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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共交通色彩设计研究 *

严艳萍

摘要：城市公共交通色彩作为城市色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美化城市环境、提升城市形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本文通过阐述城市色彩和城市公共交通色彩的内涵和功能，对比国内外公共交通色彩的设计和应用实践，在

分析武汉市公共交通色彩应用现状的基础上，拟定武汉市公共交通色彩设计的总体原则，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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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武汉市为例

城市色彩是城市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

来，伴随着中国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城市环境和城

市色彩设计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城市公共交通

是城市的基础服务设施，其色彩设计作为城市色

彩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受重视。如何通过

科学的色彩规划设计，让公交车、出租车、轨道交

通等公共交通工具，公交站台、道路、人行天桥、桥

梁等公共交通设施，成为美化城市环境、塑造城市

品牌、提升城市形象、增强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

载体，这是一个重要而现实的研究课题。

一、城市色彩与城市公共交通色彩的内涵及

功能

（一）城市色彩的内涵及功能

城市色彩是指城市公共空间中所有裸露物体

外部被感知的色彩总和，由自然色和人工色两部

分构成。城市中裸露的土地、山石、草坪、树木、河

流及天空等,所生成的都是自然色。城市中所有地

上建筑物、硬化的广场路面、交通工具、街头设

施、行人服饰等,都是人工产物,所生成的都是人

工色。在城市人工色构成中, 还可再按物体的性

质,分为固定色和流动色、永久色和临时色。城市

中各种永久性的建筑、桥梁、街道广场、城市雕塑

等,构成固定的永久性色彩;城市中车辆等交通工

具、行人服饰构成流动色；城市广告、标牌、路牌、

报亭、路灯、霓虹灯及橱窗、窗台摆设等等，则构

成临时色。[1]

城市色彩是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的重要组成部

分，直接反映城市历史文脉和整体风貌, 展示城市

人文精神，彰显城市的现代文明程度，是城市特色

与品位的重要标志,是城市魅力的重要构成,也是

城市性格的一种符号。

（二）城市公共交通色彩的内涵及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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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共交通色彩主要指公交巴士、出租车、

