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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以年轻学生作为被试 ,采用迫选法和主观评价法 ,考察了年轻学生对计算机操作界面的颜色偏好

(包括背景色及其与前景色的搭配) 。结果表明 :1) 蓝色、紫色、灰蓝色和青绿色比较适宜作为操作界面的背

景色 ,其中蓝色是最受欢迎的颜色 ;2) 在以蓝色、紫色和灰蓝色作为背景色时 ,被试对前景色的偏好表现出一

定的规律性 ,即以白色、黄色系和绿色系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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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颜色偏好一直是心理学家关注的问题 ,从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 ,国内外学者对颜色偏好就进行

过许多研究。周先庚、曾虹文[1 ] 、王益荣[2 ]在不同

时期研究了中国学生的颜色偏好 ,发现不同年代

的学生对特定颜色的喜好存在差异 ,但也存在较

大的稳定性 ,白色、绿色和蓝色一直是中国学生较

喜欢的颜色。Ellis[3 ]的研究发现不同性别的北美

大学生在颜色偏好上存在显著差异 ,特别是男性

被试对暗蓝色的喜爱显著高于女性。李文馥[4 ]等

人的研究表明 ,颜色偏好因对象而异 ,年龄、性别

也是影响颜色偏好的重要因素。颜色特性所引起

的情绪[5 ]和联想[6 ]也是颜色偏好的影响因素。上

述研究均采用卡片或书面问卷形式 ,研究被试对

反射色的视觉偏好 ,而对于在计算机终端显示器

呈现的颜色研究主要集中于显示工效[7 ,8 ] ,很少

涉及对颜色的喜爱及其舒适度。朱祖祥等人[9 ]曾

从信号的容易辨认程度和阅读舒适程度两个方

面 ,考查 CRT 显示器目标色 - 背景色的搭配效

果 ,发现颜色搭配的可辨性和舒适性存在不一致。

在研究方法上 ,国内对于颜色偏好的研究 ,均选取

7～10 种颜色进行研究 ,而这些颜色的确定规则

却没有明确说明。因此 ,有必要在一个更广泛的

颜色范围内研究被试对计算机界面的颜色偏好。

本研究以年轻学生为研究对象 ,试图以一种

更加合理的方式探讨其对计算机操作界面的颜色

偏好。基本步骤为 ,从基本色库中确定待研究的

7～10 种背景色 ,研究被试的背景色偏好 ,选出被

试偏好的背景色 ,再研究所选出的背景色与前景

色的搭配 ,探讨被试对计算机操作界面的颜色偏

好 ,为用户界面设计中操作系统的界面设计提供

颜色选择的依据。

2 　实验方法

2. 1 　实验仪器

本实验在实验室环境下进行。实验所用显示

器为 43 cm(17 英寸) CRT 彩色显示器 , 分辨频率

为 1 024 ×768 像素 ,对比度 100 % ,明度 50 % ,色

彩为红 55 %、绿 55 %、蓝 55 %。日光灯正常照明。

2. 2 　被试

实验共采用被试 87 人 (男 46 人 ,女 41 人) ,

来自中国农业大学本科生及中科院心理所学员 ,

年龄 19～34 岁 ,平均年龄 22. 6 岁 ,矫正视力达

1. 0以上 ,色觉正常。其中 44 人参加背景色偏好

实验 (男 23 人 ,女 21 人) ,另外 43 人参加前景色

偏好实验 (男 23 人 ,女 20 人) 。

2. 3 　实验材料

所选颜色均来自 Windows 98 画图程序中所列

的 48 种基本颜色。

背景色偏好研究采用了其中的 8 种颜色 ,即

蓝色、深紫色、深蓝色、灰蓝色、紫色、灰紫色、青绿

色和玫瑰红 8 种颜色。8 种颜色的确定由 20 名大

学本科生完成 ,男女各 10 人 ,年龄 19～23 岁。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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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种基本颜色均绘制成大小为 20 ×13 mm 的色

