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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济南色彩特征



济南位于山东省中西部，属于温带季风气候，季风明

显，四季分明，春季干旱少雨，夏季温热多雨，秋季凉爽

干燥。

济南地形可分为三带：北部临黄河带，中部山前平原

带，南部丘陵山区带。境内主要山峰有长城岭、跑马岭、

梯子山、黑牛寨等等。

泉城济南，泉群众多、水量丰沛，被称为天然岩溶泉

水博物馆。除此之外，济南境内河流主要有黄河、小清河、

大汶河三大水系，还有环绕老城区的护城河，以及南北沙

河、绣江河、巨野河等河流。湖泊有大明湖、雪野湖等。

能见度较差能见度佳 能见度一般 能见度差

济南大气能见度平均值处于一般状态(数据源于PM2.5实时空气指数统计）

气候——四季分明、绿褐交替

土壤——温暖厚重、红褐浅棕

水光——大河名湖、水清域阔

天气——干燥多霾、透度欠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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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虎泉、灰泉

珍珠泉、白石泉、玉泉、漱玉泉

朱砂泉、芙蓉泉、胭脂泉、梅花泉

玛瑙泉、金沙泉、东蜜脂泉

檀抱泉、青泉、柳泉

泉名的色彩演绎
济南城内百泉争涌，享有名泉七十二之说。主要泉

群包括趵突泉，黑虎泉，珍珠泉，五龙潭和百脉泉。古

人曾经留下“四面荷花三面柳， 一城山色半城湖”、

“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的美誉。泉水是济南的灵魂、

文化标记、世界标志，是城市观光旅游与休闲游憩的重

要节点，也彰显了济南的特色自然风貌。

黑

白

赤

黄

青

名泉——百泉争涌、泉色各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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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历史悠久，是史前文化“龙山文化”的发祥地，

济南还有更多珍贵的文物古迹值得追寻。

1986年，国务院发布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济

南在列。济南古城、古建筑、古村落、老商埠以及文庙

戏楼、名人故居等散发出深厚人文气息的古建遗存，古

城不仅是历代济南的共同记忆，而且是乡土气息、历史

积淀、文化积累的汇聚。

1904年, 济南商埠区是第一批自开埠的商埠之一，于

是济南的商埠区一时大兴土木，各式各样的中式建筑、

西式建筑及中西风格融合的建筑如春笋般涌出，在中西

文明激烈碰撞的时代，宗教建筑的风格也有着潜移默化

的发展，各种独具特色的中西混合的大规模宗教建筑逐

渐兴起。

历史建筑

宗教建筑——色彩明艳

传统建筑——青砖点彩

商埠建筑——红砖黄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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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济南色彩定义