城市轨道交通等公共交通工具，公交站台、道路、

人行天桥、桥梁等公共交通设施的色彩，属于城市

色彩中的人工色，是城市色彩的重要组成部分。

城市公共交通是一个城市独特流动性文化的

载体，担负的远不止公共交通的功能作用，更具有

传播地方文化、塑造城市形象的重要作用，是城市

可识别的元素之一。合适的色彩规划设计可以让

公共交通在具有自身识别性的同时，又成为城市

的风景线。如果说城市色彩是城市环境形象的“名

片”，那么城市公共交通色彩就是城市“流动的名

片”。

二、国内外城市公共交通色彩设计的实践

目前，世界各国对城市色彩已经有了很多的

研究，许多城市制定了城市标准色并加以实施。对

公共交通色彩设计的理论研究虽然不是很多，但

在实践中许多地方进行了大量探索。

在中国，虽然城市色彩的研究和实践尚不成

熟，公共交通色彩研究更是非常缺乏，但是，一些

城市在公交车色彩上也进行了许多实践，如统一

公交车颜色，减少车身广告面积，制定公交车外观

色彩的相关条例等等。这些做法并没有成熟的理

论来支撑，国内更没有成熟的案例来借鉴参考。

（一）公交车色彩：设计专业考究、地域特色鲜明

1．欧洲城市的公交车色彩，与城市自然风貌

搭配非常协调

英国。自 1995 年起，英国伦敦运输公司的车

便一直沿用著名设计师道格拉斯·斯克特设计的

以勃艮第红为主调，辅以中国绿和中黄色的红色

双层公交大巴。这种红色与城市其他公共设施，包

括皇家仪仗队的卫兵制服颜色基本一致。伦敦的

老城区有古老、暗淡的灰绿色街道及建筑物，给人

稳重、低调、浑浊、朴实的感觉，在以中暗色为基调

的城市色彩衬托下，这些公交大巴就显得色彩鲜

亮温暖，格外醒目和热情，让老城区充满了现代生

活的气息，又不失老城的优雅。

意大利。威尼斯水域面积大，自然风光独特，

素有水城的美誉。在威尼斯，船只就像公交车一

样，是一个很普遍的交通工具。大量的船只选用了

类似天空的蓝色并间杂着白云的白色，有极少的

船只选用了大红色。小面积的红色与大面积的蓝

色形成强烈对比，使得整体色调明快生动，极具地

域特色。

2．国内公交车色彩设计，逐步向专业化迈进

北京。2005 年，北京市对公交车进行了专门色

彩设计，依照美国 PANTONE 色卡的表色系统，采

用明快、和谐的色彩搭配方式，符合人们追求全色

相的视觉心理，体现现代北京与时俱进的时尚风

格。在公交车色彩设计方案中，除了原有设计概念

中的正侧立面外，又加入了新的设计理念，即把公

交车的顶面作为一个设计视点，这样在公交车通

过高层建筑、高架桥、人行过街桥等高视点的视场

时，会产生另一个层面的美感。

成都。成都市根据公交发展规划，结合公众出

行习惯，把公交线路分为五类，分别用不同的颜色

来识别:快速公交，即在主城区主要干道公交专用

道快速运行的公交线路，车身识别颜色为红色;环

线公交，即主城区环行干道公交线路，车身识别颜

色为橙色;常规公交，即主城区干道及主要街道的

公交线路，车身识别颜色为绿色;支线公交，即主城

区中、小街道公交线路，车身识别颜色为蓝色;远郊

公交，即起点和终点一端在主城区，一端在卫星城

建成区的公交线路，车身识别颜色为黄色。结合公

交车的大“变脸”，公交车车身广告重新进行了规

范。车身广告发布位置限制在两侧车窗以下、前轮

中心线以后位置。而车身正前方、两侧车窗及以上

部位、尾部车窗及以上部位为色彩识别部位，一律

不得用于商业广告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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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出租车色彩：统一用色仍是主流、色彩搭

配开始兴起

1．欧美城市的出租车大多统一用色，方便人

们寻找和搭乘

美国纽约规定出租车一律用偏暖的土黄色，

黄色福特出租车已经成为这个城市的标志。

澳大利亚悉尼的出租车统一为白色并在引擎

盖上喷上大大的“TAXI”字样，广告内容在车尾，有

专门为广告而制作的后备箱盖。

德国是名副其实的“汽车王国”，出租车尤其

讲究宽敞、气派。20 多年来，德国出租车一直采用

柔和的“象牙色”，并将其列为全国出租车的法定

统一颜色，体现了该民族严谨和标准的传统，并让

其现代工业产品设计领域中的地位和品味也展露

无遗。

2．国内城市的出租车，正逐步告别颜色统一

时代

出租车亮丽明快的色彩，已经成为城市流动

的音符、行走的风景，会给人们的视觉和心理上带

来轻松、舒适和愉悦的感觉。越来越多的国内城

市，根据自身的文化气质和环境特点选用不同的

色彩方案，并且在色彩的设计、选择和应用上更加

科学。

北京。2004 年，为了规范出租车的色彩，北京

市邀请清华大学制定了《中华北京出租车色彩设

计系列方案》。该方案采用了以金黄色为基色，辅

助色为土红、橄榄绿、普兰、茄皮紫、浆红等暗彩色

的色彩设计策略。选用这样的颜色搭配，因为金黄

色的光感最强而方便人们在白天和夜间辨认，符

合北京作为首都的文化身份。在此基础上，北京出

租车又设计了新的色彩方案，统一以尊黄为基色，

配以“春绿”、“夏红”、“秋碧”、“冬紫”等富有变化

的颜色。此方案在交通工具中既融入了传统文化

的韵味，又充分体现了现代色彩的美感。

香港。香港出租车分为三个类型，分别是市区

出租车、新界出租车和大屿山出租车。市区出租

车，俗称红的、红艇或红鸡，因车身漆上红色而得

名。新界出租车，俗称绿的或草蜢，因车身漆上绿

色而得名。大屿山出租车，俗称蓝的、蓝灯笼、蓝精

灵或屿的，因车身漆蓝色而得名。

（三）轨道交通色彩：设计模式类同、采用“一

线一色”

