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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东湾新区建筑色彩规划探究

袁敬诚ꎬ刘梦雅ꎬ刘　 思

(沈阳建筑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ꎬ辽宁 沈阳 １１０１６８)

摘　 要:基于“城市修补、生态修复”的工作要求ꎬ以辽宁省盘锦市辽东湾新区为研

究对象ꎬ以对城市总体色彩环境的有效控制为目标ꎬ采取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

方法ꎬ使用中国色彩体系与空间句法工具进行城市色彩总体分析与设计ꎮ 创新性

地将空间的拓扑分析应用于城市建筑色彩分区控制的研究ꎬ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

合的方法进行分区选择ꎬ再结合实地调研、抽象色块、分类对比及统计归纳等研究

方法全面细致地对建筑色彩作以特征总结ꎬ并与城市的其他要素关联分析其影响

因子ꎬ为辽东湾新区建筑色彩规划提出建议ꎬ同时也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东北沿海

城市的色彩规划提供新的思路ꎮ

关键词:辽东湾ꎻ建筑色彩ꎻ城市设计ꎻ色彩规划

中图分类号:ＴＵ９８４ １１ ＋ ３　 　 　 文献标志码:Ａ

　 　 城市色彩是城市形象和城市特色的重要

表达载体ꎬ泛指城市的建筑、设施、自然等既

有物质的外观色彩总和ꎬ它可以将城市的地

域特点、人文情怀、认知印象等多种城市特征

要素作以直观的表达ꎬ是拥有良好风貌和文

化氛围的城市所必须考虑的因子[１]ꎮ 建筑

色彩是城市色彩的重要构成要素之一ꎬ其面

积大、色彩相对恒定ꎬ成为影响城市风貌的关

键角色[２]ꎮ 以 ２０１５ 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

神为代表ꎬ我国的城乡规划与设计已经由侧

重新增用地功能安排的外延发展阶段ꎬ进入

强调城市修补、景观质量的内涵提升阶段ꎬ城
市色彩规划工作的重要性在近年也被反复强

调ꎮ 作为城市设计的重要专项内容ꎬ探索以

城市色彩特色为导向的规划与设计方法ꎬ亦
是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ꎬ实践以强调

地域特征、传承城市文脉为宗旨的新型城市

设计技术体系的重要一环ꎮ

辽东湾新区位于盘锦市的最南端ꎬ是辽

宁省沿海经济带的重要节点ꎬ其自然风光秀

丽别致ꎬ尤以国家级风景区红海滩享誉盛名ꎬ
还有碧波浩渺的苇海、数以万计的水鸟和一

望无际的浅海滩涂ꎬ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域

色彩风貌ꎮ 笔者在进行辽东湾新区的城市设

计中ꎬ将空间拓扑分析应用于城市色彩风貌

的规划研究ꎬ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

进行分区选择ꎬ结合实地调研、抽象色块、分
类对比及统计归纳等研究方法ꎬ全面细致地

对其色彩风貌作以特征总结ꎬ通过“分区确

定—现场调查—数据分析—总结色谱—解决

问题”的程序步骤进行探究ꎬ希望以此得出

的相关结论对提升辽东湾新区的城市面貌和

生活品质有所贡献ꎬ同时ꎬ本研究也将为新型

城镇化背景下东北沿海城市的色彩规划提供

新的思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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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筑色彩控制分区的确定

１.建筑色彩的相关研究

国外学者对城市色彩问题的关注始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３]ꎬ以法国、意大利、日本等

国的规划与研究最具代表性ꎮ 国外城市色彩

规划手段主要分为两派:一是历史建筑色彩

提取ꎬ主要代表为法国和意大利都灵ꎬ其工作

主要为地方性、历史性色彩的采集、提取和归

纳ꎬ总结出城市色谱与分区色谱ꎬ重点是对建

筑色彩的直观表达ꎻ二是讲求师法自然ꎬ主要

代表为日本ꎬ日本的色彩规划重点在于自然

环境色彩与人工景观色彩的和谐统一ꎮ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ꎬ我国城市规划

学者和专业人员也开始陆续编制大量城市色

彩规划ꎬ并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学术成果ꎮ 但

是ꎬ国内目前对城市色彩规划原理的探讨和

总结还相对分散和薄弱ꎬ尚未形成完整的理

论体系[４]ꎮ 我国色彩研究与实践主要借鉴

西方的色彩学理论与思路ꎬ对色彩学基础理

论、色彩度量和实用色彩方面的研究较多ꎮ
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工作:①色彩提炼:通过

