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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达岭秋季景观整体色彩组成对美景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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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整体景观色彩的组成角度评价了八达岭林场秋季景观!以期探究视觉色彩对景观美学质

量影响!进一步提出提升美学质量的方法"利用
G

9

34+.

等软件从像素角度解译色彩信息!筛选与

美景值有显著相关关系的因素!并以色彩组成因子为自变量!公众喜好度的
HIB

值为因变量!构建

景观质量评价模型"结果表明#

#

$依据美景值将八达岭林场整体景观质量从高到低划分为
'

个等

级%等级
"

&等级
#

&等级
$

&等级
%

&等级
&

$!美景值集中在等级
#

和等级
$

中!可见公众比较偏爱

八达岭秋季景观'

!

$色彩组成因素与美景值方差分析中!明度指数%

#

!

$&邻近色%

"

#

$&互补色比例

%

"

$

$&色彩多样性%

%

&

$和色彩均匀度%

'

&

$与美景度之间有显著或极显著差异'

%

$模型结果表明!

二次多项式逐步回归模型较其他
%

种模型%回归模型&逐步回归模型和二次回归模型$的拟合程度

高%

"

!

J'&>)$K

!

(

$

">""#

$!能较好地描述景观整体色彩与美景度之间的关系!且美景值与#

!

&

"

#

&

"

$

&

%

&

呈负相关关系!与
'

&

呈正相关关系"对此!在八达岭景观质量提升改造中!可降低整

体色彩明度指数&色彩多样性指数&邻近色和互补色比例!增加色彩均匀度指数来提高美景度"

关键词!森林景观'色彩组成'美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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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森林建设快速发展的今天!尚有一些以风

景游憩为主的林分存在(有林缺景)等问题!八达岭

因长城盛名已久!每年都汇集大量的游客!但长城周

边的林分多以生态服务功能为主*

#

+

!风景吸引力不

高!因此提高景观美学质量可促进森林旅游&研究

表明!植物色彩是影响森林美学质量和促进公众身

心健康的重要影响指标*

!

+

!相较听觉,嗅觉和触觉等

感觉!视觉是景观美学质量评价中最主要的途径!而

色彩是刺激最强烈的视觉语言!在传达景观视觉特

征时要比景观的其他要素更加直接和重要*

%

+公众通

过色彩引起的视觉反映和心理联想来表达和评价对

景观的喜好程度*

)

+

!可见!景观色彩是连接公众审美

和美学质量提升的重要纽带&

国内外对城镇森林色彩的研究主要包括植物变

色机理及影响因素*

'(?

+

,景观色彩搭配和运用*

#"

+

,景

观色彩传达尺度*

%

+

,色彩斑块特征*

##(#!

+

,景观色彩主

色相三要素*

#%

+等对美学质量的影响!总体来说!较

大尺度,色彩组合较为复杂的景观色彩对公众心理

影响的研究不足&其次!各研究中色彩解译的方法

也不尽相同!主要是目视对照*

#)

+

,仪器测量*

#'

+以及

软件提取*

#%

!

#A

+

&且尽管国内外学者在色彩提取等

方面做了许多探索与尝试!但每种方法的研究力度

不够!重复度不高*

%

+

&基于以上原因!本文从整体景

观色彩角度出发!利用
G

9

34+.

软件提取八达岭林

场秋季景观色彩像素*

#&

+

,非等额划分色彩空间*

#A

+

!

构建色彩组成和比例关系等指标并解释美景度!将

色彩美学,色彩心理学融入景观质量评价中!探讨八

达岭景观整体美学质量的提升策略&研究结果可为

其他城镇森林景观质量提升和可持续管理*

#$

+提供

科学依据&

#

!

研究区概况

八达岭林场位于北京市延庆县境内!地理坐标

为
##&V##W#!XY##&V##W%%XB

!

