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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简要介绍近年来配色设计研究的内容、方法和技术，并提出一些待解决的问题及可行的相

关理论。方法 从色彩表达模型、色彩意象和配色设计方法 3 个方面对配色设计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

色彩表达模型介绍了色彩空间、色彩网络等对配色设计问题进行形式化表达的模型研究；色彩意象介绍

了个性化偏好、感知意象、情感意象和文化意象等四种意象指标的研究；配色设计方法介绍了各类智能

算法的应用成果。结论 归纳了配色设计领域的研究结果应用性、配色方案的编码设计、意象目标的中

介性、洗牌和色区操作等问题和研究需求，提出并讨论了超图、语义空间映射和非等位基因交叉等理论

与方法在解决配色设计本质问题上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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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n the Study of Color Design 

LIU Xiao-jian, JIA Ying-ying, XU Bo-qun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23,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introduce the content, methods and technologies of color design in recent years, and put 

forward some problems to be solved and feasible related theories. A brief introduction is given to the research status of 

color design from three aspects including color expression model, color image and color design method. The color ex-

pression model part introduces the color space, color network and other models for the expression of color design prob-

lems. The color image part introduces the research of four kinds of color image, i.e. individual preference, perception 

image, emotion image and culture image. The application part introduces the utilities of intelligent algorithms in color 

design study. The application of results utility, coding design, mediation of image target, shuffling and manipulation of 

color region are summarized. The possibilities of hypergraph, semantic space mapping and non-allelic crossover in solv-

ing the essential problems of color design a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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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色是产品设计和艺术设计中的常态任务。与功

能、形态、人机等设计要素相比，配色设计受人的感

性因素影响较大，而配色方案的生成在技术上则并不

存在太多困难，因此评价与决策占据了配色设计研究

的主要部分。由于评价标准带有较强的主观性，并且

受个人偏好、设计对象、意象目标、文化背景等多种

复杂因素的影响，所以配色设计过程不可避免地高度

依赖设计师和评价者。人的参与给设计结果带来了不

确定性，因此有关如何捕获配色方案评价的内在规

律，并在设计中反向应用的主题贯穿了各类研究。 

基于这样的背景，本文从色彩表达模型、色彩意

象和配色设计方法 3 个方面对配色设计的研究现状

进行简要介绍，并对其中的问题、需求和相关理论与

技术展开一些延伸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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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色彩表达模型 

色彩表达模型是色彩设计的形式化基础，主要研

究色彩的表达形式，如 RGB、CMYK、HSB 等，以

及其在转换方法和应用上的差异与选择等。建立色彩

表达模型是把配色问题映射为数学问题的关键步骤，

也是借助数学和算法手段解决配色问题的必要途径。 

面向不同应用目标的色彩表达模型目前已有几

十种之多。Kahu[1]对 33 种色彩空间的可用性进行了

分类并评估了其优劣势和限制。一些面向特定用途的

色彩空间模型也不断被开发出来，如 Kim D H[2]开发

了一种 ULAB 新型色彩空间，在其色彩坐标中植入

了亮度修正和色差；Yanagida T[3]建立了面向色盲群

体的色彩坐标系统。Wei S T[4]对比分析了两种在不同

条件下，用于预测色彩的空间模型；Hu Guo-sheng[5]

