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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街景图像的中央大街色彩
影响因素研究

路　 旭ꎬ王梦云

(沈阳建筑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ꎬ辽宁 沈阳 １１０１６８)

摘　 要:为探究自然、人文与人工环境等因素对哈尔滨市中央大街历史文化街区建

筑色彩产生的影响ꎬ结合腾讯街景图像ꎬ以色卡软件作为记录和分析色彩样本的基

础工具ꎬ对其建筑立面主色调特征进行了研究ꎮ 研究结果表明:街区主色调以中高

明度、中低彩度、偏暖色的色彩基调为主ꎻ严寒气候与日照时长使得色彩选择更明

亮温暖ꎻ历史发展与规划政策加快了其色彩环境的演变过程ꎻ建筑材质、功能与层

数等是造成这一现状的主要原因ꎮ

关键词:街景图像ꎻ中央大街ꎻ建筑色彩ꎻ自然环境ꎻ人文环境ꎻ人工环境

中图分类号:ＴＵ９８４　 　 　 文献标志码:Ａ

一、街景图像对于建筑色彩研究的适

用性

１.建筑色彩研究的进展与局限

城市色彩亦称“城市环境色彩”ꎬ通常在

广泛意义上指的是城市内各构成要素公共空

间部分所呈现出的色彩面貌总和[１]ꎬ由自然

环境色彩与人工环境色彩两部分构成ꎮ 其

中ꎬ建筑色彩作为人工环境色彩的主要组成

部分ꎬ凭借其普遍常见、易于导控的优点现已

被广泛认为是构建现状城市色彩数据库、制
定城市主导色及总体色谱、进行色彩控制与

管理等城市规划设计领域中的重要内容ꎮ 我

国目前对于建筑色彩导控的研究最初起源于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后期ꎬ自 ２０００ 年起ꎬ北京、武
汉、西安、广州、哈尔滨、青岛、济南等城市逐

渐开展了建筑色彩的导控实践ꎬ而且现有的

建筑色彩导控实践也逐步向规范化调研、量

化分析和精细化导控转变[２]ꎮ 当前ꎬ对于现

场的建筑色彩信息采集多采用的是建筑色卡

目测对比、数码相机拍照以及测色仪器测色

等较为传统的色彩调研方法ꎬ且该类方法存

在一些诸如难以在大规模范围和精细化尺度

上进行开展与深化、天气状况易使色卡比对

造成误差等问题与缺点ꎬ已成为亟需优化与

改进的方面之一ꎮ
２.街景图像的特点与优势

近些年ꎬ街景图像这一立足三维视角、关
注人本尺度的数据源ꎬ为建筑色彩的定性、定
量化分析提供了高分辨率的实景图像大数

据[３]ꎬ其存在以下 ４ 项优势:第一ꎬ数据库庞

大、涉及范围较广[４]ꎬ相较于可涉及 １１０ 多个

国家的谷歌街景地图ꎬ国内互联网涉足的百

度、腾讯街景等地图覆盖率可达我国近 ３００
座城市区域ꎬ因此ꎬ为建筑立面色彩的采集提

供了稳定的、广泛的数据来源ꎬ但同时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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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待改进、未完全覆盖的县级行政区以下

的地区等问题ꎻ第二ꎬ日照时间一致、误差较

小ꎬ由于街景图像信息采集为确定的某一时

刻ꎬ此时整个研究区获取同样的日照角度ꎬ产
生的光影效果基本一致ꎬ较好地减少了现场

调研时日期、光照等因素造成的误差ꎻ第三ꎬ
人行与车行角度前进、视域范围较广ꎬ街景图

像较为完整地涵盖了城市街区内道路两侧的

立面内容ꎬ包括天空与水系等在内的自然景

观、建筑与基础设施等在内的人文与人工景

观ꎬ这为色彩信息采集的深入度与准确度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ꎻ第四ꎬ调研资金较少、成本