%?V'AW%$XY%?V'$W#!X

2

!平均海拔
A$"C

!年均气温
#">$Z

!无霜期
#&"=

左右!年均降水量为
)')CC

!多集中在
A

,

$

月!且

多暴雨!年均相对湿度
'&>!K

!年均风速约
%>#C

%

7

&林场土壤主要是山地褐土!土层厚度
%"DC

左

右!腐殖质层
!

'

)DC

&

研究区森林覆盖率约为
?%>'AK

!各林分群落

郁闭度都在
">A

'

#>"

&乔木层中占绝对优势的树

种是侧柏,油松!其次为山桃,刺槐,黄栌等树种!据

植物调查统计$蕨类植物有
$

科
#$

种,裸子植物有

%

科
$

种,被子植物
$%

科
'#%

种&研究区植被多为

!"

世纪
'"

'

&"

年代营造的人工林!由于当时造林

的出发点是考虑国际观瞻需要!主要目的是调节区

域气候,净化城市空气,减轻大气污染,阻隔风沙危

害,控制水土流失,涵养山区水源!观赏效果考虑的

少!林分美景度相对较低&八达岭是著名旅游区!人

流量大!但现阶段的景观配置吸引力不高!因而对秋

季景观整体美学质量的合理性研究十分有必要&

!

!

研究方法

!"#

!

照片拍摄"筛选与评判

拍摄八达岭林外景观作为美景度评价及色彩量

化分析的基础资料&拍摄原则$晴天!

$

$

%"Y#"

$

%"

!

由同一个拍摄者使用同一台相机!从不同观测点拍

摄研究样地!顺光拍摄'拍摄者直立拍摄!镜头位置

与双眼等高!一律采用横拍&遵循以上原则并结合

G4+3+74+

N!

处理图像!最终选择
')

张景观照片作

为试验样本&

!"!

!

照片的评价方法及美景度等级划分

!>!>#

!

美景度
HIB

计算方法
!

照片的视觉美学评

价采用
[/.;60\ I+736-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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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的美景度评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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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判者均来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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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过问卷星平台发放问卷并进行打分!共发放
##)

份

问卷!回收
##)

份!有效问卷
##"

份&

每个景观的美景度值按照
[/.;60

*

#?

+等方法计

算如下$

#

#按等级值大小顺序统计各等级值得频数

"

1

#'

!

#计算各等级值得累计频数"

6

1

#'

%

#计算累计

概率"

6

E

#'

)

#根据累计概率查正太分布单侧分位数

值"

F

#'

'

#计算
F

的平均值"

#

G

#&随机选取
#

张照片

作为对照景观!其
2A'

3

值计算式$

2A'

3

J

"

#

G

3

Y

#

G

3

#

]#""J"

'其他景观美景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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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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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3

!

#

G

3

为对照景观的平均值!

#

G

8

为其他景观平均值&

2A'

8

绝对值越大!与对照景

观的景观质量差距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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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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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美学质量等级划分
!

为直观表达景观

色彩因子与美景度之间的关系!采用等差法将美景

度划分为
'

个等级*

!"

+

!

"

,

#

,

$

,

%

和
&

分别代表

景观质量最好,好,一般,差和最差!各景观分类范围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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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H

为等级!

3

分别取值
"

,

#

,

$

,

%

,

&

!

>

3

为

等差数!

>

"

J#""K

,

>

#

J$"K

,

>

$

J&"K

,

>

%

J

)"K

,

>

&

J!"K

!

2A'

C/E

为美景度最大值!

2A'

C;.

为

美景度最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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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色彩采样方法与色彩量化

!>%>#

!

样点采集
!

照片均为
)!""

像素
]!$""

像

素!分辨率为
A!=

N

;

!采用网格法"

#""

像素
]#""

像

素#布设采样点!提取像素点的
_

"色相#,

H

"饱和

度#,

U

"明度#及每个像素点的坐标值!每张景观照

片采集
#!)A

个样点&为避免极端像素"白色天空

和照片中过暗像素#对景观色彩数据造成影响!在计

算时需要将其剔除*

#A

+

&

!>%>!

