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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宝是高端消费奢侈品!购物时的品质和美好的视觉体验影响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决定着品牌价

值的提升'随着
#ZQ

光源的迅速普及与应用!在珠宝店的氛围营造上!照明因素"色温(照度和显色指数

等#的作用越来越显著!本文针对珠宝店中四种色温条件下的氛围评价指标进行研究'采用可调色温的
#ZQ

光源!模拟珠宝店展示台的照明环境!运用可靠性分析验证了主观评价数据的稳定性!采用了主成分分析(

最大方差旋转法(单因素分析和相关性分析等方法!研究了不同色温下珠宝店的氛围指标以及色温对消费

者心理感知的影响'在珠宝店中!总共提取了四个基本感知维度!分别是融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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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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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泼

性"

H$L=H$&=??

#(美观度"

%=?@;=@$C?

#和均匀性"

,&$A:MI$@

G

#'色温
JKKKf

时的融入感最高!但此时的活泼性很

低!整体氛围比较压抑'色温
YKKKf

时!四个基本维度的均值普遍较高'色温
XKKKf

时!融入感最低'色

温
OKKKf

时!融入感比较低!而活泼性!美观度和均匀性都保持较高的均值'色温对基本感知维度的因子

(

"融入感#和因子
)

"活泼性#影响显著'色温为
YKKKf

时!融入感和活泼性的表现更好!而美观度和均匀性

受色温的影响不显著!珠宝店对空间内色温选择时!优先考虑
YKKKf

的色温'珠宝店的四个基本感知维度

与主观评价量词凉爽的
-

温暖的之间均存在相关性!表明当色温变化时!观察者会从视觉上感受到环境氛围

的冷暖程度变化'融入感与凉爽的
-

温暖的量词相关性最强!随着色温降低!珠宝店的融入感逐渐增强'本文

只改变照明参数中的色温!但观察者在均匀度与明亮度的评价上却受到了影响'说明在色温改变时!观察者

对灯光明亮度和均匀性的视觉感受也会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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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受商业零售环境中的环境体验的影

响'许多购物中心为消费者创造了一个特定的环境!让他们

沉浸其中并产生购买欲望'珠宝店作为商场内的高端消费空

间!在保证高档(尊贵和奢华的装修环境的同时!其中照明

的设计是珠宝店的灵魂!决定着珠宝店的氛围!会影响珠宝

品质的呈现)

(-Y

*

'在以前的研究中!

[:

'

=H?

制定了一种度量

标准来测量氛围感知!并将氛围定义为四个基本维度%舒适

度(活泼性(紧张度和超然!发现不同主题的照明空间的氛

围感知存在差异!对室内商店的评价更偏向于舒适度!对运

动商店评价更偏向活泼性)

X-O

*

'

#$,

等定义了客厅的基本感知

维度为活泼性和舒适度)

_

*

'

i%&

'

等在动态彩色灯光下得到

了基本感知维度为紧张度(舒适度和活泼性)

V

*

'

#,

等在动态

白光下提取了两个基本感知维度%舒适度和活泼性)

^

*

'

#$

等

基于动态照明提取四个基本维度%舒适度(宽敞性(活泼性

和温暖度)

(K

*

'以上研究中的照明条件与问卷内容均有差异!

但提取的维度中均存在舒适度与活泼性'说明这两个维度是

评价室内空间氛围感知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受外界条件的

影响'

以上文章中的实验空间除了
[:

'

=H?

的研究使用了不同

主题的实验空间外!其他研究者得到的基本维度是在客厅环

境或者无陈列装饰的实验空间内完成!没有针对某一个主题

的室内空间进行实验'当给某室内空间下一个定义!像服装

店(珠宝店和超市等一些有具体主题的空间时!根据
[:

'

=H?

的结论!当实验空间的主题不同时!观察者对环境氛围的感

受也会发生变化'



为了更好的体现珠宝的质地!吸引更多消费者前来购

买!本文针对商业场所中的珠宝店进行研究!采用心理物理

学实验的语意差别量表法)

((-()

*

!将消费者的观察评价数据量

化!研究在色温改变的条件下!珠宝店的氛围评价指标!分

析消费者在不同色温下的心理感知变化'

(

"

实验部分

FGF

"

实验前的调研

在观察者实验开始之前!采用调查问卷的形式!在商场

和校园内随机发放
(XK

份!对消费者购买珠宝的空间和进入

珠宝店最关注的问题进行了调研!共收到
(K_

份有效问卷'

""

从图
(

的调研结果可以看出!对于珠宝这种偏奢侈的商

品!消费者更愿意去珠宝店购买!因为在进行大金额消费

时!消费者的谨慎性更高!需要去实体店铺仔细观察与对

比'当消费者进入珠宝店后!最关注的是灯光情况!然后是

展示柜与商品'综上所述!存在对珠宝店的照明环境氛围研

究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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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F

"

实验前对消费者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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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条件

实验在模拟光环境实验室进行!实验室空间尺寸为
X]X

Im)ImJI

"

8mAmB

#!采用展台形式展示'本次实验对

象为珠宝!选用的珠宝类型形状统一!为珠状宝石!共分为

六组!颜色分为淡琥珀色(深琥珀色(粉色和紫色!每组由

两份珠宝组成$花色和白色!每组由一份珠宝组成'图
)

展

示了本次实验的空间布局与珠宝样式的举例'

图
H

"

实验空间的布局与珠宝展示的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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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采用重点照明方式!选用一只
^i

的
#ZQ

灯具!

