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色彩管理原理第一章

色彩基础及色彩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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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什么是色彩？
我们生活在感官体验丰富的世界里，不断采集视觉、
嗅觉、味觉和触觉样本。我们的视觉系统是一个奇妙
的工具。凭借辨别微小和巨大色差的能力，我们可以
区分出数百万种不同色彩。在我们所处的世界里，辨
色是了解物体形状、大小和排列的依据，我们靠它来
成功感知环境。
我们对色彩的知觉并不是在看到时立刻产生。我们对
色彩的体验是通过眼脑之间信息交流而产生。大脑从
眼内受体接收感官输入，通过应用高度复杂的分类系
统来处理信息。这是一个瞬间发生且持续不断的过程。

色彩与外观
在我们所处的世界里，我们称之为色彩的体验与物体
的其他方面互相产生影响。纹理、光泽度和透明度（
表面外观和感觉）
以及照明都对我们的色觉产生作用。但我们往往将
此类外观属性单独考量，与使物体带有色彩的物质无
关。例如，在塑料杯的光滑表面上压印纹理，可以改
变杯子外观。在一些光照条件下，这可使杯子色彩发
生显著变化。这种机理与通过更改用于生产塑料杯的
染料或颜料配方来产生颜色变化有很大不同。
对于综合处理视觉信息而言，眼脑结合远远胜过任何
仪器/计算机。使用仪器的色彩评估系统尚无法精确处
理色彩和外观属性。但它们可以精确分析物体色彩，
在商品规范、生产和检验方面已成为得力工具。 

物体色彩
在我们所处的世界里，物体获得色彩的途径是吸收不
同光线和反射其他光线（取决于物质）。例如，与
波长较短的光相比，水更容易吸收波长较长的光。因
此，仅在水下几米深处，日光的红色部分便已吸收。 
随着深度增加，橙色、黄色和绿色部分逐一消失。蓝
光吸收性最弱，反射性最强，所以产生表面反射，这
也是为什么海水是蓝色的原因。因此，自然界丰富的
色谱只不过是以不同方式吸收和反射的日光组成部分
而已。我们看到色彩时，基本就是看到之前在物体表
面绕道而行的有色光。 

不同环境下的红色

不同光照下的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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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系统
人眼含有两种使我们产生色彩体验的细胞（感光细
胞。 它们位于视网膜内。 

 � 视杆细胞对整体光照度敏感，但无法辨别色彩。如
果视网膜内感光细胞只有视杆一种类型，那我们就
会生活在黑白世界里。

 � 视锥细胞产生色彩视觉。视锥细胞有三种不同类
型。每种都对不同的波长范围敏感，分别对应于红
色、绿色和蓝色。

我们还知道，色彩视觉敏锐度取决于整体照明度。晴
朗日光下，视锥和视杆细胞共同产生我们看到的具体
场景画面（色度和亮度。随着光照减弱，只有视杆细
胞受到足够的刺激，色觉越来越有限。随着整体照明
度下降，我们只能看到暗影和形状，但看不到色彩。
掌握色彩视觉的物理学知识才能制定出眼睛对色彩刺
激的反应测量方法。

眼脑配合
因此，色彩不是简单存在。只有在看到时才产生色
彩。我们的色觉是眼脑配合的结果。按照高度复杂的
分类系统，大脑接受并处理光照和零度冲击，能力胜
过世界任何一台计算机。每时每刻，我们的视觉都处
理并破译新信息，使我们能够感知色彩。

第 1 章 | 简介 

光 – 眼 – 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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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与色彩的形式

第一项产品权利要求
在我们所处环境下，眼睛提供有关物体及其性质（例
如色彩、形状、纹理和透明度）的感觉信号。但这并
不直接转换为数据输入和意识输出。在产生意识知觉
前，大脑先对这些感觉信号进行采样和处理。观察者
对类似物体、场景和光照的体验影响着思维判断。 
心情、年龄和身体条件都对我们的判断产生影响。心
理/神经过程将感觉信号转化成体验和主观评价。色彩
的确是一种身心现象，色觉超越我面对物体的主观认
识，无论喜欢还是厌恶，渴望还是排斥或者质量高低 。

产品外观的重要性
认知的心理成分受到商品设计和制造的高度关注。制
造商知道，观察者认为产品外观与特定用途的使用寿
命存在联系。如果产品外观精美，潜在购买者也会对
产品性能、用途和耐用性给予积极评判。
除了评估整体吸引力之外，购买者还经常使用色彩一
致性评估产品质量。无论是咖啡、巧克力、衬衫还是
汽车，消费者都预期品牌产品展示外观相同。在同一
组内，外观不同的商品给人以次品、旧货或有瑕疵的
感觉。外观一致性越高，消费者对性能和价值一致性
的预期信心越强。 如果可供挑选，购买者就会选择给
人以上等和熟悉感觉的产品。对色彩一致性的要求从
产品延伸到包装和销售，色彩不一致是对产品选择非
常不利的因素。

第 2 章

为确保产品色彩一致，制造商采用客观的技术规范评
估产品。对于几乎所有商品的设计、制造和检验，准
确的色彩规范均已成为不可或缺的得力工具。此类规
范以色度学原理为基础。下文将详细介绍对有色产品
规范和评估至关重要的色彩学基本原理。其中包括有
关这些原则实际应用于商业配色领域的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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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度
色相

