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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将色彩美学应用于现代船舶舱室设计，为船舶舱室内的色彩设计提供具有工程实用价值的

应用方法。方法 从色彩美学模型出发，以某湖库区 LNG 发电船舶为例，研究船舶舱室设计的色彩控制

方案，从工作舱室、生活舱室等多元化角度分析船舶舱室色彩设计的应用，探索色彩美学与船舶舱室设

计的统一性，使舱室在保证功能性的同时也符合色彩美学设计的基本原理。结论 基于船舶舱室的空间

区域环境，对船舶环境色彩进行分类分析，构建舱室环境的整体与局部色彩体系，实现色彩设计的工程

化应用。 

关键词：色彩美学；色彩控制；舱室环境；色彩心理 

中图分类号：TB4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3563(2022)12-0273-05 

DOI：10.19554/j.cnki.1001-3563.2022.12.032 

Application of Color Aesthetics in Ship Cabin Design 

HUANG Pu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430000, China) 

ABSTRACT: The color aesthetics is applied in the design of modern ship cabins, providing an application method with 

engineering practical value for the color design of ship cabins. Starting from the color aesthetics model, taking the LNG 

power generation ship in a lake reservoir area as an example, study the color control scheme of the ship cabin design, 

analyse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olor design of the different cabins such as the working cabin and the living cabin, and ex-

plore the unity of the color aesthetics and the ship cabin design, to ensure that the cabin can maintain its functions and its 

design meets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color aesthetics. Based on the spatial area environment of the ship cabin, its colors are 

classified and analyzed, and the overall and local color system of the cabin is constructed to realize the engineering ap-

plication of color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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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舱室的设计与以往的艺术设计不同，其设计

的科学性、安全性、功能性高于艺术性，需要满足“以

人为本”的核心需求。在设计的过程中，对船员的日

常工作、生活范围和活动内容进行剖析，试图通过视

觉设计来满足舒适度、工作效率等需要。船舶舱室通

过对色彩美学的综合应用达到动线布局的效果，优化

色彩资源配置以区分工作舱室和生活舱室的不同，运

用不同的色彩搭配对舱室进行设计，调节色彩环境，

进而为船员的情绪与心理健康带来积极的影响，达到

船员、机械、环境的和谐统一[1]。本文通过对色彩美

学相关因素的重点分析，从船舶舱室总布置环境出 

发，对船舶舱室色彩区域进行分类，以达到合理配置

各功能舱室环境色彩的目的。 

1  色彩美学理论模型 

在现代设计中，色彩美学借助其色彩原理与美学

理论，能构建出达到视觉传达效果与交流情感作用的

理论模型。色彩美学基于美学与心理学的联结点，将

视觉力量与情感效果统一于色彩理论的创造中，从而

情感化表达美学内涵和社会属性。 

色彩美学模型的核心是外部因素作用在人身上 

【设计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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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种心理体验，作为室内空间设计的视觉元素之

一，色彩的视觉感受是直观的，运用色彩美学设计理

论，并与室内陈设、空间形态等要素相互协调配合，

以呈现出需要的视觉效果。色彩美学的综合运用，可

以在不同的区域环境中营造出不同的格调，从而满足

人们对不同空间的功能需求[2]。由此，构建理论模型

并开展色彩关系配置的研究，包括色彩对比和色彩调

和。色彩调和指利用色彩的不同性质，将多种色彩进

行自然搭配，从而达到和谐一体的视觉效果。船舶的

工作舱室在色彩配置上要注重其整体色调与各类机

械设备的色彩调和，以此来缓解船员的疲惫与身心不

适，提高其工作效率。典型色彩理论模型见表 1。 
 

表 1  色彩调和理论 
Tab.1 Theories of harmony of color 

名称 色彩理论模型 

孟塞尔理论 

基于孟塞尔色立体的属性，强调色彩之间

的位置秩序，为配色提供七大调和秩序的

评价标准 

奥斯特瓦德 

理论 

只要取得奥斯特瓦德色立体中有规律的

位置，就可以得到调和 

孟·斯宾瑟 

理论 

以孟塞尔色彩体系为基础，为定性的色彩

三属性提供了定量化、定性化的色彩研究

方法，对色彩调和进行体系化的尝试 

 

