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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化认知的地铁站内色彩设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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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从文化认知的角度构建地铁站内色彩设计方法。方法 首先，通过对地铁站内色彩设计的内

容分析，形成其文化认知模型，获取其设计方法的关键要素。然后，结合典型文化样本的收集，借助

NCS 色彩体系分析其色彩特征，通过对典型色彩的整合，将其转化为现代设计语言，并对其认知特性进

行分析。最后，结合地铁站内的物理界面，形成色彩设计方案，阐释该方法的操作性。结果 通过设计

实践案例验证该方法能够有效提升地铁站内色彩设计的文化特色。结论 地铁站内色彩设计的文化识别

是设计信息与文化原型的匹配过程，色彩的文化性与现代设计语言的整合是设计过程的关键，借助认知

理论可以更准确地分析色彩设计的文化识别性，有效提升地铁站内色彩设计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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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 Design of Subway Station Interior based on Cultural Cognition 

XIE Xuan-hui, XU Xiao-fei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Chengdu 610031,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construct a color design method for subway station interi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
tural cognition. Firstly, through the analysis on the color design in the subway station, the cultural cognitive model was 
formed and the key elements of the design method were obtained. Then, with the collection of typical cultural samples, 
the NCS color system was used to analyze its color features.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typical colors, it was transformed 
into modern design language and its cognitive characteristics were analyzed. Finally, combining with the physical inter-
face in the subway station, a color design scheme was formed to explain the operability of the method. Through the design 
practice case, the method could be proved t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color design in subway 
station. The cultural recognition of color design in subway station is the matching process of design information and cul-
tural prototype, and the integration of color culture and modern design language is the key of the design process. With the 
help of cognitive theory, the cultural cognition of color design can be more accurately analyzed and the quality of color 
design in subway stations can be effectively improved. 
KEY WORDS: cultural cognition; subway station; color design; design method 

地铁站作为城市地下交通的主动脉和城市公共

空间的组成部分，不仅满足人们的日常出行，同时也

承载着城市“文化地标”的属性[1]。色彩是地铁站内

视觉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提升乘客的文化体验

具有重要意义。1933 年英国设计师亨利·贝克设计

的伦敦地铁线路图，开始将色彩元素作为地铁线路信

息识别的重要因素之一 [2]。随着城市地铁建设的发

展，相关学者开始关注地铁站内色彩设计的文化性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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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庄黎等分析了伦敦地铁视觉环境及站内色彩设计

