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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由于对四季的联想有心理治愈的效果，所以以智能化方法生成四季治愈系色彩构成，并结

合最典型的四季风物，展开对公交客车外饰配色的创新设计。方法 首先，通过实验获取四季治愈系色

彩的基本数据，以获取的四季治愈系色彩为依据，构建四季治愈系色彩的蒙赛尔色彩空间，并对四季治

愈系色彩进行可视化呈现；其次，通过对大量色彩数据的“除燥处理”，智能化生成了四季治愈系的色

彩构成；最后，选出最典型的四季联想风物，利用格式塔图形原理将典型风物外形与四季治愈系色彩结

合，对公交客车外饰进行四季治愈系配色。结论 实验结果说明：四季公交客车外饰配色设计能够联想

四季感起到治愈效果，以公交客车四季外饰配色为案例的设计方法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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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tion of Four Seasons and Intelligent Generation of Healing Col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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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psychological healing effect of the association of the four seasons, this study uses the four 

seasons healing color composition generated by the intelligent method, combined with the most typical four seasons sce-

nery, to innovatively design the color matching for the bus exterior. First, the basic data about the healing colors of the 

four seasons were obtained through experiments to get the four seasons healing colors, through which the Munsell color 

space of the four seasons healing colors was constructed and the four seasons healing colors were visualized. Secondly, 

through the denoising of a large amount of color data, the color composition of the four seasons healing colors were intel-

ligently generated. Finally, the most typical four seasons association scenery was selected, combined with the typical 

scenery shape with the principle of Gestalt graphics to design the healing color matching of four seasons for bus exterior 

decoration.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four seasons color matching for the bus exterior can produce the as-

sociation of four seasons with its healing effect. Besides, the design method via four seasons healing colors, just as the 

example for the bus exterior, will have a wide application pros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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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熏香疗法、SPA 疗法、香精疗法等释放压

力的方式已步入了生活，人们需要通过“治愈”来舒

缓压力，其中色彩对身心治愈有良好的效果。中华民

族很早就认识到色彩与治愈到关系。名著《红楼梦》

中处处体现出东方的配色美学，例如人物服饰、潇湘

馆布置、各种糕点、习俗等均采用丰富的传统色彩搭

配。《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提出的五色理论（即青、

赤、黄、白、黑的五色与自然界的木、火、土、金、

水五行等相配属），用于诊断、治疗和指导养生，成

为了中医色彩疗法的理论基础[1]。《吕氏春秋·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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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草纲目·十剂》《传忠录》等典籍中记录了色彩

和人的健康之间的关系。然而，长期以来色彩对身心

治愈是作为经验知识限定中医与养生的范畴。现代城

市建筑、道路、广告牌等色彩规划，都是依据设计师

个人的经验进行设计的。由于色彩能强烈地影响人们

的情绪，修复和治愈人的身心，所以设计师们开始思

考如何用色彩起到“治愈”的效果。例如公交客车作

为城市里流动的交通工具，是城市的一道风景线，能

治愈人们心灵的、伴随四季变化的公交车配色必将是

未来设计所体现出的应有样式。 

1  色彩与治愈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1.1  国外研究现状 

关于色彩与治愈的研究，JIN（2014 年）的研究

表明：蓝色、绿色最适合儿科病房的环境设计 [2]；

Helvac（2011 年）以紫、红、绿、蓝、灰 5 种颜色客

厅为实验样本，发现被试对红色墙壁有厌恶和喜欢两

种极端情绪，蓝色偏中性、绿色最为治愈、灰色偏消

极[3]；Naz kaya（2004 年）[4]、Kurt S（2004 年）[5]

