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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光疗法在服装设计中的应用
———以抑郁症患者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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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色彩在服装中的具体表达,分析色彩对抑郁症患者情绪的影响,采用问卷调查法及案例分析法归纳总

结,得出以下结论:色光疗法在服装设计中的应用可以扩宽服装设计的方法,应多角度设计产出,使更多人关注生命价值,

关注现代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在服装设计中注重营造色彩基调,可以实现缓解大众情绪和净化心灵的特殊效果。

关键词:色光疗法;色彩比例;抑郁症;服装设计

中图分类号:TS94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0356(2024)01-0047-06

收稿日期:2023-09-21;修回日期:2023-10-12
作者简介:刘 金(1998—),女,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服装品牌运作、艺

术设计与数字化,E-mail:1046357575@qq.com。

  服装设计作为以人为本的设计,如今越来越重视

对人情感需求的满足,服装设计师也不断地思考如何

通过服装来解决现代社会中的问题。当今社会,由于

空气的污浊、环境的恶化、生活和工作压力的增加等,
抑郁症成为常见的精神类疾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报

告,目前抑郁症是全球第四大疾病负担,也是导致患者

功能残疾的主要原因之一,大约有1/7的人会在人生

的某个阶段遭受抑郁症困扰。色彩心理学表明,周围

的色彩对抑郁症的预防和改善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
色彩对人的中枢神经产生强烈的影响,是重要的视觉

交流形式,可以与人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能够表达各

种不同的感受和回应。如果服装设计师能够有效地运

用色彩的特性,通过色彩搭配设计服装来协助调节人

们的心理情绪,不仅可以丰富服装的设计渠道,还可以

改善人们抑郁的情绪,在日常生活中用色彩改善人们

的心理问题。

1 色光疗法与服装设计

色光疗法并不是一个新鲜的名词,在心理治疗领

域,它是一种不同于常见治疗手段的特殊医疗方法,也
被称为色彩疗法或常规的色彩学。在服装设计中,色
彩学的运用也很常见。从色彩中找到色光疗法在服装

中的独特联系,使色光疗法通过服装发挥治疗人们心

理的作用。

1.1 色光疗法的起源

色光疗法是近年来一种重放异彩的古代疗法。它

起源于古印度的一种养生医学理论,这种古老的医学

治疗形式流传到现在已有几千年,同时期的中国、古埃

及文化中也有出现。在印度,治疗师们发现人体的健

康不仅取决于生理的变化,还与我们的情感需要有关。
因此,将色彩与7种主要的脉轮相关联,这些脉轮都有

主色,当脉轮的色彩不平衡时,就会引起疾病及其他身

体状况;相应的,通过导入适当的颜色平衡脉轮色彩,
病症就会得到缓解。

1.2 色光疗法的原理在服装色彩中的表现

从色彩的物理性质来说,由于人的个体差异,对光

谱的感知能力有所不同,对色彩的感受也产生了差异。
色彩会给人带来不同的视觉及心理感受,当色彩光波

从一个物体表面反射而来,由于个体对色彩的感悟差

异,结合自身的认知,人们对色彩就有了许多不同的领

悟。同时随着色彩环境的变化,人们表现出来的心理

和身体感受也会不同。依托这种色彩原理,色光疗法

成为治疗人们心理的重要干预手段,这种疗法是自然

的、影响情绪的、与精神或心智相关的治疗方法。
古印度治疗师的脉轮健康理论认为每一种色彩控

制一种脉轮,这种色彩影响着各个部位的器官和细胞

的健康。通过色彩的平衡保持身体的健康是控制疾病

的一种方法。这种色光治疗的方法发展到现在,得到

了一些医学实践的证明,不同的颜色具有不同频率的

光波,同时也具有不同的能量,可以对人体相应组织器

官及心理状态产生独特的影响。色光疗法作为一种有

科学依据的心理治疗方法,在当下心理问题增多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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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中,可以将其运用到生活之中。服装作为生活之本,
在衣食住行中位居首位,因此有观点认为,人们每天在

