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章

虚拟场景设计基础

本章学习重点

 色彩构成

 光与影的分类

 室内构图

 别墅室内模型的制作方法

 室内空间表现的基本流程

本章主要讲解虚拟场景设计中色彩构成、室内构图、别墅室内模型制作方法、室内空

间表现的基本流程。通过本章的学习，读者可以了解室内空间表现的一般方法，掌握室内

设计的基本知识，在实际项目应用中做到有的放矢。作为构图知识应用，本章带领读者完

成别墅案例的白模设计。

1.1 色 彩 构 成

色彩能够丰富人们的视觉感受，在各个行业中都得到了广泛应用，特别是在室内空间

艺术设计过程中，高质量的色彩构成能够提升人们的居住体验，有益于人们的身心健康。

色彩构成是室内环境设计的核心，设计师通过运用不同的色彩搭配，能够让室内的空间感、

舒适度以及环境氛围得到很大改善。

1.1.1 色彩构成的含义

色彩构成是指色彩的产生、原理与应用。色彩在不同空间按不同比例组合，能够形成

一定的视觉效果，营造一种色彩画面，给人以美的享受。色彩构成是艺术设计的基本理论，

它与平面构成、立体构成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色彩不能脱离形体、空间、位置而独立存在。 
色彩构成是以科学的色彩理论为前提的色彩方案，其精髓是将创造色彩的各种因素，

根据色彩的组合规律、色彩平衡、色彩的节奏与韵律，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并灵活应用色

彩的主次、呼应、互补、点缀等设计方法，探索出的一种符合美学的色彩方案。简单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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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搭配，不等于科学的色彩构成。

色彩构成是从人体的知觉和心理感受出发，根据色彩相互作用的规律，构建理想的色彩

方案。色彩构成除了客观因素，还有色彩的视觉心理感受等一些主观因素。不同波长的光作

用于人的视觉器官，通过视觉神经传入大脑后，经过思维，与以往的记忆及经验产生联想，

从而形成一系列色彩心理反应。在大多数人的认知当中，红色、橙色、黄色等颜色被视为暖

色，而紫色、黑色、蓝色等颜色被视为冷色。

1.1.2 色彩基础

色彩包括有彩色和无彩色两种。有彩色就是人们常说的七色光中的颜色，即红、橙、 
黄、绿、青、蓝、紫。无彩色包括黑、白、灰。有彩色由于具备光谱上的某种色相，统称

为彩调，也称色相。无彩色不具备彩调，但是照射到人眼时能够引起明暗程度的变化，表

现为黑、白、灰，称为色调，也称明度。彩色的纯度和彩度表示该颜色的强度，称为饱和

度。色相、明度、饱和度称为彩色的三要素。

1. 色相

色相即色彩的相貌，是区别色彩种类的名称。色

相是色彩的首要特征，是区别各种不同色彩的最准确

标准。不同波长的可见光给人不同的色彩感受，红、橙、

黄、绿、青、蓝、紫等各代表一类具体的色相。红、黄、

蓝称为三基色，由任意两种三基色调和生成的颜色称

为间色，任意两种调和间色称为复色，间色与另一种

原色互称为补色，如图 1.1 所示。

色相作为色彩应用过程中的基础属性，也是空

间色彩最为直观的表现形式，不同类型色相内容的

表达效果也存在较大差异。例如，在医院病房内装

饰色彩选择中，将白色作为主要装饰色彩，可以营造整洁和安静的氛围，有利于患者的 
恢复。

在室内空间表现中，主色调搭配颜色不宜太多，鲜亮的颜色可以作为适当的点缀，面

积不宜过大，这样既保证了整个空间的色调和谐，又不失灵动性。

2. 明度

明度表示色彩特有的亮度和暗度。在黑、白、灰三种色调中，白色的明度最大，黑色

的明度最小，灰色的明度介于黑、白色调之间。有彩色的明度可以用加减灰色来调节，所

以，有彩色的明度一般用无彩色等值的明度表示，也就是用灰度值表示。任何色彩加入白

色则明度提高，加入黑色则明度降低。从光谱上可以看到，最明亮的是黄色，最暗的是紫

色。越接近白色明度越高，越接近黑色明度越低，如图 1.2 所示。

在居住空间设计中，明度可以营造出良好的舒适感，在明暗关系的处理上，也能够带

来丰富的视觉效果。而且色彩明度会给人的心理带来影响，合理应用色彩明度可以给人的

心理带来积极引导。例如，如果室内空间的明度较高，此时则需要搭配明度较低的色彩以

图 1.1 基色与间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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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和过于明亮的光线带来的刺目感，营造舒适的居住环境。