较低ꎬ前期调研工作可从线下转为线上ꎬ通过

街景图像采集可有效减少实地出行的成本投

入ꎬ还可避免实地调研突发的安全等问题ꎮ
综上ꎬ本研究采用了网络数据源中的街景图

像作为立面色彩信息采集的主要来源ꎬ以实

现高效快捷的目标ꎮ

二、研究区概况分析

１.研究范围

始于 ２００４ 年编制的«哈尔滨市城市色彩

规划»中ꎬ首次提出以米黄加白色为整个城

市的主色调ꎬ桔黄色、朱红色、红褐色与复合

灰等色系作为辅助ꎮ 从色彩分区来看ꎬ根据

建筑风格可主要分为历史城区(涵盖道里

区、道外区、南岗区、平房区和呼兰区等)、协
调区(分布在历史城区周边)、新区(分布在

协调区外围) [５]ꎮ 其中ꎬ中央大街街区作为

哈尔滨市较为重要的商业与金融中心便坐落

于历史城区内ꎬ整体布局是以中央大街主街

为核心ꎬ尚志胡同 － 尚志大街、通江街、经纬

街 －西十六道街和江畔路为边界所组成的长

１ ４５０ ｍ、宽 ２１. ３４ ｍ 的总面积 ８９. ８４ ｈｍ２ 的

街区范围ꎬ也是集购物、旅游、办公、居住等多

功能于一体的综合历史文化街区ꎬ其中ꎬ以主

街两 侧 区 域 为 主 的 核 心 保 护 范 围 为

１９. ６ ｈｍ２ꎬ建设控制地带为 ７０. ２４ ｈｍ２ꎮ 另

外ꎬ位于两侧的辅街大约 ２５ 条ꎬ其高宽比约

为 １∶ １ꎬ分布的行政办公楼、居民小区、教育

与医疗设施等数量较多ꎮ

２.研究方法

(１)数据采集

在此次研究中ꎬ首先ꎬ对中央大街街区内

的道路及沿街建筑进行划分及编号ꎻ其次ꎬ对
研究范围内的动态街景图像进行人工截取ꎬ
同时ꎬ每个位置都选择平视视角的 ４ 个方位ꎬ
由此形成全方位的图片数据集[６]ꎬ共 １ ６２１
张ꎻ再次ꎬ利用以«ＧＢ / Ｔ１５６０８—１９９５ 中国颜

色体系»为基础的«中国建筑色卡»电子软件

对采集到的街景图像进行色彩信息的比照ꎬ
其中ꎬ对建筑立面的色彩层次进行判断时选

用了“主色调 － 辅助色 － 点缀色”的三元分

类法ꎬ经过多次的目视比对色卡与街景图像ꎬ
将最为接近的色卡编码(色相 Ｈ 明度 Ｖ /彩
度 Ｃ)、建筑名称、材质、功能、层数及历史建

筑等备注在册ꎻ最后ꎬ共获取 ３８９ 个无重复的

建筑立面的色彩样本ꎬ其色彩平面图分布如

图 １ 所示ꎮ

图 １　 中央大街建筑色彩现状分布

　 　 (２)数据处理与分析

由于建筑立面色彩存在个体的感知、认
知判断的差异性以及客观变化的不确定

性[７ － ８]ꎬ因此需要结合定量化技术对采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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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数据进行处理ꎬ对色彩的影响要素进行

