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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and Method Exploration of Urban Color System Based on CAS 
Theory: A Case Study of Wangfujing Block in Beijing

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的城市色彩系统建构和方
法探索*——以北京王府井街区为例

张梦宇   顾重泰   陈易辰   张晓东    ZHANG Mengyu, GU Zhongtai, CHEN Yichen, ZHANG Xiaodong

在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色彩被纳入城市设计的管控要素，成为延续城市文脉、塑造城市特色的重要手段。结合国内外色彩

发展经验，总结当前城市色彩管控的主要问题，针对问题引入复杂适应系统（CAS）理论，从主体、特征和机制3方面剖析

城市色彩系统内涵，提出体系框架。在此基础上，明确色彩系统与城市设计体系的适应关系，包括总体设计、街区控规、设计

引导和实施评估4个阶段的运用方法，细化技术手段及运用场景。以北京王府井街区为例进行技术验证，通过不同尺度色彩

识别形成街区更新治理的管控方案，并利用社交网络平台搭建公众参与机制，实现色彩感知与设计的结论运用，使得一向

难以量化的城市色彩具备纳入规划指标体系并且长效监测的基础条件，为城市大数据支持规划设计提供新思路。

In the context of national territory spatial planning, color is incorporated into the control elements of urban design, which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means to extend the urban context and shape the urban characteristics. Combined with the experience 

of color development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study summarizes the main problems of current urban color management and 

control, introduces the complex adaptive system (CAS) theory, analyzes the connotation of urban color system from three 

aspects of subject, characteristics and mechanism, and puts forward the system framework. On this basis, the paper clarifies 

the adap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lor system and the urban design system, including the application methods in the four 

stages of overall design, block planning control, design guidance and implementation evaluation, and refines the technical 

means and application scenarios. It then takes the Beijing Wangfujing block as an example for technical verification, the 

control scheme for block renewal and governance is formed through color recognition of different scales, and the public 

participation mechanism is built by using the social network platform to realize the application of color perception and design, 

which makes the urban color that has always been difficult to quantify have the basic conditions for inclusion in the planning 

index system and long-term monitoring, and provides a new idea for urban big data to support planning and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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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我国古代就有城市色彩的相关实践，而有

意识的现代城市色彩规划大约从20世纪90年

代开始。近年我国出台一系列政策标准，指导

城市色彩的保存、传递、交流和识别等。

2017年4月，住建部发布《城市设计管理

办法》，提出重点地区城市设计应当塑造城市

风貌特色，并确定建筑色彩的控制要求。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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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经