构建了基于三维空间的配色模型；Li Chang-jun[6]分析

了一种新的色彩空间模型在视觉预测方面的性能，并

与已有模型进行了比较。黄敏[7]基于用户实验测试了

不同色彩空间的色差识别能力，给出了色彩空间模型

的选择建议，使所关注的特征（或特征差异）展示得

更清晰。Pastilha R C[8]基于 Munsell 色系和 NSC 色系

展 开 了 自 然 环 境 色 彩 在 各 种 光 源 下 的 比 较 研 究 。

Hajipour A[9]基于神经网络进行了纺织品印刷的色彩

匹 配 ， 在 数 字 设 备 显 示 色 彩 （ LAB） 和 打 印 色 彩

（ CMYK） 两 种 空 间 模 型 之 间 进 行 了 映 射 转 换 。

Lara-Alvarez C[10]基于色彩空间的几何结构设计了和

谐色调色盘，把配色方案变成了色彩空间中的可视化

结构，研究了和谐的配色规律在色彩空间中的分布几

何特征。 

一般的配色方案在色彩空间中仅体现为散点，信

息携带量不够丰富。针对这种不足，刘肖健[11]提出了

一种色彩网络模型，用于描述配色方案的邻接、共现、

集聚性等多种信息。李愚[12]在其基础上开发了基于色

彩网络的色彩重用配色技术，实现了从图像色彩提取

到重用的配色设计辅助，并以汽车外观配色为载体做

了应用测试。Xu Bo-qun[13]进一步构建了包含源图像

色彩和配色设计对象色彩的双网络模型，把色彩意象

的重用问题转化为两个矩阵之间的映射问题，并给出

了四个评价映射效果的指标，丰富了配色方案编码的

信息内容。 

除了 RGB 等描述色彩光学属性的模型外，色彩

的语义空间模型对配色设计有更大的意义。其主要做

法是以色彩性意象或与配色方案结构特征相关联的

一些评价指标为坐标轴构建空间模型，用于评估色彩

的感性定位或在空间中寻优，如 Hu G[14]构建了基于

HSL 色彩空间的六变量色彩组合模型，Ding M[15]建

立了用户色彩意象空间，并利用 BP 神经网络构建了

色彩语义映射模型，进而实现通过遗传算法推荐配色

方案等。 

2  色彩意象 

意象是色彩研究的一个大类，处理的是配色设计

目标的问题。色彩意象主要研究人对色彩的心理映

像，包括感觉、知觉、情感、偏好、文化倾向、消费

意愿等。由于心理因素的模糊性和影响条件的复杂

性，所以色彩意象的研究通常具有较为明确的指向性

和应用范围界定，如针对特定产品、特定人群或特定

文化现象等。 

本文以从个体到群体的顺序为依据，将色彩意象

的研究文献大致分为个性化偏好、感知意象、情感意

象和文化意象四类。 

2.1  个性化偏好 

色彩的个性化偏好一般是指个体或某用户群的

色彩偏好，以及这种偏好如何影响他们的消费行为。

Choi P[16]使用贝叶斯分层模型研究了用户对背包产

品的色彩偏好并建立了偏好模型。苏畅[17]采用分级加

权模型对汽车车身的色彩样本进行了感性评价，用于

辅助用户进行汽车选色决策。李孟山[18]提出了混合智

能色彩决策方法，挖掘了用户群体的色彩偏好并指导

消费决策。Won S[19]面向品牌传播需求，研究了产品

色彩对吸引消费者注意力和传达品牌信息的影响。Yu 

Lu-wen[20]研究了消费者的色彩偏好在其购买产品的

决策过程中所承担的角色及其重要性程度。Lin H[21]

用模糊聚类算法基于灰色关联度计算来预测用户对

系列产品的色彩偏好。Li Song-tao[22]从商品图像中提

取特征色彩，结合商品零售数据，建立了色彩特征与

流行度的关系模型，以其预测消费者的色彩偏好。

Zhang Xin-xin[23]利用灰色理论和感性工学挖掘了产

品色彩设计决策过程中的宏观和微观因素，建立了产

品色彩与品牌形象的相关性模型。Yu Lu-wen[24]对测

试个人色彩偏好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比较，包括在线和

实验室环境，以及选择和排序方法等，研究了不同性

别和文化背景人群的色彩偏好差异，并给出了研究方

法的建议。 

2.2  感知意象 

色彩的感知意象关注人对色彩的心理感知，侧重

于人类共性的生物学特征的获取，对产品等载体的色

彩设计形成基础性的支持。Huang Min[25]对比研究了

五种传统色彩之间的和谐组合原则。Hsiao S[26]研究

了色彩和谐的美学尺度计算方法，并基于模糊理论建

立了配色参考图像与产品色彩之间的映射关系。陈丽

丽[27]研究了色彩感觉的等级量化方法，以及色彩与感

觉之间的相关关系。Bittermann M S[28]构建了人类对

色彩美学特性的视觉感知模型，包括概率特征、先验

性、有效性和视觉内存分配效率等。Oh S[29]研究了色

调与色彩冷暖感之间的视觉感知匹配关系，以及不同

冷暖感的灯光在色彩空间中的定位特征。Ding M[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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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心理学实验手段，通过因子分析和语义差异法研