调研采集提炼色彩属性ꎬ寻找传统色彩ꎬ优化

改错ꎬ挑选色彩ꎬ根据功能分区确定色彩属

性ꎮ ②色彩整合:梳理色彩ꎬ统一灰度ꎬ结合

传统ꎬ依据现状ꎬ协调自然色与人工色ꎮ ③色

彩推论:根据建筑的功能性质、环境色彩、气候

条件、文脉延续等因素确定建筑色彩ꎮ ④色彩

控制:以现状调研结果为基础ꎬ提出城市色彩

色谱ꎬ对建筑色彩进行分区控制和引导ꎮ
目前ꎬ国内外针对城市建筑色彩的控制

方法主要包括 ４ 类ꎬ即分区控制法、分类控制

法、色谱控制法以及综合控制法[５]ꎮ 由于辽

东湾地区的土地面积相对较大ꎬ城市设施已

经形成一定的聚散关系ꎬ因此ꎬ采取以区域为

单位的分区控制方法ꎮ 结合空间句法这一研

究空间自组织规律的模拟工具进行科学的分

区选择ꎬ通过构建城市轴线模型对空间的逻

辑关系进行拓扑分析ꎬ得到相应区域的空间

可达性成果来对城市的重要节点予以界定ꎮ
之后结合该区域的用地性质和具体现状进行

叠合分析ꎬ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式ꎬ合
理地选取和划分不同类别的研究区域ꎬ进一

步细化研究对象的范围和内容ꎬ同时ꎬ这也从

侧面为辽东湾新区的未来发展重点区域和定

位提供了适当的参考ꎮ
２.基于空间句法的分区确定

空间句法始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由英国

学者比尔希列尔(Ｈｉｌｌｉｅｒ Ｂ)及其团队提

出ꎬ经过长时间的研究实践ꎬ从一个理论假

说ꎬ发展成为一种使用数据分析对建筑、城市

空间甚至景观在内的人居空间结构进行定量

研究的工具ꎮ 目前ꎬ已经用于研究很多城市

问题ꎬ如城市活力、街道布局、用地性质及住

宅区安全问题等[６]ꎮ
城市的道路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

的行为活动ꎬ拥有良好的通达性和聚合度的

街道可以增加人流的倾向和吸引力ꎮ 本研究

即借助空间句法的分析工具ꎬ选择几个具有

较好整合度的特征区域ꎬ成为规划的中心带

动点ꎮ 具体方法步骤如下:
第一ꎬ构建辽东湾新区的轴线模型ꎬ将其

导入空间句法软件 ＤｅｐｔｈＭａｐ 进行轴线分

析ꎬ选取不同的整合度值变量进行对比分析ꎬ
整合度可以较好地体现某一空间相对其余城

市空间的中心性ꎬ图像中颜色越亮的区域代

表其空间的聚集性越强ꎬ越暗则代表其空间

分散性越强ꎮ 通过对辽东湾新区的全局整合

度分析(见图 １)可以直观地看出ꎬ中间最亮

的为可达性最高的道路滨海大道ꎬ其次是水

城一路ꎮ 滨海大道是连接东西向交通的重要

道路ꎬ通过现场调研与卫星地图(见图 ２)的
实际比较发现ꎬ目前这条道路两侧的建设量

并不多ꎬ且其西南方向主要为临港产业区ꎬ未
来的建设量亦不会很大ꎬ因此ꎬ滨海大道两侧

建筑色彩暂不作为重点研究对象ꎮ 南北向的

水城一路位于辽东湾的行政中心区内ꎬ属于

生活性主干路ꎬ周边整体建设较为活跃ꎬ因
此ꎬ水城一路两侧的建筑色彩应作为重点设

计区域ꎮ
　 　 第二ꎬ构建辽东湾新区的线段模型ꎬ分别选

取 ｒ ＝２５０ ｍ、ｒ ＝５００ ｍ、ｒ ＝７５０ ｍ、ｒ ＝１ ０００ 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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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辽东湾新区全局整合度分析图