修订后正式发布，规定历史文化街区、名镇、

名村核心保护范围内的历史建筑应当保持原

有的高度、体量、外观形象及色彩等。2020年

4月，住建部和发改委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

加强城市与建筑风貌管理的通知》，旨在延续

城市文化，加强对建筑色彩、空间环境等方面

的要求。同时，自然资源部发布《国土空间规

划城市设计指南》，要求在总体规划中对中心

城区城市天际线、色彩等要素进行系统构建，

提出导控要求；在详细规划中，加强对建筑体

量、界面、风格、色彩、第五立面等要素的管

控。从中可以看出，将城市色彩纳入城市设计

的管控要素，是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塑造城市

风貌特色的重要手段。在新的国土空间规划

体系下，不仅要关注建筑色彩和空间环境，还

应结合规划层级进行系统构建，实现城市色

彩的整体引导和管控。 

1   国内外城市色彩相关研究

1.1   城市色彩相关理论

国际上，20世纪上半叶欧洲出现“色彩

调整方法”，意大利、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开展

了城市环境和建筑色彩的规划设计工作[1]。这

些研究受到“色彩地理学”的影响，从自然色

彩、环境色彩等方面进行设计实践。例如，意大

利都灵围绕街道和广场，建立“色彩数据库”，

利用流行色制定城市推荐色彩图谱[2]。日本将

建筑色彩拓展到城市景观，从“协调”与“特

色”两大角度提出城市色彩的管控方法 [3]。我

国以“城市”为视角的色彩研究起步较晚，早

期研究为1999年宋建明教授所著的《色彩设计

在法国》，之后不同学者发展了城市色彩理论。例

如，尹思谨[4]提出城市色彩景观规划设计的理论

框架，崔唯[5]论述了城市环境色彩规划的构成要

素，张长江[6]提出预测、引导、调节的色彩管控方

法，王京红[7]提出用色彩表达人的体验等。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大数

据的方法被广泛运用到城乡规划领域，不同学

者尝试对城市空间及环境品质进行数字化转

译。例如，许雪琳[8]提取色彩SHL参数进行由孟

塞尔色彩体系向SHL色彩体系的数字化转译，

提出厦门城市色彩数字化精准管控。龙瀛[9]通过

街景图像测量北京封闭社区周围及内部公共空

间，评估微公共空间的价值。这些研究对城市色

彩规划的理论框架和技术方法起到重要的推动

作用，但是目前基于图像信息对城市色彩量化

计算的研究仍然较少，存在数据精度和计算方

法的诸多问题，亟待进一步研究探索。

1.2   城市色彩相关实践

我国已有多个城市编制了城市色彩规划，在

数据采集方法和管控措施等方面进行实践（见

表1-表2）。北京从2000年开始通过多项规划

工作和多部法规条例，保护和改善北京色彩风

貌，这些法规条例主要涉及历史文化名城的保

护工作。2017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

年—2035年）》获批，将城市色彩提高到总体

规划层面，发布了北京城市基调与多元化研究

成果报告、白皮书和资料汇编，各分区也开始

制定城市设计导则，包含城市色彩专题。这些

文件的出台对北京城市色彩管理起到重要的

推动作用。纵观我国城市色彩规划的编制和实

表1  中国城市色彩规划现状

Tab.1  Current situation of urban color planning in China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城市 基础研究对象 调研方法 控制方法

天津市 自然色彩、文化色彩；
传统建筑色彩、现状建筑色彩

《常用建筑色 02J503-1》；
物卡目视比对

色彩总谱；
城市主色调

武汉市 自然环境、历史文化 使用孟塞尔色彩系统，进行专业的
色彩预算、数据记录和拍照存档

功能分区；
分区色谱

哈尔
滨市

地理气候、传统建筑文化；
历史建筑、现代类型建筑 拍照、色彩提取 主色调；

色彩控制单元

杭州市
城市区域；
重点街道；

部分单体建筑
拍照、色彩提取形成图谱

主色调；
色彩分区；
建筑类型

温岭市 6 大类型建筑色彩 中国建筑物卡国家标准物卡；
数码照相机

色彩总谱、分区色谱；
基调色、强调色

广州市
自然环境；
人文色彩；
人工色彩

提取色谱、物卡测色
宏观城市色彩规划体系；

中观功能组织和空间结构景
观色彩规划指引

苏州市 总体色彩；
街道色彩 对照物卡进行视觉测色 主色调、街道色彩；

建筑色彩、环境设施色彩

重庆市
现状自然色彩；

人文色彩；
人工色彩

利用《中国建筑物卡国家标准》对
照片进行色彩比对

（没有太阳的晴天 10:00—15:00
之间拍照）

基调色色谱；
建筑分类；
第五立面

洛阳市
自然地理色彩；
人文地理色彩；

人工色彩

图像采集；
物卡比对仪测量

总体控制：基调色；
分区控制：屋顶色、基调色、

辅助色、点缀色

长沙市
自然景观要素；
民俗特产元素；
城市人工景观

中国建筑物卡国家标准物卡
总体控制：暖色主色调；

相对自由运用明度；
严格控制色彩艳度

郑州市
城市概况、自然地理、历史文化、
建筑、交通、广告、色彩喜好的

倾向等
中国建筑物卡国家标准物卡

主色调色谱；
建筑分类控制：色相、黑度、

白度、色系对比

扬州市 自然环境、人文历史；
历史城市建筑色彩 实地调研提取城市推荐色谱

基调色控制：“扬州灰、明
月白、烟雨青、暖秋彩、深

浅黛”

