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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装饰装修工程中的色彩设计与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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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今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室内生活环境和居住空间有了更高的要求。由于不同的颜

色会对人们的情绪和心理产生不同影响，所以在室内装饰装修工程中运用色彩设计能够提高人们对于空间的满意度，

进一步营造更加舒适、和谐的空间环境，满足人们的需求。因此，色彩设计在室内装饰装修工程中的作用以及室内设

计中色彩运用的基本规律，并有针对性的提出了家居不同区域色彩设计及运用的具体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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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在快速发展经济水平的影响作用下，人们显

著提高了生活水平，人们也逐渐追求更高层次的生活品

质。在上述情况的影响下，居室在对居住需求有效满足

的同时，也可以对舒适的原则和审美的原则充分满足，

因此，在室内设计方面积极发展室内软装是一项十分重

要的内容。家居软装具有十分丰富的种类，例如在室内

装修中，地毯、装饰品、壁纸等均是其主要组成部分，

然而在搭配和选择方面，为获得相得益彰的效果，需要

积极统一整体风格。因此，在规划和制定室内风格色彩

过程中，需要对家居物品和室内装饰进行自如、轻松的

选择，促进室内环境氛围和形象实现视觉统一。

1 色彩设计在室内装饰装修工程中的作用

调节使用者的心情

色彩在室内装饰中十分重要，它是人类视觉中最响

亮的语言符号，由于不同的颜色会给人带来不一样的视

觉和心里感受。色彩心理学研究表明，改变颜色是转换

情绪的有效方式之一。因此，在室内装饰装修工程中，

通过对于色彩的把握和设计，可以实现调节使用者心情

的作用。

改变室内的直观视觉效果

在进入到室内空间后，色彩是对人产生直观影响的

第一因素，其次才是对空间图形的理解。因此在室内装

饰装修工程中，通过使用色彩与空间的搭配，能够改变

室内的直观视觉效果，让使用者感觉现有的空间更加宽

敞。例如通过采用家居与壁纸颜色相近等设计手段，可

以在视觉上造成两种颜色的融合，实现空间视觉效果更

为开放的目标[1]。

烘托氛围

不同的色彩可以起到不同的视觉效果，而且不同的

色彩可以营造出不同的环境气氛，烘托氛围，起到改善

人们心理、情绪的作用。比如红色亮丽、鲜明，具有丰

富与可亲性，给人一种热情大方的印象，容易让人联想

到活泼、温暖、兴奋等事物。粉色为红色的淡色，也属

于暖色系，给人的感觉不如红色那么热烈，而是给人带

来温馨和谐的感受。蓝色则给人宽敞、清爽、恬静的感

觉，可以使人平静。金褐色、黄褐色以及橙色等也是属

于暖色系，可以给人带来温暖舒适的感受，因此也成为

室内装饰的主流色彩[2]。

重点装饰

每个场所都有一个要重点突出的地方，比如公司前

台位置会在显眼出留出一块地方展示公司名称，并且会

特意用上引人注意又符合公司文化的颜色。会议室的视

觉中心为投影屏幕，接待室的视觉中心为沙发茶几这一

接待区域，对于这些视觉中心或者重点部位会通过空间

位置、结构以及色彩等将其凸显出来。

2 室内装饰装修工程中的色彩设计与运用的基本规律

色彩的统一性

室内装饰装修工程中色彩的设计与运用是有许多规

律的，其基本规律之一就是色彩设计的统一性。色彩的

统一性即是室内的装饰要有一个主色调，从而便于整个

室内视觉效果的传递，给人美的视觉享受，否则会显得

整个室内杂乱无章、没有层次感，让人心生不快。一般

来说，室内色彩设计的统一性由整个室内构造、家具的

色彩效果、居住者的主观偏好来决定，因为色彩的设计

要以居住者喜欢为前提，然后不能和室内家具的色彩和

风格差距太大，除此之外，还要符合室内整体的构造设

计，不能打破室内的构造布局[3]。

在整体中追求色彩的变化

在对室内空间装饰过程中，若仅对单一颜色进行运

用，会存在一定的单调感，若将部分冷色加入较大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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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暖色里，则会起到画龙点睛的功效。在对装修颜色