3. 饱和度

色彩饱和度就是指色彩的纯度。纯度越高，饱和度就越高，颜色表现越鲜明；纯度较低，

饱和度就越低，颜色表现则越黯淡，如图 1.3 所示。对于同一种有彩色来说，色相是相同的，

但饱和度和明度不同，视觉效果也不同。

图 1.2 色彩的明度 图 1.3 色彩饱和度

不同纯度的色彩在使用中，所能够营造的氛围环境也存在较大差异，例如，纯度较低

的色彩所营造出的卧室氛围比较灰暗，带来比较消极的空间影响。所以在应用设计中需要

对色彩饱和度进行优化设计，确保设计内容的适用性，从而更好地发挥色彩的价值，满足

相应的使用需求。

1.1.3 色彩对比与搭配色彩的作用和效果

多种色彩组合后，由于色相、明度、饱和度等的差别，所产生的总体效果也会有所不

同。设计师在进行多种色彩综合对比时要强调、突出色调的倾向，或以色相为主，或以明

度为主，或以饱和度为主，使某一主面处于主要地位，强调对比的某一侧面。

1. 色彩的冷暖对比

在色彩学中，色彩分为冷色系和暖色系，红、橙、黄等为暖色系，青、蓝、紫等为冷

色系，如图 1.4 所示。

图 1.4 色彩的冷暖对比

色彩的冷暖与明度、饱和度也有关。高明度的色一般有冷感，低明度的色一般有暖感。

高饱和度的色彩一般有暖感，低饱和度的色彩一般有冷感。无彩色系中白色有冷感，黑色

有暖感，灰色适中，如图 1.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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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的冷暖是相对的。与橙色相比，红色偏冷，而与紫色相比，红色较暖，如图1.6所示。

图 1.5 黑白灰的冷暖对比 图 1.6 色彩的相对冷暖

在建筑装饰设计中，可以利用色彩的物理作用调节空间的温度感。暖色调的室内空间

宜形成热烈的环境气氛，如图 1.7 所示。以青、蓝等冷色作为空间的主色调，会给人以清

凉舒爽的感觉，如图 1.8 所示。

图 1.7 暖色调的室内空间 图 1.8 冷色调的室内空间

2. 色彩的轻重对比

色彩的重量感主要取决于色相、明度和饱和度。明度高的色彩感觉轻，明度低的色彩

感觉重。在同明度、同色相条件下，色彩的饱和度越高感觉越轻，饱和度越低感觉越重。当然，

在色相方面也有一定差异，暖色给人的感觉较轻，冷色感觉较重。黄色和绿色给人的感觉

最轻，且黄色轻于绿色。红色、蓝色给人的感觉最重，且红色重于蓝色。此外，紫色、灰

色给人的感觉也较重。较亮的色彩较轻，较暗的色彩较重，如图 1.9 所示。例如，与洋红

色相比，黄色明度较高，看起来较轻；与棕色相比，黑色看起来较重。浅蓝色、蓝色、深

蓝色在对比时，深蓝色看起来最重。

图 1.9 色彩的轻重对比

在一般情况下，室内空间的天花板宜采用浅色，地面宜采用稍重一些的色彩，以避免

头重脚轻的感觉，如图 1.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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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0 室内地板与天花板配色对比

