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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色彩与环境设计应用》

内容概要

《数字色彩与环境设计应用》是国内第一部有关“数字色彩”与环境设计的专著。它较详细地介绍了
“数字色彩”的基本原理；阐述了混色系统CIE与显色系统HVC、色彩模型、色彩表达方式等不同于
传统艺用（颜料）色彩的色彩理论：在色域、明度、饱和度以及概括性与现实虚拟性等方面，分析了
“数字色彩”与传统艺用色彩的异同。还对利用扫描仪、数码相机等获取色彩，色彩修正、色彩压缩
和重采样等问题，作了详尽的论述。
《数字色彩与环境设计应用》总结了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与色彩的关系，在环境和建筑设计中引入了
“色彩地理学”的概念；分析了自然光与人造光、光的演色性、光照对环境色彩的影响以及色光混合
与材质等问题；结合大量实例，就环境设计中的色彩应用作了深入浅出的论述，把作者经过多年实践
总结的“数字色系——（五级）饱和度、明度色表”运用到环境色彩设计中。《数字色彩与环境设计
应用》对目前设计中暴露出来的色彩弊病进行了剖析，并对具有代表性的优秀三维数字色彩设计作品
进行点评。
《数字色彩与环境设计应用》涉及的“数字色彩”居于数字艺术与设计的学科前沿，可望填补国内研
究的一项空白。适合于建筑、规划、环境设计的专业人员和大专院校师生阅读，亦可用作这些专业的
基础课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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