图 ２　 辽东湾现状卫星地图

ｒ ＝ １ ５００ ｍ、ｒ ＝ ２ ０００ ｍ 作局部整合度分析

(见图 ３)ꎬ当半径在 ｒ ＝ ２５０ ｍ、ｒ ＝ ５００ ｍ、ｒ ＝
７５０ ｍ 时ꎬ由于选取的半径较小ꎬ而道路尺度

较大ꎬ因此并没有出现明确的整合度值较高

的中心节点ꎻ当取半径 ｒ ＝ １ ０００ ｍ、 ｒ ＝
１ ５００ ｍ时ꎬ出现了几个明显的红色区域(见
图 ３ 中圈出部分)ꎬ这 ５ 个区域即整合度值较

集中的区域ꎬ代表它们相对于其他空间的聚

集性更强ꎬ属于未来规划建设中应重点关注

的区域ꎮ 而当半径 ｒ≥２ ０００ ｍ 时ꎬ整合度值

明显集中区域逐渐扩大直至连成一个更大的

区域ꎬ原因是半径逐渐变大ꎬ整合度的分析也

趋近于整个新区的尺度ꎬ同时也可以得出ꎬ整
合度最高的 ５ 个节点并没有改变ꎬ所以ꎬ无论

从整个新区还是分区来看ꎬ它们都是重要的

区域中心性节点ꎮ

图 ３　 辽东湾新区局部整合度分析图

　 　 第三ꎬ依据空间句法的分析结果ꎬ选取 ５
个中心性较高且较为完整的区域ꎬ结合辽东

湾新区的现状用地性质以及功能分区情况ꎬ
对二者进行对比叠加分析ꎬ采用定性与定量

相结合的方式ꎬ得出本次色彩规划的 ６ 个主

要区域和重要节点ꎬ它们分别为:行政中心片

区、科教文体片区、水乡住宅区、荣兴镇片区、
二界沟片区、红村片区(见图 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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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行政中心片区ꎻ②科教文体片区ꎻ③水乡住宅区ꎻ
④荣兴镇片区ꎻ⑤二界沟片区ꎻ⑥红村片区ꎮ

图 ４　 辽东湾新区建筑色彩研究分区图示

二、建筑色彩的研究方法

本次城市色彩调研方法基本依据法国色

彩学家菲利普朗克洛( Ｊｅａｎ －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Ｌｅｎ￣
ｃｌｏｓ)的色彩调研的主要操作步骤[７]ꎬ借助以

«中国颜色体系» (ＧＢ / Ｔ１５６０８—２００６)为基

础的«中国建筑色卡»作为记录和分析色彩

数据的基本工具ꎬ调研对象主要针对上述 ６
个区域的建筑立面色彩ꎬ通过“现场调查—
数据分析—总结色谱”的标准工作步骤ꎬ完
成研究对象表面色彩信息提取与分析工作ꎬ
根据建筑色彩调研的照片ꎬ对照卫星地图进