本文将孟塞尔理论模型应用于船舶舱室色彩美

学设计，并引入心理和情绪分析方法，对湖库区 LNG

发电船舶这一特殊类型的船舶进行色彩设计。 

2  色彩美学在舱室设计中的要求 

色彩美学与船舶舱室设计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

进。首先，色彩美学促进了船舶行业的发展，船舶舱

室设计是其重要的传播渠道，同时色彩美学也充分发

挥了自身的价值。其次，色彩美学也促进了舱室设计

的发展，发掘了舱室设计的前景，有效地推动了色彩

美学与船舶舱室设计的结合发展，提高了船舶的市场

性与实用性，满足了人们审美的需求[3]。 

2.1  满足船员的心理需求 

长期远离大陆，狭小的生活、工作范围以及闭塞

的消息，会使船员的心理特性较为不同，加之出海时

随时都会面临未知的风险，会使船员出现疲惫、烦躁

等心理应激现象[4]。我国的心理专家采用症状自评量

表，随机选取了 200 名 35 岁以下的船员进行调查研

究，结果显示中国船员在疲劳、恐慌、心理障碍等

方面的数值远超常人，有重度心理问题的船员占到

了约 8.9%。 

船员在船舶这样较封闭的空间里活动范围有限，

再加上船舶航行时一系列不确定的因素，会使船员情

绪不稳定。此时船舶舱室内的色彩搭配对船员起到了

很大的作用，合理的色彩搭配能稳定船员的心理情

绪，给船员带来积极的影响。色彩体现的是一个心理

状态，想要改变心理状态就需要通过不同的色彩搭配

来实现[5]。色彩测试心理学家马克斯·吕舍尔认为，

色彩与心理效应是社会活动中人们受周围的色彩刺

激所产生的一系列主观的认知、思考和情感变化等反

应。在活动舱室这样的动态环境下，高明度的积极色

彩通常是首选，可以用来塑造鲜活、开朗的活动环境。

在静态环境下多采用低明度的消极色彩，以给人安定

感[6]。色彩心理效应见表 2。 
  

表 2  色彩心理效应 
Tab.2 Psychological effects of color 

类别 颜色 不同色彩对人的心理影响 

白色 干净、简洁、纯真，对人的心脏起到镇定作用

红色
热情、兴奋、能刺激神经，使用不当会让人

感到精神疲劳 

高明

度的

积极

色彩 黄色
温暖、明快，合理运用能增加人的食欲，使

用不当会增加人的焦虑感 

绿色 和谐、平静，缓解紧张心情和眼部疲劳 

蓝色
舒缓、镇定，让人平稳理智；淡蓝、粉蓝会

让人心情愉悦 

低明

度的

消极

色彩 紫色 高贵、神秘，使用不当会给人轻浮的感觉 

 

2.2  区分舱室的功能性 

船舶舱室的色彩要根据舱室的功能性来打造不

同的舱室环境，以达到色彩的心理调适功能。应用色

彩美学可以层次性地区分不同舱室的区域类型，完成

空间的自然过渡变化，给船员营造一个舒适良好的色

彩环境。船舶空间舱室的区域化设计主要通过船舶船

体的不同结构、甲板的不同层级来划分不同的功能及

类别，以此有效区分活动区与工作区，减小工作舱内

噪音对船员日常生活的打扰。在体现出舱室整体色彩

统一性的同时，也要体现出各区域的独特性。为达到

共性与个性的统一，需要着眼于颜色及家具的材质等

要素，并依据舱室的环境特征及舱室不同的功能性来

实现色彩设计的区域化。 

舱室的色彩配置需要在遵循整体结构特点的情

况下，发挥色彩对舱室环境空间的优化作用，同时满

足整体与局部的色彩配置原则。整体是在色彩三要素

协调统一下的色彩基调，局部是与整体相呼应的色彩

辅调，与整体的明度、纯度相差较大，主要对色彩基

调进行点 。 

根据孟赛尔色彩体系，以色相、纯度和明度三维

的立体模型为核心，通过不同的颜色视觉特性来划分

颜色种类，如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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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孟赛尔色彩体系 
Fig.1 Munsell color system 

