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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装饰装修工程中的色彩设计与运用

纪晶钰

天津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天津 300380

在现代室内装饰中，色彩是不可替代的关键性艺术表现元素。色彩的选择与运用直接决定了空间艺术的

整体功效。在现代化发展进程的驱动下，居民的爱好由物质生活层面逐步转向了精神层面的追求，他们对室内装饰装

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文中通过分析色彩设计与应用原则，研究了色彩在家居空间与大型建筑室内空间中的设计与应

用，为用户提供美感的空间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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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新时期下，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持续深入，居

民生活质量获得显著改善，对居住环境和居住质量也提

出更为严格的要求，具体体现在室内装饰方面。色彩设

计作为现代室内装饰的重要环节，其通过对各种色彩的

灵活运用和搭配，起到优化空间布局、提升艺术效果的

作用，从视觉艺术角度分析，利用色彩搭配能够创造出

富有美感、层次以及个性的空间环境，为用户营造良好

而舒适的居住环境。

1 色彩的特性功能

人类在漫长的发展进程中，对色彩不断形成认知和

理解，例如彩色壁画、彩色陶俑等，不仅体现了古人类

的艺术情操和非凡智慧，同时也说明了色彩在人类发展

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色彩可以唤醒人类的想象力，例如

看到蓝色会想到大海、天空，看到红色就想到鲜血、热

情、革命等，看到灰色会想到大雾、看到粉色会想到动

物等[1]。这种想象与个人的过往经历、生活经验以及文化

水平具有密切关系。同时，人类在文化发展中，也赋予

了色彩不同的特性功能，例如玫瑰红、分红带给人们柔

和幸福的感觉、米色带给人们以淳朴天真的感觉等，促

使色彩通过视觉触发人类心灵体验。

2 色彩设计与应用原则

结合色彩功能

色彩存在较大的差异是其在运用中所呈现的最大特

征，但从功能角度研究，色彩具有丰富的内涵，可通过

不同手段将其表达出来。将差异作为运用规律，展开

具体空间设计。设计师从用户的年龄特征、职业特点、

精神品位等入手，通过不同的颜色展现空间用户的审美

能力、价值观念、艺术修养。例如，儿童宜采用淡雅活

泼的颜色；青年人宜采用大色系；老年人宜采用柔和温

雅的颜色等，以此表现用户的品味。此外，大多数办公

环境对空间的要求是严格的，一般采用黑白灰作为主色

调，以此凸显办公区间的个性。当然，也可根据个人的

情感来定义、选择颜色，在展现空间舒适性的同时，也

可结合其他颜色突出空间的个性。

了解色彩主题含义，把握色彩的特点

不同的色彩给人以不同的心理感受和情感体验，也

会在室内装饰装修工程中影响到空间布局、明亮度和温

度等，根据色彩的差异性和互补性对色彩设计进行调

整，结合住户的个性化偏好以及性格特点，制定相应的

色彩主题，把握好色彩的特点。儿童对于浅暖色调有所

偏爱，浅粉色以及浅红色都是儿童最喜爱的色彩主题，

青年人更加喜欢艳丽和强烈的色彩，而老年人则偏爱于

温和色调。在室内不同功能分区的色彩设计亦是如此，

根据功能区域的性质和特点选择适当的颜色搭配，书房

与客厅的严肃色调装饰、卧室的温和色彩以及厨房的生

命色彩，与客户进行积极沟通交流，了解客户的情感体

验经历制定针对性的色彩主题设计方案。

注重空间搭配协调

室内的整体装修设计色彩除了室内设计风格要充分

考虑外，需要注重空间的搭配。明确怎样通过综合运用

各种色彩上的搭配方法，来组合变化色彩，使整个室内

空间的颜色装饰形成一个整体。选用这些装修用及装饰

用的材料时，应对不同颜色的相关物理参数进行进一步

了解，对这些装修装饰材料的不同色彩及其使用特性深

入探究，了解颜色变化的规律，避免装修装饰材料随着

使用一段时间而不断发生变化，比如颜色会慢慢开始褪

色或逐渐开始变色。色彩与室内顶棚室外照明的实际使

用搭配关系密切，因为室内顶棚光源与室外顶棚色彩照

明灯的使用搭配方式多样，且都会直接给室内整体环境

色彩产生很大的变化，可以优化室内灯光和颜色之间的

搭配关系[2]。比如在大面积的房间中，使用室内光源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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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棚照明进行色彩照明，就好像是在室外阳光下的一个