选择服装色彩时,是由于人体内感到了对这种色彩能

量的需求,于是便会下意识地选择某种色彩。对色彩

的爱好也会随时间和条件的不同而发生变化。这表

明,人们对于当下喜爱的色彩选择,可能是身体发出的

某种信号,代表身体目前所需要的能量,包含了自身为

维护身体健康及正常身体机能所产生的色彩需求。色

彩疗法中,色彩既能带来正面效果,也会引起反面作

用。比如黑色虽然是高级的代名词,但对抑郁症患者

来说可能会使他们的症状加重,所以慎重选择特定的

颜色是很有必要的。
在服装设计中,色彩与造型、面料并称为服装设计

的三要素。色彩表现是服装设计的重要内容。服装中

色彩的运用与服装设计的主题有关,同时也融入了社

会意识、文化、经济及其他社会元素的反映。不同的色

彩元素体现出的服装审美表现也截然不同。人们对于

常见的服装色彩感受是多元的、流动的,这与色彩带给

人的视觉感受有关,是外在表现与人们自身的意识、情
绪等内在表现所产生的认识。在服装设计中融入色光

疗法的概念,对现代快节奏生活与工作压力引起的各

种心理疾病有着非常积极的缓解与辅助治疗作用。

2 服装色彩的视觉效应

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更加丰富多

彩,不同色彩、风格的服装呈现在人们面前,在带来视

觉冲击的同时,也展现出色彩搭配的美感。服装色彩

具有多样化特点,不同的色彩具有其独特的美。设计

师按照合理的比例搭配色彩,可以体现出色彩的秩序

美。大多数颜色的属性可以分为色相、明度、纯度3方

面。具体的颜色又可以分为有彩色及无彩色2大类。
有色系列的颜色都有上述3方面的属性,无色系列即

黑、白、灰,不具有色相和纯度,只有明度属性[1]。除此

之外,不同的色彩具有不同的情绪价值及不同的情感

表达,影响着人们的情绪变化,正确使用色彩对缓解消

极情绪有一定的作用。

2.1 色彩的基本属性

服装设计中色彩运用的前提是了解具体的色彩属

性以及呈现在人们视觉中的实际效果,明确具体的色

彩感受,因此要从色彩的色相、明度、纯度3个方面分

析色彩的基本属性。
色相可以说是色彩的相貌。在服装设计过程中,

代表了整体服装色彩的基调。对于色相的选择是设计

中一个重要的步骤,体现了设计师在设计中的具体色

彩倾向,不同色相之间的调配会带来不一样的视觉效

果。同时,在进行色相比例搭配的同时,还要充分考虑

色彩属性间的基本关系,让2种或几种颜色相呼应,体
现出色相搭配的协调性[2]。

明度就是指色彩的明暗程度。如在红、橙、黄、绿、
蓝、紫等色中,由于人们对黄、橙、绿的敏感程度高,所
以感觉这些颜色浅亮;对红、蓝、紫的敏感程度低,所以

觉得这些颜色比较暗。色彩的种类繁多,不同明度的

色彩搭配会呈现不一样的视觉效果。因此,在服装设

计过程中,设计师应分析色彩明度,将不同明度的色彩

进行搭配,突出整体的美感。色彩的明度也有具体的

区分,一般有3种明度,分别是低、中、高。设计师通常

根据主题、季节等变化对色彩明度进行调配,在满足设

计需求的同时迎合消费者的喜好。对于一些皮肤白

皙、年轻的少女而言,浅色系的衣服可以彰显其青春活

力;中明度色调的衣服,则更适合中老年女性,虽然色

调较为暗淡,但在颜色搭配上更显协调,可以给人一种

端庄、优雅的感觉。
在对服装进行配色时,如果色彩的明度、色相都不

相同,想要突出服装的视觉效果就要对色彩的纯度进

行调整。纯度和明度比例的变化,可以激发不同的视

觉感受。如果色彩的纯度与明度差别较小,服装整体

色彩调配就较为和谐,给人一种舒适的感觉;如果服装

色相间的明度、纯度相差较大,则给人一种别样的感

觉,赋予服装更多的生机与活力,增强视觉效果。

2.2 色彩的情感表达

不同的色彩展现的色相不同,给人的心理感受也

不同。直观来说,色彩分为冷色调、暖色调。顾名思义

就是颜色带给人的温度感受。在服装设计中,这种冷

暖色的区分最为明显,在冬季的服装中常采用暖色调,
使人感受到温暖;在夏季的服装中,常看到的就是冷色

调的使用,带给人们冰凉感[3]。常见的色彩情感表达

见表1[4]。
表1 色彩的情感表达

色相 色彩感受 色彩功能

红色 活泼、生动
饱含力量、热情,刺激神经系统,使人改变
抑郁的心情状态

橙色 充满活力、炙热 有助于赶走抑郁、引起食欲

黄色
色彩明亮、活泼、
希望