行建筑标识ꎬ之后对每个建筑进行实际色彩

比例的抽象色块绘制(见图 ５)ꎬ形成区域色

块群组ꎮ 利用中国建筑色卡千色卡及其配套

色卡分析软件ꎬ将建筑色彩信息分解为色调

(Ｈ)、明度(Ｖ)和彩度(Ｃ)３ 个参数并进行量

化研究ꎬ分析总结出每个区域以及重要节点

的色谱ꎬ建立全面详尽的色彩数据库ꎮ

图 ５　 抽象色块示例

三、辽东湾新区建筑色彩的风貌解析

根据建筑色彩分区控制法将辽东湾新区

划分为 ６ 个区域进行建筑色彩的解析ꎮ
１.行政中心片区

行政中心区位于辽东湾的东南部ꎬ西侧

为政府办公区ꎬ东侧为辽东湾新区管委会、服
务中心、公寓、商务创业区等(见图 ６)ꎮ 该区

域内东西两部分建筑群的色彩分明ꎬ建筑群

体色彩统一ꎬ西侧政府办公区以灰白色为主

色调ꎬ多用红棕色作为辅助色或点缀色ꎬ东侧

以新区管委会为主的建筑群色彩以红褐色和

暗黄色为主ꎮ

图 ６　 行政中心片区位置图

　 　 根据调研结果ꎬ对每个建筑物的色彩进

行按实际比例的抽象色块的绘制ꎬ提取其中

的色彩对照«中国建筑色卡»进行编号标识ꎬ
并计算每种颜色占整体色彩面积的百分比

(见图 ７)ꎮ

图 ７　 行政中心片区之中国建筑色卡色彩编号及区域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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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上述色彩根据编号和比例绘制色调、
彩度和明度的分析图(见图 ８)ꎬ可以看出较

多色调集中在 ＹＲ 区域ꎬ即黄色和红色之间ꎬ
其次是 ＰＢ 区域ꎬ即蓝紫色调ꎬ少量含有绿

色ꎮ 明度几乎一半在 ６ 以上ꎬ一半在 ３ ~ ４ꎬ

即颜色一半偏亮ꎬ一半较为柔和偏暗ꎮ 彩度

主要集中在 １ 附近ꎬ有个别跳跃的颜色超过

９ꎬ即本地区色彩饱和度比较低ꎬ个别有饱和

度过大的跳跃现象ꎮ

图 ８　 行政中心片区色彩分析图

　 　 特点总结:
①该区域色彩占比超过 １０％ 的有 ４ 种

颜色ꎬ其中ꎬ２ 种在地块西侧ꎬ２ 种在地块东

侧ꎬ占比最大的为色调在橙黄偏黄色的

８ ８ ＹＲ ６ / ４ ８ꎮ
②东西两侧各具色彩特点ꎬ西侧以灰白

色为主ꎬ东侧以黄褐色为主ꎮ 这与其建筑功

能有一定关系ꎮ
③整体颜色以红黄色调为主ꎬ蓝紫为辅ꎬ

明度较高ꎬ饱和度较低ꎮ
④该区颜色整体较为和谐ꎬ存在少量跳

跃颜色ꎮ
２.科教文体片区

科教文体区位于辽东湾行政中心的东南

侧ꎬ北侧为大连理工大学分校ꎬ南侧为红海滩

体育中心(见图９)ꎮ该区域色彩统一有序、鲜

明突出ꎬ与功能简单密不可分ꎮ 北侧的大连理

工大学区是以棕红色为主色调、灰白色为辅助

色的建筑群体ꎬ南侧的红海滩体育馆ꎬ以大红

色为主色调ꎬ隐约可见白色、橘色点缀ꎮ

图 ９　 科教文体区位置图

　 　 同上ꎬ绘制抽象色块图ꎬ进行相应编号标

识ꎬ并计算每种颜色占整体色彩面积的百分

比(见图 １０)ꎮ

图 １０　 科教文体区之中国建筑色卡色彩编号及区域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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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图 １１ 所示ꎬ大部分色调集中在 ＹＲ、
ＲＰ 区域ꎬ即橙色和紫红色之间的红色调ꎬ少
量存在黄色和蓝色ꎮ 明度大部分在 ７ 以上ꎬ
少量在 ４ 左右ꎬ即颜色整体偏亮ꎬ少量偏暗ꎮ