!

色彩量化理论依据
!

本文采用
_HU

色彩

空间来描述图像的整体颜色特征&

_HU

色彩模式

是基于人眼的一种颜色模式!主要依据人眼的视觉

接受体系来进行色彩空间描述!其中
_

代表色相'

H

代表饱和度'

U

代表明度!一幅图的颜色一般很多!

直接用
_HU

描述色彩比较复杂!本文量化
%

个颜

色分量!合为一维特征矢量!具体方法参照田玉

敏*

#A

+

!并依据八达岭秋季景观色彩特征!本研究把

色调
D

分为
#&

份!饱和度
:

和亮度
5

分别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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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量化后的色相,饱和度和明度值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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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
D

%

"

%)'

!

#'

+!

##

!如果
D

%

"

#'

!

!'

+!

#!

!如果
D

%

"

!'

!

)'

+!

#%

!如果
D

%

"

)'

!

''

+!

#)

!如果
D

%

"

''

!

$"

+!

#'

!如果
D

%

"

$"

!

#"$

'

(

)

+!

2J

"

!如果
:

%

"

"

!

"I#'

+!

#

!如果
:

%

"

"I#'

!

"I)

+!

!

!如果
:

%

"

"I)

!

"IA'

+!

%

!如果
:

%

"

"IA'

!

#

'

(

)

+!

!J

"

!如果
5

%

"

"

!

"I#'

+!

#

!如果
5

%

"

"I#'

!

"I)

+!

!

!如果
5

%

"

"I)

!

"IA'

+!

%

!如果
5

%

"

"IA'

!

#

'

(

)

+!

D

,

:

,

5

取值区间均为前开后闭!按照以上的量化级

把
%

个颜色分量合为一维特征矢量!即

&J%]J

:

]J

5

2̂]J

5

!̂

"

#

#

式中!

J

:

,

J

5

分别是
2

,

!

的量化级数!取
J

:

J)

!

J

5

J)

!因此!最终表达式为$

&J#&% )̂2 !̂

"

!

#

从权重分布来看!色相是区分色彩特点的主要

因素*

'

+

&

!>%>%

!

色彩组成特征指标量化
!

本研究选择色相

指数,饱和度指数,明度指数,主色相比例,邻近色比

例,互补色比例,冷,暖色调比例,色彩多样性,色彩

均匀度和天空比例等*

%

!

#%

!

!#(!%

+量化整体景观色彩

"表
#

#&

!"%

!

数据处理

使用辅助软件
G

9

34+.%>&

从景观照片中提取

景观色彩像各像素点的色相,明度和饱和度!利用

%̀>)>!

和
a-

O

;.?>"

进行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和

L2UaL

分析及绘图&

%

!

结果与分析

$"#

!

景观美学质量评价及等级划分

八达岭不同观赏视点的景观美学质量得分范围

为
Y)'>)A

'

)&>%"

!均值为
&>!!

"图
#

#!变异系数为

%>A))K

$

#'K

!柯尔莫哥罗夫
(

斯米尔诺夫检验

"

b+0C+

O

+-+<(HC;-.+<3673

#表明分析数据是正态

分布的"

KJ">"$?

!

(J">%'$

*

">"'

#!可直接进行

统计分析&

从美景度等级划分特点来看"图
#

#!美景值各

等级箱线图无特异值!表明该美景值分级方法适用!

分级效果较合理'美景值散点主要分布在等级
#

和

等级
$

中!

"

,

%

和
&

等级分布较少!研究样地中美

景值最高为
)&>%"

!最低为
Y)'>)A

'数量分布曲线

峰值略偏左!可见美学质量评价多为一般及以上等

级&综合来看!评价者中多数比较喜爱八达岭秋季

景观&

$"!