块 ,排列成 8 ×6 的矩阵 ,制作成一张位图格式图

片 ,背景为浅灰色。将此图片通过 CRT 彩色显示

器全屏呈现 ,被试按照主观喜好分别选出 10 种颜

色 ,作为一个操作系统的背景色 ,并按喜好程度进

行递减排序。将结果进行加权处理后 ,选出蓝、深

紫、深蓝、灰蓝、紫、灰紫、青绿和玫瑰红 8 种颜色

作为待研究的背景色。

前景色与背景色搭配的偏好实验在背景色偏

好研究结果的基础上进行。以背景色偏好研究中

得出的 4 种被试偏好的颜色作为背景色 ,其余的

基本色分别作为前景色 ,探讨被试对操作界面颜

色搭配的偏好。

2. 4 　实验程序

2. 4. 1 　背景色偏好实验

背景色偏好实验由颜色迫选实验和主观评价

实验 2 部分组成 ,运用 2 种方法共同考察被试对

操作界面背景色的偏好。

第 1 部分为颜色迫选实验 ,采用对偶比较法

对被试对操作界面的背景色偏好进行研究。采用

E2prime 编程 ,将选定的 8 种颜色两两配对呈现 ,

每种颜色占半个屏幕。为了平衡位置效应 ,每种

颜色在左右位置均与其他 7 种颜色进行比较。实

验任务要求被试将右手的食指和中指放在小键盘

的数字键“1”和“2”上 ,对呈现在屏幕上的 2 种颜

色进行比较 ,从作为操作界面的背景色的角度进

行选择 ,喜欢屏幕左边的颜色按数字键“1”,喜欢

屏幕右边的颜色按数字键“2”,记录每种颜色的

被选次数。每次反应后出现黑屏 ,以屏蔽视觉后

效 ,按空格键进入下一次比较。实验前有 4 次练

习 ,正式实验共进行 56 次选择。

第 2 部分为主观评价实验 ,要求被试从喜好

度、舒适度和该颜色作为屏幕背景色的适合度 3

个维度对 8 种颜色进行 7 点等级评分。试验程序

为随机全屏呈现其中一种颜色 ,屏幕右方列出 3

个维度 ,部分数字上注明了该数字所代表的程度 ,

被试通过鼠标分别选择对该颜色 3 个维度的评

分。对 3 个维度的评分均结束后 ,屏幕右下角的

“下一张”按钮变亮 ,点击进入对下一种颜色的评

价。

2. 4. 2 　前景色与背景色搭配偏好实验

以背景色偏好实验确定的前 4 种颜色作为背

景色 ,基本色中除背景色外的其他颜色作为前景

色 ,以 20 ×13 mm 的色块形式分别放置在 4 种背

景色的中央 ,共制成 184 张图片随机呈现。要求

被试从作为操作界面的颜色搭配的角度出发 ,按

照搭配的适合度对这张图片的颜色搭配进行 7 点

等级评分 ,1 表示最合适 ,7 表示最不合适。反应

方式同背景色偏好实验主观评价部分。

3 　实验结果

3. 1 　背景色偏好实验结果

3. 1. 1 　颜色迫选部分

按瑟斯顿提出的对偶比较数据的度量化方

法 ,将每名被试的选择结果均转化为 Z分数 ,结果

统计如表 1 所示。对 44 名被试的结果采用重复

测量的方差分析 , F (7 , 301) = 10. 223 , P < 0. 001 ,

被试对 8 种颜色的偏好存在差别。
表 1 　迫选数据描述统计

颜色 蓝 紫 青绿 灰蓝 深紫 深蓝 灰紫 玫瑰红

Z分数 0. 52 0. 36 0. 30 0. 25 - 0. 18 - 0. 38 - 0. 47 - 0. 48

Z’ 2. 35 2. 19 2. 13 2. 08 1. 65 1. 45 1. 36 1. 35

标准差 0. 49 0. 38 0. 90 0. 59 0. 67 1. 13 0. 97 0. 95

　　进一步的多重比较发现 ,被试对蓝色的偏好

与最后 5 位颜色间均存在显著差异 ,可见被试最

喜欢蓝色作为操作系统的背景色。紫色、青绿色

和灰蓝色均与最后 4 位颜色存在显著差异 ,也是

被试比较偏好的背景色。