1 济南色彩总基调

泉水是济南的灵魂、文化标记、世界标志,泉作为济南城市最

具特色的宝贵资源。济南城市色彩规划的整体理念是泉彩雅

韵，在一副色彩交织的山水泉城的画卷上，新旧动能核心区，

中央商务区、西客站，古城片区等节点就是最闪亮的中心泉

眼。创造和而不同的的城市面貌， 充分体现了济南泉城的独

特魅力。



“城” 界面

（建筑色彩）

人车道路空间

（城市家具）

（道路铺装）

建筑退让空间

（口袋公园）

“市” 界面

（商业空间）

城市基础色

城市建筑主调色是城市色彩基础

色的重要组成部分。基础色是对

城市色彩的第一印象，它的好坏

决定着城市整体色彩品质的好坏。

城市点缀色

是城市色彩中“彩”的部分，对

于城市来说。城市细节上的氛围

营造全部依靠点缀色来完成，所

以城市点缀色的应用范围十分宽

广。可分为城市建筑点缀色彩、

城市家具色彩、道路铺装色彩、

景观绿植色彩。对于点缀色的使

用要秉承用法得当，用量恰当的

思路。

素 城

彩 市

城市色彩一体化营造

2“素城彩市”的结构特色



三、 济南色彩通用导则



1、活用过渡色提升建筑单体和谐度

1主调色

使用面积占总墙面70%及以上的色彩称为主调色，主要使用在在主

体墙面称为主墙色，起到了确立主导基调的作用，对建筑的色彩表

情的影响巨大。

点缀色

在建筑立面中小面积的使用，一般占建筑外立面面积5%以内，使

用的部位较为灵活。主要在门窗、梁、柱、窗台阳台等处的小面积

色彩被称为点缀色。它的使用必须依据与墙面色的配色效果。

辅调色

使用面积占总墙面25%及以下的色彩称为辅调色，主要使用在窗间

墙等小面积墙面成为辅墙色，辅墙色在丰富立面表情，增加色彩层

次上具有具有重要作用。

主辅墙面分色搭配，构建细节色彩点缀

1

2

屋顶色

建筑物有瓦顶的可直接作为瓦的颜色，在使用过程中注意与墙面的

对比度的控制。若建筑物为平顶，可考虑作为屋面的色彩。避免出

现与地域色彩不符的高艳度色彩。

3



一抹色的墙面

主辅墙面营造层次感

有节奏的主辅墙面

丰富立面细节

丰富的立面表情 单调的立面表情

主辅墙面营造层次感

只使用一种主墙色彩易令人感到单调，沉闷。增加辅墙色是缓解

此类问题的有效措施，辅墙色一般占立面面积的20%~30%之间，

根据建筑形制合理使用，与主墙色应搭配和谐。要避免出现两色

面积相等或对比过强。

协调色彩关系

优化后

优化后

较高艳度

较长色距

弱化艳度对比

弱化明度对比

1 2

3

3

2

1

丰富立面细节

除了墙面色彩，建筑的立面表情还受到墙裙，檐口、线脚等各种

各样的构件影响。因此在进行色彩设计时应重视构件色彩，与墙

面色彩和谐搭配，起到丰富立面、画龙点睛的效果。

协调色彩关系

即使选定了适合的主墙面色彩，依然要注意与其他色彩之间的色

彩和谐。一般而言，对比过强的两种色彩不宜同时使用，较高艳

度的色彩应与灰色调进行组合并且要注意色彩间的比例。

1、活用过渡色提升建筑单体和谐度



2、禁止使用慎用色，优化建筑用色

主墙面禁用色主要包含中高艳度、高彩度的墙面用色；在未来的

城市营造中禁止大面积使用的墙面颜色，并控制好建筑主辅墙面、

窗墙比的关系，避免造成色彩污染。

主墙面禁用色

一般而言，在色彩搭配时应避免同时大面积使用两种高艳度色彩

以及红绿，黄蓝等对比强烈的互补色。在色彩搭配时建议以灰色

调为基础，增添少量点缀色。

禁用色搭配

特殊建筑和构筑物

主墙面禁用色

禁用色搭配

特殊建筑和构筑物

特殊建筑和构筑物根据情况一事一议。

（1）历史建筑的色彩

（2）特殊功能属性建筑

（3）地域性的特色材质

（4）地标性的大型构筑物

1

2

3

1

2

3



3、巧用构建装饰墙面提升建筑审美度

老旧小区优化图

建筑立面有机更新

老旧小区建筑外立面陈旧、杂乱，立面色彩搭配较为随意，店招

店牌色彩杂乱，可结合城市有机更新，对外立面色彩及构建进行

规整涂刷，并与上位色彩基调相协调。

空调机位

空调机位有序规整，统一制作，统一位置，与墙面和谐。

立面色彩

避免色彩简单的涂刷，依据该片区的色彩基调，结合建筑的形制，

进行色彩合理的搭配，搭配原则可参考建筑体量的大小进行划分。

户外广告

依据户外广告管理条例，对不符合要求的户外广告进行整改，对