!

色彩指标与景观美学质量之间的关系

%>!>#

!

L2aUL

分析
!

不同等级景观的美景值与

景观色彩因子的方差分析表明!景观色彩明度"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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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彩邻近色"

(J">"%?

#,互补色比例"

(J

">"!'

#,色彩多样性指数"

(J">")!

#与色彩均匀度

指数"

(J">"!?

#对美景度值有显著影响!而不同美

景度等级之间的色彩色相"

(J">#)$

#,饱和度"

(J

">%AA

#,主色相比例"

(J">A?"

#,冷暖色调比"

(J

">?%'

#和天空比例"

(J">%"'

#对景观美学质量无

显著影响&后续仅探究与美景度有显著差异的景观

色彩因子&

表
;

!

八达岭秋季景观色彩组成特征量化指标

T/F06#

!

Q,/.3;c/3;+.+1D+0+-D+C

N

+7;3;+.;.=;D/3+-7;.I/=/0;.

O

/,3,C.0/.=7D/

N

6

景观要素
!!!

公式表达
!!!!

参数含义
!!!!!!!

色相指数 +

%

+

%J

,

8

3J#

"

%

3

]"

D3

#

%

3

为第
3

种色相值!

"

D3

为第
3

种色相的比!

3J#

!

!

!-!

#&

饱和度指数#

2

#

2J

,

8

3J#

"

2

3

]"

:3

#

2

3

为第
3

种饱和度值!

"

:3

为第
3

种饱和度的比!

3J#

!

!

!-!

)

明度指数#

!

#

!J

,

8

3J#

"

!

3

]"

53

#

!

3

为第
3

种明度值!

"

53

为第
3

种明度的比例!

3J#

!

!

!-!

)

主色相比
"

;

"

;

J2

;

%

2

%

2

;

为主色相像素!

2

%

为色相总像素

邻近色比
"

#

"

#

J2

#

%

2

%

2

#

为邻近色像素!

2

%

为色相总像素

互补色比
"

$

"

$

J2

$

%

2

%

"

$

为互补色像素!

2

$

为色相总像素

冷暖色比
"

L

"

L

J2

@

%

2

M

2

@

为冷色调像素!

2

M

为暖色调像素

色彩多样性
%

&

%

&

JY

,

(

3

0.(

3

(

3

为第
3

个色彩个数占总色彩个数的比!

3J#

!

!

!-!

!'&

色彩均匀度
'

&

'

&

J%

&

%

0.

"

2

&

#

%

&

为色彩多样性指数!

2

&

为景观中色彩总个数

天空比例
"

2

"

2

J2

2

%

2总 2

2

为天空总面积!

2总 为景观总面积

注$"

#

#主色相比例
"

;

$主色相即林分色相面积比重最大的色相'"

!

#邻近色比
"

#

$色相环中相距
&"V

或相隔五六个数位的两色为邻近色关系!

本文取主色相的邻近色'"

%

#互补色比
"

$

$互补色指在色环上间隔
#$"V

的
!

种颜色!本文取主色相的互补色'"

)

#冷,暖色调比
"

L

$红,橙色给人

以温暖的感觉!而蓝,青色则让人觉得寒冷!因此常把红,橙等颜色称为暖色!而把青,蓝等颜色当作冷色*

#'

+

!本文中冷色调和暖色调像素点取

值分别为
#%'V

'

!$'V

和
%)'V

'

#%'V

'"

'

#天空比例
"

2

$通过
G4+3+74+

N

! 软件将景观中的天空均处理为白色"

DJ"

!

:J"

!

5J#

#并提取总面积&

图
;

!

八达岭秋季景观各等级美景值特点

8;

O

>#

!

M4/-/D36-;73;D7+1HIB

O

-/=6;.I/=/0;.

O

/,3,C.0/.=7D/

N

6

多重比较表明"图
!

#!

"

!