1.1.4 色彩在场景设计中的应用

将色彩构成应用于室内艺术设计之前，一定要考虑室内空间设计的主题颜色，所属的

风格，针对实际的精神需求以及生活应用需求的使用要点。设计师应根据不同的使用原则

搭配出不同的色彩构成，从而使自己的室内设计方案与居住者的需求高度契合，形成一种

全新的设计理念。在此过程中，将色彩的高纯度和多样性展示出来，创造一幅全新的色彩

画面。当需要对室内空间进行色彩设计时，也要遵循事先分析的色彩构成主题，以某一明

亮鲜艳的颜色，或者低调含蓄的颜色作为主体颜色；在其他色彩搭配设计中，应通过融合

颜色不同但相近的色彩，达到既有色彩变化又不失和谐统一的效果。

一般情况下，色彩在场景设计中应遵循以下原则。

1.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原则 

色彩设计主要是满足功能要求和精神需要，使人感到舒适。其中空间的大小、位置、

使用目的等因素都要慎重考虑。如北方较为寒冷，所以暖色系会比较常用，黄色系、红色

系等能使人感觉温暖、舒适；而南方炎热，蓝绿色系能使人感到凉爽。小空间使用冷色系

会给人以宽敞、清静之感；大空间使用暖色系使人觉得饱满、热情。在色彩应用中，设计

师常常会根据空间的使用频率和使用时长进行相应地设计，例如，对于书房、卧室、客厅

等使用总时长较长的区域，在色彩选择上会优选明度较高、纯度较低的色彩，以起到缓解

眼疲劳的作用。

2. 协调统一原则 

将色彩应用于居住空间设计时，需要遵循整体的协调统一原则。从实际应用情况来看，

设计师需在色彩设计过程中保持较强的节奏感与韵律感，以提升设计内容的装饰效果，从

而获得最佳视觉效果。应用色彩进行协调设计时，需要参考室内陈设情况来确定基础基调，

同时在设计过程中也需要根据业主的工作性质、生活品位、个人性格等内容来完成内容优

化，以提升室内装饰效果，满足室内结构的协调性需求。

3. 对比均衡原则 

室内空间设计还需要遵循对比均衡原则，这也是提升色彩构成合理性的重要保障。在

具体的应用设计中，我们应依托感官的协调性来达到心理层面的对比均衡，带来更加丰富

的感官感受。在设计过程中，需要对协调与对比内容进行适度整理，从而提升设计结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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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性。而在居住空间设计过程中，需要做好色彩搭配处理，在此过程中需要对室内面积、

居住方向、材料相对位置等内容进行客观分析，借此获取到更加合理的设计结果。

1.1.5 色彩与空间表现风格

室内空间表现是设计师通过设计手段，使居住环境和室内环境符合人们预期的一种活动，

其主要依据是建筑结构和空间环境，包括室内设计和室内设计风格两个方面。室内空间表现

有着浓厚的时代特征，会随时间、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目前，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大

多追求个性化表现，因此，室内空间表现风格极大地满足了人们对生活环境、生活品质、智

慧生活的需求。掌握色彩与室内空间表现的内在规律，才能更好地完成后期室内设计工作。

室内设计是经济发展的体现，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居住环境的要求也越来越

高，不仅要求环境宜居，还要融入文化元素，彰显居住城市的文化底蕴。一方面，室内空

间设计与居住者相互影响，如光线、室温、噪声等因素对居住者生理上会产生影响，室内

的摆设、植物等因素对居住者心理也会有影响。另一方面，室内设计与人们的生活品质息

息相关，室内空间设计融合空间艺术、文化艺术、装饰艺术等多种艺术为一体，在给人们

带来美感的同时，也能够提升人们的生活品位。在科技高速发展背景下，室内空间设计还

会融入科技因素，使人们的生活更便捷。材料的种类更加多样化，设计思维更加活跃，设

计手段更加丰富，从而使后期改造相对容易。

室内设计风格是指室内设计所反映的总体特征，是室内空间设计的表象，通过室内空

间设计营造出来，满足人们的居住需求以及心理需求。室内设计风格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

与当前流行的社会文化以及艺术特性息息相关。现阶段常见的室内设计风格有现代简约风

格、恬淡田园风格、新中式风格、欧式古典风格、地中海风格等。下面我们分别介绍这几

种室内设计风格。

1. 现代简约风格

现代简约风格室内设计有着规整的空间划分，具备简洁的硬装线条、合理的软装搭配，

符合现代人快速的生活节奏，并给人清晰、舒缓的感觉，如图 1.11 所示。

2. 恬淡田园风格

恬淡田园风格重在对自然的表现，但由于田园风格种类多样，因此衍生出了中式、欧

式等多种风格，甚至还有南亚的田园风格。这些田园风格各具特色，各有美感。图 1.12

图 1.11 现代简约风格 图 1.12 恬淡田园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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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了美式田园风格。