大小，材质，色彩进行合理的布置。

老旧小区现状图



通常情况下组团内建筑外立面不可使用单一用色。相邻建筑应在区域主色

调的基础上，以梯度渐变的方式，调整其辅调色和点缀色，在整体色调不

变的情况下，丰富局部建筑色彩的变化。按地块开发量大小可确定建筑配

色梯度数量：建筑开发量小于等于5万平方米，可选用1-2种配色梯度；

建筑开发量大于5万平方米小于等于15万平方米可选用2-3种配色梯度。

建筑开发量大于15万平方米可选用3-4种配色梯度，以保证整个地块色彩

的丰富性。

高层组团建筑 高层组团宜选用高明度色彩基调,按开发体量避免所有

建筑外立面单一用色。 低层组团建筑 低层组团适合济南墙面基调色即可,对于色

彩搭配可适当放宽要求，增加城市的色彩活力。

多层组团建筑 多层组团宜选用中高明度色彩基调，适当放

宽色彩之间的对比，可依据建筑形制合理使用中低艳度点缀

色彩。

高明度基调
Brilliant tone

中高明度基调
Medium to high tone

高中低明度基调
Single building color control

4、新建建筑考虑与周边色彩协调性



• 相同道路两侧建筑外立面基调色采用同色系或相近色系色彩。

• 控制建筑外立面主体色明度，将相同道路两侧建筑间的基调色

明度差最高值限定在2.0以内。

• 控制建筑外立面主体色艳度，将相同道路两侧建筑间的基调色

艳度差最高值限定在3.0以内。

色彩构成的节奏感是组团或者片区建筑色彩管理的原则。节奏呈现

出的强、次强和弱的关系也同样反映在建筑组团色调的深、浅与明

亮方面。一般情况下，较矮楼型的建筑可使用较暗的颜色，高层建

筑则建议使用较浅用色。主要道路两侧建筑色彩建议选择不同的色

彩梯度进行搭配 。

• 城市快速路：连续相同色彩长度不大于300米

• 城市交通型道路：连续长度不大于200米

• 生活型道路色彩：连续长度不大于150米

• 滨河等步行道路：连续色彩长度不大于100米

街道色彩最大连续界面控制 街道两侧建筑色彩控制

和谐的色彩过渡

明度差过大 色相不和谐 艳度差过大

200-300M 200-300M 200-300M

色彩最大控制长度

1200M

色彩过于单调

5、连续界面注重色彩节奏变化



体量小，使用相近的色彩，既统一又有变化。 韵律感、节奏感。

相似色彩相似色彩

小街区示意

6、建筑群体色彩应有梯度变化



·留住历史、古城神韵：

历史文化街区、传统风貌区古建筑色彩及材质需维持历史原样，修

旧如旧。

·强化中心：和谐过渡：

古城区应符合历史文化街区青砖暖灰基调，商埠区应符合传统风貌

区的红砖黄灰基调，鼓励以“老元素新用”的手法，使其在保留传

统地域特色的基础上更具现代感。

·多元共生、相得益彰：

其它区域新建现代建筑色彩及材质应整体协调，禁止使用高艳度建

筑材质、地域性天然材质可放宽要求。地标性建筑，需专案色彩评

审，一事一议。

历史城区

历史城区范围的划定以济南20世纪40年代城市建成区范围为重要

参考，兼顾现状道路及用地边界，确定四至为：东至历山路，南至

经十路，西至纬十二路，北至胶济铁路，总面积共计18.6平方公里。

历史文化街区

·芙蓉街—百花洲历史文化街区

·将军庙历史文化街区

·山东大学西校区（原齐鲁大学）历史文化街区

传统风貌区

商埠区“一园十二坊”传统风貌区

色彩总体控制要求

7、正面引导、负面控制相结合、严格控制历史文化特色区用色用材



推荐材质：青砖、石材、金属、木构

色彩基调: 青砖暖灰

特色材质: 改造及新建建筑意向青砖、灰石、木构

历史文化街区 古城区色彩使用原则 新建建筑沿用古建筑的色彩及材质，以“老元素新用”的

手法，使其 在保留传统地域特色的基础上更具现代感。

·芙蓉街—百花洲历史文化街区

·将军庙历史文化街区

·山东大学西校区（原齐鲁大学）历史文化街区

荔枝面石材 灰色石材 深色火山岩 青砖 灰砖

混凝土 质感涂料 文化砖 木构 金属

P
A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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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立面杂乱