的关键要素及文化感知特性[3]；郭晓阳从线路识别色

的角度研究了苏州地铁站内环境色彩设计的文化表

达方式[4]。此外，徐伯初等提出了城市公共交通系统

应充分考虑地域文化[5]；李静静等通过设计实践案例

阐述了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有轨电车造型及色彩设

计过程 [6]。将文化融入城市地铁已逐渐成为一种趋

势，其中如何有效提升地铁站内色彩设计的文化内

涵，以现代审美形式彰显文化特色是目前有待解决的

问题之一。本文从文化认知的角度出发，以地铁站内

色彩为研究对象，探讨具有典型文化特色的地铁站内

色彩设计方法。 

1  文化认知与地铁站内色彩设计内容 

1.1  文化与文化认知 

文化是一个包含多层次、多方面内容的有机综合

体，包括人类创造和积累的全部物质财富与精神财

富，具有历史继承性。具体形式表现为自然地理地貌、

传统建筑与艺术、民风民俗、文学戏曲、哲学宗教思

想等。文化的发展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与地域性，不同

的人类群体由于生存环境的差异性会形成不同的文

化形态[7]。认知是一种信息处理与问题求解活动[8]，

文化认知是借助认知科学理论，针对文化信息接收和

加工过程的解析。文化认知相比一般认知活动，其主

要围绕认知对象的文化性展开[9]。文化元素通过感觉

通道被人感知，进而在大脑中进行信息转录与翻译，

产生文化识别。色彩作为一种重要的视觉形式，其是

文化信息的重要载体。 

1.2  地铁站内色彩设计的内容 

色彩具有信息传达、装饰美化和调节人的生理、

心理等多种功能。色彩设计可以和地铁站内的其他物

理因素（建筑、造型、光线等）归为一类。基于地铁

站内的功能要素及设施载体分析，可将地铁站内色彩

设计大致分为功能色彩、装饰色彩、背景色彩三大子

系统[10]，三个子系统并非绝对孤立，各色彩系统之间

相互配合，以不同的设施作为载体，形成地铁站内色

彩设计，其中装饰色彩与地铁文化表达存在密切关联

性，地铁站内色彩内容要素分析见表 1。 

2  地铁站内色彩设计的文化认知模型构建 

2.1  地铁站内色彩的文化认知要素 

设计文化认知是人对设计中文化信息的主动反

映。色彩设计的表现形式包括单一色彩设计和多色彩

组合设计。地铁线路识别色通常以单色设计为主，而

装饰色通常以色彩组合设计为主，例如北京地铁 1 号

线的识别色为大红色，总体线路色彩相对庄严、大气；

上海地铁 1 号线的识别色为紫红色，总体线路色彩较

为艳丽；成都地铁 1 号线的识别色为深蓝色，总体线

路色彩较为厚重、雅致；广州地铁 1 号线的识别色为

土黄色，总体线路色彩较为明快、活泼。地铁站内色

彩设计的前提是乘客乘车信息的良好识别，文化内涵

应与乘车信息识别相互统一，在方便乘客搭乘的基础

上提升其文化特色。相比线路识别色，地铁站内的装

饰色彩设计则自由得多，通常是多种色彩的搭配与组

合，但其组合也不宜过于复杂，避免对乘客形成视觉

干扰。国内各大中城市地铁站内色彩的要素分析见  
表 2。 

地铁站内文化内涵的彰显是色彩信息识别与艺

术效果的有机统一，人对色彩的辨识通常体现在色彩

本身及其组合关系，色彩设计的组合也应遵循基本的

人机工学原则，白色光下不同色彩组合的易辨认性见

表 3[11]。 

2.2  地铁站内色彩设计的文化认知模型 

地铁站内典型色彩设计通过人的视觉通道形成

视觉刺激，鉴于功能性色彩与背景色彩约束因素较

大，设计自由度较小，以物理功能为主，因此，装饰

色彩设计是文化认知的关键。色彩的文化认知过程可

分为三个宏观过程，感觉登记、视觉加工和原型匹配。

首先，人通过对地铁站内的整体色彩和装饰色彩的视

觉刺激，形成初步的感觉登记；然后，大脑会对视觉

信息进行加工，形成特征表象，包括显性层面的色相、

饱和度、明度等特征和隐性层面的语义特征，在此基

础上，色彩信息会被人进行二次筛选，具有典型特征

的色彩设计能够唤起人的视觉联想；最后，在视觉联

想过程中，典型色彩设计与记忆、经验中的文化原型

形成匹配进而产生文化识别。地铁站内的典型色彩、

色彩组合会形成视觉联想，与经验、记忆中的典型文 
 

表 1  地铁站内色彩设计的构成内容 
Tab.1  Content of color design in subway station 

色彩子系统 含义与内容 载体形式 主要功能 

功能色彩 
地铁线路识别色彩、车辆换乘 

信息色彩、导视信息色彩 
乘车信息设施 
导视信息设施 

信息识别与辨认 

装饰色彩 地铁站内装饰及相关设施中的美化性色彩
顶面装饰设施、 
柱体等装饰设施 

美化地铁环境， 
提升文化品质 

背景色彩 地铁站内基础设备的色彩 屏蔽门、公共服务设施、基础设备 辅助其它色彩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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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地铁站内色彩设计的要素分析 
Tab.2  Analysis on elements of color design in subway station 

城市 北京 上海 成都 广州 

装饰 
设施 
色彩 

  

线路 
色彩 

   

文化 
原型 

    
 

表 3  白色光下不同颜色的易辨认性 
Tab.3  Identification of different colors in white light 

好 一般 不佳 很差 
易辨认性 

图形 图底 图形 图底 图形 图底 图形 图底 
黑色 白色 绿色 白色 绿色 红色 橙色 黑色 
黑色 黄色 红色 白色 红色 绿色 橙色 白色 
黄色 黑色 红色 黄色 — — 黑色 蓝色 
白色 黑色 — — — — 黄色 白色 

