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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机械产品的色彩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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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我国机械产品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机械生产企业开始认识到改善企业产品形象是增强企业竞争力的一个有力手

段。通过色彩改善设计，可以弥补产品外观造型上的不足，增强产品的整体感和现代感。从使用者的角度来看，科学的色彩设

计、人性化的考虑，能给使用者创造一个舒适有效的工作环境。从企业整体形象的角度来看，色彩改善设计应符合企业色彩规划

设计，能为未来企业形象打好基础，增强企业在未来市场上的竞争力。 

1  机械产品色彩设计原则 

1.1  功能性 

    在进行机械产品色彩设计时，尽量使产品的功能要求与产品色彩的功能相结合，利用色彩设计使机械发挥其功能作用并有更

好的生产效果，要注意色彩对产品功能提示所起到的辅助性作用。通过色彩设计对产品不同功能部分进行区分以方便作业，并对

产品危险操作部分进行色彩划分起到安全警示作用。同时，在做机械类产品色彩设计时，要注意产品的整体性，色彩要突出产品

的一体性和整体感，这也是机械产品色彩设计功能性原则的重要部分。 

1.2  环境性 

    不同类型的机械产品有不同的工作环境。作为室外工作的工程机械产品，要考虑到工作环境的脏乱程度，色彩及色彩工艺要

做到经久耐脏。以往工程机械多以符合大地颜色的土黄色为基调，让机械产品融入到大地这个大工作环境中，而现今，越来越多

的亮色调出现在工程机械产品中，与工作环境形成对比，为工作环境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3  人性化 

    色彩设计的重要作用就是协调人机关系，使机械色彩满足使用者工作时的心理、生理需求。有效的色彩设计可以减轻工人工

作时的疲劳感和沉闷、紧张的情绪，使其工作时轻松自如、心情舒畅，同时也确保工作效率和工作的安全性。 

    不同的机械产品使用者不同， 在设计时候要根据不同使用者的需求做不同的色彩方案。 

1.4  美学 

    机械产品色彩设计的美学原则同产品造型的美学原则一样，有以下几个方面: 对比与协调、变化与统一、比例与尺度、均衡

与稳定、节奏与韵律、主从与重点、过渡与呼应等。在做色彩设计之前先要把握好机械产品的造型，将色彩与造型完美地结合。 

1.5  流行性 

    流行色，可以说是人类色彩嗜好的自然表现。流行色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机械产品满足流行性原则

不仅满足消费者和使用者的需求，体现出产品的时代性，同时也是机械产品品质和档次的表现。 

    对于机械产品，它们在受到社会群体色彩嗜好影响的同时，也有自己的流行色趋势。因其大多为重型机械，机械更新周期比

较长，其流行色的周期相对其他产品来说也比较长。近年来，国外工程机械已多彩化，而国内很多机械产品的色彩还是以往的惯

用色，大众对国内机械色彩改变的需求越来越强烈。 

1.6  企业形象 

    目前，中国很多大型机械产品制造商都已经建立起自己的VI(视觉形象)系统，而对PI(产品形象)系统的认识还不高。产品形

象是向消费者展示其内在品质与企业信息的最佳窗口。产品形象设计，是树立企业品牌、塑造企业形象、宣传企业文化必不可少

的步骤和条件。 

    机械产品色彩设计是产品形象设计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进行色彩设计的时候选用的色彩要符合企业本身形象系统的色彩要