3. 1. 2 　主观评价部分

对 3 个维度的评分分别进行了统计 ,基本统

计结果见图 1。

图 1 　8 种颜色的主观评价结果

8 种颜色喜好度的等级顺序为蓝、灰蓝、紫、

青绿、玫瑰红、深紫、深蓝和灰紫 ,主效应差异显

著 , F(7 , 301) = 8. 895 , P < 0. 001。多重比较显

示 ,蓝色是喜好度最高的颜色 ,它与其他 7 种颜色

之间均存在显著差异。灰蓝色和紫色与后 5 位颜

色之间存在显著差异。青绿色与灰紫色之间也存

在显著差异。与对偶比较的结果相比 ,前 4 位的

具体颜色一致 ,但位次上发生了一些变化 ,蓝色依

然是被试最喜欢的颜色 ,灰蓝色从第 4 位上升到

第 2 位 ,紫色和青绿色仍然是被试比较喜好的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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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8 种颜色舒适度的等级顺序为蓝、灰蓝、紫、

青绿、灰紫、玫瑰红、深紫和深蓝 ,主效应检验差异

显著 , F (7 , 301) = 13. 960 , P < 0. 001。多重比较

显示 ,蓝色、灰蓝色和紫色都是引起舒适感较高的

颜色 ,其评价分数和后 5 位颜色之间均存在显著

差异。青绿色与后 3 位颜色间存在显著差异。处

于第 5 位的灰紫色也和最后 1 位的深蓝色存在显

著差异。可见这些颜色引起的舒适感不同。

8 种颜色作为背景色的适合度的等级顺序为

蓝、灰蓝、紫、青绿、灰紫、深紫、玫瑰红和深蓝 ,主

效应检验 F (7 , 301) = 16. 083 , P < 0. 001 ,被试认

为 8 种颜色作为背景色的适合度是不同的。多重

比较表明 ,被试认为蓝色、灰蓝色是最适合作背景

色的颜色 ,它们与后 6 种颜色的评价分数间存在

显著差异。紫色也是一个值得考虑的背景色 ,与

后 4 位颜色间存在显著差异。青绿色与后 3 位颜

色存在显著差异。可见 ,前 4 位的蓝色、灰蓝色、

紫色和青绿色均比较适合作背景色。

以上结果可以看出 ,主观评价 3 个维度的数

据比较一致 ,特别是前 4 位颜色。对 8 种颜色 3

个维度的平均值进行斯皮尔曼等级相关检验 ,发

现两两间均存在高相关 r喜好度 ×适合度 = 0. 932 ,

r舒适感 ×适合度 = 0. 959 , r喜好度 ×舒适度 = 0. 875。3 个

维度间存在相互影响 ,在操作界面颜色设计中值

得考虑。

3. 2 　前景色与背景色搭配偏好实验结果

对被试的评分结果进行统计 ,按每种搭配的

平均值进行排序 ,前 10 种颜色搭配数据如表 2 所

示。
表 2 　颜色搭配评价前 10 位描述统计 (单位 :分)

背景色
前景色

蓝
白

蓝
嫩黄

蓝
青绿

蓝
草绿

灰蓝
白

蓝
浅绿

紫
白

紫
嫩黄

蓝
绿

蓝
黄

平均分 2. 95 3. 26 3. 28 3. 37 3. 37 3. 4 3. 47 3. 51 3. 53 3. 53

标准差 1. 59 1. 57 1. 71 1. 9 1. 96 1. 68 1. 86 1. 67 1. 91 1. 72

　　对前 10 种颜色搭配进行 F 检验 ,差异不显
著。进一步的观察发现 ,背景色和前景色的搭配
偏好存在一定的规律。在前 10 种颜色搭配中 ,有
7 种属于蓝色背景 ,2 种属于紫色背景 ,灰蓝色背
景只占了 1 种 ,而青绿色背景没有入选。将 4 种
背景色下搭配的平均值 (见图 2) 进行 F 检验 , F