高艳度立面色彩

错误的色彩及材质

古城区色彩典型问题

高艳度墙面色彩

古城区居住建筑立面禁止使用高艳度色彩,商业建筑可适当使用

中低艳度点缀色,原则不得超过建筑立面面积5%。

错误的色彩及材质

济南古城建筑以暖灰青砖，暖灰石材为主要材质，整体呈现暖灰

色调，建议在传统建筑修缮过程中，保持建筑的原有用材、用色

特征，避免出现冷白、冷灰色替代暖灰，单一颜色材料简单覆盖

的现象发生。

墙面整治

外立面存在诸多杂乱问题，如墙面线路、空调机位，店招店牌无

序增设，很大层面破坏了立面的整体性，应制定合理有效的规范，

提升立面品质。

古城基调原型 墙面被抹白，石材基底被抹灰

暖灰青砖

暖灰石材

易色味变异材质

高艳度单一颜色

冷灰粉刷

白色粉刷

1

2

3

1

2

3

冷灰与基调色味偏离



新建建筑沿用西式建筑的色彩及材质，涂料以质感涂料

为主，石材多使用肌理面的处理，使其延续该区域的色

彩魅力。

商埠区色彩使用
原则

特色材质及元素：砖、涂料、石材

推荐材质：红砖、石材、金属、质感涂料

改造及新建建筑意向

色彩基调：红砖黄灰

质感仿砖涂料 凝灰岩仿石涂料质感涂料亚光面石材

荔枝面石材 粗糙面石材 红砖红砖 金属

传统风貌区 商埠区“一园十二坊”传统风貌区



商埠区色彩典型问题

墙立面杂乱 高艳度蓝色玻璃

高艳度立面色彩

大面积简单涂刷，涂料颜色与商埠区不符涂料简单涂刷

传统老民居以红砖外露为主，红砖色调呈现低艳度暗红色基调，

非单一红色，建议改造过程中使用质感仿砖涂料，或仿红砖肌理

面砖进行有机更新。

高艳度蓝绿玻璃

部分高艳度蓝色玻璃,整体色彩浓烈,在商埠区红砖黄灰基调中色

差过大,建议在后期改造过程中逐步替换。

1

3

冷灰与基调色味偏离 高艳度单一颜色

易色味变异材质

1

2

3 4

1

2

3

4

高艳度墙面色彩

主墙面色彩过于鲜艳,建筑在区域内显得突兀,因此在颜色的选择

上应遵循区域的色彩基调,高艳度的色彩可以点缀色形式搭配,原

则不得超过建筑立面面积5%。

墙面整治

外立面存在诸多杂乱问题，如墙面线路、空调机位，店招店牌无

序增设，很大层面破坏了立面的整体性，应制定合理有效的规范，

提升立面品质。

高艳度有色玻璃



控制要素：屋顶

色彩控制要求：

屋顶：中低明度、低艳度色系为主

1、对于传统坡屋顶区域，宜采用传统材质和色彩以深灰-深赭色彩为主;

2、禁止使用彩钢板材质的反光度高的屋顶材质和明度、艳度过高的屋顶色彩;

3、平顶建筑宜采用与建筑本体类似的色彩，重点建筑可采用屋顶绿化;