3. 新中式风格

新中式风格是中式元素与现代材质的巧妙融合。新中式风格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背景，注

重对称和均衡。表现手法比较自由，红木、青花瓷、紫砂茶壶以及一些红木工艺品都是常见的 
陈设，装饰品包括绿植、布艺、装饰画，以及不同样式的灯具等，如图 1.13 所示。这种极简主

义的风格彰显了东方华夏几千年的文明。很多人都非常喜欢这种设计风格，它不太容易过时。

4. 欧式古典风格

欧式古典风格主要是指西洋古典风格。这种风格强调以华丽的装饰、浓烈的色彩、精

美的造型达到雍容华贵的装饰效果，如图 1.14 所示。

图 1.13 新中式风格 图 1.14 欧式古典风格

5. 地中海风格

地中海风格具有独特的美学特点，一般有三

种典型的颜色组合。蓝色和白色是非常典型的地

中海颜色组合，此外，黄色、紫色和绿色是意大

利南部、法国和其他地区广泛使用的颜色组合，

土黄色和赤褐色是北非特有的沙漠和岩石颜色。

一般选择自然的柔和色彩，在组合设计上注意空

间搭配，充分利用每一寸空间，集装饰与应用于

一体，在组合搭配上避免琐碎，显得大方、自然，

散发出古老尊贵的田园气息和文化品位。如图 1.15
所示。

1.2 光 与 影

光与影是一种由自然创造的事物。光与影是建筑设计过程中的一种极富表现力的元素，

对光与影的追求一直是建筑设计的主题，虽然技术水平存在限制，但人们对光与影的控制

和思考仍然极为谨慎、细致，并且一直对光与影的运用持保留态度。但无论如何，利用与

图 1.15 地中海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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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空间中的光与影始终是优秀设计师追求的目标之一。

1.2.1 自然界的光

光是一种电磁波，被称作光波。光是以波动的形式进行直线传播的，具有波长和振幅

两个属性。波长为 0.39~0.77 微米的电磁波，能引起人们的视觉感受，被称作可见光。而

波长不在此范围内的紫外线、红外线等均为不可见光，通过仪器才能观测到。

光是万物生存的必要条件和核心动力。广义上，光分为“自然光”与“人造光”两种。

自然光也称天然光（简称天光），任何非人工光源的光都可以称为自然光，本书中的自然

光是指太阳光。自然光是室内空间设计需要表现的主要因素。自然光不但可以节省能源，

也会为居住者带来更舒适的视觉感受，有利于提高居住空间内容的合理性。在空间的设计

过程中，不同类型的空间对于采光度需求存在较大差异，即便是同一户型，由于楼层、位

置的不同，其对于采光度的需求程度也不同。这就要求设计师在具体的设计中，充分结合

太阳光，体现多层次的空间感，力求设计美观、舒适度良好。

人造光是指由具有发光特性的光源发出的光。室内空间设计中所用的光源全部是人造

光。人造光的布光方法遵循经典的三点光原理，即在场景中布置主光、辅光和背光。主光

生成场景的主要光亮部分，较其他光源，一般需要添加阴影。辅光使主光形成的光亮部分

变得柔和并得以延伸，可以模拟反射光源或次要光源，但不能添加阴影。背光则在物体边

缘生成一个边界，用来区分物体和背景。把握好人造光的设计工作也是室内空间设计的重

要任务，充分利用人造光在空间设计中的补充作用，提高居住空间内容的科学性。不同室

内空间的采光度需求差异较大，需要综合分析光源的大小、位置、颜色等因素的影响，提

高布光的科学性。

1.2.2 阴影

自然光分可见光与不可见光。阴影是由可见光照射到物体上产生的。由于光是沿直线

传播的，传播时遇到不透明的物体，会形成一个光线无法到达的黑暗区域，也就是阴影。

阴影可分为附着阴影和投射阴影，如图 1.16 所示。

图 1.16 阴影分类

人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光与影所产生的各种艺术效果。附着阴影由于尺寸较大而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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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广泛使用。投射阴影在空间中的运用更加灵活多变，也是创造空间意境的主要手段，能