等人通过色彩与情绪词匹配实验、色彩情绪 Stroop

实验、Osgood 色彩认知评价实验得出：绿、黄、蓝、

红、紫、蓝绿、紫红、黄红、蓝紫、白色带有积极情绪；

浅色调色彩可以加强或者减弱对人的情绪的影响[6]；

Rostami（2016 年）提出服装色彩对人的健康具有治

愈效果[7]。国外对色彩的研究非常广泛，主流研究是

从色彩与知觉及生理效应方面展开的。 

1.2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 70 年代初应用蓝光治疗核黄疸取得了一定

疗效；刘忠良（1999 年）应用颜色光疗法得到较高

的治愈率[8]；胡国荣等人（2011 年）提出利用医院环

境的色彩功能帮助病人缓解压力，恢复身心健康[9]；

刘珏琏等人（2006 年）研究发现服装色彩的偏好与

心理健康、人格健康相关，建议大学生改变着装的色

彩来改善或促进心理健康[10]；张楠（2014 年）发现

被测试者对不同空间环境色彩的明度、色调变化下暖

色系较冷色系更有治愈效果[11]；章月（2015 年）建

议学校对空间色彩环境进行改善，关注学生的心理健

康[12]。李倩（2012 年）发现大多数人对插图要素偏

好绿色和黄色，柔和的水彩插画给人以亲切感，能起

到舒缓解压的效果，并提出了治愈系插画应用于日常

生活的可行性[13]；金鑫（2015 年）提出色彩可以达

到舒缓养生的目的[14]；戴红（2015 年）提出让抑郁

患者处于少些红、黄、白的色彩环境，有助于抑郁情

绪的缓解[15]。综观国内外在“色彩与治愈”方面的研

究表明：色彩与身心治愈有密切关系。近年来，色彩偏

好在室内、插画、服装等设计领域进行探索，并有发展

的趋势。除了知觉、生理效应研究之外，在色彩的认

知领域（如：治愈系色彩）方面还需进一步展开研究。 

2  四季的联想与治愈系色彩 

“治愈系”由日本“癒し”一词的演化而来，对

应的英文 Healing，是指使人的身心在日常生活中处

于舒适、安逸、愉悦的状态下，精神压力、心劳的解

消（治愈、治疗）及心灵的悟道（崇高境界）[16]。人

们在受到外界良好的刺激时，内心治愈情感升起，对

该刺激产生自然言语、认知行为等条件反应，即是联

想与治愈的过程。日本大学教授佐藤清公等人（2003

年）发现治愈与自然的联想关系密切[16]。由于我国大

部分地区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变化明显，所以

古往今来就有很多与四季相关的诗词、节日和民间习

俗，体现出四季的联想与治愈有密切关系。在日常生

活中，当人们看到某一色彩时，往往会想到与该色彩

相关的事物，产生相应的情绪和情感变化，定义为“色

彩的联想”，联想在色彩治愈中发挥着重要作用。Nagai 

Y（2009 年）对日本医院的护士制服的色彩进行了感

性认知的研究，表明季节色的护士制服印象更容易联

想到“温暖和温和”的图像，从而产生“治愈”效果[17]。 

3  研究目的与方法 

本研究以人类对四季联想与色彩的关系为切入

点，挖掘四季治愈系色彩，并以治愈系色彩数据的分

析结果为依据，进行四季治愈系色彩的智能生成，并

通过特定的设计案例（公交客车四季色彩配色）将智

能生成的治愈系色彩衍生于产品设计中，并验证其是

否具备四季感及治愈效果。通过问卷调查法获取四季

治愈系色彩，以色彩可视化分析探索治愈系色彩的规

律，通过人工智能方法展开治愈系色彩的生成，并通

过问卷调查验证设计结果。 

4  四季治愈系色彩的调研 

4.1  色彩选定实验 

实验展开四季治愈系色彩选色范围的调研。被试

70 人（女 30，男 40），年龄在 18~35 岁，包括本科

学生、研究生、上班族，均通过色盲色弱实验。由于

国际上常用的蒙赛尔色彩体系（Munsell Color Sys-

tem）与人们感知色彩的直观方式一致，所以实验材

料采用 40 张标准蒙塞尔色卡（共 1410 色块）。由于

人们对季节色彩的联想认知是一种普遍性的社会文

化现象，所以参考社会心理学“质的调研”并进行色

彩数据的收集和分析，收集的色彩数据只能测量被试

对各季节色彩认知上的差别，因此，属于“名义尺度

（Nominal scale）”。 

将 40 张蒙塞尔色卡围绕轴心旋转即为蒙塞尔色

立体。色卡上的色彩块表述方式是：HB/S＝色相 明

度值/纯度，每一个色彩都有其对应的色彩空间[18]，

色卡及问卷设计示意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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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色卡及问卷设计示意 
Fig.1  Color card and questionnaire design schematic 

 
调查问卷分为两步。第一步是针对“春”“夏”