带来尖锐感、扩张感,刺激神经及消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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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相 色彩感受 色彩功能

绿色
平和、新鲜、安宁
静止

促进身体消化平衡,起到镇静的作用,舒缓
疲劳的神经系统,克服消极的情绪

紫色 积极、尊贵、威严
对运动神经、淋巴系统和心脏系统有促进
作用,促进健康,维持体内钾的平衡

蓝色
冷静、睿智、透明、
广博

具有很强稳定性的色彩,可以调和肌肉,影
响视觉、听觉及嗅觉,并且可以减轻身体疼
痛,用在面料上可以给人安全感

黑色 冷静、神秘、严肃
一种消极的色彩,会使人情绪低落,给人消
极的心理暗示

白色 纯洁、平和
起到巩固并净化人体的作用,也可以作为
其他颜色的增效剂,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 色光疗法在服装上的运用

设计师在结合服装实际风格和现代流行色趋势,
选择适合的色彩进行搭配的同时,更应该从抑郁症患

者的角度出发,综合考虑各方面影响因素,努力做到既

凸显服装的设计风格,增强服装设计的整体美感又能

从颜色上唤起患者对生活的美好向往或缓解负面情

绪,促进服装设计行业往更有意义的方向发展。

3.1 PolinaGorkovenko品牌中的色光疗法运用

以品牌PolinaGorkovenko为例,创作者由于身患

抑郁症,于是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设计了一个名为“色
彩之力”的系列服装。该系列背后的大量研究集中于

特定颜色如何下意识地影响情绪和情感的想法,Polina
Gorkovenko通过研究色光疗法的概念和不同的打褶

技术,探索了如何将时尚用于解决现代社会中的心理

健康问题,如图1所示。

图1 PolinaGorkovenko服装设计手稿

Polina采访了被诊断患有临床抑郁症的人,探讨

了他们在“困难时期”决定穿什么服装,以及如何将自

己的情感依附在服装上。她研读了很多关于色光疗法

的学术文章,还在Instagram上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
询问人们认为哪种颜色更令人振奋,以及他们对此的

感受。她的设计致力于营造一种宁静感,让穿着的人

感到舒适、宁静,以及被保护的感觉,从而获得情绪上

的调整。比如图2这款上衣,Polina受到窗帘的启发,
着重强调打褶的部分,用蓝色模拟海洋,随着褶裥层层

递进的蓝色使“海洋”运动起来。蓝色本身能对人的情

绪起到积极作用,而蓝白渐变打褶的设计又使得这些

“褶裥”更加突出,可以说二者是互为助力,为有情绪问

题的人们提供帮助,疗愈他们的身体和心灵。

图2 PolinaGorkovenko服装作品

3.2 服装设计中色光疗法对消费者的影响

由于服装中的色彩不能通过光照的方式对人产生

影响,只能通过平面的色彩获得视觉感受。为进一步

验证人们对色彩的感受,制作一系列的问卷调查,以便

更加直观地了解人们对不同色彩的真实心理感受。调

查共收集了63份问卷,探究人们对色彩影响情绪这个

观点的接受程度以及人们对不同色彩的具体心理感

受,对服装设计中色光疗法对消费者的影响作出基本

判断。
调研目标群体的性别和年龄分布比较平均,男性

占比47.62%,女性占比52.38%,如图3所示。其次

在调研中25~30岁的参与者较多,如图4所示。总的

来说,样本收集的数据较为可靠。
在调查问卷中设置了“您认为色彩对您的情绪有

影响吗?”这样的问题。如图5所示,76.19%的人们认

为在生活中色彩对他们的情绪产生过影响。同时,进
一步了解到,不同的个体对色彩的心理认知感受是不

同的。对于什么样的色彩可以令人的情绪放松这个问

题,50.79%的人选择了红粉色系,但是其他色系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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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绿、橙黄的选择比例比较平均,如图6所示。