求，尽量维护企业本身的主色调， 巧妙地使色彩方案与原企业形象相吻合，并在需求的条件下通过色彩的搭配提升企业形象。 

2  机械产品色彩设计方法 

    虽然机械产品包涵的范围比较广，但在设计方法上具有同一性，可以通过理论性的设计步骤，根据具体项目进行设计。 

2.1  确定产品主色调 

    机械产品色彩设计的第一步是先确定产品的主色调。所要考虑的因素有产品功能、所处的工作环境以及使用者的需求等。 

    室外作业的工程机械产品，外观色彩适宜用纯度较高、明度较高的冷色调或暖色调，给人生动、活泼、亲切、明快的感觉，

能增强其与室外环境的对比度，并突出其在环境中的运动感，使杂乱的工作场景因主体机械而有秩序感。若为压路机等重型机

械，则需要加用明度低的深暗色彩，以突出其厚重性，给人功能信服感。同时要注意色彩的适当纯度，避免深暗色彩带来的沉闷

和单调感。对于使用者，主要从其在工作时候心理对色彩的需求来考虑。 



2.2  机械产品分析 

    确定了机械主体色彩之后，需按照产品本身的结构以及功能区将产品分为几部分。分类方式根据产品功能及作业场所不同而

不同，大致可分为: 支撑机械的固定部分、不参与作业的辅助件、产品活动作业部分、人机作业部分、机械危险部分等。 

    支撑机械的固定部分一般采用明度较低的冷色调(可用灰色调或机械主体色彩的同色系深色)，以突出支撑部分的稳定性以及

机械的厚重感和稳定感，给人整体安全感。不参与作业的辅助件(如机械箱体、储物空间、机身外壳等部分)，因其不具有强功能

性要求，所以主要从使用者的心理需求出发，适宜用选定的产品主体色彩或同色系浅色，提升产品整体的色彩感，并降低机械的

厚重带来的沉闷感，清爽的色彩可以拉近机械与使用者的距离，增强机械的亲和性。机械类产品活动作业部分是产品磨损度最高

的部分，所以应采用经久耐脏的色彩，灰色调和低纯度、低明度的中性色彩或者零件本身色彩比较适宜，若选用的色彩不耐脏，

则容易突显产品的磨损度，陈旧的产品也易给人造成厌烦感和沉闷感。同时，活动作业部分是使用者在工作时候目光注意时间最

长的部分，该部分色彩不宜采用纯度和明度太高的色彩，纯度和明度太高易造成视觉疲劳，降低工作效率，增加工作的危险性。

人机作业部分是人与机器的直接接触部分(如工程机械的驾驶台等)，该部分色彩宜采用纯度和明度较低的中性色，给人亲切感和

舒适感。机械危险部分要用纯度和明度高的色彩做提示，以提高使用者的警惕性，但同时，选用色彩要与机械主体色彩相协调。

若有需要严格遵守国家标准安全色准则的部分，则按照国家标准选用色彩。 

2.3  操作面板色彩设计 

    操作面板是机械产品的一个重要部分，其所在部分属于人机作业部分。面板的底色一般采用低明度、低纯度的中性色彩或冷

色调，可通过不同色相色彩的选用划分面板不同的功能区。在划分的时候要严格遵守人机界面设计原则，使控制面板有一定的秩

序感和整体性。面板色彩要与整机总色调相协调，与面板所在机械部分色彩相对比，增强面板的可识度。面板上的指示灯、旋

钮、按键等元件，是使用者重点注意部分，它们的色彩宜选用纯度、明度高，与底色反差较大的色彩。而面板上的显示器部分则

需要选用纯度明度低的中性色彩，避免面板本身与显示信息之间的视觉误差，降低视觉疲劳。 

2.4  标识设计 

    机械产品上的企业标识设计是其色彩设计的一部分。标识与企业、品牌和产品的形象特征要相匹配，打造现代机械生产企业

形象。机械产品的标识设计要保证良好的视觉传达效果。标识设计应该简单明确，标识的文字和图形等构成元素应进行最简化处

理，最大限度提高标识的易识别性，标识在涂装时必须在产品上占有足够大的面积，标识色彩与机械色彩要有鲜明的对比; 机械

主要展示面和结构最简单为其最佳涂装位置，标识的设计和标识在机械产品中的位置设计要遵从现代平面设计原理，满足产品的

时代感。 

2.5  装饰图案设计 

    现代机械产品色彩设计不再是色块的组合，更多产品加入了代表企业形象的装饰图案。中国机械产品存在一些错误的装饰图

案，例如选用与企业本身形象相差甚远的卡通人物作为产品装饰图案或用花哨、繁琐、意义模糊的装饰线“美化”产品，这些都

是缺乏对视觉传达正确认识的结果。 

    作为机械产品的装饰图案，要求单纯、简洁，与机械本身造型结构相配合，能表现机械的功能要求和形态特征，表现出产品

本身轮廓、结构和色彩的美观，并为产品创造一种秩序感和韵律感，符合现代审美观。同时，装饰图案必须与企业视觉形象系统

相协调。一个企业不同系列产品采用相同的装饰图案，能从视觉上突出企业整体形象，增强企业竞争力。 

2.6  产品的细节设计 

    机械产品还有很多细节部分（如工程机械产品的排气口和散热罩等），这些细部的色彩设计及位置和排列方式要符合现代平

面设计原则，在满足功能的前提下匀称且富有节奏感。对人体危险性较小的部分适宜采用纯度和明度低的中性色彩，让这些细部

不重要部分隐藏到机械中。相反，对人体构成危险的部分应该用纯度和明度高的暖色调色彩，以起到警示作用，也突出产品独立

的个性。 

3  结语 

    虽然机械产品包括范围较广，但重型机械，其色彩设计都满足相同的基本原则，且设计思路基本一致。总体来说，机械产品

的色彩要单纯、和谐、简洁，且符合时代审美观。通过色彩设计使机械类产品功能明确化、最大限度突出产品本身的美感，提升

企业形象并提高工作效率。 

                                    建筑机械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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