西安市 自然地理、人文历史、城市发展
脉络、建筑类型 中国建筑物卡国家标准物卡 主旋律定位；

片区色彩深化

北京市 人文历史、土壤植被、建筑风格、
人工色彩 中国建筑物卡国家标准物卡 基调色；

建筑材质及配色方案
呼和浩
特市

历史文化街区、自然地理、人文
地理、不同时期建筑色彩 图像采集、物卡比色 建筑色谱、主色调、辅色调

上海市 色彩控制分区、实施路径、气候
特征、地区气质、现状色彩基础 3 万多处街景影像、HSV 值

色彩主题、色彩控制分区、
实施引导

基调色、辅助色、点缀色

济南市 城市色彩地域属性、土壤色彩、光
环境分析、人文环境、建筑色彩 实地调研、物卡比色 城市色彩推荐色谱（分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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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仍然存在以下问题。

（1）色彩基础数据匮乏，尚未形成系统数

据库。目前我国城市色彩数据主要通过实时影

像拍摄和物卡比对的方式进行采集，采集数据

有限，精度参差不齐。虽然个别城市已引入大

数据的方法，但未形成完整的技术方案，无法

支撑数据库的系统建设。

（2）不同数据存在自身的局限性，数据之

间缺乏有效关联。大数据或人工拍照采集的图

像数据与真实环境色彩相比存在偏色、比例失

真等问题，难以保证数据的准确性；物卡比色

的方式则耗时耗力。不同方法采用不同的色彩

空间导致数据之间无法关联。

（3）未形成科学的管控方法，色彩规划

实施困难。目前，城市色彩规划主要通过色彩

总谱和分区分谱的方式进行管控，这些专家导

向型的色谱与实际建成环境存在较大差异。因

此，构建复杂色彩系统，适应真实环境，建立自

上而下的城市决策与自下而上的城市建造之

间的关系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2   基于CAS理论的城市色彩系统体系

     构架

2.1   色彩系统的理论认知

对于个体色彩感知来说，好的城市色彩

是种审美体验，是独特的、创造性的、不可重复

的，但对于群体来说，却存在共同的体验[15]。城

市色彩及其演化规律不能通过其构成要素的

简单相加来理解，必须以不可分割的整体观、

相互联系的有机观、每个要素的能动观来重现

城市的复杂性[16]。结合物理学家韦斯特[17]的规

模法则，复杂系统可进行量化和预测，促使了

社会物理学在城市量化领域的发展。因此，以

经典物理学方法对城市色彩的构成层次和要

素进行功能性剖析而形成的色彩图谱往往实

施困难。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引入复杂适应系

统（CAS）理论，借助复杂性科学对于系统耦

合及系统适应性的关注[18]，在剖析色彩层次和

要素功能的基础上，建立不同色彩要素之间和

不同规划层级之间的相互联系，利用大数据的

方法更大范围、更小颗粒识别色彩要素，自下

而上形成色彩系统适应规划实施，为色彩数据

库的运用和推广奠定理论基础。

在复杂适应系统中，城市色彩基于主体①、

介主体②和适应③，形成4个特征和3个机制④ [19]，

明确主体、介主体和运行机制是构建色彩系统

的基础。色彩主体即“色彩基因”，对于城市来

说，“色彩基因”可以分为建筑本体、景观绿

化、路面铺装等。对于单体来说，建筑本体可以

分为建筑部位、建筑构件等。不同构件组成不

同建筑，不同建筑组成不同街区，不同街区组