中国城市的轨道交通发展日益成熟，其线路

色彩规划也符合国际上的相关标准和发展趋势。

北京、上海、广州等主要城市的轨道交通色彩设计

基本上大同小异。

目前，上海轨道交通有运营线路 11 条，每条

轨道交通线路都使用一种颜色作为线路的标志

色。其中，1 号线路识别色为大红色，2 号线路识

别色为淡绿色，3 号线路识别色为黄色，4 号线路

识别色为紫色，5 号线路识别色为紫红色，6 号线

路识别色为品红色，7 号线路识别色为橘红色，8

号线路识别色为深蓝色，9 号线路识别色为淡蓝

色，10 号线路识别色为淡紫色，11 号线路识别色

为深褐色。线路标志色除用于车身外，还用于站

内外导向系统、车站环境设计等。线路标志色的

运用，使乘客可以很方便地找到自己所要乘坐的

线路。

（四）公交站台色彩：满足人的需求、色彩风格

多样

城市的公交站台作为“城市家具”大家族的一

员，不仅是城市外部空间的一种功能性环境设施，

也是体现城市交通形象的一张“名片”。现代人对

城市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当代公交站台已由单

一指示功能的杆式标识发展到包括遮蔽、休息、安

全、景观等多功能化的棚式站台。[2]

济南。按照公交线路途经不同的环境、路段、

区域，济南设计建设了多种不同类型的公交候车

亭。2009 年，为迎接全运会，在主要路段制作了新

式彩色候车亭。这种候车亭整体框架全部采用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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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结构，色彩涂层采用最新热喷涂氟碳漆技术。在

部分路段设置了一些仿古式的公交候车亭，通体

古铜色，亭子的上半部分有着镂空的图案，亭子的

屋顶是用仿青瓦搭成的，并设有休息长椅。

嘉兴。为了使公交候车亭更人性化，更吻合嘉

兴城市个性，2010 年，浙江嘉兴市对公交候车亭进

行了改建，在不同的地段，建设不同风格、样式及

色彩的候车亭。新建候车亭大致分为江南水乡风

格和现代都市风格两大类，两大类风格中，各自包

括两种不同的造型。江南水乡风格类为暗红色，采

用仿古合成树脂和钢板等材质制成；现代都市风

格为淡绿色，采用钢板、有色玻璃等材质制成。南

湖周边地区和环城河附近道路的候车亭，都是江

南水乡风格的，与周围的建筑风格相吻合；商业区

域及城市新区道路，采用现代都市风格类的候车

亭，造型简洁明快，屋顶可以透光。

（五）道路色彩：灰色占据主导、用色走向多元

由于受到材料的限制，道路的色彩一直简单

单调。在很长时间里，色彩在道路中的应用也仅限

于标志标线。现代公路一般以中纯度的灰色为主，

这与建设材料本身的色彩有关，中纯度灰色合适

的吸光、反光度比较适宜眼睛的生理特征，不易分

散驾驶员的注意力。[3] 但是，千篇一律的色彩，缺乏

视觉刺激，长时间的驾驶容易引发视觉疲劳，造成

安全隐患。

近几年，随着材料技术的发展，道路在标志标

线范围以外开始应用色彩。杭州湖墅南路 47 号附

近，出现了国内首条彩色斑马线，斑马线以白色为

基本色，底下铺设了一层黄色的材料，这层材料覆

盖的范围比斑马线略大，斑马线也从“黑白”相间

变成了“黄白”相间。重庆的南岸辅仁路，双向 4 车

道，中间两车道是暗红色，靠人行道的两车道为墨

绿色，打破了道路黑白两色的常规。通过运用有效

的色彩设计，让行驶者精神愉悦，并且利用色彩的

变化，对车流和人流进行了分离。

（六）人行天桥色彩：日益受到关注、追求艺术

效果

人行天桥是城市公共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城市环境美化的一部分。随着经济的快速发