彩度主要集中在 １ 附近ꎬ有个别跳跃的颜色

超过 ９ꎬ即该地区色彩饱和度比较低ꎬ个别有

饱和度过大的跳跃现象ꎮ

图 １１　 科教文体区色彩分析图

　 　 特点总结:
①该区域色彩占比超过 １０％ 的有 ３ 种

颜色ꎬ其中ꎬ２ 种在地块北侧ꎬ１ 种在地块南

侧ꎬ占比最大的为色调在橙黄偏黄色的

１０Ｒ ４ １ / ６ ５ꎮ
②该区域功能分区比较明确ꎬ北部为大

学区ꎬ南部为体育馆ꎬ两区色彩各自统一ꎬ相
互协调ꎮ

③整体颜色以红色调为主ꎬ少部分建筑

为木质黄色ꎬ颜色偏亮居多ꎬ饱和度不高ꎮ
④该区颜色整体较为统一ꎬ存在少量跳

跃颜色ꎬ可以起到点缀的作用ꎮ
３.水乡住宅区

水乡住宅区位于辽东湾的东侧ꎬ紧邻鸭

舌岛ꎬ包括水韵嘉邸、江山帝景、玉带明珠、盛
世东方等住宅小区ꎬ还包括北侧的翠霞湖及

周边的江南风情园、盛京医院和实验小学(见
图 １２)ꎮ 该区域建筑类型分布较多ꎬ因此ꎬ色
彩也比较复杂ꎬ北部以临湖的灰黑色建筑为

主ꎬ中部办公区域以灰色和深蓝色为主色调ꎬ
南部住宅多以橘黄色和红褐色为主色调ꎬ因沿

街有底层商业ꎬ因此ꎬ点缀色比较丰富ꎮ
　 　 同上ꎬ绘制抽象色块图ꎬ进行相应编号标

识ꎬ并计算每种颜色占整体色彩面积的百分

比(见图 １３)ꎮ

图 １２　 水乡住宅区位置图

　 　 该区大部分色调集中在 Ｙ 和 Ｒ 之间的

区域ꎬ即以不同比例混合的黄色和红色的橙

色暖色调为主ꎬ还有比较明显的一部分集中

在 ５ＰＢ 附近ꎬ即偏冷色调的蓝紫色ꎬ还有零

星绿色系点缀ꎮ 明度分布比较广泛ꎬ从较亮

色到较暗色都有一定量的涉及ꎬ集中在 ６ 以

下的比较多ꎬ即明度以偏暗为主ꎬ没有绝对倾

向ꎮ 彩度主要集中在 ２ ~ ８ꎬ有个别色彩饱和

度超过 １０ꎬ总体来说ꎬ该地区色彩饱和度偏

向中等ꎬ色彩感较为舒适(见图 １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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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３　 水乡住宅区之中国建筑色卡色彩编号及区域占比

图 １４　 水乡住宅区色彩分析图

　 　 特点总结:
①该区域色彩占比超过 ７％的有 ４ 种颜

色ꎬ占比最大的为中性灰色 Ｎ７ ７５ꎮ
②该区域功能大部分为居住用房ꎬ北部

临湖颜色偏中性ꎬ以灰黑白组合居多ꎮ 南部

为几个较大型住宅小区ꎬ颜色以暖调的橙色

和棕色为主ꎮ
③该区域颜色以偏暖色调的橙色为主ꎬ

配合偏冷色调的蓝紫色ꎬ整体饱和度偏中低

程度ꎬ明度不是很高ꎬ浓淡色彩配合相宜ꎮ
４.荣兴镇片区

荣兴镇位于辽东湾北侧(见图 １５)ꎬ是一

个具有朝鲜族特色的镇区ꎬ目前ꎬ许多建筑在

修缮和改造ꎬ以镇政府为中心的特色街区ꎬ风

貌较好ꎮ 具有朝鲜族特色的荣兴镇色彩比较

丰富ꎬ建筑顶部和点缀色使用了较多艳丽的

海蓝色和橘红色ꎬ用色大胆ꎬ少数民族特色突

出ꎮ 镇内民居色彩比较杂乱ꎬ是居民按照自

己意愿选择的结果ꎮ

图 １５　 荣兴镇片区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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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上ꎬ绘制抽象色块图ꎬ进行相应编号标

