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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为建筑装饰设计原理和建筑装饰专题设计两个部分，主要包括建筑装饰设计概述、室内空
间组织、室内空间界面设计、室内光环境设计、室内色彩设计、家具与陈设、室内绿化与小品、建筑
外部装饰设计、居住建筑装饰设计、办公建筑装饰设计、商业建筑装饰设计、餐饮建筑装饰设计和旅
馆建筑装饰设计等内容。

　　本书可作为高等职业院校建筑设计、建筑装饰施工技术等专业课程教材，也可作为装饰设计及施
工人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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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5.2.2 色彩的心理效应　　色彩的直接心理效应，来自色彩的物理光刺激对人的生理发生的直接影
响。
心理学家对此曾做过许多实验，他们发现：在红色环境中，人的脉搏会加快，血压有所升高，情绪兴
奋冲动；而处在蓝色环境中，脉搏会减缓，情绪也较沉静。
有的科学家发现，颜色能影响脑电波，脑电波对红色的反应是警觉，对蓝色的反应是放松。
据研究，一些疾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体内色谱失衡或缺少某种颜色造成的。
人体内有7种腺体，每种颜色都能产生一种电磁波长，这些波长由视觉神经传递给大脑，促使腺体分
泌激素，从而影响人的心理与肌体，达到治疗疾病、调控情绪、消除疲劳等作用。
另外，颜色还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和社会属性。
　　冷色与暖色是依据心理感知对色彩的分类。
对于颜色的印象，大致由冷暖两个色系产生。
波长长的红色光。
橙色光、黄色光，本身有暖和感，照射到任何物体都会有暖和感；相反，波长短的紫色光、蓝色光、
绿色光，有寒冷的感觉。
夏日，我们关掉室内的白炽灯，打开日光灯，就会有一种变凉爽的感觉。
颜料也是如此，在冷食或冷的饮料包装上使用冷色，视觉上会引起你对这些食物冰冷的感觉。
冬日，把卧室的窗帘换成暖色，就会增加室内的暖和感。
以上的冷暖感觉，并非来自物理上的真实温度，而是与人们的视觉与心理联想有关。
　　冷色与暖色除给人们温度上的不同感觉以外，还会带来其他的一些感受，例如，重量感、温度感
等。
如暖色偏重，冷色偏轻；暖色有密度大的感觉，冷色有稀薄的感觉；两者相比较，冷色的透明感更强
，暖色则透明感较弱；冷色显得湿润，暖色显得干燥；冷色有很远的感觉，暖色则有迫近感。
一般说来，若想使狭窄的空间变得宽敞，应该使用明亮的冷调。
由于暖色有前进感，冷色有后退感，可在细长的空间中的两侧涂以暖色，其余较短的两壁涂以冷色，
空间就会从心理上感到更接近方形。
　　此外，色彩的明度与纯度也会引起对色彩的错觉。
一般来说，颜色的重量感主要取决于色彩的明度，暗色给人以重的感觉，亮色给人以轻的感觉。
纯度与明度的变化给人以色彩软硬的印象，如淡的亮色使人觉得柔软，暗的纯色则有强硬的感觉。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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