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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管理手册使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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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专业术语说明

⚫ 基调色：建筑外墙中占主导地位的颜色（使用面积为60~70%）
确定建筑的色彩基调。

⚫ 辅助色：建筑外墙中占次要地位的颜色（使用面积为30~40%）
配合辅助建筑的基调色。

⚫ 点缀色：建筑外墙中突出强调，画龙点睛的颜色（使用面积
为5~10%）

⚫ 建筑物有瓦顶时，可直接作为瓦的颜色，在使用过程中应
注意与墙面的对比度控制。

⚫ 建筑物为平顶，可考虑作为檐口装饰瓦的颜色及屋面的色
彩。

⚫ 点缀色在建筑里面中小面积使用。

⚫ 点缀色使用的位置较为灵活，它的使用必须一句与墙面色
的配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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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相
分为10 个基本色相，分别为R（红色）、

YR（橙色）、Y（黄色）、GY（黄绿色）、G
（绿色）、BG（蓝绿色）、B（蓝色）、PB
（蓝紫色）、P（紫色）、RP（紫红色）。每
个色相均分成10 等分以扩大表示，共计100 个
色相。
暖 色：受黄色基调影响的，给人以温暖感觉
的色彩称为暖色，如橙色、黄色等。
冷 色：受蓝色基调影响的，给人以寒冷感觉
的颜色称为冷色，如蓝绿色、蓝色等。
中性色：绿色系、紫色系称中性色。

明度
分为10 个等级。从0 到10，数值越高，表

示色彩越明亮，其中0 代表理论上的绝对黑色，
10代表理论上的绝对白色。如高明度的色彩，
是指显得明亮的色彩。低明度的色彩，是指显
得暗淡的色彩。

艳度（Chroma）
数值越大，表示色彩越鲜艳。高艳度的色

彩，是指显得鲜艳的色彩，而低艳度的色彩，
是指显得灰浊的色彩。每个色相的最高艳度数
值，根据色相的不同而不同。
蒙塞尔色彩体系中，无彩色（指黑、白、灰三
色）用N 加上数值来表示。如N5.5。其中N 表
示无彩色，5.5 表示明亮程度。

蒙塞尔色彩体系的色彩表示法
将蒙塞尔色彩体系的色立体沿着明度轴，

按照色相环的等分精度切分，就得到如上图所
示的色卡。上图左上方的标记表示该色卡的色
相为5R，即表示该色卡上的所有色彩的色相均
是5R，色卡的横轴表示艳度变化，纵轴表示明
度变化。从而在一个色卡的坐标系上就可以精
确定位特定色彩值。

蒙赛尔色相环

色立体剖面图

色调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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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手册构成内容说明

建筑墙面色与屋顶色推荐:对柳州建筑墙面用色和屋顶用色进行整体性

推荐，对墙面推荐60色及屋顶推荐25色进行编码，并标注对应蒙赛尔

属性值。

建筑色彩分类推荐图册：根据建筑分类，针对性提出色彩推荐范围，并

制定色彩负面清单。

色彩分区控制图则：根据片区基础特点及风貌特色，针对性的提出区域

性色彩推荐。

滨水片区控制图则：根据滨江片区特点，针对性提出各江段建筑基础色

彩推荐。

色彩使用原则：

1、当建筑不处于滨江地段时：建筑色彩的选择应满足该建筑所在

分区的分区控制图则所提出的色彩要求；若需要突破其管控要求的，可

在建筑色彩分类推荐图册所要求的色彩范围内，在保证与周边环境协调

的情况下，经过审批后适当扩大选色范围。

2、当建筑处于滨江地段时：建筑色彩的选择应满足滨水片区控制

图则的色彩要求；若需要突破其色彩管控要求的，可在同时满足该建筑

所在分区的分区控制图则以及建筑色彩分类图则所要求的色彩范围内，

在保证与周边环境协调的情况下，经过审批后适当扩大选色范围。

分类推荐图册要求，并与周边环境协调的情况下，可适当扩大选色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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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色彩分区控制图则

4.1  色彩分区控制索引

色彩二级控制分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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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色彩分区控制图则

色彩三级控制分区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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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滨水片区控制图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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