男:47.62%
女:52.38%

图3 目标群体性别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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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目标群体年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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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消费者认为色彩是否对情绪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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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什么颜色能使消费者在有压力或情绪不好时得到放松

在抑郁症患者中,紧张焦虑是常常会出现的心理

问题,因此色光疗法的作用不仅仅体现在对身体机能

的改变。调研中发现人们可以很直观地体会到色彩对

其情绪的影响。如图7所示,65.08%的受访者在看喜

欢的颜色时会缓解紧张的情绪。如图8所示,73.02%

的人在穿着不同色彩的服装时会产生不同的心情。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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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消费者紧张时看到喜欢的颜色是否会被缓解

会

不会

73.02%

26.98%

100 3020 5040 7060 80
百分比/%

图8 消费者穿着不同颜色服装时是否会有不一样的心情

为探究不同的色彩会对人的情绪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设置“请您根据自己的情况,对下列色彩使您感到的情绪

做出选择”这个问题,意图了解人们对某种色彩的直观感

受。如图9所示,大多数受访者对红色、橙色、绿色、蓝色、
白色都会产生愉快、活泼的情绪感受,不同的个体对不同

色彩的情绪感受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别。由此可见,色彩在

治愈人情绪方面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在对色彩和情绪之间的关系做出一定的探究之

后,将色彩置于服装中。在问卷中,如图10所 示,

68.25%的人对服装中的色彩能影响人体健康持肯定

的看法,同时77.78%的受访者愿意通过服装色彩来调

节自身的情绪感受,如图11所示。

4 色光疗法在服装设计应用中的展望

色彩对人们心理有着重要的影响,人们对不同的

色彩有着不同的心理感受,色光疗法成为治疗心理疾

病的重要方法。同时,在服装设计中色彩的应用一直

是重要的一环,通过对色光疗法中色彩学的研究,迎合

消费者对于服装选择的特殊心理需求[5],是服装行业

发展的新渠道。因此,一方面,色光疗法在服装上的应

用促进了服装设计方法的多元化;另一方面,通过服装

色彩的表现,缓解大众不良的心理情绪,对社会的发展

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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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色彩使消费者感到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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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消费者是否认为服装的颜色能影响人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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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消费者是否愿意通过服装色彩调节情绪感受