客观的描述与表达ꎬ进而可减少色彩偏差ꎮ
首先ꎬ将建筑立面中的主色调编码(色

相 Ｈ 明度 Ｖ /彩度 Ｃ)单独筛选出来ꎬ将其作

为定量化研究的基础内容ꎻ其次ꎬ因色卡中除

明度 Ｖ、彩度 Ｃ 外ꎬ色相 Ｈ 的表达形式为“数
字 ＋字母”ꎬ故需对其运用公式 Ｈ ＝ ３. ６ａ ＋
ｂ[９]转换成可量化的单一数值(其中ꎬＨ 为转

换后的色相数值ꎬａ 为原色相编码中的数字

编号ꎬｂ 为原色相编码中的字母编码转换后

的数值ꎬ设 Ｒ ＝ － １８ꎬＹＲ ＝ １８ꎬꎬＲＰ ＝ ３０６)ꎻ
再次ꎬ将转换完成的色相、明度与彩度数据两

两为一组转入 Ｏｒｉｇｉｎ 软件ꎬ分别采用极坐标

系和散点图绘制色相 － 彩度图、彩度 － 明度

图等分析图ꎬ以此可较为直观地反映出色彩

倾向ꎻ最后ꎬ将整理完成的主色调等现状色谱

以色彩信息数据库的形式进行存档ꎬ以便开

展后续研究ꎮ

三、研究区色彩特征与影响因素分析

１.色彩环境总体评价

在完成全部色彩信息处理后ꎬ对研究区

的整体及其核心保护范围地带即主街建筑开

展色彩倾向分析ꎮ
(１)研究区整体的色彩特征

将转换后的样本绘制成色相 －彩度分布

图、彩度 － 明度分布图与现状色谱图(见图

２)ꎬ可反映街区的 ３ 项基本色彩特征ꎮ

图 ２　 中央大街街区色彩总体环境分布

　 　 ①色彩样本数据主要以 １０Ｒ ~ １０ＧＹ 两

个色相半径轴为中心向暖色调方向集中:黄
色系(１０Ｙ ~ １０Ｒ)、绿色系(１０Ｇ ~ １０Ｙ)分布

的色彩数据较为集中ꎬ同时ꎬ街区内因较为重

复地或规律地运用某种色系的色调而较好传

承了城市的历史文脉与记忆ꎻ相反的ꎬ红色系

(５Ｒ ~ １０Ｐ)、紫色系 (１０Ｐ ~ １０Ｂ)、蓝色系

(１０Ｂ ~ １０Ｇ)分布的色彩数据较少、较为分

散ꎬ因此ꎬ从冷暖色调的对比来看ꎬ街区的色

彩总体呈现出以暖色调为主的特征ꎮ
②色彩样本数据多趋近于中低彩度、中

高明度区域:在各彩度阶段中ꎬ中低彩度

(Ｃ < ７)数据占比 ９５. ８９％ ꎬ其中ꎬ低彩度数据

占比 ６０. １５％ ꎻ在各明度阶段中ꎬ中、高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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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 > ４)数据占比 ９７. ６９％ ꎬ其中ꎬ高明度数

据占比 ８７. ９２％ ꎮ 因此ꎬ从明暗对比来看ꎬ街
区色彩总体呈现低彩度、高明度的特征ꎮ

③灰色调的色彩样本数据占有一定比

例ꎮ 在无彩色的分类中ꎬ色相与彩度均为 ０、
明度为 １０ 的色调称为绝对白ꎬ研究区的灰色

调色彩样本数量占比约为 ７. ４６％ ꎮ
综上 ３ 项色彩特征ꎬ可较为明显地看出

街区色彩环境整体上较为一致且特色鲜明ꎬ
暖色调为主的色系贴合寒地城市的自然环境

特征ꎬ此外ꎬ存在的一定比例的冷色调也可起

到色彩对比调和的作用ꎬ以此来丰富与提升

居民或游客的视觉体验度ꎻ中低彩度、中高明

度也较贴合建筑本身的属性ꎬ其较为清淡的

色系能更好地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ꎮ
(２)研究区主街的色彩特征

为进一步明确主街的建筑色彩倾向

(见图 ３)ꎬ绘制建筑主色色相 － 彩度、彩
度 － 明度分布图(见图 ４)后ꎬ共含有两种色

彩特征ꎮ

图 ３　 中央大街主街的建筑色彩分布

图 ４　 中央大街主街色彩环境分布

　 　 一方面ꎬ一定比例的冷暖色系起到了对

比调和的作用ꎬ但相比较而言ꎬ样本在暖色区

域的集中分布程度强于冷色系ꎬ比较符合当

地寒地城市的自然环境特征ꎮ 另一方面ꎬ趋
向中低彩度、中高明度的街区总体特征在主

街区域得到了显著的强化:在各彩度阶段中ꎬ
中低彩度(Ｃ < ７)的色彩数据占比 ９６. ４３％ ꎬ
其中ꎬ低彩度(Ｃ < ３)色彩数据占比 ７８. ５７％ ꎻ
在各明度阶段中ꎬ中、高明度(Ｖ > ４)的色彩