成城市整体，形成不同层次的介主体。“色彩基

因”和介主体的适应性体现在与色彩环境的

协调度。色彩系统中，标识是指普遍存在的特

性，它为色彩集聚提供了边界，例如一定区域

的主题色，该边界为模糊边界；内部模型是色

彩系统的核心技术；积木机制是色彩更新机

制，如自然选择和动态学习。

2.2   色彩系统的体系架构

（1）总体原则

在明确主体和机制的基础上，城市色彩作

为复杂系统应充分适应城市发展机制，关注主

体施色特征，协调与环境的关系。因此，系统构

建需遵循以下原则：①整体性原则：色彩系统应

将城市作为整体来考虑，感知内容包括整体标

识、运行机制、主体属性及其环境关系等；②多

样性原则：感知对象尽可能涵盖多主体，包括不

同建筑本体、景观绿化、路面铺装等；③地域性

原则：结合色彩地理学，充分考虑地理气候、经

济社会、文化风俗等因素的影响；④可量化原

则：量化色彩感知，选取易获取数据；⑤数据兼

容性：充分发挥新数据对传统数据的补充作用，

考虑多源数据之间的兼容性和转化关系；⑥以

人为本：充分关注市民需求与个人价值的实现。

（2）系统架构

基于以上理论，构建城市色彩系统框架，

包括系统要素、系统运行、运行结果和对应规

划层级。首先，在主体和介主体的基础上，将色

彩系统分为宏观、中观、微观层面，对应规划管

控层级。宏观层面对应城市整体，中观层面对

应城市街区，微观层面对应城市建筑。其次，依

据城市设计理论，将不同层级系统细分为不同

要素，构建纵向衔接关系，城市整体和城市街

区细分为色彩廊道、色彩片区、色彩节点、色彩

标识等；城市建筑细分为建筑本体、景观绿化、

路面铺装等。结合复杂适应系统机制，明确色

彩系统的运行方法和运算结果，其中运行方法

主要包括色彩感知、色彩校正、协调度评估，不

同层级采用相应的运算方法识别色彩要素特

征。建筑层面通过色彩感知和色彩校正识别单

体要素的施色特征；街区层面在建筑层面的基础

上总结街区空间特征，通过色彩协调度评估单体

与环境的关系，提炼街区主题色和代表性单体颜

色，评估其色彩搭配；城市层面结合公众参与，考

虑区域属性，如文化、气候、材质等，识别整个城

市的色彩空间秩序。该色彩系统建立了要素与整

体的关系，充分适应规划层级，在主体识别的基

础上，更加关注环境的协调关系，是认识论上的

转变。在色彩系统框架下，色彩管控有4个核心工

① 主体：CAS由大量具有主动性的元素组成，这些主体无论在形式上还是性能上都各不相同。不同的CAS过程具有不同的时间尺度，但适应的概念可以应用于所有

的CAS主体。

② 介主体：主体通过聚集可以形成更高一级的主体——介主体，这些介主体的相互作用通常可以用它们的聚集特性很好地描述出来。

③ 适应：在CAS中，任何特定的适应性主体所处环境的主要部分都由其他适应性主体组成，所以，任何主体在适应上所做的努力就是要去适应别的适应性主体。这个

特征是CAS生成的复杂动态模式的主要根源。

④ 7个基本点：包括对所有CAS都通用的4个特性和3个机制，4个特性为聚集、非线性、流、多样性，3个机制为标识、内部模型、积木。

注释：

表2  新兴数据和方法支持的色彩分析与实践

Tab.2  Color analysis and practice supported by emerging data and methods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作者 分析与实践内容 数据方法

褚欣 [10] 上海市普陀区色彩规划与治理
以网络地图街景数据为基础，采用深度学习技术，对每一张街
景地图进行场景切割区分其中要素，并借助白平衡算法还原建
筑的色彩数据