 

2.3  改善舱室空间的视觉效果 

色彩的远近感性质，会引起人的视力错觉，因此，

不同的色彩会对舱室环境起到调节空间的层次体积、

改善空间的视觉广阔度等作用。在实际设计中，针对

较小的舱室空间，其舱壁应使用明度较高的浅色系来

扩大视觉空间感，而地板可以使用明度高于 5.0 的重

色系。 

不同明度的色彩对光具有不同的反射率，因此，

船舶舱室的色彩设计往往会通过改变色彩明度、光的

反射率来调节舱内采光[7]。在采光较好的环境中往往

使用深色系，而在采光一般的环境中多使用浅色系。

同时，在舱室设计中可以根据不同的地域和气温来使

用不同的色彩，处于寒冷水域的舱室色彩应使用低明

度、高纯度的暖色为主色调；航行于温暖水域的船舶，

其舱室色彩以纯度较低的冷色为主[8]。 

3  色彩美学在舱室设计中的应用分析 

本文的研究对象——湖库区 LNG 发电船舶是使

用 LNG 燃料为在特定湖泊和水库区域的船舶提供电

力能源保障的船舶，具有长期离岸、定点驻守、危险

作业等特点。根据作业规程和运营成本的要求，船员

需至少在上船满一个月后才能进行轮换，生活补给物

资由摆渡船舶定期提供。 

良好的环境色彩可以让船员与环境相互适应，从

而提升船舶各方面的经济性。船舶舱室内部的色彩设

计，是根据舱室不同的使用途径和功能来决定的，其

舱室色彩设计环境可以分为生活舱室、工作舱室 2

类，船舶舱室的整体色调应按明度从高至低来进行

配色。 

3.1  生活舱室 

3.1.1  居住舱室 

居住舱室是船员休息放松、调节身心状态的空

间，好的居住环境是保证船员身心健康的重要因素。

对于船舶舱室生活区的颜色设计，通过使用简洁、一

致的颜色，可以营造出安逸舒适的氛围，减少压抑

感[9]。除此之外，可以在舱室的一些细节设计上取巧，

利用颜色变化来营造出不同的季节氛围，从而调节船

员的心情，如可以在窗帘上搭配不同的颜色来体现四

季的变化。春天和秋天可以用明亮一点的色彩，让氛

围更加活泼；夏天可选用绿色等冷色调，让船员感到

凉爽，减少热天的燥热感；冬天可选择浅橙等暖色调，

让舱内变得暖和起来[10]。居住舱室色彩建议见表 3。

居住舱室环境见图 2。 
  

表 3  居住舱室色彩建议 
Tab.3 Color suggestions for crew cabins 

位置 色彩建议 原因 

天花板 白色、浅灰色

考虑到光线的折射，选择比舱

内壁浅的颜色，增大视觉空间

感，减小压抑感 

舱壁 
淡绿色、浅黄

色 

明浅 色 调 可以 缓解 船 员 的紧

张感，营造良好的休息氛围 

地板 紫色、褐色 
深色系可以营造空间层次感，

形成低重心、有稳定感的氛围

家具 
与 舱 内 整 体

色彩统一 

避免 颜 色 反差 太大 带 来 的视

觉疲劳感[11] 

 

 
 

图 2  居住舱室环境 
Fig.2 Crew cabin environment 

 