选择过程中，需要对整体的空间色调进行合理处理，尤

其加强对同一颜色深浅变化的重视度，例如对地面、墙

面、家居及窗帘的颜色进行综合调整。此外，应当加强

对高反调和中反调相关内容的重视度，实现合理搭配颜

色，使得在整体同一中出现一定的变化。并且在色彩的

作用下，使人们对色彩利用规律有效掌握。

人们的需求差别存在一定规律

由于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工作、修养、爱好和年

龄，因此，他们也存在不同的色彩感应。比如，运动员

对浅蓝色和浅绿色较为喜欢，上述颜色具有兴奋作用和

消除疲劳的作用[4]；大部分年轻人对活泼色系较为喜欢，

该色系存在较大的对比度，从而具有一定的现代化气

息，并使生活节奏变得更快；老年人喜欢的颜色一般存

在一定的稳定感，主要原因在于色彩的稳定感对老年人

身体健康、心情平和具有显著作用。而儿童则喜欢浅蓝

色系和浅粉色系的色彩等等。

3 室内装饰装修工程中的色彩设计与应用

家居生活领域

在家居空间主要分为客厅、卧室、卫生间、厨房等

部分，空间不同，所使用到的主色调也有所不同，但均

围绕主题展开色彩运用。在客厅中，是色彩运用最为丰

富、使用频率最高、空间最大的一个区域，因此，在色

彩设计与运用时，要综合考虑用户的职业、情感、性格

等多方面因素。在卧室中，要注重软装与硬装之间的颜

色搭配，当主体与颜色设计完成后，可利用花卉、工艺

品等来协调主调颜色，以此打造出舒适、温馨的居住空

间。在卫生间中，会大面积采用白色，再搭配着黑色与

浅灰色。或是在深色调的基础上，运用其他明亮的颜色

进行点缀，使得墙面与地面之间简洁分明。在厨房中，

一般采用暖色调营造出温馨、和谐的气氛。

大型建筑领域

办公区域色彩的设计与运用主要遵循以下原则：基

调；形成基调的因素有很多，从明度上来看，分为明调

子、灰调子与暗调子，冷调子、温调子、暖调子根据

色彩冷暖度划分，办公室中的颜色一般采用深颜色，属

于暗调子、冷调子。韵律感与节奏感，室内办公区间要

适当运用色彩，凸显整体空间的节奏感与韵律感，例如

要处理好墙、窗、办公桌、店面、沙发、设备之间的颜

色关系，以此得到较好的节奏感与韵律感。稳定感与平

衡感，上轻下重是办公区间色彩设计中经常使用到的原

则，顶棚颜色一般较浅，地面颜色较深，这样才不会影

响空间构图的平衡感。

办公空间组织与结构中色彩的运用

办公空间主要分为业务空间、服务空间与交通空

间，按照功能用途分为领导办公室、主管办公室以及职

员办公室，空间的使用功能影响着颜色的运用。在一般

设计中，在办公空间组织与结构中使用的色彩不是抽象

的关系，色彩自由对相对商业性空间较小，且在空间延

续性上，应依照“大跳跃、小和谐”的原则。其中，大

跳跃指的是办公空间的色彩变化程度，根据空间功能不

同，色彩主调也存在一定差异。例如，深色调运用较多

的空间会给员工或客户一种高贵、庄重的视觉感受，浅

色调则可以给人带来一种典雅的视觉感受。因此，掌握

好大型建筑中办公空间色彩面积、冷暖对比以及明暗对

比，同时搭配灯饰品、软装、绿植等，能够更好的凸显

出办公空间的主体风格。

以某产业园研发楼二期工程项目为例，在平面设计

中，将办公科研楼作为总体构思的出发点，利用大量绿

色植被来丰富周围环境的空间感，将建筑功能、环境

景观、子区域等都具有协调性的融合在一起，进行色彩

设计时，充分考虑了科研办公楼与周边环境的关系。此

外，S型的平面围合了空间又加强了建筑间的流动性，便

于分区域管理，形成了两朵云之外的第三朵云。在装配

式设计中，建筑相对选用弧形，因为建筑的室内空间中

斜角较多。

空间氛围营造中色彩的运用

照明设备是办公室空间氛围营造的关键部分，办公

室的光照色彩设计关系到整体性氛围的营造，一般采用

衍射、反射的方式配置，首先，建筑应通过反射光来改

善空间顶棚因背光产生的亮度，并结合空间对照明的实

际需求，选择与空间使用功能相匹配的灯光颜色。根据

国际照明标准，普通办公室的照明亮度在300lx，高档办

公室在500lx，在确定灯光亮度与灯光颜色的基础上，为

保证人员办公效率差、缓解眼睛疲劳情况，需将灯光设

置到1000-2000lx。 例如：某产业园研发楼二期工程项目

为例，该工程地上建筑总面积为64368m
2，共包含5栋建

筑，整个工程紧邻湖边，沿湖控高为24m，内侧控高为

36m，是福建滨海新城建设的主战场，工程核心区域的

起点的压迫感与突兀感不宜过大，要与区域标志性建筑

物相呼应。该项目具体分为造型设计、平面设计、装配

式设计，不同部分对于颜色的要求与标准存在很大的差

异，甚至会影响建筑的结构。在科研办公楼的造型设计

中，建筑主体形态为板点相结合的流线型，与水面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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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呼应。

结束语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居住空间用色较为重视。在装

修、装饰期间，用色这一设计内容十分复杂，主要原因

在于它对灵敏度和空间设计技巧的要求较高。然而，施

工人员的这个特性较为缺乏，导致很难把握色彩运用的

趋势。但在设计期间，在深刻理解用色要求和流程，同

时按照环境、空间和时间的不同，能够对色彩的应用和

设计有效把握的基础上，才有利于在装修、装饰期间，

更好的散发色彩魅力。色彩是室内装饰设计不能忽视的

重要因素，了解不同色彩所产生的不同功能及人们自身

对色彩的要求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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