白兰 [11] 成都市色彩规划实践 利用百度街景图进行建筑立面信息采集，利用 Matlab 软件提
取建筑色彩的色相、亮度、彩度

傅倩 [12] 长沙市主城区建筑色彩基因
提取与分析研究

通过提取城市空间内街景图像，对空间内的色彩进行等分取样，
分为不同的抽象空间，模拟人眼在城市空间片段中的色彩认知

周尚意 [13] 北京故宫建筑群基调管控 通过眼动实验记录人对某一色彩观察时的进入时间、注视时长、
瞳孔大小变化等，直观反映被试者的心理活动及感知特征

叶宇 [14] 开封市建筑色彩定量化测度
运用 Python 计算机语言访问百度地图 API 进行街道路网抓取，
利用 GIS 生成等距采样点及其坐标，获取百度街景影像数据，
运用 SegNet 深度学习的图像识别技术来提取建筑影像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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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①完善感知方法，适应城市设计体系；②细化

运行技术，强化应用路径；③搭建公众参与机制；

④实现年度监测。本文将围绕色彩管控的4个核

心工作展开进一步探讨（见图1）。

3   城市色彩系统适应城市设计体系

本文引入数据增强设计理论优化色彩

系统框架下的色彩管控路径。数据增强设计

（DAD）强调以定量城市分析为驱动，为规划

设计的全过程提供调研、分析、方案设计、评

价、追踪等支持工具的方法论[20]。本文结合数

据增强设计方法论，拟定并实践城市色彩总

体设计阶段、街区控规分区管控阶段、建筑设

计引导阶段和城市色彩实施评估阶段4个层

面的城市色彩系统应用方法（见图2）。

3.1   城市色彩总体设计阶段

在城市色彩总体设计阶段，传统工作模式

是通过人工对重点建筑进行采样，提出整体意

向和分区管控原则。数据增强框架下的城市色

彩设计，首先通过大规模街景色彩感知和分区

域调研校正的方式批量获取单位尺度（如以

10 m为单元）的城市色彩样本；其次，基于协

调度认知和指标测算对问题区域进行初筛；最

后，将现行“城市映像式”规划原则进一步细

化到空间管控单元，使得总体城市设计有空间

落位的基础抓手。

3.2   街区控规分区管控阶段

控规分区管控阶段色彩管控的传统方式

是将色彩纳入引导性指标，在方案实施阶段由

专家介入，然而该方式对于色彩评价存在一

定主观性。数据增强框架下的城市色彩设计，

首先是形成稳定的色彩管控指标，以孟塞尔

（Munsell）的色相、明度、彩度等色彩形态变

化指标对其进行量化，增加了人眼视觉的可读

性；其次是形成将认知映像转化为客观指标的

方法。针对色彩协调值评估，将以往管控中倾

向于主观感受的概念进行量化。最后是基于现

状色彩的分级管控方式，通过色彩聚类方法和

神经网络聚类方法将大范围城市色彩进行聚

类评估，同时提供个性建筑主体色、辅助色、点

缀色的弹性设计空间。

3.3   建筑设计引导阶段

在以往的建筑设计引导色彩管控中以专

家建议的形式开展，色彩引导存在较大的主观

性。数据增强框架下的城市色彩设计在完成控

规分区导引的基础上，具备了空间传导（百米

尺度）和稳定指标（Musell色彩体系）传导

的技术基础。此外，针对街道的协调性评价可

精细到10 m单元。基于网络数据库积累的城市

街景基础数据为建筑色彩的历史回溯提供了

有效手段，拓宽了以往城市色彩关注单一空间

或典型案例的分析维度。

3.4   城市色彩实施评估阶段

城市色彩实施评估往往随着重点项目的

开展以典型案例形式“附加式”进行。数据增

强框架下的城市色彩设计依托历年街景数据

和自主采集数据的积累，具备开展持续性色彩

监测评估的技术基础。对于街道问题区域的发

现可通过人工智能目标识别的方式，宜在专家

评估专项专题之前进行。此外，“基调色、其他

代表色”和“主体色、辅助色、点缀色”组成

的便携式色卡可作为规划基层（如责任规划

师）实施监督管理的依据。

3.5   技术方法及应用路径 

色彩系统的技术方法及应用路径主要包

括以下几个步骤。首先，明确识别不同层次色

彩数据的获取路径。其次，通过色彩感知、色

彩校正和色彩评估进行数据计算：色彩感知

结合大数据和传统数据的特征，限定感知方

法和获取精度，利用计算机算法提取色值；色

图1　基于CAS理论的城市色彩系统体系架构

Fig.1  Architecture of urban color system based on CAS theory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2　城市色彩系统适应城市设计体系

