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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温、白平衡与色彩恒常性对色彩设计的重要性研究 
张天予 

（山东协和学院， 山东济南  250000） 

摘要：在建筑、室内设计以及动画绘画、影视制作中，设计师往往注重于即时创造效果，而未充分考虑用户或观众对作品的主
观感受。在色彩设计中，针对光源的色温会导致整体设计产生颜色和质感的差异，外界环境信息不足时，无法建立正确的色彩恒常
感知，易造成观众（使用者）与设计师的原始表达意愿产生偏差的结果，从而影响用户观感。当外界环境信息不足时，无法建立正
确的色彩恒常感知。设计师可在设计时，提前模拟使用时的光照状态，从而实现合理的白平衡，以达到最佳的视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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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设计是事物形状设计完成后，对包括人物、服装、道具

等在内的一切颜色进行绘制、搭配和调整的一项工作。在色彩设
计中，色温的控制和白平衡是其中尤为重要的环节。根据人眼和
大脑的成像特点，设计师可在设计时把握色彩恒常性，提前模拟
使用时的光照状态，实现合理的白平衡，以达到最佳的视觉效果。
本论文将从色温、白平衡与色彩恒常性三个方面为研究对象，探
索色温、白平衡与色彩恒常性对色彩设计的影响性。 

一、色温对色彩设计的影响性研究 
色温（Color Temperature）的概念来自于黑体辐射中。我们在

日常生活中，如果加热铁使其温度升高时，铁块开始又黑灰色转
变为暗红色，最终逐渐变成亮红色，如果在炼钢炉之类的高温环
境下，铁甚至会融化为液态，发出耀眼的橙红色光芒。同时，在
宇宙中的恒星可以看作黑体，当一颗恒星温度足够高时，恒星的
颜色同样会变化，非常高温度的恒星甚至发出偏蓝色的光。 

1.色温对人类色彩趋向影响性研究 
人类对光线的冷暖感受，只局限于从黑到红的变化，其原

因在于远古人类没有观测到足够高温（10000°K）而产生蓝色
光芒。冰雪和河流作为参照物致使人类以红色为暖色，以蓝色
为冷色。如果古人类面对的太阳是一颗白矮星，人类的色彩心
理也会与今天大不相同。 

2.色温对色彩设计的影响性研究 
在视觉设计中，针对光源的色温会导致整体设计产生颜色

和质感的差异。如正午 12 点时，光源为太阳（天空），这个时
候的光源趋于标准光源 D65，色温趋于 6500K；傍晚日落时，
经过大气层的散射，阳光中的蓝光大大减少，光源偏黄，光线
色趋于 3500K 的黑体。因此，设计师应当注意作品的使用环境，
适当调整颜色设计，以削减外部光照及光照变化对作品表现颜
色的影响。 

二、白平衡对色彩设计的影响性研究 
设计师在设计（主要是建筑、室内设计或画报海报等）过

程中，应当实现合理的白平衡（White Balance）。 
1.光源对物体的影响性研究 
颜色的概念来自于人类视觉的感受，在物理概念中称为光

谱功率分布，人类由此产生三原色理论。不同颜色的光源在物
体上照射会改变物体的颜色，人体所观察到的颜色均为光线反
射所得到的。 

不同波长的光线分布的不均匀造成了空间中颜色的不均
匀。麦克亚当（David MacAdam）在他 1942 年发表的文章中指
出，在一定范围（麦克亚当椭圆 MacAdam ellipse）内，人眼无
法分辨不同色泽。因而在设计过程中，设计师能寻找到一个基
准点，以使光源变化对物体颜色产生的影响性降低。 

2.色温色调对白平衡的影响性研究 
白平衡的实质是根据色调和色温经过各种调整，从而得到

设计师所需的色彩。相机上的色温选项用于调节色彩中白色区
域，根据普朗克曲线进行颜色变化，以致得到设计师期望的色
彩。拍摄时的光源色温与相机的色温选项相互对应，因而在白
天拍摄，色温适宜调整至 5000K ~ 6000K，当黄昏时，色温以
调整为 2500K ~ 3000K 为佳。不同于数码相机的白平衡，人类
观看设计作品时无法自由调整白平衡，人类视觉具有色彩恒常
性，是大脑对外界环境感知的反应。设计师可在设计时提前模
拟使用时的光照状态，从而实现合理的白平衡，以达到最佳的

视觉效果。 
三、色彩恒常性对色彩设计的影响性研究 
人眼观察事物包括了大脑与视网膜的共同参与。色彩恒常

性（color constancy）是在观察某一事物的色彩时，我们的大脑
会纠正视觉捕捉的信息，如，我们的大脑“知道”天是蓝的、
云是白的，树是绿的，这些刻板的印象多半在我们幼年时就已
形成，根深蒂固，很难摆脱。通过观察，人体对外界环境建立
起了繁复的对应及感知。人眼依据经验判断周边环境应有的颜
色。借助固有经验，人体能感受到当前光线的变化——白炽灯
或阳光等。如用蓝光照射白色物体（已知其是白色），人眼识别
到该物体反射的蓝光，但大脑仍判定物体为白色。面对新物体，
在不同光照环境下，当环境信息量过少的情况时，人眼以往的
经验无法与观测到的物体所链接从而感知环境光，只能依靠固
有经验进行推测，而固有经历的不同，易造成观众（使用者）
与设计师的原始表达意愿产生偏差的结果，从而影响用户观感。 

设计成品首先映入人眼后，首先为用户造成视觉冲击力的
就是其颜色。颜色在设计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色彩会对不
同性别、年龄、民族、经历以及成长环境的人产生不同的作用。
历史上随着文化的不断的改变与成熟，中国的色彩从陶瓷逐渐
进入日常生活中，五原色的思想开始深入人心。西方的色彩观
念则追溯到印象派画家时期，印象派画家对于“色”的概念进
行了有意义的延伸。印象派之后的新一代画家又更为有效的运
用了光色理论，丰富了艺术实践。国外物理学家常以光源与颜
色为课题，牛顿的光谱开始走上绘画的舞台。  

在色彩设计中，对于色彩恒常性的运用十分广泛，但常没
有意识到这是色彩恒常性在发挥作用，或者说更多人对于色彩
恒常性这一个概念还十分的陌生以及模糊。优秀设计师可以较
为合理的运用此项理论，但是并不知道它的名字以及缘由，并
没有太多的人去追根溯源。  
当一个物体被别的颜色的光照射时，对于此物体的颜色我们仍
然存在原有的个记忆不会受它光源颜色的影响。在我们的视觉
观念里面同个物体在不同的光源条件下的颜色是恒定不变的。
人类都有一种不因光源或者外界环境因素而改变对某一个特定
物体色彩判断的心理倾向，这种倾向即为色彩恒常性。  

要对色彩的恒常性做进一步的研究，重中之重就是要明确
其对于观看者的影响力度。就是需要设计者通过对于色彩的恒
常性对于消费者的心理的影响进行的深入研究，以便达到充分
运用色彩恒常性的特性去设计产品包装，使设计产物的颜色根
据色彩恒常性符合大众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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