控制范围： 护城河内范围内严控 护城河外1公里范围内协调

· 显山露水、色彩和谐： 靠近自然山水的建筑色彩应与自然背景

相协调，遵循高浅矮深，近山则灰远山可艳原则。

· 滨水多元、韵律节奏：滨水建筑应以中高明度的明亮色系为

主，注重沿水界面的韵律节奏变化，建议以地块为单元（原则不

超200米）在明度和色相上需要有变化，高层建筑以统一和谐为

主，低层建筑可适当色彩活跃，增加滨水活力。

· 多元共生、特色彰显：在不影响区域整体风貌要求，地标建

筑和重要节点色彩可适度放宽要求，需专案色彩评审，一事一议。

重要滨水界面

· 大明湖及护城河（注重和谐）

历史风貌类，景观人文资源丰富

· 小清河流域（注重韵律）

现代居住类，是济南城内最重要的东西向生态廊道

· 黄河流域（注重生态）

生态轴线，黄河保护带是济南北部重要的生态屏障

· 中心城区水系（注重舒适）

毛细脉络，济南的生态脉、生活脉、特色脉。

重要沿山界面

·城中山（融合）

点式，主要分布于中心城区，独立成峰

·山边（消隐）

连续式，主要指中心城区南部的山区边界与部分腹地

色彩总体控制要求

重点区域：大明湖及护城河区域范围

重要滨水界面色彩控制

8、严格控制自然山水特色风貌区的用色用材



高艳度色彩与山体色彩冲突 高彩度与山体色彩搭配略显杂乱 中低艳度暖灰色调与山体色彩搭配较为和谐

重要沿山界面色彩控制

山体类型

连续式：主要指中心城区南部的山区边界与部分腹地

点式：主要分布于中心城区，独立成峰

控制要素：立面、屋顶、广告

色彩控制要求：

立面：沿山建筑层高低、密度小，山体色彩青绿，建议使用中低艳度暖灰

色调作为建筑色彩主色调。

屋顶：沿山建筑屋顶大背景以墨绿深色系为主，宜采用中低明度的深灰、

深赭、深绿色彩为主。

广告：禁止高艳度立面、屋顶广告

控制范围：

沿山建筑范围严控

沿山一公里范围协调

推

荐

建

筑

色

彩

山

体

色

彩

推

荐

屋

顶

色

彩



居住建筑
Residential building

现代居住建筑已经不仅限于满足人类的居住

需求，随着人们对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文

化、审美因素与建筑的结合越来越紧密。

公共建筑
Public building

商业商务建筑
Commercial building

工业建筑
Industrial building

公共建筑外立面色彩应选择能够体现当地文

化底蕴的色系与材质，同时需注重色彩的辨

识度提高建筑使用者的出行效率，需进行色

彩专项审核。

商业商务建筑指为人们进行商业、商务活动

提供场所的建筑类型之统称。需在满足传播

商业文化需求的同时更好地满足人们的物质

和精神生活需要。

工业建筑指供人们从事各类生产活动的建筑

物和构筑物。鼓励工业建筑通过色彩与材质

的引导与控制，提升城市工业区整体景观风

貌。

9、建筑分类引导











导则色卡说明
Color Card Description For Guide

理想色彩家族

根据本次规划研究得到的济南主旋律色彩，结合济南现况色彩，

案例色彩。得到符合济南的理想色彩家族。

三大总谱

根据色彩家族推导出济南的墙面色彩总谱,屋顶色彩总谱,点

缀色总谱。三大总谱是提炼整合出的具有指导性色彩谱系,在

其基础上得到二级色谱,对导则的使用指导。

色卡编号体系说明

色卡编号便于总谱中颜色的识别和记忆，便于使用过程中

表述的准确性。此次文本中所使用的色名编号由地名、色

彩类别、数字编号等三个部分构成。

总谱号码系统： JN-Q-01

济南 数字编号

色彩类别: Q-墙面色

W-屋顶色

D-点缀色

色卡使用说明

此色卡依据国际通用色彩体系——蒙塞尔色彩体系的表色方法，界

定每一块色彩的色相、明度和艳度值，以提供色彩的客观准确度参

照。并在《中国建筑色卡》的基础上，根据济南的用色特点，筛选

的150色适合济南建筑色彩基调，色卡中颜色排列按照编号和使用

规律在平面上排列制作成《济南色彩标准色卡》。

本导则中的推荐用色，均可按照色彩编号与《济南色彩标准色卡》

中的颜色进行对应。它既方便了相关管理人员随手查阅，也方便了

在建筑实施过程中对建筑立面色彩的对比判定，具体内容详见随本

导则所附的《济南色彩标准色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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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使用说明

