地铁内饰灯光设计受到乘客的情感化需求影响，从而归纳出地铁内饰中

的灯光设计与情感化制衡关系。灯光氛围设计只有将地铁空间内部各个要素统筹起来才营造出符合中国

国情和中国人情感化需求的地铁内饰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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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hting Design of Metro Interior 

CHEN Xun, DAI Duan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It aims to research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ubway interior lighting and the emotional appeal of passengers. 

Based on the basic attributes of lighting design and people's psychological feedback to the different attributes, the method 

i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psychological needs of passenger.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actual project design thinking,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 modern subway interior lighting design is affected by the emotional needs of the passengers, 

thereby induc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ighting design and the emotional balance in the subway interior. The 

lighting environment design only integrates the various elements of the subway space to create a comfortable environment 

of the subway interior which is in line with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Chinese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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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城市轨道行业也随之高速

发展，地铁就是人们出行的重要交通之一。现代人也

不只是追求更快的速度，而是进一步提出对空间舒适

度的需求。地铁建设所营造出的氛围感受就越发重

要，其中灯光氛围设计就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们

在乘坐地铁的过程中，安全、快捷的交通服务是基本

要求，过程中所带来的“舒适感”才是对当代地铁行业

的新目标。现代人的生活高强度、快节奏，每天乘坐

地铁上下班，在舒适的地铁内饰中，如果繁忙一天的

疲乏情绪能够得到缓解和释放，上下班高峰期的焦躁

情绪能够减少，则对整个社会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增加人们对地铁建设的认同感，因此，当代地铁的内

饰设计应该在灯光设计的基础上更充分考虑乘客的

情感诉求。 

1  灯光设计的视觉因素 

地铁内饰灯光设计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是功

能性的灯光照明，另一方面是氛围型的环境照明。前

者主要是从照明范围和可视度来满足各人群不同的

需求，后者主要是艺术环境和视觉效果的观感为主，

配合不同的造型和装饰来美化环境，协调人与空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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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在灯光照明设计中，既能满足人们对指示性与