究了产品形状特征对用户色彩感知的影响机制，构建

了考虑产品形状特征的产品色彩意象评价模型。Hu 

Guo-sheng[31]基于语义和色彩之间的联觉，创建了跨

媒体映射模型，实现了语义与色彩的匹配设计，并提

出了一种通过语义图像生成相应色彩组合的方法。

Cha S H[32]在沉浸式虚拟环境中，通过实验方法分析

了用户行为和研究室内配色对人的情绪、行为和生理

指标的影响。Kakehashi E[33]基于凤蝶图案研究了人

类共性审美心理中的色彩组合特征，提出了通过自然

界审美对象的色彩组合分析来揭示人类的色彩审美

机制的方法。Gunes E[34]以面部表情为情绪载体，通

过实验方法建立了室内空间色彩与代表六种基本情

绪的面部表情之间的关联矩阵。 

2.3  情感意象 

色彩的情感意象关注较为高级的人类情感与色

彩之间的复杂映射关系，其中色彩的情感通常是用一

组形容词来表达。此类研究是文献集中度较高的领

域。丁满[35]基于灰色关联分析法建立了色彩与情感意

象之间的关联模型，以及配色方案的意象特征自动评

价方法。Liu S[36]提出了面向情感主题的色彩提取方

法。Hanada[37]分析了色相环与情绪、情感之间的映射

关系，提出并检验了若干假设。Takahashi F[38]研究了

从情感到色彩的反向映射，即词汇和表情符号所代表

的情感意象激发色觉的方式。Jonauskaite D[39]研究了

色彩与喜悦、放松、恐惧、悲伤等情感意象的关联模

式。Zhang Xin-xin[40]通过构建色彩意象本体模型表达

图像色彩的概念知识，探究用户的色彩意象认知过

程，并将其用以提高意象信息挖掘的准确性。Demir 

U[41]基于软件界面背景色设计任务，对 929 名大学生

被试进行了色彩与情感的之间的语义关联调研，指出

性别、学历、专业背景等因素会造成色彩感知的差异。

Chen Y[42]基于对 20 位来自韩国、中国、南非、墨西

哥和英国的设计师的设计过程的调研，发现了色彩与

概念的关联性对配色选择过程的影响。也有对色彩情

感进行反向研究的案例，如 Hou Y[43]尝试通过卷烟包

装的配色设计降低青少年的吸烟率，通过负面心理联

想设计出让青少年厌恶的配色方案，并用眼动实验进

行了验证。 

2.4  文化意象 

色彩的文化意象关注特定文化背景的群体所拥

有的共性色彩意象特征。文化意象的研究方法多数是

对典型文化创造物（如历史图像、文化产品等）的色

彩数据进行分析，而不是用实验方法直接研究人。

Kirchner E[44]分析了中世纪伊斯兰文化中的色彩应用

规律。Serra J[45]基于自然色彩系统分析了 1931 年的

一组色彩设计样本的色彩组合特征，并构建了其 3D

空间的色彩组合网络。赵露唏[46]提出了一种色彩特征

显著度的评价标准，对多类中国传统织绣产品的色彩

特征进行了分析与比较。Song I[47]对韩国的文化遗产

进行了色彩分析，并提出了建筑色彩复原的方法建

议。Kmita A[48]对文化遗产的图像文件进行了分析，

提取了其图案与色彩的组合特征。Cho[49]比较研究了

不同文化的色彩应用的饱和度、灰度等特征。Wang 

Ming-feng[50]通过聚类技术手段研究了国家文化与色

彩应用之间的关联关系。Xu Bing[51]基于 SAM 量表测

试了消费者对传统装饰图案的色彩组合的心理感知，

建立了心理感知与传统配色方案之间的关系模型，并

在考虑现代消费者心理感知的条件下，在设计中再现

了传统色彩意象。 

上述四类色彩意象的研究手段多数以聚类等数

据挖掘、知识发现的相关技术为主。这类研究通常默

认所研究的对象在色彩上皆具有集中统一的特征，但

也有部分研究针对这一前提展开研究，如赵露唏 [46]