展，城市人行天桥的景观设计越来越受到重视。

2011 年，深圳南山创业路街区对三座人行天

桥进行了改造设计。其中，海雅天桥色彩以灰白为

主色调，采用轻质铝钢材顶面，上面覆盖灰兰色钢

化玻璃，既可遮风挡雨又可保持通透明亮。天桥栏

杆采用金属灰色拉丝不锈钢栏杆，桥面采用橡胶

地材铺设。天桥桥身立面的形式与顶面一致，但是

镂空的，整个桥体形成通透的感觉，同时阳光撒过

桥体时能形成丰富有趣的投影效果，形成了良好

的景观效果，成为统领整个街区的大型艺术性景

观天桥。

（七）桥梁色彩：注重与周围环境匹配、涌现一

批成功案例

城市桥梁作为大型公共建筑物，色彩要与所

在城市的文化品位、城市主色调的选择、地形外

貌、河流山川乃至气候条件等大环境相匹配，才能

保证桥梁色彩设计的成功。近年来，国内一些城市

在桥梁色彩设计方面进行了有益尝试。

重庆朝天门大桥在最富有特色的主拱上下弦

色彩上选用中国红，桥身选用混凝土本色，吊杆部

分采用米白色。其主色调是具有中国传统情怀的

红色，隐喻欢乐热闹的氛围，并代表重庆人民火热

的性格，在灰调的背景中尤为醒目。朝天门大桥的

色彩设计与周围环境高度匹配，大桥犹如红色巨

龙飞舞在两江汇合之处，具有强烈的视觉震撼力。

东莞东江大桥设计充分利用了色彩的对比功

能，将桥梁主构杆件用蓝色勾勒出来，而腹杆与吊

杆涂成白色。蓝色突出本桥的轮廓，也与本桥的结

构特征相吻合，体现了桥梁的技术美。在蓝色轮廓

线的衬托下，白色杆件在视觉上得到了弱化，可降

低杂乱无章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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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武汉市城市公共交通色彩设计现状分析