在等级
"

和
#

时差异

不显著!而与其他等级之间有显著差异!可见高明度

景观更受公众喜爱'

"

#

在等级
R

时其值最低!且与

其他等级之间有显著差异!

"

$

在等级
"

,

#

时差异

不显著与其他
%

个等级之间差异显著!整体上这两

个色彩指数随着美景度等级降低!其值增加!从色彩

心理学和色彩美学角度来看!在景观主色调确定的

情况下!适量的邻近色和互补色可以提高色彩的醒

目度!对比适宜!主次得当!而不喧宾夺主!过高的邻

近色和互补色!使整个景观趋于平和一致!缺乏视觉

吸引力'

%

&

和
'

&

变化趋于一致!具体表现为随美

景度等级先降后升的特点!由此可见!多样且均匀的

色彩可以提高景观美学质量!但色彩过于繁多的景

观!视觉感知复杂!抓不到重点!反而降低了美景值&

%>!>!

!

景观模型构建
!

利用
`>%>)>!

中回归分析

法构建景观模型&为了确保结果的可信度!在回归

分析之前进行了数据多重共线性检验&检验结果表

明$当
N

$

#""

!说明共线性程度小!如果
#""

$

N

$

#"""

!有较强的多重共线性!

N

*

#"""

!存在严重的

多重共线性!本研究中!

NJ%?>&A$

$

#""

!可见模型

解释变量之间共线程度小&

分别用线性回归,逐步线性回归,二次多项式和

二次多项式逐步回归进行模型拟合&不同的回归模

型中!二次多项式模型的决定系数远远高于线性模

型"表
!

#!而二次多项式逐步回归模型优于二次多

项式模型!其决定系数
"

!

J'&>)$

!

(

$

">""#

!方程

线性
@

检验中!

@J#">$%

!检验结果达到极显著水

平!本模型可作为八达岭秋季景观色彩组成美学质

量预测模型&

%>!>%

!

景观模型分析
!

拟合的景观预测模型中!保

留的景观色彩组成因子几乎全部达到显著或极显著

水平!其中!

#

!

"

(J"I")A

#,

"

#

"

(J"I""#

#,

%

&

"

(

$

"I""#

#和
"

#

!

"

(J"I"""

#,

"

$

!

"

(J"I"#A

#,

'

&

!

"

(J">"""

#等因子对景观美学质量有显著或极显

著影响"表
%

#&

根据预测模型的各色彩因子的系数值可得到各

因子对美景值的贡献率"表
%

#!进一步得到各因子

影响景观美学质量的影响程度大小&其中!

%

&

对

美景度的贡献率最大!为
!&>!#K

&

'

&

! 对美景度的

影响紧随其后!达到
!#>?&K

&对美景值贡献最低

的是#

!

!贡献率仅为
)>#"K

&

结合模型中各因子对应系数符号来看"表
%

#!

美景度与#

!

,

"

#

,

%

&

以及
"

$

! 呈显著或极显著的负

#&!

第
&

期 马冰倩 等$八达岭秋季景观整体色彩组成对美景度的影响



相关趋势!与
'

&

! 呈正相关趋势!本研究已对原始数

据进行
"

'

#

标准化!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条件下!

美景值随色彩明度指数,色彩多样性指数,邻近色和

互补色比例的减少而提高!随色彩均匀度指数的增

加而增加&研究区为黄栌等落叶树种与油松等常绿

树种混交景观!色彩均很丰富!色彩丰富的景观能提

高公众的好感*

!%

+

!但该模型表明!在色彩丰富度高

的八达岭林场秋季景观!公众喜好色彩多样性低且

色彩均匀度高的景观&此外!适量点缀邻近色和互

补色的景观提高视觉感官刺激!公众喜爱度越高&

图
<

!

景观色彩斑块与美景度之间的关系

8;

O

>!

!