此色卡仅限于推荐色使用，建议在重点区域使用。特殊状况下不

受色彩基准限制。

1.具有地域特色的天然材质及特色工艺产生的色彩。

2.历史性建筑的色彩

3.地标性的公共设施（桥梁、雕塑等）

4.有安全上受法规规定的色彩



JN-5/336

JN-4/307

JN-4/227

JN-4/237

JN-6/470JN-4/187

JN-4/256JN-4/188

JN-4/217

JN-4/277

JN-4/234

JN-4/227 JN-4/228JN-3/120 JN-4/226

JN-4/231

JN-6/481

JN-4/270

JN-4/184

JN-4/269

JN-4/238

JN-4/219

JN-4/230

JN-4/240JN-3/147

JN-4/185 JN-4/294JN-3/145

JN-4/293

JN-4/284JN-4/202 JN-4/223

JN-4/186

JN-4/221

JN-4/189

JN-4/212

JN-4/203

JN-4/214

JN-6/488

JN-4/222

JN-4/220

JN-4/253

JN-4/292

JN-4/205

JN-4/247

JN-4/304

JN-2/078

JN-3/123

JN-2/065

JN-3/146

JN-2/066 JN-4/263

JN-4/265

JN-4/299JN-4/298JN-3/144

JN-4/232

JN-4/302

JN-2/087JN-2/087

JN-4/297

JN-4/255

JN-4/254

JN-4/257

JN-4/283

JN-4/289

JN-2/087

JN-4/274

JN-1/004

JN-2/096

JN-1/010

JN-2/063 JN-1/009

JN-2/110JN-6/449

JN-1/011

JN-5/373JN-4/189

JN-5/387

JN-4/196

JN-5/371

JN-5/360

JN-5/391JN-4/259

JN-5/351JN-4/193

JN-4/262

JN-5/374

JN-5/392

JN-5/332 JN-2/064JN-4/243

JN-5/357

JN-2/065

JN-5/350 JN-4/275

济南点缀色（48色）

JN-5/352

JN-4/306

JN-5/402

JN-4/281 JN-4/305

JN-1/035JN-4/316 JN-1/021

JN-4/267

JN-5/390

JN-5/389

JN-5/409

JN-4/266

JN-1/017

JN-4/264

JN-5/370JN-2/094

JN-4/268

JN-4/315

JN-2/085

JN-4/314

JN-6/425

JN-2/106

JN-5/375

JN-1/045

JN-4/319

JN-4/318

JN-2/113

JN-2/086

JN-2/085

JN-6/449

JN-2/112

JN-2/090

JN-1/047

JN-1/012

JN-1/045

JN-1/025

JN-1/023

JN-1/029

JN-1/005

JN-1/042

JN-1/007

JN-2/073

JN-2/071

JN-5/407

JN-1/045JN-2/114

JN-1/037

JN-1/044

JN-2/108

JN-1/030

JN-1/041

JN-2/111

JN-1/034

JN-2/097JN-2/098

JN-4/310

JN-5/332JN-4/171 JN-4/182JN-4/225 JN-5/330 JN-3/160 JN-3/133

JN-3/161JN-3/144 JN-3/157 JN-3/156 JN-3/129 JN-3/137JN-2/097JN-4/227