“秋”“冬”4 个季节，从 40 张色卡中选出 2~6 个具

有该季节特征的色彩，告知联想的风物，并填在“起

泡图”中，训练被试习惯对四季的联想。第二步是从

40 张蒙赛尔色卡中分别选出对应四季治愈系色彩的

2~6 种色彩及联想的风物，将选择的色块表述值写在

空白“起泡图”内（如图 1）。 

选择一个有环形会议桌的会议室作为实验场所，

自然光环境下明亮且无违和感。将 40 张色卡按照色

环顺序放置在环形会议桌的桌面上，控制影响实验的

其他因素。实验的具体过程是：对通过色盲、色弱检

测的被试，提前一周告知实验内容及色彩选择的方

法，让被试对四季色彩及风物的填写有一个孵化的认

知过程。问卷调查过程是，首先从桌面的色卡中选择

大自然四季的色彩；然后，对四季治愈系色彩进行选

择。共发放问卷 70 份（有效率 100%）。 

4.2  实验结果分析 

通过对被试的四季治愈系色彩选色范围的调研，

获得四季治愈系色彩的实验数据。被试对色彩选择的

数据属于统计学上的“名义尺度”，因此，这些色彩

实验数据通过 Lab 色彩空间算法进行可视化呈现。春

季治愈系色彩的数据可视化见图 2，夏季治愈系色彩

的数据可视化见图 3，秋季治愈系色彩的数据可视化

见图 4，冬季治愈系色彩的数据可视化见图 5。 

Lab 色彩空间（Luv、Lab、Munsell）算法是色

彩 3 要素（色相、明度、纯度，对应公式中的 x 、 y 、

z ）的基础性与 R、G、B 值的转换公式如下： 

0.5164 0.2789 0.1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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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9 0.1426 1.0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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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根据 CIE1976 均匀颜色空间 Lab 的空间算法公

式得到 l、a、b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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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试对春季治愈系色彩的联想是：清新、活力、
舒适、浅绿色等；对夏季治愈系色彩的联想是：清凉、
凉爽、冰爽、汗衫、海洋、西瓜配色、蓝色、偏蓝的
绿色等；对秋季治愈系色彩的联想是：麦田、麦浪、
金黄色、成熟、果实、橘黄、黄红、橙黄、枫叶、丰
收、夕阳、晚霞等；对冬季治愈系色彩的联想分为两
方：一方是冬季雪景的浅蓝色、浅绿色；另一方是红
色、春节、圣诞、太阳、炉火等对暖期待的联想。 

从四季治愈系色彩可视化展开色相分析（如图
2—5）。春季治愈系色彩色相上偏向黄色、黄绿色、
绿色；夏季治愈系色彩色相上偏向紫红色、蓝色、绿
色、蓝绿色；秋季治愈系色彩色相上偏向黄红色、黄
色；冬季治愈系色彩色相上偏向红色、黄红色、蓝色。 

从四季治愈系色彩可视化展开纯度分析（如图
2—5）。四季治愈系色彩中秋季纯度平均值最高（纯
度值集中于 8、10），其次是春季（纯度值集中于 6、
8），夏季和冬季为最低。夏季治愈系是低纯度色彩（纯
度值集中于 4）和中纯度（纯度值集中于 6、8）；冬
季治愈系处于低纯度色彩（纯度值集中于 2、4）和
中高纯度（纯度值集中于 8、10）。 

从四季治愈系色彩可视化展开明度分析（如图
2—5）。四季治愈系色彩中秋季明度平均值最高（明
度值集中于 7、8）；其次是冬季（明度值集中于 7、8、
9）；然后是夏季（明度值集中 6、7、8）和春季（明
度值集中于 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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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春季治愈系色彩的数据可视化 
Fig.2  Data visualization of spring healing colors 

 

图 3  夏季治愈系色彩的数据可视化 
Fig.3  Data visualization of summer healing colors 

 

 
 

 
 

图 4  秋季治愈系色彩的数据可视化 
Fig.4  Data visualization of autumn healing colors 

图 5  冬季治愈系色彩的数据可视化 
Fig.5  Data visualization of winter healing colors 

 

5  治愈系色彩的智能生成 

基于实验获得色彩数据进行以下 3 个步骤治愈

系色彩智能生成的展开。治愈系色彩智能生成流程见

图 6。 
 

 
 

图 6  治愈系色彩智能生成流程 
Fig.6  Flow of intelligent generation of healing colors 

 