6̀0/3;+.74;

N

F63566.HIB

O

-/=6/.=;.=;D/3+-7+1346D+0+-+10/.=7D/

N

67

表
<

!

基于色彩组成指数的美景度预测模型

T/F06!

!

B73/F0;746=HIBC+=607F/76=+.346D+C

N

06C6.3;.=;D/3+-7+1D+0+-

模型类型 模型表达式
"

!

@ (

线性模型 回归模型
2A'J#I"#)Y"I#&$

#

!Y"I%#!"

#

Y"I)%$"

$

Y"I)"!%

&

"̂I#$&'

&

%&>#& A>"" ">"""

逐步回归模型
2A'J"I?&?Y"I%"'"

#

Y"I!$$"

$

Y"I%#'%

&

%'>'" #">A% ">"""

二次多项式模型 回归模型
2A'J#I)!#Y"IA"'

#

!Y#I"%&"

$

Y"I!%$%

&

^"I''%'

&

Y!I!%A"

#

^

"I%'&

#

!

!

"̂IA%&"

$

!

"̂I"')%

&

!

Y"I&#%'

&

!

#̂I$'?"

#

!

''>"? A>'" ">"""

逐步回归模型
2A'J#I!A!Y"I%!)

#

!Y#I%%$"

#

^"I&!)"

$

Y!I"A)%

&

^#I"&#"

#

!

Y

"IA')"

$

!

#̂IA%$'

&

!

'&>)$ #">$% ">"""

表
=

!

二次多项式逐步回归法分析结果

T/F06%

!

6̀7,037+1736

N

5;76-6

O

-677;+././0

9

7;7+1

S

,/=-/3;D

N

+0

9

.+C;/0

色彩指标 回归系数 标准误差
0

显著水平 贡献率%

K )

值

#>!A! ">#A! A>)"& ">""" %?>&A$

明度指数#

! Y">%!) ">#'? Y!>")' ">")A )>#"

邻近色比例
"

#

Y#>%%$ ">%&! Y%>&?) ">""# #&>?#

互补色比例
"

$

">&!) ">%&# #>A!$ ">"?# A>$$

色彩多样性
%

&

Y!>"A) ">%$! Y'>)%# ">""" !&>!#

邻近色比例!

"

#

!

#>"&# ">%') %>""" ">"") #%>)"

互补色比例!

"

$

!

Y">A') ">%"& Y!>)&$ ">"#A ?>'%

色彩均匀度!

'

&

!

#>A%$ ">%&# )>$"$ ">""" !#>?&

)

!

讨论

在美景度评价中!公众对八达岭秋季景观的评

价主要集中在等级
RR

和等级
RRR

!这可能是因为八达

岭秋季景观以暖色调为主!目前公认的色彩心理学

说表示!暖色调比冷色调更具有生理刺激性*

!)

+

!对

比秋季的萧条!暖色给人以活力和亲切感!人在心理

上更愿意接近*

!'

+

!因而
HIB

美景度评价等级偏高&

不同的色彩组成要素对八达岭林场景观整体色

彩美学质量的影响不同&公众是景观质量评价的参

与者!心理学家认为!人的第一感觉就是视觉!视觉

可以感知物体的形态,纹理和色彩!而色彩是视觉重

要的传达语言*

!&

+

!本研究从整体景观色彩出发!解

译景观色彩像素!基于色彩三属性构建了一维色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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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将色彩分为非等额
!'&

类!构建了整体色彩结

构要素与美景值之间的二次逐步回归模型!模型解

释力达
'&>)$K

&研究表明!整体景观色彩的综合

因子"色彩多样性,色彩均匀度等#较单个色彩要素

"色相,饱和度和明度#而言!前者对美景度的贡献

大&八达岭景观色彩跨度大!多样性普遍偏高!在这

一情况下!再提高景观的色彩数量!反而会降低景观

质量!而随着色彩均匀度的提高!整体美学质量呈上

升趋势!从公众对色彩感知角度来看!一定数量的色

彩保证了视觉美学体验!但过多的色彩会造成视觉

的破碎!这时均匀分布的色彩会对景观美学质量有

提升效果!简言之!相对破碎,不连续的色彩!人们更

偏爱色彩聚集,层次均匀的整体景观&另外两个对

美学质量有显著影响的色彩组成要素是主色相的邻

近色比例和互补色比例!在景观整体基调色彩相对

确定的情况下!较高比例的邻近色和互补色会降低

视觉美学效果!可见!适量的点缀邻近色和互补色!