3.1.2  娱乐舱室 

娱乐舱室作为船员日常放松的地方，通常使用鲜

明的亮色来创造活跃的环境氛围，以此来促进船员之

间的交流，舒缓其紧张感。因此，选用中性暖色，再

配以亮眼的灯光，可以很好地增强娱乐舱室的娱乐氛

围，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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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娱乐舱室 
Fig.3 Entertainment room 

 

3.1.3  餐厅 

餐厅作为船舶中较为重要的公共舱室，其色调氛

围对船员的用餐有较大的影响。为了给船员创造自在

舒适的环境，餐厅首选的环境色彩往往是橙色、暖黄

等，既可以增加食欲，又可以在视觉上使空间变得更

宽敞，增强人员流动性。桌子可以选择白色或淡绿色

等干净的颜色，方便餐后的清理工作[12]，且其桌子的

孟塞尔明度需要不低于 5.5。船舶餐厅内部，见图 4。 
 

    
 

图 4  餐厅 
Fig.4 Dining room 

 

3.2  工作舱室 

3.2.1  机械舱室 

在工作舱室内通常有很多笨重的机械设备，这些

机械设备运行起来发出的热量，会使舱内温度上升，

加上舱室内的采光较差，会给船员带来较大的压迫感

与紧张感，因此，在机舱内壁色彩设计时，应将增强

舱内采光作为基本要求，最大程度地降低机舱内的温

度，见表 4。 

3.2.2  驾驶舱室 

驾驶舱室属于保障行船安全的重要场所，长时间 

表 4  机械舱室色彩建议 
Tab.4 Color suggestions for mechanical quarters 

位置 色彩建议 原因 

舱顶 白色、米色 
与舱壁颜色相协调，增加舱室

的视觉亮度 

舱壁 冷色系 
舒缓、安定船员神经，提升工

作效率[13] 

地板 绿色、蓝绿色
使用中性灰色系，不易反光，

避免刺激船员的眼睛 

 
的行驶会使驾驶员的身心陷入疲惫、低迷的状态中。

在设计驾驶室内的色彩时，必须站在人性化的立场

上，给船员营造安定、舒服的工作环境。若驾驶室的

氛围过于压抑，则驾驶员的状态会陷入低迷；若环境

过于刺激，则会导致驾驶员过度兴奋、急躁。无论是

沉闷还是刺激，都容易造成驾驶员的情绪失常，可能

带来船员行船操作错误（如误判、误读仪表数据）等

不良结果，从而影响行船的安全性水平[14]。 

指挥舱室的色彩设计不能过于暗沉也不能过于

明亮，而是要选出一些能让人感到愉悦的色彩。除此

之外，为了能够缓解船员的工作压力，以及其驾驶船

舶时的紧张感，颜色设计不能太过单一，可以通过同

色系的颜色来营造层次感。驾驶室的主色调可以使用

乳白色等温和的颜色，顶棚和墙壁的颜色自然过渡，

不建议用反差色，容易造成视觉冲击力，色彩明度控

制在正常水平以下，选用低饱和度颜色，从而给驾驶

员一种安稳的感觉。指挥舱室见图 5。 
 

 
 

图 5  指挥舱室 
Fig.5 Command cabin 

4  结语 

在现代船舶舱室设计中，色彩美学作为舱室设计

的一个重要因素，对舱室设计工作的开展具有举足轻

重的作用。以色彩美学为主导的船舶舱室设计可起到

改变格调的作用，可以使船舶舱室内部空间环境的舒

适性得到提升，也可以使船员与舱室环境之间的相处

更加和谐。将以人为本作为设计理念，依照人的特点、

需求以及活动方式来打造船舶舱室的工作和生活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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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这样既可以增强船舶的视觉感染力，又可以增强

其艺术审美性[15]。色彩美学在湖库区 LNG 发电船舶

的应用，充分发挥了色彩价值，做到了工作与生活相

协调、人性化与科学性相统一，为长期离岸作业的人

员提供了舒适的人居环境和安全的作业环境，具有较

高的工程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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