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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审美也在不断的提升,因此,人们对他们生活中的建筑物的美观度尤其建筑物的装

饰效果有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人对不同的色彩产生的反应不同,同样的建筑使用不同的色彩会呈现出不一样的效果,可见色彩

运用的重要性。良好的色彩搭配不仅是建筑物的室内更加美观,最重要的是使居住期间的人赏心悦目,生活质量也有很大的提

高,可谓一举多得。本文建筑装饰设计中色彩的应用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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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筑色彩的组成分析 

1.1 主体色彩 

进行建筑装饰设计中,建筑装饰效果受主导色彩的直接

影响,因此要先确定建筑的主体色彩,是室内装饰中大面积

应用的色彩。选择主体色彩时,主要依据业主个性喜好、建

筑功能作用等因素,对冷色系或暖色系进行确定。现阶段,

白色是比较常用的主体色彩,也可在白色基础上,加入其它

色彩,如粉色系等。能否合理的选择主体色彩,会直接影响后

续陪衬色彩的选择,对搭配效果影响很大。建筑装饰实际设

计总,选择主体色彩时,要综合考虑个人喜好、建筑功能、实

际环境等因素,灵活选择,保证装饰效果的实现。 

1.2 陪衬色彩 

主体色彩选择后,需要选择其它色彩来对主体色彩进行

烘托、对比或加强,此类色彩即为陪衬色彩。陪衬色彩的应

用作用是提高装饰效果,在选择陪衬色彩时,主要按照主体

色彩来确定。在建筑室内装饰设计中,如果只选择一种色彩,

那么整个室内空间就会显得比较单调。对主体色彩采用不同

的陪衬色彩进行搭配,可丰富室内空间,避免色彩单一产生

的空洞,实现室内装饰千姿百态、色彩缤纷的艺术效果,也能

提升室内空间的层次性。 

1.3 点 色彩 

点 色彩在建筑装饰设计中的应用,也占据着重要的地

位,很多时候点 色彩都能发挥出画龙点睛的作用,使整体

装饰效果得到提升。在室内装饰色彩设计中,点 色彩虽然

占据的比例较小,但其作用非常重要。在选择点 色彩时,

要与主体色彩有鲜明的对比,从感官上产生视觉冲击,使建

筑室内空间的活力大幅提升。需要注意的是,建筑装饰设计

中,点 色彩不能过多,防止出现杂乱无序的感觉。 

2 建筑装饰设计中色彩应用的重要作用 

2.1 调节室内的空间感 

建筑装饰设计中色彩的合理应用会对室内空间的视觉

效果产生重要的影响,合适的色彩可以对室内一些不够完美

的尺度起到一定的弥补作用,使建筑室内的空间感更好。 

2.2 体现出人的个性 

建筑装饰设计中的色彩不单单可以增强人的视觉感受,

由于室内的装饰大多是根据居住者的喜好和需求来进行设

计的,建筑装饰设计的色彩一定程度上还可以体现出居住者

个性。例如,在建筑装饰设计中选择使用暖色调的多为性格

比较开朗的人,而选择使用冷色调的多为性格比较内向、比

较喜欢安静的人。 

2.3 对人的心理起到调节作用 

一般的情况下,室内的色彩会对人的心理产生一定的刺

激作用,例如,如果纯度较高的色彩出现的频率过高的话就

会使人变得很烦躁,但色彩少又可能会使人觉得空虚无助。

所以,室内色彩的选择一定要结合居住者的社会阅历及文化

程度等不同情况设计适合的色彩,在满足视觉需求的同时还

可以起到愉悦心情的作用,起到调节心理的作用。 

2.4 调节室内的光线 

由于不同色彩对光线的反射情况是有很大差别的,所以,

建筑装饰设计中室内的色彩可以对室内的光线强弱有很好

的调节作用。例如,白色对光线的反射率就比黑色或灰色等

的反射率都要高出很多。所以,建筑装饰设计中要认真的选

择合适正确的色彩来对室内的光线起到好的调节作用。 

3 色彩特性和建筑之间的关系 

在建筑环境中色彩并不是单独存在的,它是依附于具体

物体上的,再通过物体所展现的形态给表现出来。它也是建

筑环境的背景色以及相邻色,存在形式是比较复杂的,具体

的色彩视觉效果通常都是和建筑环境中的形态、综合色彩以

及建筑材料有一定关系的,也和各个色彩之间有较大关系。

在建筑环境中的这些色彩是具有独特魅力的,人们是能通过

建筑环境去感受到它的。所以,在建筑设计中运用色彩要注

意的两者之间相互的对比关系。同时,建筑色彩也具有对比

性,如果对两种相邻的色彩进行观看,就会形成色彩对比,建

筑内部或者是建筑外部发生了色彩变化的时候,色彩属性会

有对比现象产生。要是色彩的色相和彩度都一样的话,就会

有明度对比出现,而色相和明度是一样的话,就会有彩度对

比出现。两种色彩之间都会有所差别的,相互之间也会有所

影响。所以在建筑设计时,要充分考虑色彩的搭配,结合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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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因素去运用色彩。此外,在运用色彩的时候,还要对建筑