安全性的照明需求，又能优化人们与空间环境的体验

感受才是最为重要的环节。需要放眼传统照明设计以

外的灯光设计元素，将其与周围环境相结合，营造现

代灯光设计氛围。 

1.1  层次与节奏 

地铁内饰的灯光总是与信息伴随出现，在设计地

铁内饰的灯光布局之前，需要先梳理空间内的相关信

息。分别从平面和立面上来区分不同的信息重点，如

线路号码、线路拓扑图、到站信息、开门方向指示、

地面警示线、广告牌等，然后按照警示照明—标识照

明—基础照明的先后顺序确定照明层次，因此整体设

计要顾及乘客接受信息的先后进行排序，灯光的深浅

明暗变化，会在前后级别的信息中形成对比，突出优

先级信息，引导乘客按顺序接受，这就是信息照明的

层次。  

灯光照明的节奏感可以规划内饰布局，改善空间

比例，限定功能区域，增加空间层次感，因此，可以

秉着相似或连续的原则在组织、设置信息的时候让相

同或相似的元素反复出现，使其在接受信息的同时在

大脑内潜意识的进行整合理解，以建立完整精准的认

识，最终理解并运用。   

1.2  色温与光照水平 

不同波长的光源给人不同的视觉感受，这是光源

的基本属性，综合考虑不同的色温给人的视觉感受，

色温与视觉感受见表 1，比如商业性的空间通常会采

用 5000 K 色温以上的冷光源，这样的环境让人感受

清爽、简洁，人口流动快。而社区型的公共空间采用

3000 K 以下的暖光源，给人温暖、和谐的感受。在

地铁内饰空间中，通过性空间保持 4000 K 左右色温

的白色光源能给人自由、空旷的感觉，对疏通人流起

积极作用，停留性空间控制在 5000 K 以上会给人心

情舒畅的感觉；特殊人群区域可以用 3000 K 左右色

温的灯光营造对特殊人群的关爱氛围。 

表 1  色温与视觉感受 
Tab.1 Color and visual perception 

色温 光源 视觉感受 

<3000 K 偏暖色的白光 放松、温暖 

3000～5000 K 近似白光 自由 

>5000 K 偏冷色的白光 清爽、简洁 

 
光照水平与照度和亮度相关，一个环境的光照水平

由照度来衡量，而亮度除了可被衡量的物理属性之外，

还有凭借人们对物体表面亮度的感受的客观属性，也就

是眼睛对亮度的适应性，因此影响乘客明暗感觉的是光

照亮度。为了让乘客有舒适的体验感受，就应该合理控

制内饰空间的灯光亮度，强化乘客视觉认知。   

1.3  灯光布局与眩光 

在灯光布局的运用上，应该通过多种方式的交

叉布光，理性的处理光线，发掘光源的不同表现形

式，巧妙的利用光影关系。最普遍的布光方式是顶

光照明，这样的光线利用率较大；上照光的方式是

将上方物体照亮，可以突出顶面设计；掠射光能使

用上照光和下照光在垂直墙面营造特殊视觉效果，

适用于突出周围物件材质；而从侧面投射的光线适

合塑造物体体量感，强化物体特征；漫射光是利用

灯具的折射将光线扩散至四周，使光线柔和不刺眼。

地铁内饰的灯光设计可通过组合这几种布光方式来

达到设计目的。 

地铁内饰中光源较多，布局方式多样，会产生不

同程度的眩光。眩光是评价地铁内饰光环境视觉质量

最基本的因素。乘客的视线范围内不适宜的亮度分

布，或者在不同的空间或时间上有较强的亮度对比，

都会引起视觉不适或物体可见度减低，从而给乘客带

来心理上的不适，进一步引起视觉疲劳。 

1.4  装饰材料 

在灯光设计中，周围不同的装饰材质对氛围也有

着直接的影响。应考虑有色光源对材质固有色的影响

和材质表面的反射系数。在 6500 K 的日光色的照射

下，会减淡暖色；2700 K 的暖白光照射会使所有暖

色加深。材质反射率也会影响视觉效果，反射率不同

会影响整体光环境的亮度，因此地铁内饰的材质也是

设计过程中需要重视的一部分。  

2  氛围对乘客心理的影响 

 “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促使设计师们在设计更

便捷的生活方式时更多的考虑消费者的情感需求，因

此，地铁内饰的灯光设计不仅要顾及实用功能，更要

兼顾乘客感性的情感需求。而对乘客心理体验感受的

研究是情感化设计的难点，一般情况下乘客的情感化

需求体现在空间感、舒适度、安全感等方面。     

2.1  满足空间需求 

在地铁内饰的灯光照明设计中，空间环境极大的

被光影响着。光照与空间内各个物体的表面材质、固

有颜色、反光系数、光源属性以及灯光布局等方面相

互影响的。照度较高的冷光源用在较小的空间内，可

以使乘客在心理上扩大空间感。相反的，照度较低的

暖色光源可以减少心理上的空旷感。为了整体空间氛

围的效果，尽量不要使用多种光色的光源，否则会给

乘客带来混乱不安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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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满足视觉需求 