(3 ,126) = 6. 971 , P < 0. 01 ,存在显著差异。多重
比较结果显示 ,蓝背景下的平均值与灰蓝和青绿
背景存在显著差异 ,紫色背景与青绿色背景存在
显著差异 ,被试对颜色搭配的评价受背景色影响
很大。

图 2 　四种背景色下前景色搭配评分平均值

对前景色进行分析发现 ,除青绿色外 ,其他背
景色的前景色搭配也存在一定规律 :蓝色背景下 ,

前 5 位的前景色搭配为白、嫩黄、青色、草绿和浅
绿 ;紫色背景下 ,前 5 位的前景色搭配为白、嫩黄、
黄色、青绿和绿色 ;灰蓝色背景下 ,前 5 位的前景
色搭配为白、黄色、嫩黄、青色和浅绿色。由此可
见 ,白色、黄色系和绿色系都是被试比较偏好的前

景色。
4 　讨论

背景色偏好实验的结果表明 ,对于一个操作
界面 ,蓝色、紫色、青绿色和灰蓝色是被试比较偏
好的背景色。其中 ,蓝色是最受欢迎的颜色 ,紫
色、灰蓝色和青绿色的偏好也较高。在 2 种研究
方法下都得到了比较一致的结果 ,排在前 4 位的
颜色都是比较一致的 ,虽然排序稍有不同 ,但与后
几位颜色的差异显著性是相似的。在这 4 种颜色
中 ,蓝色是最受欢迎的背景色 ,这与蓝色本身的特
性有关 , 有研究表明蓝色能引起人肯定的情
绪[5 ,6 ] ,如舒适、沉静等 ;也可能与被试习惯有关 ,

目前较为流行的操作界面都以蓝色为主色调 ,具
体原因有待进一步探究。从主观评价的 3 个维度
来看 ,适合的背景色与该颜色的舒适度和被试对
该颜色的喜好度有高相关。被试判断一种颜色是
否适合作背景色会受到被试对该颜色的喜好度、
该颜色引起的舒适度的影响 ,这对界面设计中颜
色的选用是有启发意义的 ,但是也有研究表明颜
色搭配的可辨性和舒适性存在不一致[9 ] ,如何在
界面设计中充分考虑这些因素有待进一步的研
究。

根据前景色偏好实验 ,被试对前景色的偏好
明显受到背景色影响 ,蓝色背景仍然是被试最喜

(下转第 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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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4. 1 　实验结果表明 ,Polar2star 信息显示方式在提

高驾驶员异常信息判定的准确性方面优势明显。

仪表组反应时较快则说明传统的仪表显示方式在

预测趋势功能上具有优势。

4. 2 　本实验对驾驶员在不同显示形式下进行信

息判定的准确性和反应时间测定的结果虽然不能

完全反映 SA 水平指标 ,但从信息预测能力的角

度衡量 SA 水平的重要性看来 ,实验结果初步反

映出 Polar2star 显示方式在未来的驾驶舱设计中

具备重要的应用潜力。

4. 3 　未来的研究工作应侧重于两个方面。一是

借助现代仪器设备如脑电图测试仪 ( EEG) 等 ,深

入探讨状态警戒水平的评定指标和方法。二是基

于这些方法和手段对 Polar2star 显示内容及方式

进行进一步的优化设计 ,例如 ,怎样进行两种显示

方式的综合设计 ;如何实现两者之间优势互补等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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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的 ,这与常用的操作界面 (Windows) 一致。前景

色也存在一定的规律 ,白色、黄色系和绿色系是被

试比较偏好的前景色 ,但这一趋势仅经过数据观

察得到 ,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有待进一步的研究证

明。搭配上来看 ,白色、黄色系和绿色系与蓝色、

紫色和灰蓝色背景色搭配比较受被试欢迎。

总体来说 ,在操作系统界面的颜色设计中 ,背

景色建议采用蓝色 ,紫色、灰蓝色和青绿色也是值

得考虑的颜色。在蓝色、紫色和灰蓝色背景下 ,前

景色建议采用白色、黄色系和绿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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