近年来，武汉所呈现的城市公交色彩日益丰

富，为日新月异的城市建设增添了一道道靓丽的

风景。然而，受重视程度、历史设计、公交设施建设

周期等因素的影响，武汉市在城市公交色彩领域

尚存在一些有待完善的地方。

（一）公交车色彩“视觉和谐”不够

武汉的公交车色彩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公交车色彩主色调还不够突出。公交车

色彩设计上没有顾及城市色彩的整体环境，偏向

于选择对比强烈的色彩组合，为商家做宣传广告，

使得公交车身五颜六色，没有一个令人印象鲜明

的主色调。

二是车体广告影响了公交色彩。目前，车体广

告内容多为酒类、医疗类、房产类、食品类，公益性

广告、情趣比较高雅的广告很少；广告主色调多为

大红、深紫、墨绿、浓蓝，给人以“花、艳、俗”的感

觉，影响了公交色彩清新亮丽的整体形象。

三是公交车与站台色彩缺乏呼应。目前，武汉

的公交车五颜六色，以鲜艳的亮色为主，而新投入

使用的智能公交站台以灰色为主色调，公交车和

公交站台的色彩没有形成色彩明度或者纯度上的

统一，色彩匹配缺乏美感。

四是色彩标识导向功能不明显。公交车颜色

及线路名称无规律可寻，给乘车人造成了很多不

便，由于车辆色彩相同、车型相似、编号相仿而导

致“搭错车”的乌龙事件时而有之。

（二）出租车色彩不够统一

武汉出租车的车体色彩主要以高纯度的绿

色、黄色、桔色和中纯度、中高明度的蓝青色为主。

出租车身大部分尚可统一，但仍有少部分不够统

一，且色相品种太过繁多。从视觉效果来看，高纯

度的色彩设计给人以色彩浓重的感觉，缺乏轻盈

靓丽、时尚活力、大气现代的效果。

（三）轨道交通色彩相对规范

目前，武汉市轨道交通只有轻轨 1 号线投入

运营。武汉规划建设的 12 条地铁线路已经制定了

色彩方案，分别用 12 种色彩表示，每种色彩代表

一条线路，方便市民识别。12 条地铁线识别色分别

为：1 号线为地铁蓝、2 号线为梅花红、3 号线为鹦

鹉绿、4 号线为芳草绿、5 号线为扬子蓝、6 号线为

古琴褐、7 号线为青铜色、8 号线为云苔紫、9 号线

为东湖蓝、10 号线为云鹤黄、11 号线为凤凰橙、12

号线为归元金。[4] 轨道交通用色相对规范，基本统

一在相同色彩纯度内，凸显了武汉浓郁的历史文

化特色。

（四）公交站台色彩较为沉闷

2012 年 6 月，一批智能型公交站台亮相武汉

三镇。新公交站台整体呈灰色，搭配红色、黑色饰

条，站亭上方安装的电子屏幕可以预测报站、提示

线路更改等信息。与改造前相比，新公交站台给人

以时尚、美观、科技、稳重的感觉，在造型设计、色

彩搭配、功能完善方面有了很大进步。但是，新公

交站台仍然存在一些明显的缺点。整体来看，武汉

公交站台造型色彩整齐划一，但缺少变化，没有与

所处商业街区、历史街区、风景区等多元风貌进行

差别性匹配。

（五）道路色彩基本遵循国家标准色

武汉的道路及标志色彩总体上以国家标准色

为主。近年来，道路色彩应用也进行了一些尝试。

2004 年，位于东湖边卓刀泉北路附近的武汉首条

彩色沥青路投入使用。这种彩色沥青采用无机材

料制成，不褪色，有警示和美化城市的作用。2010

年，武汉计划建设 5 条彩色公交专用道，公交通道

采用红色铺装，通过亮丽的颜色警示社会车辆莫

“错位”行驶。同时，设置标志线、隔离护栏，在专用

道经过路口设置公交优先信号，设电子警察监控

专用道。但目前该计划还未能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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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人行天桥色彩单一状况逐步改善