色彩和建筑造型之间的关系有所考虑,因为色彩和造型之间

是有相互关系存在的,要是将造型说成是物体躯体的话,那

么色彩就是物体的外表,只有这两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建

筑环境的色彩意义才更加明显。 

4 建筑的外形色彩应用 

4.1 建筑的外形色需要与环境协 

建筑外形色大多采用白色、灰色、灰黄、灰蓝等易与环

境协调的色彩,使得整个搭配看起来和谐协调。如江南园林

水墨画般的色彩搭配和江南水乡一派中国山水画的景象,青

山绿水极为和谐。而在大理,苍山洱海的秀美风光,构成了大

理的主体格调,在黑白分明的山水间,是黑白分明的村庄与

田畴。因此,白族民居,一般都采用黑、白、红、蓝四种颜色,

与当地苍山洱海的风景十分协调,古朴典雅,更有一种人与

自然和谐相处的独特美。 

4.2 色彩的使用要讲究与材质的搭配 

这就要求在设计过程中充分考虑到色彩与所采用的材

质的物理属性。比如,黑色的油漆外形一般较为难看,而黑色

的大理石却显得相得益彰,富丽堂皇,神气十足。同时,色彩

的运用还要考虑材质的肌理。有的色彩搭配上适合的材质肌

理可以营造出美感,相反,如果搭配不合适,很可能适得其

反。再加上,现代建筑技术发展迅速,有很多新兴的外形贴面

材料问世,色彩多样,质感和肌理分明强烈,这就要求设计者

们要多下功夫,实际考量,尽量的完全把握好色彩和材料的

搭配方法。 

5 室内装饰设计的色彩搭配的具体应用 

室内装饰色彩建立在建筑装饰色彩之上,而且室内装饰

色彩又是其中的重点。室内色彩可以分为主体色,如家具；

背景色,如墙面、地面；点景色,如摆设。以下从住房色彩设

计实例探讨装饰色彩的应用。 

5.1 客厅 

客厅一般是用来接待亲朋好友,家人娱乐休闲、娱乐消

遣的地方,也是人们活动 多 频繁的地方。因此,客厅的室

内装饰设计就显得很重要了,尤其是在进行色彩搭配时,也

需要进行仔细的思考。一般,客厅的色彩搭配以色彩鲜明、

活泼明丽的色调为主,这种色调的使用可以给人带来一种愉

悦感,一家人在一起时更能显现出一种和谐感、幸福感,给人

一种积极向上的情感引领,调和一家人的生活氛围。比如,

使用淡蓝色为主色调,加以线条或者斑点的点 ,提高层次

感,同时为了维持这一色调的延伸性,可以将一些家中的配

件,比如沙发、茶具等物件也选用蓝色基调,给人以协调性和

丰富的想象空间,增强趣味性。 

5.2 卧室 

卧室是我们休息的主要场所,在人的本能中会寻找更加

舒适温暖的地方作为自己的休息场所,因此,在进行卧室的

装饰色彩搭配时,就要将舒适温暖的色调带进卧室之中。比

如,以橘黄色作为主基调,辅以各种黄白的色彩装饰,还可以

充分利用卧室中较为昏暗慵懒的光线作为辅助,营造一个舒

适温暖的休息环境,床上用品多以白色为主,干净整洁的环

境会使人心情舒畅容易得到好的休息。 

5.3 书房 

书房主要是用来学习的地方,自然要营造出安静祥和的

氛围。色彩搭配方面宜静不宜动,不仅要做到与家中其他空

间的色调相一致,还要将明亮活泼的色调沉静下来,从环境

的色彩搭配上给人以心静的感觉,是躁动的心情沉静下来。

更适合配以整体的褐色木质书架等家具及饰品,配以光洁亮

白的墙壁,是学习的人保持头脑的清醒,学习效率也会更高。 

5.4 厨房 

厨房的功能性相对特殊,其对色彩的应用要求就不是很

高,主要考虑实用性,装饰干净整洁即可。因此装饰色彩的应

用重点为简洁,黑、白、灰等都是相对不错的选择,若是希望

厨房相对活泼一些,不要太单调,可以选择亮色进行小面积

点 ,这样可以在满足业主需求的同时增加展示效果。 

6 结束语 

建筑色彩设计其实也是色彩学在人类生活环境中的一

种实际运用,与其他实用色彩研究一样,随着人类对色彩学

关系的不断探索,必然能使色彩在建筑装饰设计中得到更好

发挥,充分实现色彩在人类生活中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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