通过与随机图库比较的方法，对文化图像里的色彩特

征的显著度设计了评价指标和算法，并计算了十余种

中国传统文化图像提取色的特征显著度。色彩情感和

色彩感知研究色彩对人的心理和生理刺激，在人的情

感（如一组情绪形容词）或感知（冷暖、和谐等）与

色彩或色彩组合之间建立映射模型，该模型或作为配

色设计的依据，或作为智能配色算法中的自动评价依

据。虽然这类研究众多，但是对同一组配色方案用于

不同配色对象的差异性的研究还比较少，对研究结果

的通用性推广原则缺少关注，因此仍需设计师在实践

中进行把握。 

3  配色设计方法 

配色设计方法的研究主要面向评价、决策与生成

配色方案的操作性技术，其中各类智能算法在这个该

领域被广泛应用。配色设计一般涉及两种以上色彩的

组合，色彩组合生成并赋予载体后，再基于个性化偏

好、感知意象、情感意象或文化意象目标对色彩组合

进行评价、优化和决策。因此，配色设计方法的工作

诉求主要是寻找面向这些目标的配色方案求解手段，

并满足精度和效率上的需求。 

任琦 [52]根据用户给定的彩色图像提取其特征色

彩，并自动生成了与之相协调的一组色彩，并对载体

进行了智能配色。干静[53]提出了一种色彩调和算法，

可根据选定色自动产生所需要个数的调和色。刘炯

宙 [54]开发了色彩语义驱动的交互式遗传算法配色方

法，降低了对设计师的专业要求。郭一楠[55]通过协同

交互式多 Agent 文化算法，解决了配色设计交互式遗

传算法的用户疲劳问题。Lin J[56]基于生物地理学的优

化进化算法，解决了配色设计中复杂的多维优化问

题。Hu G[57]开发了基于交互式操作生成和谐配色方

案的技术。苏畅[58]基于感性工学和主成分分析法进行

了汽车车身的色彩设计。Hsiao S W[59]基于模糊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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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灰色理论智能预测出了时装流行色。方力洋[60]提出