JN-4/202 JN-4/304 JN-2/060JN-2/065JN-5/340 JN-2/108JN-1/023JN-4/230

JN-2/064JN-4/188 JN-5/338 JN-5/334

JN-3/125

JN-3/132JN-2/103JN-2/062JN-4/245

JN-5/346 JN-2/071JN-2/069JN-4/203 JN-2/063

JN-2/083

JN-2/110JN-4/251 JN-5/352

JN-5/360 JN-2/067JN-1/005JN-4/183 JN-4/304 JN-5/398 JN-5/385 JN-1/004

济南墙面（150色）

济南屋顶色（48色）

JN-4/185

JN-4/187

JN-6/469

JN-6/488

JN-6/481

JN-6/468

JN-4/263

JN-4/252

JN-4/199

JN-4/207

JN-4/197

JN-4/249

JN-4/188

JN-4/202

JN-4/210

JN-4/191

JN-4/198

JN-4/194

JN-4/225

JN-4/259

JN-4/283

JN-4/262

JN-4/264

JN-4/250

JN-3/135

JN-2/093

JN-6/444

JN-6/448

JN-6/446

JN-2/114

JN-3/133

JN-5/363

JN-5/366

JN-1/023

JN-5/370

JN-5/391

JN-3/147

JN-3/126

JN-2/106

JN-2/110

JN-1/012

JN-1/019

JN-6/438

JN-6/429

JN-6/425

JN-6/433

JN-6/492

JN-1/045

导则色卡说明
Color Card Description For 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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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属编号： JN-4/223

对应中国建筑色卡 : 0242

济南色卡示意



"市"界面色彩管控

公共空间是由路面（车行道、自行车道与人行道）、单侧

或两侧绿化带和建筑立面“包裹”而成。与色彩相关的街

道空间要素也是因这些界面而生。路面及其设施、绿化带

及其设施、建筑及其构件、屋顶屋檐，商业界面、城市家

具、信息指示系统，以及夜间照明系统等等，这些要素都

是城市色彩的载体。

管控要素
城市家具色彩

城市景观色彩 第五立面色彩

城市广告色彩

地面铺装色彩

墙面色彩



济南市基础施系统，在街道公共空间中承担着城市基础设施与

公共服务设施的运行功能，为人们提供照明、指引、休憩、划

界、欣赏、卫生等方面的专门化服务。城市家具是一个复杂的

系统，由杆、亭、箱、牌、 屏、柱、栏、桩、椅、以及形态信

息与符号等要素构成。形式与形态以及管理与功能等级各有所

属，色彩依据标准附在不同层级的城市家具上，包括全市域范

围内的基础设施系统，特色区域设施系统，以及特定场所设施

系统。高品质的街道及城市公共空间，城市家具系统必须是经

过专门规划与设计的，地域文化性与艺术性是其追求的目标。

不同属性的公共空间，城市家具在空间环境中显身与隐身的要

求是不同的，色彩在其中起协调的作用。

实施策略：统筹策划，分项设计，整体协调，浑然一体，反对

各自为政，杂乱无章。

济南城市是一座具有多样性街道与完备商业公共空间的城市。

在这个城市空间中，由不同尺度、形态的步行街、商厦广场、

橱窗店面、店招店牌、商业广告等要素及其系统构成。色彩

就是通过这之中的每一个要素与系统来显现的，其中商业广

告与店招信息就是其中最抢眼的信息。在这类所谓“市井”