色度

色彩的自然分类

什么是色彩？ 
感官知觉描述
我们在婴幼儿时期便可辨认出多种色彩。许多孩子在
学会说话后不久就能说出色彩的名称。可是，虽然我
们生活在色彩丰富的世界里，也时常 谈论色彩，但我

们无法确切描述色彩。如果向 10 个人询问物体色彩，
通常会得到 10 种不同的描述 。

第 3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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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分类的三
要素

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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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定义和划分色彩？
科学家做过多种独立实验，以确定人类是否有先天的
色彩分类系统。每一项此类实验都为物体提供很大的
色彩样本。 样本纹理相似，
但有多种色彩。尽管使用的样本集不同，但在这些实
验中反复出现一系列相同的组织共性。观察者对所有
样本的划分依据都是 3 大基本性质：

 � 主色（色相） 
 � 色彩强度（色度）
 � 色彩亮度（亮度）

色泽（色相）描述我们一般所指的色彩。虽然一种感
知色彩是由多种色彩组成，但它通常集中在可见光谱
的特定范围内。这就是主色，红、橙、黄、绿、靛、
蓝、紫等。可见光谱中的基本色相以圆（称为色环）
图形表示。

色度描述色彩纯度。它与色彩强度相关。 色度越高，
强度越大，而低色度这则视为哑色。色彩明暗的说法
通常与此属性相关。色度与色相无关，在色环上以其
沿色环半径所处位置表示。随着色度增加，色彩位置
移向色环边缘。
亮度确定色彩沿整体亮/暗连续体所处位置，白色在顶
端，黑色在底端。它表示整体光有多少来自物体。亮
度属性与色相和色度无关。
用于色彩排列和分类的这种三维系统已经融入目前广
泛使用的色彩空间模型、色差公式和色容差系统。 

第 3 章 | The natural classification of colors

色彩以 3 大视觉要素为特征：
色相（红色）、色度/彩度 

（鲜艳）和亮度（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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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实物样本的分类系统

色度图和色谱
色度图有助于形象化展示色彩。它们主要是对色彩表示
和分类有帮助，没有传统上使用语言那么主观。
色度图和色谱最简单的分类就是调色板。即使在今天，
这也得到特殊产品专门使用，例如用于炼糖和确定水果
成熟度等。 一般来说，这种调色板存在固体形式（比
色刻度尺）或液体形式（试管），任意编号。
为表示大范围色谱，我们使用视觉三变量，即色谱（又
称色彩目录）形式的三维表示法。
色谱以实物样本形式表示色彩。通过材料样本（例如印
刷或塑料样本）显示各种色彩并分配标签。这种系统通
常与比较色名相关。此类色彩分类系统能够以实物形象
化表示可通过所示技术产生的色彩。这是目测评估色彩
的一种简单方法。

NCS 色谱原理：
纵轴表示黑白，色彩平

面 以圆形沿横轴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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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分类系统必须符合某些条件 ：
 � 主要按照感知参数（例如色泽（色相）、色度和亮

度）进行色彩样本分类。
 � 实际制作的色彩样本数量应该尽可能多。 每种情况

下，20 至 40 种色泽与 5 至 10 种亮度和色度会产生 
500 至 4000 个色彩样本。

 � 色彩样本应在视觉上保持一致。
 � 应以三色刺激值形式或使用分类表，按数字或字母

顺序描述色彩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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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多种基于不同方法的色谱，但几乎全部遵循两大基
本原理： 

 �  纵轴表示亮度（从黑到白）
 � 主色（色相）围绕纵轴呈圆形分布

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就是蒙赛尔色谱（1905年完
成，1915 年发布。 蒙赛尔色系是较早的完整色彩分类
系统之一。 此色系（国际公认的第一套色彩标准）经
过修改完善，目前仍然广泛用于众多领域，特别是色
彩表面鉴定领域。蒙赛尔色系也可视为现行色彩标准
（CIE 色系）的前身。
作为一名画家和美术教授， H. 对色彩分类有着浓厚兴
趣。他为三维色树制作样本（卡片），在其之间视觉
色差最为恒定，最有规律。
其他著名的色彩分类系统有：

 � DIN 标准表
 � OSA（美国光学学会）色系
 � NCS（自然色系统）色谱
 � RAL 设计系统

要高效利用色度图，必须确切了解其限制和不足。只有
市售染料才对样本实际可行性产生限制。色牢度和保色
性也取决于时间并容易老化，用过的产品极少保证 5 年
以上。各样本之间色差经常在色彩空间边缘过大，而在
中心过小。

第 4 章 | 基于实物样本的分类系统

蒙赛尔色谱原理

同色异谱 (*) 现象也有影响。 为消除这种现象，必须在
标准化、已知并可复制的光照条件下（例如在灯箱内）
查看色度图。 除分类系统外，还有 RAL 或 Pantone 等
色彩集合，它们并非通过分类系统编制而成，但也代表
业内广泛使用的颜色。
(*) 有关“同色异谱”主题的详细信息，请参见第 52 页
第 11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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