色彩组合 

深蓝 白色 — — — — — — 
 

化原型（如建筑艺术、文化遗产、风俗传统等）产生

匹配与联想，大脑进而对地铁站内色彩设计的文化特

征产生判断，从而形成文化识别。地铁站内色彩设计

的文化认知模型见图 1。 

3  基于文化认知的地铁站内色彩设计方法 

3.1  色彩样本提取及特征分析 

准确理解文化内涵并进行文化样本收集是色彩

样本提取及特征分析的基础。首先，需要对文化内涵

及具体形式深入理解，研究其发展的脉络。然后，通

过自然地理、传统建筑、艺术遗产和文学戏曲等路径

收集各类文化样本，文化样本的收集通常以视觉图片

为主，应具备典型性和广泛性，确保其能够代表典型

文化特征和反映整体文化面貌，避免形成认知偏差，

影响设计方案表达。最后，借助现代色彩工具总结其

色彩特征，例如色相、明度、饱和度等特征趋势。目

前常用的色彩分析工具有瑞典 NCS 色彩体系，其色

彩体系不需要测色仪器，无须经过色样比较，并且包

含了孟赛尔色彩体系和奥斯特瓦德色彩体系的优点[12]，

色彩样本提取及特征分析流程见图 2。 

3.2  色彩特征整合及设计表达 

通过对典型色彩的收集，设计师可形成对色彩样

本的整体认知，在此基础上可进一步对典型色彩进行

筛选、整合，将其转化为现代设计语言，形成设计方

案表达。色彩筛选与整合的目的在于使其能够符合现

代审美需求，该过程是设计效果良好与否的关键，主

要包括：典型色彩筛选，色彩整合设计与认知特性分

析，设计表达三个主要过程。首先，设计师通过对色

彩样本的特征分析，借助 NCS 色彩体系分析其色彩

特征，例如色相、明度等特征趋势，选择特具有代表

性的色彩样本进行色彩设计；然后，针对典型色彩进

行整合，形成现代设计语言。在整合过程中如何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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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地铁站内色彩设计文化认知模型 
Fig.1  Cognitive model of color design culture in subway station 

 

 
 

图 2  色彩样本提取及特征分析 
Fig.2  Color sample extraction and feature analysis 

 

 
 