Fig.2  Urban color system adapts to urban design system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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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街区层面城市色彩感知及分析路径

Fig.3  Urban color perception and analysis path at block level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5　王府井步行街色彩协调度评估

Fig.5  Evaluation of color coordination degree of 
Wangfujing pedestrian street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拍摄数据的偏色情况。可以看出，街景数据色

相准确，拍摄数据整体偏向黄色；明度普遍偏

高1—2个值；中明度红黄色（YR）彩度吻合，

高明度色彩（Y）基本偏高2。因此，对街景数

据进行明度和彩度修正，对补充拍摄数据进行

色相、明度、彩度的修正，修正后的色彩用作聚

类分析（见图6）。经过修正后，指导北京饭店

的色彩更新设计。该建筑历史悠久，作为王府

井大街南端点融合了东西方文化，主体色为红

黄色（7.5YR8/4），搭配红黄色（10YR6/2）

和黄色（2.5Y7/2）的辅助色，形成浓郁而不

失活泼的色彩风格，在更新设计中需重点延续

色彩风貌，避免周围建筑的影响。

在节点建筑施色特征识别的基础上，依据

街区尺度和街道尺度的管控要求，提出节点建

筑的整治方案，并对整治后的环境协调度进行评

估。以好友世界为例，该建筑为非代表性建筑，通

过拆除高明度高彩度广告牌，改用低彩度中明度

暖色系为主体色，使其协调值由34降至均值20，

与周围环境达到协调。通过王府井大街东西侧建

筑整治前后的色彩协调度曲线可以看出，节点建

筑在整治改造后色彩整体趋向稳定，好友世界、

工美大厦改造后的正向影响显著（见图7）。

4.2   色彩管控公众参与机制搭建

在构建多尺度城市色彩感知与设计的基础

上，搭建基于基层规划师与公众的色彩监测和

运营反馈制度，以保障色彩规划能够有效落实到

基层街道治理，形成重要的色彩管控机制保障。

一是依托大范围色彩感知编制以街道为单

元的责任规划师色彩引导册，以色谱、代表色、基

调色、点缀色协同引导的方式为街道责任规划师

提供可操作的地方性色彩指引标准，方便基层开

展城市管理工作。具体而言，主要是通过大范围、

精细尺度的城市色彩感知和K-means聚类得到

更贴合每一个街道基础建筑色调和高协调指标

的色彩引导册，将引导册与现行责任规划师制度

结合，使得基层规划建设有规则可依、贴近当

地现实、可落实到具体指标管理上，保障自上

而下色彩规划的传导畅通。

二是制作以重要历史文化建筑、特色建

筑、网红建筑等为故事线的城市色彩普及宣传

册，使得民众可以从身边的建筑理解城市色彩

设计的内容，同时针对名片建筑提出保护更新

和引导的建议。具体而言，在各区域民众对当

地建筑有较深刻认识的基础上，通过对重要节点

建筑的量化分析，将城市色彩专业理论与民众的

普遍认识相结合，使其了解规划的色彩管控如何

落实到日常生活中；民众认为有不合理之处也可

及时提出，形成自下而上的色彩反馈链。

三是通过第三方社交网络平台对研究区

域进行分析，形成互联网第三方视角的大众点

评册。站在第三方的视角反映游客心目中各个

景区、历史街区、网红景点的建筑色彩具有什

么特点，同时大众评分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民众对该地区建筑风貌的认可度（见图8）。