识ꎬ并计算每种颜色占整体色彩面积的百分

比(见图 １６)ꎮ

图 １６　 荣兴镇片区之中国建筑色卡色彩编号及区域占比

　 　 该区色调主要分为 ３ 个类型:黄色、橙红

色、蓝色ꎮ 其余有零星绿色和紫红色作为点

缀ꎮ 明度分布比较广泛ꎬ从较亮色到较暗色

都有一定量的涉及ꎬ分布较为均匀ꎬ没有绝对

倾向ꎮ 彩度涉及也比较宽泛ꎬ多集中在 １ ~
４ꎬ即饱和度偏低的颜色多一些ꎬ总体来说ꎬ该
地区色彩大部分饱和度偏低ꎬ同时也存在一

些艳丽颜色作为点缀(见图 １７)ꎮ

图 １７　 荣兴镇片区色彩分析图

　 　 特点总结:
①该区域色彩占比超过 ７％的有 ４ 种颜

色ꎬ占比最大的为低明度黄色系的 １ ９Ｙ
５ ５ / １ ２ꎮ

②该区域为辽东湾东部的朝鲜族镇ꎬ大
部分房屋以水泥墙面的土黄色为主ꎬ有红色

系和黄色系粉刷装饰ꎬ在民族商业街有明艳

突出的海蓝色屋顶装饰和白色、棕红色粉刷

墙面ꎮ
③该区域颜色组成较为简单ꎬ以偏暖色

调的灰黄色为主ꎬ色调类别主要有黄色、橙红

色和蓝色ꎬ整体饱和度偏低ꎬ也存在一些跳

跃色ꎮ
５.二界沟渔村片区

同上ꎬ总结出该区色彩特点:

①该区域色彩占比超过 ７％的有 ５ 种颜

色ꎬ占比最大的为低彩度的灰白色 １ ３ ＧＹ
９ / １ꎮ

②该区域按照开发程度的不同ꎬ整体风

貌呈现南北两种倾向ꎬ北部为比较简朴的渔

村居住区ꎬ南部为新建的特色旅游开发区ꎮ
③该区域北部的渔村居住区色彩较为统

一ꎬ整体以饱和度很低的灰白色为主ꎬ有诸多

其他颜色做辅助ꎮ 南部以深棕色、米黄色、白
色、黑色组成的东南亚建筑和徽派建筑为主ꎮ
６.红村片区

同上ꎬ总结出该区色彩特点:
①该区域色彩占比超过 ７％的有 ３ 种颜

色ꎬ占比最大的为橙黄色系的 ２ ５ＹＲ ７ / ３ ６ꎮ
②该区域整体建设较为完善ꎬ色彩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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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明ꎬ无论是建筑主体色还是装饰色ꎬ大部分