的空间里，人们的都市生活与感受有相当一部分就是沉浸其

中。而广告与店招形态、尺度与色彩处理优劣，便是城市色

彩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商业信息从地面到店面、再到街面，

还可以延展到高楼的墙体与顶面，这个关系处理不好，最容

易被定义为“视觉污染源”。

这类“市井”空间因所处的区位、商圈规模、市场层级的定

位不同而不同，所有呈现在“市井”空间中构筑物的色彩品

相综合反映了本地环境风貌美学的品质。因而，城市广告与

店招形象对景观风貌质量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大型广告的设

置必须对其色彩进行严格把关，以确保对城市形象、建筑立

面无重大负面影响。像这样的空间色彩系统管理，需要做专

题规划与设计，以便引导与管理。

实施策略：统筹策划，分类设置，整体协调，浑然一体， 反

对各自为政，杂乱无章。

基础设施色彩 户外广告色彩

"市"界面色彩管控



城市地面随着城市功能不断地衍生形成了多种形态与形式，各

种各样建筑退线形成的广场，各类人、车行道，色彩依靠地面

用材、划线乃至公共艺术而显现出来。它是构成了济南城市城

市景观风貌的要素之一。

地面铺装色彩经常被人们忽视，然而，它由于对景观占用比例

大，此区域的色彩品质，直接影响到城市空间形象品质。因为

它总是处在近人尺度的视域内，具备很强的色彩表现力，如同

家庭装饰的地面处理。地面铺装色彩及其形态构成，应根据不

同功能的街区、广场、公园和周边环境做专项规划与设计。并

进行分级营造与管理，区分普通基础铺装、重点特色地区铺装

与城市重要节点铺装的差别。对于城市功能与城市文化的叙事

来说，地面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公共空间界面。

地面铺装色彩

建筑的屋顶面被定义为“第五立面”，在城市景观的鸟瞰视野

中，承载的美学功能越来越受到重视，其配色效果也确定着城

市景观色彩的品质。因此，城市开发“第五立面”要做专项的

色彩设计，设计方案要对这个地域景观环境色彩的效果有正面

的影响表述。

实施策略：随建筑原型显色，色调明度宜深不宜浅，宜暖不宜

冷，宜灰不宜艳。

植物绿化是景观环境品质中不可缺少的要素，城市景观营造应

充分考虑植物季相色彩表现的可塑性，从而进行规划布局。建

议开展基于济南城市美学营造语境下的植被绿化色彩专项研究

与规划编制。

第五立面色彩

景观绿植色彩

"市"界面色彩管控



“色立体”，是由色相、明度、艳度三个色度参数构成。如图所示。其

原理是色彩学者参考了地球的形态创建了这个三维空间模型。赤道的位置

上置放了可见光谱上典型的颜色，叫色相环；中心地轴位置设明度轴，其

上置放了所有不同明度的灰色序列；在色相环与明度轴之间形成的不同艳

度色域称艳度色域。在“色立体”上有序地呈现着不同色相色域、不同明

度色域和不同艳度色域的关系。

3.1 色立体

色相,即颜色的相貌 。 色度学实验表明 ， 人的视觉由红 （ R） 、 绿

（G）、黄（Y）、蓝（B）4个原色组成。由它们相互遭遇可得由6个色

域构成的色相环：红（R）、橙（O）、黄（Y）、绿（G）、蓝（B）和

紫（P）。 继续细化，相邻的两个色域相互混合又得到更加细腻的色域：

如红橙（RO）或者橙红（OR）、橙黄（OY）、黄绿 (GY)、蓝绿 (BG)、

蓝紫( PB)、紫红（PR）与红紫（RP）等等，色度区分更加细腻的色相

环。

明度,即颜色的明暗程度。从明度最低的黑色逐渐递增到最高明度的白色，

之间可以区分为不同明度的色度。通常情况下，为了使用方便，明度轴自

下而上分为10个等色差的明度级。1-3级为低明度色域，4-6级为中明度

色域，7-10级为高明度色域。 事实上， 每一个有色相的颜色，本身也有

明度差，比如黄色的明度在8-9级之间；红和绿色明度在5-6级区间；蓝

和紫明度则在2-4级区间。

3.3 明度

艳度,即颜色的鲜艳程度。通常情况下，以色相环上的颜色与明度轴上等

明度灰色进行混合，可以衍生出从艳色，到色相色味逐渐消失的不同灰色

色谱区间。从而区分出颜色色相个性明晰的高艳度色域、中艳度色域和色

相个性接近消失的低艳度色域。因为色相环上的颜色反映着可见 光谱波

长的色序，长波长的红色被灰色混合产生的可辨别色度灰色要比短波长的

蓝紫色的多，因此，颜色艳度衍生出来色谱数因光波波长敏感度而异。

3.4 艳度

色彩系统说明

3

2

1

4

色立体结构示意 色相环及艳度关系 艳度与明度 明度对比

3.2 色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