数据占比９６. ４３％ ꎬ其中ꎬ高明度(Ｖ > ７)色彩

数据占比 ８７. ５％ ꎮ 因此ꎬ从明暗对比来看ꎬ
色彩总体呈现低彩度、高明度的特征ꎬ既与基

本的建筑色彩相符合ꎬ又与街区整体色调

一致ꎮ
２.自然环境因素对建筑色彩的影响

依据«中国建筑气候区划图»的分类ꎬ哈
尔滨市属于较为典型的寒地城市ꎬ因其长期

处于中温带季风气候的影响下ꎬ冬季持续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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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较长ꎬ降雪期则长达 ４ 个月之久ꎬ因此ꎬ严
寒气候成为影响中央大街街区建筑色彩的主

要环境因素ꎬ这也是整个城市色彩呈现出偏

暖黄色调的视觉效果的重要原因ꎮ 同时ꎬ对
于高纬度地区来说ꎬ日照时间对建筑色彩也

存在一定的影响ꎬ美国的 Ｆａｂｅｒ Ｂｒｉｒｒｅｎ 和

Ｈａｒｒｙ Ｗａｌｋｅｒ Ｈｅｎｐｎｅｒ 曾对日照时长与区域

建筑色彩的偏好关系进行了探讨:一般来说ꎬ
日照时长较长的区域更偏好暖色系的色调ꎬ
由此建筑外立面多采用红褐色系、黄白色系

等较为温暖鲜艳的颜色ꎬ而建筑内墙则更多

选用较为清淡的绿色、蓝色系等颜色ꎮ 由于

哈尔滨每年的平均日照时间长达 ２ ６００ ｈ 以

上ꎬ因此ꎬ较长的日照也成为影响中央大街街

区建筑立面选用米黄色系、灰白色系等色调

的重要自然环境因素之一ꎮ
３.人文环境因素对建筑色彩的影响

中央大街街区最初起源于 １９ 世纪末西

方列强与沙皇俄国入侵我国东北之后开展的

铁路和建筑修筑时期ꎬ形成于 １８９８—１９００ 年

间铁路器材运送时期ꎬ１９２４ 年ꎬ俄国工程师

科姆特拉肖克为其铺设方石ꎬ于 １９２８ 年改称

“中央大街”后引入一批外国商人ꎬ至此成为

较为闻名的商业街ꎮ 在此期间ꎬ建筑外立面

在俄国建筑色彩及材质的影响下主要选用米

黄色、白色系、红色系等色调ꎬ并选用表层做

仿石或砂浆处理的石头、面砖与装饰砖等材

质[１０]ꎮ
而到了抗日战争时期ꎬ日本开展了“大

哈尔滨都市建设计划”ꎬ受其影响ꎬ中央大街

街区的建筑造型多选用较为简洁的几何形

状ꎬ外立面则主要采用小型的米黄色、灰红色

系面砖等材质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和改革开放时

期ꎬ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加强了对中央大街街

区的保护ꎬ逐步出台了«哈尔滨市保护建筑

街坊街道和地区管理办法» «中央大街辅街

区域环境综合整治» «哈尔滨市历史文化名

城保护条例» «哈尔滨市中央大街步行街区

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划条例ꎬ对临街建筑物

的设计风格与高度、外立面装饰物与广告牌

匾的面积与色彩、构筑物等的清洗与粉饰、人
行步道板的更换等进行规划ꎬ由此逐步形成

了现今的米黄色系为主、辅以灰绿色系、灰红

色系的建筑色彩体系(见图 ５)ꎮ

图 ５　 中央大街的建筑色彩历史演变图谱

４.人工环境因素对建筑色彩的影响

对自然、人文环境进行定性化的分析后ꎬ
对建筑材质、功能、层数等人工环境因素进行

较为详细的、定量化的分析ꎮ
(１)不同建筑材质的色彩影响

①研究区整体的建筑材质分析ꎮ 通过对

采集的色彩数据进行材质分类后ꎬ街区内建

筑材质大致可以分成涂料、玻璃、面砖、金属、

石材、砖头六大类ꎮ 为了更为直观地显示、对
比不同材质对建筑立面色彩产生的影响ꎬ对
其进行了色相 － 彩度、彩度 － 明度分布图

(见图 ６)的绘制ꎮ
由图 ６ 可见ꎬ涂料和面砖的样本较多ꎬ占

比约 ９０％以上ꎬ且分布范围较集中ꎬ多倾向

于暖色调(１０Ｒ ~ １０Ｙ)、中低彩度、中高明度

的色系ꎬ因使用频率较高而构成了研究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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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中央大街街区建筑材质色彩分布