5.1  Prcessing 编程的四季治愈系色彩构成  

智能化生成四季治愈系色彩的色彩构成，首先在

获取四季治愈系色彩数据的基础上，运用 Processing

编程设置一张尺寸为 420 px×300 px 的虚拟纸张，以

20 px×20 px 为单位空白块，按照色彩数据可视化程

序中每个色彩块的尺寸大小进行比例填充，可以得出

四季治愈系的色彩构成图片。 

5.2  除噪后随机生成的色彩构成 

由于初步生成的四季治愈系的色彩构成中，有些

色块在整体中显得较为突兀，为了避免其对整体色彩

趋势的影响，需要对四季治愈系色彩数据进行色彩除

噪处理。采用色彩比重值除噪（Denoising），即利用

色彩比重值算法对全体四季治愈系的色彩数据进行

除噪，除燥的色彩比重值公式如下： 

 i
i

P
W

MN


 
(5) 

公式中，Wi 为全体四季治愈系色彩中单个色彩
块的比重值；Pi 为该色彩块像素数；M 为该色彩块
组成图像宽的像素数；N 为该色彩块组成图像高的像
素数。在色彩比重值除噪流程中，设置了比重阈值
W1（0.05）作为杂色阈值用于过滤杂色，色彩比重值
W1<0.05 的色彩块被当做杂色忽略，否则就直接输出。 

5.3  治愈系色彩的智能生成 

利用洗牌随机数算法（Random Shuffle）对除噪

后的四季治愈系色彩进行随机生成。把除噪后的色彩

依据其概率值随机输出。洗牌随机数算法计算公式[19]

如下： 

顶牌的随机定义公式： 

1
( , 1,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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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义的范围外  

(6) 



第 42 卷  第 24 期 周丰等：四季联想与治愈系色彩的智能生成 241 

 

重复随机的定义公式： 
1* ( ) ( ) ( )Q Q Q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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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变异度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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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噪后四季治愈系色彩随机智能生成的 Processing

编程分为以下 5 步。 

Step 1：读取四季治愈系色彩可视化程序中的色

彩元素，并以阵列形式存储。 
void plotGraphics(String fileName){ 
IntList col=new IntList(); 
for(int i=0;i<all.size();i++){ 
color c=all.get(i).cl; 
Step 2：读取色彩块的比重值，并依据色彩比重

阈值 W1（0.05）进行除噪。 
for(int j=0;j<all.get(i).chicun;j++){ 
col.append(c); 
} 
if(Wi > W1 )  
…… 

Step 3：设置空白图片的属性（包括图片图像像

素、背景颜色等）。 
PGraphics pg; 
pg=createGraphics(420,300); 
pg.beginDraw(); 
pg.background(255); 
pg.noStroke(); 
Step 4：依据洗牌随机数算法将阵列中的色彩元

素随机填入单位空白块。 
Shuffle(); 
for(int i=0;i<col.size();i++){ 
pg.fill(col.get(i)); 
int x=i%20; 
int y=i/20; 
pg.ellipse(20+x*20,20+y*20,20,20);  
} 
Step 5：生成图片并保存。 
pg.endDraw(); 
pg.save(fileName+".png"); 
通过以上 5 个步骤得出除噪后的四季治愈系智

能化随机生成的色彩构成图片，除噪后生成的春季治

愈系色彩见图 7，除噪后生成的夏季治愈系色彩见图 8，  
 

 
 

图 7  除噪后生成的春季治愈系色彩 
Fig.7  Spring healing colors generated after denoising 

 
 

图 8  除噪后生成的夏季治愈系色彩 
Fig.8  Summer healing colors generated after denoising 

 

 
 

图 9  除噪后生成的秋季治愈系色彩 
Fig.9  Autumn healing colors generated after denoising 

 

 
 

图 10  除噪后生成的冬季治愈系色彩 
Fig.10  Winter healing colors generated after denoising 

 
除噪后生成的秋季治愈系色彩见图 9，除噪后生成的

冬季治愈系色彩见图 10。采用这个方法的好处是能

够批量生成不重复的色彩构成的图片样本，并应用于

产品设计中。 

6  公交客车四季色彩的配色设计 

通 过 隐 喻 提 取 典 型 的 四 季 风 物 ， 利 用 格 式 塔

（Gestalt）原理采用四季典型风物的轮廓线形状，结

合智能生成的治愈系色彩进行四季公交客车外饰的

配色设计，按以下 3 个步骤展开。 

6.1  基于四季联想的隐喻提取 

依据四季的联想实验和用户对四季的公交客车

的联想访谈实验收集的四季公交车外饰配色设计流

程见图 11。 

 

 
 

图 11  四季公交车外饰配色设计流程 
Fig.11  Bus exterior decoration color matching  

design process of four sea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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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四季风物的隐喻提取 