在视觉感受上，很大的照度范围内是能够提供较

好的灯光照明质量的。舒适度是心理层面的感受，不

是所有人的认知都是一样。在设计过程中，应该符合

大众的舒适度认知。视觉上的舒适属于心理度量范

畴，只能通过大量的实验才可以统计出合理的结论，

进而考虑最合适地铁内饰的照度区域值。 

在使用有色光源的时候也不能忽视不同色光给

视觉带来的疲劳程度。较容易引起疲劳的是蓝色和紫

色光，红色和橙色次之，蓝绿色和淡青色对视觉带来

的疲劳度最小。另外，还需要考虑眼睛对有色光源的

敏感程度，比如眼睛对用作警戒色的黄色最敏感。      

2.3  满足心理需求 

地铁内饰车厢是一个开放性的可移动公共场所，

要实现乘客的安全性比较困难，因此需通过灯光设计

使乘客在最大程度上感觉到安心。经过丰富的日常生

活经验，自然光照射会有较为充足的安全感。同样，

在地铁的内饰照明环境中，能够模仿、弥补自然光的

人造光是较好的光源选择。比太阳光色温略低的白色

荧光灯适合白天照明，暖白色的荧光灯适合夜晚照

明，自然光与人造光的相互协调与弥补可以尽可能多

的给乘客带来心理上的安全感。 

安全性还包括个人是否感到有隐私感。中国人生

性腼腆，不喜在公共场所被陌生人注视。在车厢空间

这样一个人流众多的环境中，避免吸引大家视线就是

对个人隐私性的一个基本保障。这就要求灯光设计在

布局时，照明灯和氛围灯不要停在个体上。因为灯光

的集中也传达着聚焦的信息。 

3  满足情感诉求的灯光设计 

3.1  地铁内饰灯光设计与情感诉求的关系模型 

乘客对环境的认知习惯按照视觉认知心理学理

论，可进一步的归纳，乘客认知习惯模式见图 1。根

据这一模式，当人们置身于空间中，巡游和环顾四周

的时候，在个体与环境中的交互作用中，会把各个形

态或视觉刺激作为线索，通过心理活动，构筑出空间

的意象，完成空间的体验。 

而作为设计者，应整合乘客心理需求与产品功能

来突出情感化设计中的“人文关怀”，灯光设计与情感

化诉求关系见图 2。 

 
图 1  乘客认知习惯模式 

Fig.1 Passengers'cognitive habit patterns 

 

图 2  灯光设计与情感化诉求关系 
Fig.2 Lighting design and emotional appeal relationship dia-

gram 

3.2  关系模型在实际中的体现 

根据团队的一个内饰优化项目来探讨这个关系模

型的体现，这个项目旨在营造一个以用户体验为中心且

愉快的地铁内饰设计。地铁内饰优化原方案见图 3，整

个方案造型跳出传统造型式样，以安全感、舒适感为核

心，营造温暖轻松的氛围同时兼顾私密性，创造自然和

谐的空间效果。而目标就是通过解读项目要求，保留原

有方案中的设计亮点，从形、色、质 3 个方面入手，并

结合乘客心理来进行整体内饰的优化，最终营造一种温

馨的视觉效果，提高乘客在乘坐期间的愉悦度。 

在对该方案的重新思考中，结合乘客的心理诉求

进行了一系列优化。原方案通过灯影在地板的投射来

划分地面区域，忽视了地铁在运行状态下人员满载，

站立的人影与灯光的重复交叉，瓦解了乘客对区域划

分的感知，同时人影与灯光的重叠变化容易使人眼

花。地面区域划分见图 4，优化方案中提取整车元素

“折线”来进行线性分割，形成了环状的站立区与直线

的座椅区，注重视觉感受从而实现分区。 

 

 图 3  地铁内饰优化原方案 
Fig.3 Subway interior optimization sc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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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地面区域划分 
Fig.4 Floor area division 

原方案顶棚的灯罩装饰形状零碎繁多，虽营造了

温馨效果，但是容易产生炫光。同时，在实际运行的

过程中，乘客易挡住灯光，达不到预想效果。顶棚灯

光布局见图 5，优化方案中照明灯光多采用顶灯，弱

化周围照明灯光，使室内光线更加整洁统一。同时注

重整体车厢内饰的光感形态节奏，将顶棚元素换为条

状，配合条状灯光，增强空间内的节奏感。而顶部光

源变暖，使整体感觉更加温暖和谐。 

 

图 5  顶棚灯光布局 
Fig.5 Ceiling lighting layout 

整车内，降低亮度，减少眩光；但照明充足，无

视觉阴暗区域，使整个环境开放自由。另外，车厢内

色温控制在中间值，模拟日光，避免光源过暖或过冷

带来不安感。 

4  结语 

中国的轨道交通事业已处于高速发展的时期，从

工程技术的实力来看，地铁内饰的设计理念还需要发

展与完善。本文分析了地铁内饰灯光与乘客情感化需

求的关系，并结合了实际项目进行阐述，为我国地铁

内饰设计提供了有益的参考。灯光照明作为地铁内饰

设计的重要部分之一，关系着能不能提高地铁内饰设

计的品质感，营造让乘客生理和心理舒适的空间环

境。合理恰当的灯光环境可以给人带来心理上舒适享

受，减轻快节奏生活的疲劳感与枯燥感。由此进一步

验证，地铁内饰设计过程中处理好灯光照明与情感化

诉求的制衡关系会是我国交通运输行业亟待发展的

重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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