可以引起视觉反差!形成视觉刺激和对比*

%

+

!而占比

较多的景观!观赏效果降低!这种结果反映了公众心

理上对互补色对比效果的认可!但却无法接受景观

中有大片的视觉对比!会造成视觉的疲惫和审美焦

点不清晰*

!%

+

&研究中!明度指数对视觉美学质量的

影响最小!仅为
)>#"K

!但它是视觉美学的负向影

响因素!这可能是因为八达岭秋季景观主要由黄栌

及油松等树种组成!同一树种的色相和饱和度相对

一致*

#A

+

!而明度受光照影响比较明显&

基于色彩组成的角度!进行景观视觉美学质量

改造和提升!需重视色彩的对比和调和*

!A

+

&对于整

体景观而言!营建色彩数量适宜且色彩斑块均匀的

景观可以提高美学质量&此外!在确定景观基调色

的前提下!如北方秋季景观林的橙红色系!增加黄色

系!形成了弱对比!让人感觉柔和'增加绿色系!形成

了强对比!让人感觉兴奋!这两种对比不仅构成色彩

的调和!还丰富色彩多样性!营造了一种活泼欢快的

氛围!在萧瑟秋景中!增添一份暖意&研究地八达岭

景区中!黄栌,红枫等树种可以确定秋季景观色彩基

调!起主要观赏作用!辅以国槐"邻补色#,辅以油松,

侧柏"互补色#可实现视觉对比!但面积不宜过大!以

防喧宾夺主&

此外!本研究仅从视觉色彩组成特性研究讨论

了八达岭整体色彩对美学质量的影响!尚未考虑色

彩结构和森林生态功能等方面的影响!这些将在后

续研究中进一步讨论&

'

!

结论

视觉景观用色彩刺激公众感官!公众又通过

HIB

评价结果反馈了景观的喜好程度!从美景值分

布特点来看!等级
#

和等级
$

的景观较多!大部分的

评价者还是比较喜欢八达岭秋季景观林整体景观色

彩!方差分析和二次多项式拟合结果表明!

#

!

,

"

#

,

"

$

,

%

&

,

'

&

等因子对美景值有显著的影响&从构建

的美景度模型来看!随着#

!

,

"

#

,

"

$

和
%

&

等因子的

增大!美景值降低'随着
'

&

等因子的增加!观赏效

果也会提升&由此来看!八达岭林场低质量景观观

赏效果不佳的原因在于$

#

#色彩数量过多!分布不

均!配置过于复杂,视觉感知连续性差'

!

#秋季景观

主要以暖色为主!若此时邻近色和互补色过高!对比

强烈!心理联想表现为景观过于膨胀,过于活泼和热

闹*

!'

+

!不仅喧宾夺主!还易造成情绪上的烦躁&

八达岭秋季景观整体色彩质量提升建议$

#

#基

于公众评价$融合主色相,邻近色和互补色并伴随明

度和饱和度变化的景观!基本能满足公众对色彩数

量的要求!过多的使用色彩!反而会适得其反!造成

景观的重点不突出!无法激发人们的美感体验'

!

#基

于色彩调和理论$适量点缀互补色和邻近色可以提

高景观质量!但这些对比色的色块应均匀分布!不宜

过于破碎!合理配置这几种色彩关系!最终达到视觉

的对比协调!实现整体景观美学质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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