够产生投影效果的构件包括通透的遮阳构件、建筑的结构构件或是采光口，同时，可以使

用对象表面的变化（例如墙壁、圆柱和地面的纹理）使对象的阴影更加多样化。

1.3 室内空间构图

1.3.1 室内空间的概念

建筑空间是指人们为了实现某种目的，采用一定的技术手段从自然空间中围隔出来的、

适合人类生存的空间。建筑空间可分为室内

空间和室外空间。典型的室内空间是由顶盖、

墙体、地面（楼面）等界面围合而成的。但

在特定条件下，室内外空间的界限似乎又不

是泾渭分明的，一般将有无顶盖作为区别室

内外空间的主要标志，比如四面敞开的亭子、

透空的廊道图，具备了室内空间的要求，属

于敞开性室内空间，如图 1.17 所示。

1.3.2 室内空间构图的法则

室内空间构图包含很多要素，比如室内物理空间、家具、陈设、绿化等。这些要素分

别以点、线、面、体的表现形式占据、围合形成室内空间，它们的形状、色彩、位置、方

向等都会对室内空间产生影响，在整个空间中相互联系、呼应、对比、衬托，从而形成一

定的空间构图关系。

空间构图是一种视觉艺术，并没有固定的规则或形式，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新颖、独特、

富有个性的设计。尽管如此，一些基本的构图法仍是普遍存在的，是任何设计都必须遵守的。

1. 协调

设计应遵循的最基本原则是协调原则，设计师应将所有的设计因素和原则结合在一起

去创造协调的效果。协调就是要强调相互之间的呼应关系，具有主次之分，以次要部分烘

托主要部分，并利用家具、陈设、造型、色彩、材质等元素形成差异化统一，如图 1.18 所示。

客厅和餐厅造型相互呼应，以客厅为中心，整个室内家具、色彩搭配协调统一。

2. 比例

室内空间比例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空间自身的长、宽、高之间的比例关系，二是室

内空间与家具、陈设之间的比例关系。房间的大小和形状决定家具的总数和大小。如果一

个很小的房间挤满重而大的家具，既不实用也不美观。另外，色彩、质感和线条也会影响

图 1.17 四面敞开的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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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比例关系的视觉效果。在现代社会，人们倾向于在室内摆放少量尺度相当小的家具，

以保持室内空间的开阔，同时也要避免室内的家具看起来似乎无关紧要。只有家具、材质、

色彩等比例与室内空间协调，才能获得明快、活泼的场景效果，如图 1.19 所示。

图 1.18 室内陈设与材质相互呼应 图 1.19 室内空间比例

3. 均衡

均衡是指空间构图中各要素之间的一种等量不等形的力平衡关系。当各部分的质量围

绕一个中心而处于视觉平衡状态时称为均衡。均衡能带来视觉上的愉快。室内的家具和其

他物体“质量”，是由其大小、形状、色彩、质地决定的。对称构图最容易取得均衡效果，

非对称构图变化丰富，其均衡感来自一个强有力的均衡中心，从而营造出轻快活泼的效果。

图 1.20 中的酒吧采用了对称式布局，达到了均衡的效果。

4. 节奏与韵律

节奏是有规律的重复。韵律是有规律的变化，韵律美是一种具有条理性、重复性和

连续性的美的形式。人的视线能够从一部分自然流畅地移动到另一部分，得益于韵律的 
设计。

通常情况下，室内的设计中包含许多线条元素。连续线条具有流动的特质，在室内经

常用于踢脚板、挂镜线、装饰线条的镶边，以及各种由同一高度的家具陈设所形成的线条，

如画框顶和窗框的高度一致，椅子、沙发和桌子高度一致等。图 1.21 是健身房设计效果图，

通过连续的金属框产生的韵律。

图 1.20 酒吧的均衡效果 图 1.21 健身房设计中的连续韵律

下面是空间构图中产生韵律的几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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