主导色彩ꎮ 相反的ꎬ玻璃、金属、石材和砖头

的使用频率相对较低ꎬ并且这几者多趋近于

中低彩度、中高明度色系区域ꎬ但又略有不

同ꎬ其中ꎬ玻璃倾向于冷色调ꎬ砖头倾向于暖

色调ꎬ金属倾向于高彩度ꎬ石材则更多地倾向

于低彩度的灰色调ꎮ
②研究区主街的建筑材质分析ꎮ 主街的

建筑材质明度与彩度对比图如图 ７(ａ)所示ꎬ
可以看出就不同材质的使用频率来说ꎬ涂料

和面砖的使用频率较高ꎬ这两者在主街的整

体色彩环境中占据主导地位ꎬ相反的ꎬ玻璃和

砖头的使用频率相对较低ꎮ 此外ꎬ不同材质

建筑的彩度、明度分布存在一定的差异ꎬ玻
璃、面砖和砖头多倾向于中低彩度、中高明度

区域ꎬ但涂料色相区间内的低明度、高彩度区

域占比却趋近 １０％ ꎬ因此ꎬ其更易呈现出浓

烈、跳脱、违和的视觉效果ꎮ
(２)不同建筑功能的色彩影响

１)研究区整体的建筑功能分析ꎮ 通过

对样本的建筑功能进行筛选之后ꎬ研究区内

的建筑功能大致可以分成商业 ＋ 旅游业(含
旅馆)、居住、商业 ＋ 居住、办公、公共服务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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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中央大街主街色彩的明度、彩度对比

类ꎬ同样对其进行不同建筑功能的色相 － 彩

度、彩度 －明度分布图(见图 ８)的绘制ꎬ共有

３ 种色彩倾向特征ꎮ
①以商业、旅游业(含旅馆)为主导向暖

色调方向集中ꎮ 商业、旅游业的色彩样本数

量较多ꎬ约占 ５６. ３％ ꎬ同时ꎬ其色调分布范围

较广ꎬ呈现出鲜明的以暖色调为主、冷暖相间

分布的特征ꎬ总体上与街区的色调趋同ꎬ奠定

了其色彩环境的总基调ꎮ 居住建筑同样倾向

于暖色调ꎬ而办公建筑则明显趋向于偏冷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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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中央大街街区建筑功能色彩分布

一点的色调ꎮ
②不同功能建筑的彩度、明度分布存在

一定的差异:居住和公共服务建筑更倾向于

低彩度、高明度区域ꎻ反观商业和办公建筑ꎬ
中高彩度、中低明度数量占比趋近 ２０％ ꎬ因
此ꎬ其更易呈现出浓烈、跳脱的视觉效果ꎮ

③建筑的不同功能与材质间具有较强的

联系ꎮ 两者自身都不是单独存在的影响因

素ꎬ具有较强的自相关性ꎬ居住建筑往往运用

涂料与面砖等材质ꎬ商业与办公建筑则更趋

向于运用玻璃、石材等材质ꎬ但建筑的功能与

材质间的影响也并非是决定性的ꎮ
２)研究区主街的建筑功能分析ꎮ 主街

的建筑功能明度与彩度对比图如图 ７(ｂ)所
示ꎬ一方面ꎬ商业类建筑的色彩样本数据占比

约为 ９０％以上ꎬ形成了主街色彩环境的主基

调ꎻ另一方面ꎬ居住、公共服务建筑多倾向于

高明度、低彩度区域ꎬ商业建筑在其色相区间

内的中明度、中彩度区域占比趋近 １０％ ꎬ由
此对主街的色彩丰富度与层次感起到了较好

的强化作用ꎮ
(３)不同建筑层数的色彩影响

１)研究区整体的建筑层数分析ꎮ 依据

«民用建筑设计通则»中以地上层数对建筑

高度进行的分类:住宅建筑中 １ ~ ３Ｆ、４ ~ ６Ｆ、

７ ~ ９Ｆ、１０Ｆ 及以上分别为低、多、中高、高层ꎻ
此外ꎬ民用建筑里小于 ２４ ｍ 者为单、多层ꎬ
２４ ~ １００ ｍ 者为高层ꎬ大于 １００ ｍ 者为超高