4.1 促进服装设计方法多元化

服装设计与色光治疗方法的结合,是一种创新服装

设计方法的全新角度,促使人们通过服装关注现存的心

理问题以及社会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在日常生活中给予

特殊心理人群更多的关注。这种直面心理问题,将色光

疗法引入服装色彩设计中的应用方式需要更加深入的

探索。这就要求设计师把学术研究和具体实践结合起

来,持续提高思想、理论、艺术水平,通过服装色彩的使

用,潜移默化地缓解抑郁症患者焦虑、抑郁的心理状态,
逐渐改善身体技能及心理状况,帮助他们通过颜色偏好

唤醒生命意识,关切他们成长的过程,达到缓解抑郁、热
爱自然、热爱生活的目的[6]。

  色光疗法是一类成熟的治疗方法,值得转化和传

播并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同样,也可以说是对存在物

及其规律的探索。色光疗法在服装中的应用突破传统

的服装色彩应用方式,深入探究色彩的功能性作用并

与服装相结合,在实现服装审美价值的同时可以对弱

势精神障碍人群进行一定程度的治疗,也是一种全新

的治疗角度及服装设计应用角度。
4.2 体现服装设计的社会意义

服装设计作为必不可少的设计种类,从另一个角

度来说也是一种艺术创作。艺术创作就不可避免地要

面对社会现实的人物和场景,更加难以摆脱人的思想

情感和精神世界的影响。色光疗法在服装设计中的应

用,采用色彩学的手段来干预人们的情感表现,调节情

绪,促进行为改变,对缓解抑郁症患者的病情也有着一

定的作用。通过这种心理治疗,唤醒抑郁症患者对生

命的意识,是色光疗法社会价值的展现[7]。通过对色

光疗法在服装设计中应用的具体分析可以看出,色光

疗法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治疗方法,抑郁症人群通过

色彩变化来调节心理情绪,增加对生活的热情,并且获

得更多的温暖、接纳及尊重。
色彩的感觉促进大脑的活动[8],通过服装中的色

彩展现色光疗法,潜移默化地达到净化不安情绪的目

的。同时可以认为色光疗法是系统的治疗方式,作为

一种完善的医疗手法,很容易解决设计中是否正确运

用色调的问题,而缓解人的精神问题是关键。色光疗

法在服装设计中的应用虽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但是

作为一个全新的设计方式,通过设计去创造有效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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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疾病的渠道是非常有意义的。

5 结束语

通过分析色光疗法与服装设计结合的案例及其对

社会发展的意义得出,色光疗法是色彩学在服装设计

中应用的更深层次的体现,不仅是对色彩具体感受的

分析,更多的是色彩功能的体现。随着现代人心理问

题的日渐增多,色光疗法成为有效的治疗手段。通过

服装所展现的审美价值,实现了为心理障碍群体提供

全新的治疗渠道;以色光疗法为切入点,深入探究色彩

的应用方式,为服装设计的应用扩宽了灵感渠道。因

此,在时尚领域采用服装来展现色彩功能是可以普及

的方式,色光疗法是色彩学在服装设计中的深入应用,
且可以促进服装设计的多渠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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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ofChromatographyTherapyinFashionDesign
———ACaseStudyofPatientswithDepression

LIUJin
(SchoolofFashion,WuhanTextileUniversity,Wuhan430073,China)

  Abstract:Throughthespecificexpressionofcolorinclothing,theimpactofcoloronthemoodofpatientswithdepressionwas
analyzed.Byusingthequestionnairesurveymethodandcaseanalysismethod,thefollowingconclusionshavebeendrawn.Ontheone
hand,theapplicationofchromatographytherapyinclothingdesigncouldbroadenthemethodofclothingdesignandmakemorepeople

payattentiontothevalueoflifeandtheproblemsexistinginmodernsociety.Ontheotherhand,payingattentiontothecreationof
colortoneinfashiondesigncouldrealizethespecialeffectofeasingthepublicmoodandpurifyingthesoul.

Keywords:chromatographytherapy;colorratio;depression;fashion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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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ofAGVTrolleyintheWarpBeamTransfer
SystemofGlassFiberWarpingWorkshop
HUANGJianjian,LIXiaomin,CHENCong,WANGXiaolei

(NanjingFiberglassResearch&DesignInstituteCo.,Ltd.,Nanjing210012,China)

  Abstract:Asanunmannedlaserguidedtransportvehicle,theAGVtrollycanindependentlycompleteaseriesofautomated

transportationundertheschedulingandmanagementofthecomputer.Inrecentyears,withthecontinuousincreaseindemandfor

glassfiber,glassfiberfactoriesarefacingenormouschallenges.Intheglassfiberwarpingworkshop,mostdomesticproduction

enterprisesstillrelyonmanuallabortocompleteproductionoperations,qualitytesting,inboundandoutboundoperationsandreport

statistics.Lowproductionandmanagementefficiency,difficultqualitycontrol,difficultlabor,highmanagementcosts,seriously
affectthecompetitivenessofglassfiberenterprises.Aseriesofautomatedtransferpathsintheglassfiberwarpingworkshopwere

perfectedbyusingtheinteractionbetweenthecomputerschedulingsystemandAGVtrolleys,achievingautomationintheglassfiber

warpingworkshop.

Keywords:glassfiber;warpingworkshop;AGVtrolley;automation

·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