了改进的色彩分布匹配映射设计方法，以及基于设计

对象分区拓扑网络的室内色彩设计匹配方法。Wei 

Jia-qiang[61]基于改进的 BP 神经网络开发了新型计算

机配色系统，实现了高精度色彩再现。Wu M[62]提出

了一种概率方法，从配色方案中识别定性色彩选择知

识并辅助配色。Kim E[63]通过增加图像和色彩元素之

间的色调相似性实现了图像和色彩的和谐组合。赵

黎[64]用 BP 神经网络构建了配色方案与用户多目标评

价的映射模型，利用多目标、多蜂群优化算法获得了

配色组合。Ouyang W[65]提出了无监督聚类的图像色

彩分类和色彩区域划分的节点增长自组织网络，提高

了信噪比和效率。朱昱宁[66]基于交互式遗传算法开发

了辅助设计师的配色技术，以图像为配色参考源，将

提取色彩映射至配色对象，实现了方案种群的自动生

成和概率选择、交叉重组、变异、色区调整等系列遗

传操作。该技术把配色过程分为了两个阶段，同时考

虑了组合优化与连续变量优化，并给出了随机生成的

配色方案“撞色”问题的解决方案。Guo F[67]针对色

彩和谐和用户情感偏好两个优化目标，利用神经网络

和遗传算法实现了三色产品配色设计的多目标优化。

Ding M[68]基于感性工学理论和卷积神经网络，建立

了产品色彩和用户情感意象之间的复杂关联模型，使

用神经网络搜索并生成了符合用户意象的产品色彩

设计方案。 

配色设计类的研究文献很多，各类主流智能算法

均有使用，如神经网络、进化算法、交互式遗传算法、

模糊优化、蜂群优化等。这些智能算法里的评价模型

有两类：一是色彩意象模型，在色彩值、色彩组合和

色彩意象或偏好之间建立映射法则[26]（Hsiao S，2017

年）；二是让用户对自动生成的方案进行交互式评价[55]。

也有不少研究将两者融合在一起，同时提高色彩意象

再现的准确度和效率[13]。 

4  配色设计中的问题、需求和解决思路 

4.1  配色设计中的问题和需求 

对比文献研究成果和实际配色设计中的应用情

况，配色设计的研究目前尚存在如下几个主要问题和

需求。 

4.1.1  研究结果的应用性 

文献中有大量的配色研究成果输出，包括色彩情

感意象、配色原则、配色组合推荐等。然而研究结果

对减轻设计师负担、提高工作效率帮助仍然有限，因

为配色效果对具体配色对象的依赖性很强，所以同样

的色彩组合用于不同的对象差别很大，通用性的方法

和原则在具体应用时会有很大变数。而把配色对象或

者色彩参考源作为配色技术的输入内容，又面临着对

其进行自动编码的困难，配色对象的结构特征也只有

色值、占比等少数能进入优化算法过程，技术使用者

在前期的编码处理和优化过程中的交互评价工作量

仍然很大，这类依靠人力判断的工作会带来很大的不

确定性。 

4.1.2  配色方案的编码设计 

多数文献给出的配色方案的编码是一种极度简

化的结构形式，很多只包含色值和占比信息。相比之

下，用形容词来描述的各类色彩意象目标则多达上

百。简陋的配色方案难以承载含义丰富的配色意象目

标，强行匹配映射只能给出大致的推荐方向而难以形

成精确的解方案。实际上，色彩参考图像或产品配色

对象的色彩意象与诸多结构性因素有关，如提取色的

集中度、在不同色彩空间中的分布特征、在画面空间

分布特征、色区毗邻关系等，这些影响因素进入配色

方案编码的具体模式还需要进一步深挖。 

4.1.3  意象目标的中介性 

感知意象、情感意象、文化意象是配色研究中的

常见关键词，这些意象通常以形容词表达配色目标。

然而对于配色设计而言，这些意象目标都具有“中介”

性质。比如调研表明用户喜欢冷灰色系，则配色研究

的真正需求是研发配色技术，在产品上把最佳的冷灰

色系做出来，而并不是一定要去弄明白冷灰色系究竟

代表什么“意象”，然后再针对该意象进行配色设计

——这种二级映射的方法反倒引入了很多误差和不

确定性。基于这种考虑，目前有不少研究避开了“意

象表达”这一比较困难的工作，令其在配色设计过程

中保持隐含状态，转向直接面向评价者偏好的配色方

案的数据特征的分析[51]。这是近期配色研究的一个

趋势。 

4.1.4  “洗牌”问题 

“洗牌”指色区之间换色。洗牌涉及组合优化，

但配色又并非纯粹的组合问题，这是由于配色同时还

带有连续变量形式的色值的优化。两种不同类型的优

化问题交织在一起，给配色技术的开发带来了复杂

性。部分文献发现了这个问题，处理方案多数是把配

色设计分解为不同的阶段，如将组合优化放在第一

步，而将连续变量的优化放在第二步，以顺序的方式

求解[12,66]，并在不同阶段使用不同技术。 

4.1.5  色区的操作 

文献中的配色设计对象绝大多数已经规划好了

色区并固定下来，即每个色区填一种色彩，而色区本

身的大小和形状不再变化。然而在很多情况下，配色

设计并不是一项独立的任务，而是需要结合配色对象

的色区划分一起进行，即色区的划分会产生变化。这

使得配色问题变得复杂起来。这种复杂性是技术上

的，这是因为对色区进行自动化或智能化划分需要更

多的算法支持。针对配色与其他要素的复合设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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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决方案的研究还比较少。事实上，配色设计文献

众多的一个原因就在于配色设计比图形设计、造型设

计、人机设计等内容的技术难度低，因为它的复杂性

主要体现在决策层面，而生成设计方案的操作层面只

有一个“填色”动作，几乎不会产生无效方案。这个

特性也导致了配色设计经常被用作检验某种算法的

载体。 

4.2  与配色设计相关的理论与技术 

基于文献中显示的问题和需求，以及笔者对配色

设计的研究，总结了以下配色设计相关的理论和技术。 

4.2.1  超图 

超图（Hypergraph）概念最初是由法国数学家

Berge 于 1973 年提出的，他在 20 世纪 80 年代对其进

行了发展，用于研究有限集合中各元素之间的多元关

系问题[69]。 

超图是二部网络的一般形式。普通网络的一条边

只能连接两个节点（由两个节点定义一条边），而超

图的边（超边）可以连接两个以上的节点，如“配色

方案—色彩”的二部网络可以表达为以色彩为节点、

以配色方案为超边的超图：一条超边（配色方案）连

接了若干节点（色彩）。超图相比于二部网络的优势

在于只有一种节点，为问题的解决方案求解提供了简

洁的数学形式。当配色方案超过两色时，超图是一个

可行的数学工具。 

基于超图的应用研究大多重在复杂关系的表达

和直接求解，利用超图模型进行产品设计的研究多数

涉及产品的内部结构，虽然用超图方法研究配色的文

献很少，但是其建模方法对配色设计有较大参考价

值。部分相关研究如 Bretto A[70]在其著作中提到了超

图的应用之一包括邻区相异填色，此外还有约束的化

学物并置存储方案设计、制造商任务优化（如 q 个工

厂 p 天执行 n 个任务求最小 q 值），以及关系数据库、

优化问题等；胡枫[71]研究了从二分图到超图的延伸，

构建了一个科研论文合作超图演化模型，利用平均场

理论和仿真技术分析其演化规律；Wen L[72]在多目标

跟踪算法中，以坐标为节点，以多坐标为超边建立了

超图模型，从坐标的关联超图的层级密度结构中提取

了相似度信息，形成了跟踪轨迹。超图在设计中的应

用 也 有 若 干 研 究 ， 其 中 可 为 配 色 设 计 借 鉴 的 有

Michelena N[73]以设计关系为节点，以变量为超边，

把设计问题映射为了带权自由超图；Grabska E[74-75]