层ꎮ 研究区内居住建筑以中高层为主ꎬ公共

建筑以单、多层为主ꎬ两者占比均超过一半ꎮ
同样绘制居住 /公共建筑不同层数的色相 －
彩度、彩度 －明度分布图(见图 ９)后ꎬ共有两

种较为显著的色彩倾向特征ꎮ
①不同高度的居住 /公共建筑向暖色调

方向集中:就居住建筑来说ꎬ多层、中高层建

筑在黄色系(１０Ｙ ~ １０Ｒ)区域中呈现较为集

中的特征ꎬ高层建筑除黄色系外在紫色系

(１０ＲＰ ~ １０ＰＢ) 区域内也有一定比例的分

布ꎬ呈现出暖色调为主、冷暖相间分布的特

征ꎻ而对公共建筑来说ꎬ单、多、高层建筑的色

调分布范围与中央大街街区的总体色调趋

同ꎬ在除紫色系(１０ＲＰ ~ １０ＰＢ)外的色系中

均有分布ꎬ呈现出较为显著的暖色调为主的

分布特征ꎬ由此奠定了色彩环境的总基调ꎬ而
超高层建筑由于数量较少ꎬ色调特征不明显ꎮ

②不同高度的居住 /公共建筑彩度、明度

分布具有差异性:居住建筑多以中低彩度、中
高明度为主ꎻ单、多、高层公共建筑中虽以中

低彩度、中高明度为主ꎬ但中高彩度、中低明

度样本数量也趋近２０％ ꎬ因此ꎬ易呈现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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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中央大街街区建筑层数色彩分布

总体色彩环境不太和谐的景象ꎮ
２)研究区主街的建筑层数分析ꎮ 主街

公共建筑层数的明度与彩度对比图如图 ７
(ｃ)所示ꎬ明显可见主街公共建筑的单、多、
高层的色彩样本占比约为 ８９％ 以上ꎬ且与街

区整体共同呈现出较为显著的高明度、低彩

度的特征ꎻ居住建筑由于数量较少ꎬ色调特征

不明显ꎮ 因此ꎬ综上特征可见ꎬ主街的总体色

彩环境对于整个街区来说起到了主导与强化

作用ꎬ建议加强主街的色彩规划引导ꎬ并提升

辅街的融合与和谐度ꎮ

四、结论与建议

(１)从自然环境角度出发ꎬ色彩应符合

寒地城市的自然特色ꎬ应继续保持倾向于中

低彩度、中高明度ꎬ向暖色调方向集中的色彩

环境ꎬ避免出现一味迎合新兴潮流而丧失特

色、千城一面的问题ꎻ
(２)从人文环境角度出发ꎬ在现行规划

的基础上应出台强化街区建筑立面色彩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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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控制的专项规划ꎬ而不只是作为城市设计

中提升城市风貌的非法定导则ꎬ以便更有效

地传承历史文脉与城市记忆ꎻ
(３)从人工环境角度出发ꎬ首先ꎬ应加强

建筑外立面中使用率较高的材质引导与控

制ꎬ同时ꎬ对于小部分较为跳脱、浓烈的色系

进行规划ꎬ达到色相、明度、彩度上的调和ꎬ避
免出现色彩杂乱或不和谐的“色彩污染”问

题ꎮ 其次ꎬ建筑的不同功能一定程度上会对

其色彩的倾向与材质的选取产生影响ꎬ较为

分明的分区可以较好地规避色彩混杂的问

题ꎬ此外ꎬ对于不同功能的建筑应运用差异性

的色度控制方法ꎮ 再次ꎬ应对重点区段主街

较有特色的建筑色彩环境予以保护与修复ꎬ
加强建筑外立面的冷暖、明暗控制ꎬ使其更为

和谐地融入整个街区的色彩基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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