长期以来，人行天桥由于材料基本上以钢材

及钢筋混凝土为主，主色调是以灰色为主的中性

色，比较自然统一，但缺少变化。

近年来，武汉根据人行天桥所处的地理位置

与周边环境等特点，对天桥实施立体绿化项目，分

别用不同的鲜花绿草美化天桥，用不同的色彩阐

述不同的内涵。如武昌光谷地区的五座天桥，体院

人行天桥的主色调是大红色，体现活力、健康、热

情、希望，同时也象征着光谷红红火火的发展势

头；邮科院路天桥的主色调是橙色和蓝色，突出喜

悦、活泼、秀丽、清新，象征着和谐光谷、生态光谷；

鲁巷广场天桥主色调为玫红，主题是热闹、活泼、

兴奋；光谷步行街天桥的主色调是黄色和橙色，体

现华贵、辉煌、光明；鲁磨路天桥则以紫红色作为

主色调，象征高贵、典雅、华丽。

（七）桥梁色彩比较平淡

目前，武汉建成的跨越长江、汉江通道共有十

三座桥梁，颜色基本上是清一色的灰白、灰黄色，

只有晴川桥（江汉四桥）的色彩独树一帜，桥拱使

用了红色，被称“彩虹桥”。灰白、灰黄色属于中性

色系，给人以单调、平淡、沉闷的感觉，与衬托桥梁

的蓝天碧水所呈现的生机和活力不相匹配。

四、武汉城市公共交通色彩设计的原则

武汉在进行城市公共交通色彩规划设计时，

应充分考虑自然、社会、历史、文化、功能定位等多

种因素。

（一）与城市环境相协调原则

城市公共设施按照人们的需求进行布局，具

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如果色彩与城市环

境不相匹配，或是杂乱无章，势必会造成色彩污

染。城市公共交通作为城市公共设施的一部分，在

色彩设计中要遵循城市空间的整体色彩设计规

划。所以，城市公共交通色彩设计要在相对统一的

整体色调背景下，赋予公共交通色彩新的内涵，既

起到点缀城市的作用，又要与整体城市背景色相

协调。

（二）与城市文化相协调原则

城市公共交通不仅能满足城市居民的交通出

行需要，更能体现出一个城市的风格、传统和文

化。法国整体公共交通设计公司总监贝罗女士曾

说:“城市的标志不仅仅是标志性建筑，北京不仅

仅是天安门，巴黎也不仅仅是艾菲尔铁塔，流动的

公共交通工具也是一个城市的标志。”[5] 一座城市

的公共交通工具，就是传递这座城市风格、魅力和

文化的流动符号。只有从城市风格的角度出发，结

合城市意象，对城市空间进行提炼，在此基础上对

公共交通进行色彩规划设计，才能塑造出具有人

文特色的城市色彩形象。

（三）色彩搭配原则

色彩本身是没有美丑之分的。所谓色彩美，完

全美在色彩与色彩、色彩与周边环境的协调上。[6]

从色彩规划的角度看，色彩应当是变化的，正是因

为有了色与色之间的差别与对比，才会显得每一

种颜色都好看。因此，公共交通色彩设计，应通过

科学合理的颜色搭配，产生整体协调的色彩混合

效果，营造出统一中富有变化的色彩形象，起到丰

富、美化城市色彩的良好效果。

（四）色彩心理原则

色彩具有色相、明度、饱和度三要素，分别具

有不同的视觉与心理感知特性，对人大脑和精神

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一般来说，色性偏冷而明

度高的颜色，使人感觉轻快且有高速感; 而色性

偏暖明度低的颜色，则使人感觉沉重且有低速

感。优美和谐的城市色彩可以对人们的生理及心

理产生良好的影响，而不和谐的城市色彩会影响

城市形象，对人们的生理、心理造成损害，影响生

活质量。在城市交通色彩设计时，充分考虑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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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色彩感知规律和心理感知特性，从心理上影

响市民，使其产生亲切感、愉悦感、认同感，是非

常必要的。

五、武汉城市公共交通色彩选择与设计框架

（一）公交车色彩设计：宜选择浅冷色调为主，

一类线路确定一个主色调，同时注意车顶、车身广

告与公交车底色的协调。

武汉公交车色彩设计，首要是确定公交色彩

主色调。主色调的确定应考虑武汉的自然地理、历

史文化、经济发展以及城市建设主方向等多个要

素, 选取城市的主要色彩或者接近的主要色彩 (色

系)。特别要考虑武汉的自然气候和地理环境。武汉

属亚热带大陆性湿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夏热冬

寒。色彩鲜艳，明度纯度都很高的色彩，放在夏季

炎热而漫长的武汉，会给人带来燥热、烦闷的感

觉。因此，武汉公交车的主色调宜选择浅冷色调。

具体公交线路色彩设计框架。武汉现有公交

线路 272 条，划分为城区普线、城区专线、郊区普

线、郊区专线、旅游线路、通宵线、远城区专线、惠

民专线。其中，城区普线线路 42 条（包含 8 条电车

线路），城区专线 168 条，郊区普线 12 条，郊区专

线 22 条，旅游线路 6 条，通宵线 6 条，远城区专线

12 条，惠民专线 4 条。[7]