通过之前的实验调研，从四季联想词汇中选定具

象的典型风物，结合智能化生成的治愈系色彩展开公

交客车外饰配色设计，选定的风物如下。春季具象风

物：鸟和花（郁金香）；夏季具象风物：海浪和鱼；

秋季具象风物：往返的大雁；冬季具象风物：梅花和

雪花。利用格式塔的封闭原理及图和地原理，分别抽

取代表春夏秋冬四季风物的轮廓线，进行四季公交车

外饰治愈系配色设计[20-21]。 

6.3  三维公交客车模型外饰四季色彩配色设计 

选取一款大众化的公交客车为原型进行三维建

模。基于三维公交客车虚拟模型，将四季公交客车治

愈系配色设计作为三维公交客车的贴图，呈现出四季

公交客车外饰治愈系配色设计。春季公交客车治愈系

配色设计见图 12，夏季公交客车治愈系配色设计见

图 13，秋季公交客车治愈系配色设计见图 14，冬季

公交客车治愈系配色设计见图 15。 

 

 
 

图 12  春季公交客车治愈系配色设计 
Fig.12  Healing color matching design of bus in spring 

 

 
 

图 13  夏季公交客车治愈系配色设计 
Fig.13  Healing color matching design of bus in summer 

 

 
 

图 14  秋季公交客车治愈系配色设计 
Fig.14  Healing color matching design of bus in autumn 

 
 

图 15  冬季公交客车治愈系配色设计 
Fig.15  Healing color matching design of bus in winter 

 

6.4  验证实验 

就三维公交客车外饰四季治愈系色彩配色是否

具有四季感以及是否具有“治愈”效果进行验证实验。

调研对象 12 人（女 6 人，男 6 人），被试中 11 人（占

总体的 92%）能区分四季公交客车外饰配色设计，可

以认定公交客车四季外饰配色设计具有四季感。其

中，春季公交客车外饰配色设计中有 10 人认为带来

愉悦感；夏季公交客车外饰配色设计中 12 人都认为

带来愉悦感；秋季公交客车外饰配色设计中有 10 人

认为带来愉悦感；冬季公交客车外饰配色设计中有

11 人认为带来愉悦感。因此认为公交客车四季外饰

配色设计具有一定的治愈效果。 

7  结语 

本研究以人类对四季的联想及色彩的治愈效果

为切入点，利用蒙赛尔色彩表的直观化特点，获取四

季治愈系色彩的基本数据；以获取的四季治愈系色彩

的基本数据为依据，通过 Processing 语言的编程，构

建了四季治愈系色彩的 Muncell（蒙赛尔）色彩空间，

对四季治愈系色彩进行了可视化呈现；通过对大量色

彩数据的除燥处理，智能生成了四季治愈系的色彩构

成。本研究利用实验中获取的四季联想的各种风物，

从中选定出最典型风物；利用格式塔图形原理将典型

风物的轮廓与四季治愈系色彩结合，对常见的公交客

车外饰进行四季治愈系配色的设计；配色设计的验证

实验说明，四季公交客车外饰配色设计能够起到联想

四季感的治愈效果。在对被试展开四季色彩联想的调

研时，可以放置一些关于季节指向的短片或音乐，这

样更容易获取被试对四季色彩联想的数据。本研究在

四季色彩联想的调研上采集的被试的标本数量偏少，

今后可以考虑就实验过程不断修正，例如：可以采取

多次滚动实验求中间值等方法，以获取文化环境中

“母集団”对四季色彩联想更贴切真实情况的样本。

本研究下一步将通过互联网环境就文化圈内展开大

数据的四季色彩联想的数据挖掘，力求获得更加接近

真实的样本数据。 

本研究提出的智能化生成四季治愈系色彩并应

用于某项产品的方法是属于设计学领域的探索。目

前，针对具体对象的设计仍然离不开设计师凭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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斟酌所进行的详细设计，因为，通过计算机获取的结

果是广泛性的，尚无法解决具体事例中无法预测的情

况。本研究以公交客车四季外饰配色为案例的设计方

法，可以延展到公交客车内饰配色、服饰配色及其他

产品设计领域。智能化生成四季治愈系色彩构成的过

程，为抽象派色彩的批量化智能生成提供了技术支

持。汉民族自古以来就有 24 节气及一套完整的传统

色彩体系，此方法的展开可以为中华民族传统色彩的

配色应用提供技术支援。在设计运用方面，还需将研

究结果结合实践对象做更多的总结分析，融合色彩间

互相对比的特性将此研究成果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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