图 3  色彩整合及设计表达 
Fig.3  Color integration and design expression 

 
其文化识别性与现代设计语言之间的平衡是整合设

计的关键，可借助感性工学的方法作为参考，选择最

具代表性的色彩设计；最后，结合地铁站内的物理界

面，在满足地铁站内物理功能的基础上进行设计表

达，形成设计效果输出，色彩整合及设计表达过程见

图 3。 

4  基于文化认知的地铁站内色彩设计实践 

4.1  典型色彩提取及特征分析 

典型色彩提取及特征分析是色彩设计实践的基

础。本文以成都某地铁站为例，成都是巴蜀文化的中

心，其文化样本丰富并且独具巴蜀特色，包括大熊猫、

九眼桥、金沙遗址、川剧变脸等一系列世界知名的文

化遗产[13]。首先，通过对成都的自然地理、古建筑、

文化艺术遗产等代表性文化样本的视觉图片收集，获

取其视觉信息，并结合相关文献资料，获取其文化特 

征的语义词汇信息。然后，参照 NCS 官网提供的色

彩信息，借助 NCS 色板形成色彩样本集合。最后，

借助 NCS 色环与色三角形成色彩特征分析，获取成

都文化样本的色彩特征描述。成都地域文化与典型色

彩提取分析见图 4，成都色彩样本特征体现低饱和度、

高明度，土黄至浅绿色相，总体呈现厚重、神秘、雅

致、深邃、等语义词汇信息。 

4.2  色彩整合设计及认知特性分析 

基于上述成都色彩的特征描述，可针对典型色彩

进行整合设计，以现代审美形式呈现，形成设计语言。

首先，结合上文中的色彩特征分析，选择土黄色相至

浅绿色相的色彩样本进行整合设计，其色彩来源与成

都金沙遗址古器物联系密切，金沙遗址位于成都市西

郊，经过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古青铜器、石器、玉

器等珍贵文物，是巴蜀文化的典型代表[14]，其色彩之

间的组合反差较小。然后，设计师通过挑选典型色彩

进行整合设计，这里选择 A1（NCS S 1040-Y10R），

A2（NCS S 3560-Y60R），A3（NCS S 1050-Y）和 A4

（NCS S 0540-G30Y）四种单色，在此基础上形成

B1-B3 的色彩组合设计，文化原型及色彩整合见图 5。 
针对 A1-A4、B1-B3 进行认知特性分析，借助感性

评价中的语义差异法（SD 法）对色彩整合设计结果

的认知特性进行感性评价，由于文化认知活动是人的

主观意识加工过程，其评价结果并不绝对唯一，可作

为设计实践的参考。首先，结合上文所收集的相关语

义词汇信息，建立评价词汇，包括：神秘、厚重、雅

致、深邃四个语义词汇，由于整合设计的目的是为以

现代审美形式体现文化特色，将现代感也作为评价语

义之一；然后，对其认知特性进行感性评价，评价采

取问卷调查的形式，被测试者为二十名，均为具有地

铁乘坐经验和熟悉成都文化的成年人，其中男性十二

名，女性八名，针对 A1-A4、B1-B3 七个样本和 5 个语

义词汇之间的关联度进行评价。0 分为无关，1 分为

一般相关，2 分为高度相关；最后，针对实验结果进

行统计分析，特征整合的认知特性分析结果见表 4 和

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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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成都地域文化与典型色彩提取分析 
Fig.4  Chengdu regional culture and analysis of typical color extraction 

 

 
 

图 5  文化原型及色彩整合 
Fig.5  Cultural prototype and color integration 

 
根据以上分析结果可知，色彩样本的综合得分

A2>A3>A4>A1，B1>B2>B3。在单色样本的认知特性分

析中，A2 的综合得分最高，在色彩组合的认知特性

分析中，B1 的综合得分最高。 

4.3  设计方案 

综合上述色彩设计的文化认知特性分析结果，以

A2 为单色，以 B1 为组合色彩，白色为背景色，结合

地铁站内的物理界面，以顶面设施、柱体设施为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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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感性评价实验结果 
Tab.4  Results of perceptual evaluation experiment 

 A1 A2 A3 A4 B1 B2 B3 

神秘 0.90 1.75 1.65 1.50 1.55 1.35 1.30 
厚重 0.40 1.95 1.60 1.40 1.35 1.50 1.15 
雅致 1.30 1.45 1.70 1.85 1.65 1.15 1.30 
深邃 0.65 1.35 1.40 1.10 1.45 1.55 1.15 
总分 3.25 6.50 6.35 5.85 6.00 5.55 4.90 

现代感 0.45 1.05 1.10 1.35 1.30 1.10 1.05 
综合总分 3.70 7.55 7.45 7.20 7.30 6.65 5.95 

 

 
 

图 6  感性评价的实验结果分析 
Fig.6  Analysis on perceptual evaluation experiment 

 

 
 

图 7  色彩设计效果 
Fig.7  Color design rendering 

 
结合色彩设计的识别性和成都文化特色形成设计效

果，体现成都文化神秘、厚重、雅致和深邃的语义特

点，色彩设计效果见图 7。 

5  结语 

文化是现代设计创新的基础，将文化元素与现代

设计语言相结合是设计文化表达的关键。首先，本文

明确了色彩设计的视觉联想及原型匹配是文化识别

的重要环节，其是在功能导向的基础上赋予地铁站文

化内涵，装饰色的设计是地铁站内色彩设计的重要内

容。然后，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基于文化认知的地铁站

内色彩设计方法，借助 NCS 色彩工具，实现色彩特

征信息的可感知化，借助认知理论对色彩设计结果进

行较为客观的评价，提高了设计过程的操作性。最后，

结合案例阐释了该方法的有效性，实现了文化特征与 

现代地铁站内色彩设计的有机结合，为设计师提供了

更客观的设计依据，提升了地铁文化发展的创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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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线的函数分析式，为实际生产应用提供依据。其自

身的形体尺度相关的截面外侧膝关节可活动角度、截

面形体角度、截面垂直厚度，满足了人体坐姿膝关节

活动舒适角度、腘窝舒适角度、腘窝对座面厚度的舒

适性需求。由以上内容可以得出：冰盘沿的造型符合

设计美学，符合人体工程学中膝关节与腘窝对于椅子

座面前沿造型舒适性的需求，可应用于现代家具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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