按照武汉现有公交线路分类法，借鉴成都、深

圳的做法，公交车色彩设计宜结合线路分类，每一

类确定一个主色调。

其中，城区普线车、惠民专线多在区域内运

行，线路较短，穿越城市背街小巷，其色彩设计主

色调宜选择浅橙色，辅助色宜选择黑色或白色，可

以营造富足、快乐而幸福的视觉效果。

城区专线多跨区域运行，线路较长，多穿行城

市主干道、次干道，其色彩设计主色调宜选择浅蓝

色，辅助色宜选择橙色、白色，可以营造冷静、理智

而安详的视觉效果。

郊区普线、郊区专线、远城区专线和旅游线

路，通向新城区、市郊区或旅游风景区，途径的区

域多覆盖绿色的植物、农作物，其色彩设计主色调

宜选择浅绿色，间杂一些黄、红、白等鲜明色彩，从

而使公交车辆与绿色植物交相辉映、相得益彰。

通宵线通常在夜间行驶，其色彩设计应该醒

目，易于识别确认，主色调宜选择红色、黄色，可以

营造热烈、奔放、激情的视觉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公交车的色彩设计除考虑车

身设计外，更要注意车顶的色彩设计。应把公交车

的顶面作为一个设计视点，公交车通过高层建筑、

高架桥、人行过街桥等高视点的视场中，也能让人

产生美感，改变目前车顶不洁的现状。

公交车体广告的色彩应与公交车底色协调。

车身广告必须根据公交车身颜色形态进行设计，

色彩基调相统一，坚决避免五颜六色、花花绿绿，

这样才能做到视觉美观，广告效果突出。同时，车

身禁止整车式广告，车内禁止广告，让行人和乘客

能够拥有更加纯粹的视觉享受。

（二）出租车色彩设计：车身颜色宜以浅冷色

调为主，体现轻盈靓丽、时尚活力、大气现代的视

觉效果。

武汉的夏天炎热漫长，冷色调在视觉效果上

有一定的亲和力，可以避免产生浮躁的心理感受，

能给人带来一种清凉的感觉。冬季气温偏低，又不

宜使用深冷色调。因此，出租车的色彩设计宜以浅

冷色调为主。在色彩的搭配上应合理确定颜色的

纯度和明度，既很好地体现色彩主题，又体现时

尚、轻盈、大气的色彩效果。

（三）轨道交通色彩设计：宜涵盖线路色、企业

标志色、导向标识系统基本色，做到一线一色、便

于区分，既方便乘客寻找，又体现城市文化底蕴。

城市轨道交通标识系统在色彩设置上基本上

分三个部分，一是企业标志色，二是线路色，三是

75



学习与实践 2013 年第 1 期

导向标识系统基本色。[8]国内外城市轨道交通线路

色可谓异彩纷呈，在色彩设计上没有特定条条框

框的约束，但基本上都遵循在各线路的色彩差别

上易于区分的原则。由于各个城市对色彩的偏好

不同，在选择的过程中，一般都会先选择当地居民

喜爱的色彩设计线路色。

从 2012 年到 2017 年，武汉每年有一条地铁

线路投入运行，将全面迈入“地铁时代”。武汉轨道

交通色彩设计应遵循一线一色的通例，同时，充分

听取和采纳市民意见，对线路色和导向标识系统

基本色进行专业设计，既体现武汉深厚的文化底

蕴，又方便市民寻找自己乘坐的线路。

（四）公交站台色彩设计：宜以人性化、协调化

为导向，根据所处区域的主色调和文化内涵选择

主色调，将色彩设计融入站台设施外观设计中，形

成个性色彩设计，在缓解乘客出行疲劳的同时，满

足文化情感需求。

例如，公交站台位于历史建筑区，像汉口原租

界风貌区、汉阳旧城风貌区、武昌旧城风貌区等，

这些区域的建筑材料大量采用石材砖墙，色彩以

灰色、砖红色为主调，反映了三镇不同的历史发展

渊源和文化积淀。[9]因此，这些区域的公交站台色

彩设计，应以灰色、砖红色等一两种色彩为主色

调，点缀其它色彩。

公交站台位于商贸金融区，像汉口建设大道、

解放大道、武昌中南路、中北路、汉阳钟家村等，其

中汉口商贸金融区色调以浅灰墙面、蓝色玻璃幕

墙为主，整体风格较为协调统一。武汉商贸金融区

色调以白色、淡黄色（墙体）、蓝色、绿色（玻璃幕

墙）为主，整体风格在统一中富有变化。因此，为适

应主体多样化的需求，商贸金融区的公交站台色

彩设计应丰富多彩，使用明度较高的色彩，体现商

业区的现代化气息。[10]