4.3   色彩持续监测管控方法应用

在开源街景数据基础上及自主采集技术

逐步完善的当前，对于城市色彩的管控在技术

层面已经具备了进行持续监测的基础，可构建

普适的、可逐年追踪的持续监测机制。

一是建立逐年更新的数据基础。本文涉及

首都功能核心区年度更新开源数据15万张，

自主采集结合规迹⑤街景采集APP众筹获得，

可保证各街区尺度色彩的稳定获取；二是构建

稳定的色彩指标评估方法。本文结合PSPNet

模糊神经网络及孟塞尔色彩指标构建的色彩

评估方法，可对各街区色彩值的明度、彩度、色

相、协调度进行大规模计算；三是形成稳定的

街区评估单元。本研究以首都功能核心区作为

对象，以250 m为街区感知固定单元，初步绘制

了北京老城色彩地图⑥（见图9），对区域主题色

进行监测，重点提取区域内明度、彩度均较高

⑤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开发的街景照片自主采集移动端APP。
⑥ 色彩感知网格采用适应单个道路围合街区大小的250 m×250 m网格，便于与实际街区大小对应。

注释：

图4　街道立面色彩协调值曲线

Fig.4  Color coordination value curve of street facad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36 | 数据增强设计新进展

图6　单体建筑层面的色彩数据标定及校准参数确定

Fig.6  Calibration of color data and determination of calibration parameters at the level of singl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7　王府井东西两侧建筑整治前后色彩协调值比对

Fig.7  Comparison of color coordination values of buildings on the east and west sides of Wangfujing before 
and after renovation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8　社交网络平台重点关注建筑及其色彩分析

Fig.8  The social networking platform focusing on architecture and its color analysi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的颜色，在固定街区评估单元的基础上可对各

单元的色彩进行持续追踪监测和对比分析。

色彩数据库系统的构建实现了城市色彩

的量化处理，为建立长效监测评估机制提供了

基础条件。监测评估的对象主要包括区域或线

性空间的基调色、其他代表色等，通过数据库

运算，监测色彩空间的标识性和协调性，并结

合空间结构、文化价值、专家问卷、公众参与等

综合评判色彩空间秩序。

5   结论

本文结合复杂适应系统和城市设计理论，

论述“城市色彩总体设计阶段、街区控规分区

管控阶段、建筑设计引导阶段、城市色彩实施

评估阶段”的城市色彩规划的数据驱动方法。

着重提出了针对中观层面城市色彩的监测与

管控体系：一方面，基于孟塞尔标准色系，结合

计算机图形学将《北京城市色彩城市设计导

则》提出的总体基调原则落实到以街区、街道

为基础的“空间主体”上；另一方面，通过色

彩协调度评价提出了可量化街区色彩管理的

阈值，为建筑单体或建筑群融入街道色彩管控

提供实操手段，在保证街道整体色彩协调性的

同时兼顾重点建筑色彩的个性和文化符号。

在色彩系统框架下，针对4个核心工作，

开展城市色彩设计实践。以王府井街道更新为

案例，在现状色彩协调度评估、单体建筑色彩

图9　首都功能核心区老城立面色彩映像地图

Fig.9  Color image map of the facade of the old city 
in the capital functional core area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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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设计方案比选、管控策略生成等方面验

证了方法的实效性。同时着重提出色彩协调度

的量化方法，探讨色彩管控公众参与机制的搭

建，为城市色彩持续监测提供数据来源、评估

方法和空间单元上的统一机制，为城市色彩的

持续量化提供一种系统思路。

研究仍存在后续开展的必要，包括多源数

据校正系数的地区性差异，宏观层面色彩聚类

的方法，微观层面不同建筑环境、材质、时段带

来的协调值变化等。此外，本文提出的色彩协调

值等指标具有一定的探索性，针对其普适性及

应用维度仍需进一步验证。当前相关研究已在

北京市开展系列实践，技术方法已具备向其他

城市推广的条件，具体参数可结合当地实际进

行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