玻璃窗和花架，光源自然均匀，使整个家居室内环境的

色彩整体感和色彩照明效果更加突出。日光灯的色彩偏

冷，筒灯、吊灯的色彩偏暖，对不同光源的取舍也应和

室内颜色进行较好对应，需要充分考虑与整个室内环境

中的整体以及灯光装饰气氛的和谐协调性。

彰显个性

室内装饰设计工程中关于色彩的正确设计与合理运

用的另一个重要基本规律是实现色彩装饰设计的高度个

性化。对于室内的整体色彩方案设计来说，在能够满足

整体室内色彩设计统一性的要求同时，可以彰显出设计

者的个性。比如将暖色调设计在室内装饰中，寓意人体

自身性格的开朗与活泼；将浅色调设计在室内装饰中，

寓意人体自身性格的直率与坦诚。

3 室内装饰不同功能区域的色彩设计与运用

书房

书房的主要功能是写作、思考、学习还有读书，其

属于较高精神层次的享受，在书房色彩设计中，要尽量

选择单调而明亮的色调，不影响用户的精神享受。首

先，在选择色调中，尽量以冷色系为主，从心里角度分

析，冷色系可以促使人们气血畅通、心境平稳；其次，

在现代居民生活中，书房是工作休闲的最重要场所，其

使用频率较高，色彩要以中和色为主，不能多于刺激，

以中性色、无彩以及明亮为宜；最后，书房的墙壁和家

具也要选择相对应的颜色，还有绿色植物、装饰画以及

工艺品等，要进行颜色合理搭配，为用户创造出符合要

求、清爽干净的书房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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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厅

首先，客厅在大多数现代化家庭中，是活动范围最

广且被频繁使用的空间场所，同时也是最鲜明地呈现出

室内设计的空间效果。对于客厅设计而言，要充分利用

客厅的主色调及其它器物色调之间的互补性，从根本上

提升整个设计的色彩功能与使用效果，通过这种设计理

念能够有效展现出空间的平衡性和扩展性作用，并且有

利于加强整个装饰的明亮感，特别是在不同的季节之间

起到良好的调节性功效，需要全方位利用系统设计研究

各种物件的移动，加强客厅设计的作用与价值性[3]。基于

上述综合性分析，现代化室装修设计与部署的过程中，

客厅的色彩设计与运用，需要更多地重视整体的动态性

特征及基本需求。

厨房的色彩设计和应用

厨房是烹饪的场所，对于色彩设计的要求标准并不

严格，只需要满足住户的基本需求即可，最为关键的就

是厨房的整洁性和卫生，因此在色彩设计过程中可以选

择银色、灰色、白色等主色调，结合当地的饮食文化进

行一定调整和变通，同时对于厨房用具和摆件等进行评

估，选择明快的色彩，增强厨房的色彩协调性。此外，

还可以选择绿色和红色，有助于提高人们烹饪食物的灵

感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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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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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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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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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生间

卫生间色彩十分关键，通常情况下，小孩、老人对

色彩具有较强的敏感度，因此，在卫生间色彩设计中，

需要综合考虑用户年龄因素。首先，卫生色彩选取要实

现空间、卫生和洁净的延伸，尽量以白色系为主，带给

用户以干净的感觉；其次，在装饰风格、墙面和地面等

部位的颜色设计中，可以考虑浅灰色或者银色，起到衬

托的作用，同时，黑色墙面和地面也可以考虑，能够突

出白色系，带给用户以强烈的视觉对比；最后，设计者

要通过颜色运用创造出清而宜人、冷而不厉的卫生间环

境，防止带给孩子以惊恐感。

卧室



工程学研究与实用·

95

对于卧室色彩的设计而言，最为关键的是要有效展

现出洁净感和朴实的特征，同时也要体现出一定的神秘

感，透过感觉为生活添加趣味性以及活跃性。与此同

时，主卧和侧卧是能够选择不同的设计风格，卧室的色

彩装饰艺术设计形式通常都会选用闭合型的设计原则，

需要注重室内空间的整体性规划，无需考虑整个家居设

计的差异性，但在设计中色彩的选择需要与整体家居设

计主色相协调。

结束语

综上所述，社会文化随着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

的发展，逐渐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人们的价值理念、

思想观念均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室内装饰装修工程中的

色彩设计与应用。因此，作为设计师应抓住用户的生活

品味、年龄性格、职业特点、场地特殊性、实用性功能

等，在室内设计上合理运用色彩，以突显室内空间的艺

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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