建立了一个支持设计与推理的超图系统，并将其用于

处理家居空间布置设计；朱增国[76]构建了基于结构化

超图的产品族模型，以模块化标准划分子超图，把配

置模型的求解问题映射为约束满足问题；Li S[77]把设

计问题映射为了超图模型，把复杂机械系统的优化设

计问题处理为了半自由超图的分解问题；Strug B[78]

为进化算法引入了超图，利用层级超图结构重新表达

了基因型并设计了遗传算子，并将其用以处理设计问

题；肖玉芝[79]利用超图定位了用户并刻画了其兴趣爱

好的差异性，预测了用户间的隐性关系。 

4.2.2  语义空间映射 

配色设计过程中经常需要处理多种意象，这些意

象构成了语义空间。基于语义空间和基于编码空间的

映射在优化原理和算法上均有很大差别。已有的语义

空间配色研究在优化技术的处理上大部分对问题进

行了很大的简化，多数假设语义空间与编码空间存在

简单的对应关系。 

在 各 类 进 化 算 法 中 ， 遗 传 编 程 （ Genetic Pro-

gramming，简称 GP）的语义空间最有代表性。遗传

编程是进化计算的一个分支，1992 年由 Koza J 提出[80]。

GP 与一般遗传算法的主要区别在于其优化对象是一

个功能系统（如程序、电路、函数公式、机械机构、

系统模型等），而不是形态、色彩等静止的对象，因

此 GP 的个体的适应度值无法根据编码直接计算得

出，而要运行系统并根据输出结果产生适应度值。该

特征催生了 GP 的语义研究[81]，成为 GP 区别于其他

进化算法分支的一个特殊之处。语义 GP 是让对象系

统执行一系列选定的案例，将其输出向量定义为该对

象的“语义”，在此基础上实施各种遗传操作[82]。 

除了语义空间的遗传操作以外，GP 的编码方式

不是传统的线性串，而是树甚至图，这种编码为基于

超图模型的遗传操作提供了可用技术。基于图的编码

有很强的表达能力，成为拓展 GP 研究的一个重要分

支[83]，如 Moraglio A[84]提出了针对表现型而非基因型

的语义空间遗传操作方案，并设计了语义搜索算子，

对配色而言，这相当于在意象空间执行各类遗传算

子。Jackson D 深入研究了基于图的 GP[85]；O’Neill 

M[86]构建了 GP 语义模型；Castelli M[87]改进了 GP 的

语义交叉算子；Pawlak T P[88]定义了语义空间结构，

并给出了搜索算子行为和适应度计算方法。这些研究

对解决配色问题（特别是针对意象目标的配色问题）

有很好的借鉴价值。 

4.2.3  非等位基因交叉 

从遗传算法的角度，配色方案中的“洗牌”操作

实际上是一种非等位基因交叉操作（不同色区的色值

可以交叉互换）。这种操作是配色问题所特有的，如

能解决，是对配色设计常用的遗传算法的一个显著完

善和拓展，也是对配色问题的混合优化操作的一种解

决方案。 

5  结语 

配色设计是一个即热又冷的领域。“热”是因为

配色实现技术简单、工具多样，一般的二维或三维

CAD 平台均支持二次开发，因此成为进化算法、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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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网络、深度学习等算法技术的应用对象和检验载

体。“冷”是指对配色设计本身的一些深层问题的关

注不够，如对色彩组合的选择原则、等位基因交叉、

色区邻接特性、色彩意象再现等关键问题数学本质的

建模欠缺。 

虽然色彩研究成果很多，但是各类配色组合、配

色原则的充分再利用程度还比较低。另外，以图像为

主的配色参考源的色彩提取信息还比较简陋，未能有

效利用配色对象的结构特征，难以全面承载丰富的色

彩意象指标，致使配色效果评价的客观计算依据不

足，因而过分依赖人工评价，影响了效率和精准性。 

配色设计的研究虽然以应用领域居多，但是其数

学本质具有一定特色，相关理论领域也有可资利用的

思路，期待进一步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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