公交站台位于风景旅游区，像东湖风景区、黄

鹤楼风景区等，应依托山水环境形成的自然景观，

色彩设计以环境绿色为主，点缀黄、红、白等鲜明

色彩。

（五）道路色彩设计：一般宜遵循国家标准色

或国际标准色，在规范前提下，也可以从原有色彩

出发，慎重改变色彩，不仅可以强化安全设施功

能，也可以提升道路的景观效果。

比如，城市快速干道，像二环线、武汉大道等，

因沿线城市建筑色彩大块面布局、节奏性变化强，

色彩设计宜以浅色调为主，与沿线深色调形成对

比，以满足快速行车中运动的视线景观感受。

城市主干道，像武珞路、中南路、解放大道、中

山大道等，车流、人流大，街道空间尺度大，对沿线

建筑色彩的连续、变化要求不高，但应注意分不同

区段确定一个基色调。考虑到武汉气候特点，色彩

设计宜采用浅黄、灰、棕等偏冷色系为主，但沿街

底层及裙楼色彩可适当丰富，以满足行人的观赏

要求。

在城市的特殊路段，如青岛路长江隧道、水果

湖隧道的进口处，设置适当的彩色（如红色、黄色）

路面，可以较好实现外部明亮环境到隧道内昏暗

环境的过渡，使驾驶员能够适应瞬时环境的变换。

（六）人行天桥色彩设计：宜根据附近建筑、周

围环境、所处区域功能等要素，遵循与环境相协调

的原则进行景观空间布局，天桥配套构筑物的规

划及夜景效果的灯光设计等，在满足功能需求的

前提下，优先考虑美学特性，追求景观效果。

例如，人行天桥处于居住区，如青山红钢城、

武昌南湖、汉口后湖等，色彩设计应当给人温馨、

淡雅的感觉，选取高明度低彩度的色彩，如白色、

浅黄、浅红、深棕色等。

人行天桥处于工业区，如东湖高新区、武汉开

发区、武汉吴家山开发区等，色彩设计应体现现代

大工业的气息，以蓝色、红色、黄色等明度高的色

彩为主。

此外，人行天桥可以借助生态绿化实现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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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效果。根据人行天桥外形特征、所处位置及环

境特征，选择不同的植物，塑造多样化的天桥景

观。比如城市商业区附近的天桥，绿化以观花植物

为主，突出营造“花桥”景观；而在绿化植物分布较

少的街区，应以绿色观叶植物为主；在文化区则种

植可造型的植物品种。[11]

（七）桥梁色彩设计：宜强化与大自然相融合，

与城市文化品位、城市主色调、地形地貌、长江汉

江的意境等相匹配，形成统一的颜色景观，也可以

选用对比色，在环境中突出桥梁，使桥梁更生动、

引人注目，形成风景之桥。

武汉已建好的跨长江、汉江桥梁，如长江一

桥、长江二桥、二七长江大桥、天兴洲长江大桥、江

汉桥等，其色彩设计应选用色相性质相反、光度明

暗差别大的对比色，通过提高彩度和对比度增强

艺术效果，使桥梁更灵动、更吸引人眼球，形成一

道亮丽的风景线，改变桥梁“灰头土脸”的形象。

正在建设的武汉鹦鹉洲长江大桥，连接武昌、

汉阳，处在“龟蛇锁大江”的城市主城景观和黄鹤

楼的景观视线内。大桥设计为三塔四跨悬索桥，主

缆曲线构成的轮廓简洁、轻盈，富有韵律美。建议

鹦鹉洲大桥的色彩设计主色调为冷色系，辅助色

充分考虑龟山、蛇山、黄鹤楼等风景名胜，武昌、汉

阳等区域的文化内涵，使其色彩设计体现地域特

色，体现武汉的历史文化特色。

城市公共交通色彩需要规划。对于武汉市而

言，应该积极开展相关的理论研究，尽快制定出相

应的长远景观色彩规划，将公共交通色彩整体纳

入城市色彩规划体系。在提倡规划让公众参与的

今天，城市公共交通色彩的规划应更广泛地征求

广大市民的意见和建议，充分唤起公众的参与意

识，调动其积极性，共同丰富城市色彩，提升和完

善城市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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