都以红色、橙红色、橙黄色为主ꎬ辅助以蓝色

和绿色ꎮ 整体色彩风貌较为明艳活跃ꎮ

四、辽东湾新区建筑色彩特点及存在问题

　 　 辽东湾新区的建筑色彩特点比较鲜明ꎬ
除了一些商务办公建筑和二界沟村的徽派建

筑群使用了冷色调的灰白色作为主色调之

外ꎬ多数居住建筑、公共建筑都以采用暖色调

为主ꎬ主要采用红色、红褐色、橘红色、黄色

等ꎮ ６ 个分区色彩特点总结如表 １ 所示ꎮ
表 １　 辽东湾新区 ６ 大片区建筑色彩特点

分区 主要建筑类型 色彩总结

行政中心区 商务、办公 灰白、红棕、暗黄

科教文体区 教育、体育 大红、棕色

水乡住宅区 居住、商业 橘黄、红棕、灰色

荣兴镇片区 居住、办公、商业 海蓝、橘红

二界沟片区 居住、商业 白色、灰黑、棕红

红村片区 居住、商业 红色、橙色

　 　 通过调研以及量化分析ꎬ发现建筑色彩

存在如下问题:
(１)色彩破碎化ꎬ色彩景观连续性差ꎮ

从城市整体层面来看ꎬ因为各个片区的建设

独立完成ꎬ建设程度参差不齐ꎬ对周边地块的

建筑特点、色彩风貌等缺乏考虑ꎬ又缺少统一

的色彩规划ꎬ以致色彩的连续性较差ꎬ没有形

成连续的色彩景观通廊ꎮ
(２)主导色不明显ꎬ特征性不够突出ꎮ

辽东湾新区建设时间尚短ꎬ行政中心区、理工

大学区、河畔水乡住宅区多数建筑都是经过

规划而建ꎬ因此ꎬ色彩比较和谐统一ꎬ很少有

突出的不和谐色彩ꎬ但这 ３ 个片区色彩平淡

无奇ꎬ色彩特点不够突出ꎬ城市主导色不明

显ꎬ缺少城市主导色的落实载体ꎮ
(３)个别区域色彩混乱ꎮ 二界沟片区、

荣兴镇片区、红村片区色彩各具特色ꎬ但未城

市化的村庄中很多居民自建住房色彩比较混

乱ꎮ 其中ꎬ二界沟大街附近两条临街的商业

街色彩风貌冲突较大ꎬ尤为不和谐ꎮ 而红村

的机械厂家属楼片区规模较大ꎬ色彩鲜明ꎬ但
是色彩杂乱无序ꎬ缺少规划ꎮ

五、辽东湾新区建筑色彩的控制建议

对辽东湾新区的色彩控制管理可以借鉴

宋建明教授提出的“去杂固本”观点[８]ꎬ简单

来说ꎬ就是将调研中发现的无理由出现并且

与环境不协调的“杂色”予以剔除ꎬ那么剩下

的色彩就是城市自身累积沉淀出来的丰富细

腻的“本色”ꎬ在此基础上ꎬ依据美学观点ꎬ对
色彩进行进一步的梳理、引导、控制ꎮ

城市建筑色彩的规划定位需要以城市建

筑的既有特征为主要依托[９]ꎬ借助各片区的

抽象色块色谱和明度、彩度、色调的分析图ꎬ
根据现状色彩情况以及地域文化特点ꎬ结合

地方专家和市民的色彩倾向[１０]ꎬ提出如下辽

东湾建筑色彩的控制建议:
(１)行政中心区西侧以明度较高、饱和

度较低的灰色、黄色为主ꎬ东侧以明度较低、
饱和度较低的棕红色、黄色调为主ꎮ 部分饱

和度和明度过高的建筑应该适当减少ꎮ 辅助

色可以为饱和度较低的红色、灰黑色、蓝色ꎮ
(２)科技文体区依旧围绕原有红色调基

础ꎬ色调尽量在 ２ ５ＲＰ ~ １０Ｒꎬ饱和度以偏低

为主ꎬ可以有少量跳跃色作为点缀ꎮ
(３)水乡住宅区围绕灰色系及黄色和红

色区间的暖色调为主ꎬ饱和度不宜过高ꎬ南北

区域根据原有颜色基调及风格的不同ꎬ应加

以区分考虑ꎬ可以有少量跳跃色作为点缀ꎮ
(４)荣兴镇片区逐渐在塑造具有朝鲜族

民族特色的村庄ꎬ房屋颜色可以根据民族传

统色以青色、白色和木结构的黄褐色为主ꎬ配
以红棕色、深蓝色和灰黑色等ꎮ 目前的海蓝

色屋顶过于艳丽突出ꎬ与整体风格塑造不相

协调ꎬ需要降低饱和度和明度加以修整ꎮ
(５)二界沟地区北部村民居住区应继续

延续其朴素的灰白色调风格ꎬ可以增加低饱

和度的黄色和米白色作为主体颜色ꎬ以增加

感官协调舒适度ꎮ 辅助色可以比较丰富ꎬ但
需要控制其比例和饱和度的协调性ꎮ 南部颜

色较为协调ꎬ但风格迥然不同的成片建筑群

距离过近ꎬ有待修整ꎮ
(６)红村片区在色彩风貌上已经形成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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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鲜明的特点和风格ꎬ主体色围绕红色和黄

色进行不同程度的搭配ꎬ在未来的建设中可

继续强化这种独特的“红”村色彩ꎬ增强颜色

的比例协调和搭配尺度ꎬ同时ꎬ对一些饱和度

很高的以绿色和蓝色为主的建筑加以修整ꎮ

六、结　 语

城市色彩规划涉及多个学科领域、多个

过程步骤ꎬ笔者重点研究利用空间句法分析

得出色彩控制范围ꎬ使色彩规划的步骤更加

科学合理ꎬ同时也更便于实施ꎮ 辽东湾新区

的色彩规划将有助于城市面貌的提升ꎬ同时ꎬ
对严寒地区滨海城市色彩规划具有重要的理

论与现实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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