光源由
(̂

颗
K]Y_i

的模块组成!控制方式为通过
i"+"

与

手机相连!采用手机
0FF

控制灯具的开"灯亮#关"灯灭#以

及色温!色温可调节范围在
(_KK

"

OXKKf

'本次实验设置

了四个色温等级!分别为
JKKK

!

YKKK

!

XKKK

和
OKKKf

!保

证其他照明参数不变!灯具显色指数为
V_]J

!照度恒定在

XKKHT

'通过
*F"<-)KK

光谱彩色照度计测量的四种光环境的

相对光谱能量分布如图
J

所示'

图
?

"

四种光环境的相对光谱能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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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评价问卷

主观评价问卷的评价量词来自
#$,

的问卷调查表)

_

*

!经

过筛选!选择适合评价珠宝店环境氛围的
(V

对量词"见表

J

#!包括
J

对描写照明表现的量词和
(X

对描写照明环境氛

围表现的量词!每对量词均是处于两极的反义词'实验问卷

采用
#$U=M@

六分制评价表)

(X-(O

*

!评价分数由
(

分到
O

分!程

度逐渐加深!为了方便观察者理解!分值更换为
gJ

分到
J

分'以难受的
-

舒适的为例!表
(

列举了评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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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F

"

主观问卷评分标准

I)5;+F

"

0$5

[

+:12M+

T

$+*12#%%)2"+*:#"2%

4

*1)%&)"&

程度
非常

难受的
难受的

比较

难受的

比较

舒适的
舒适的

非常

舒适的

分值
gJ g) g( ( ) J

FGP

"

实验流程

本次实验共邀请了
JK

名大学生"

)K

男!

(K

女#!平均年

龄为
)(

岁!在经过石原氏色盲测试后!视觉均正常!可以进

行观察实验'

实验过程中每个观察者单独进入实验空间!第一次进入

实验空间时!光环境的色温为中性色温
YKKKf

!观察者在

展台前
K]JI

处观察并填写主观评价问卷!完成问卷后离

开!由下一个观察者进入!当
JK

名观察者评价色温
YKKKf

的光环境结束时!随机设置另一种色温!四种色温轮流出现

一次后!实验完成并整理实验数据'通过主观评价问卷共得

到
JK

"观察者数量#

mY

"照明环境#

m(V

"评价量词#

h)(OK

组实验数据'

)

"

结果与讨论

HGF

"

稳定性检验

可靠性分析是判断主观评价数据的稳定性的方法'在四

种色温下!

JK

名观察者对四种光环境氛围的评价分数的信

度值均大于
K]_̂K

!数据稳定性较高!所以
JK

名观察者的数

据可用来进一步的分析与讨论'

表
H

"

氛围感知数据的稳定性

I)5;+H

"

01)52;21

6

#K)1J#*

3

8+"+

3

+":+

3

12#%&)1)

照明条件
<M:&P%C;

4

?0H

B

;%

色温
JKKKf K]_̂_

色温
YKKKf K]VOO

色温
XKKKf K]VX_

色温
OKKKf K]VYX

HGH

"

珠宝店氛围评价指标的建立

本实验使用
"aE*F**

数据分析软件分析影响消费者氛

围感知的因子'对氛围感知调查问卷的
(V

对量词进行因子

分析!通过主成分分析和最大方差旋转法将这些量词简化为

四个因子!得到的分析结果如表
J

所示'

""

通过主成分分析共提取了四个因子!提取的总方差为

O)]OXX̀

!四 个 因 子 的 方 差 占 比 分 别 是
)Y]JYỲ

!

)K]__J̀

!

(K])()̀

和
_]J)Ò

'在提取的第一个因子中!疏

离的
-

有融入感的(敌意的
-

友好的和恐惧的
-

亲近的因子载荷

占比较高!分别为
K]_JV

!

K]_)X

和
K]_)J

'三个量词均有接

近和远离的含义!所以将因子
(

命名为融入感$提取的第二

个因子中!昏暗的
-

明亮的(令人萎靡的
-

令人兴奋的(昏昏欲

睡的
-

令人清醒的和压抑的
-

活跃的因子载荷分别为
K]V(Y

!

K]__(

!

K]_)K

和
K]OOO

!故因子
)

而命名为活泼性$提取的

第三个因子中!难看的
-

漂亮的因子载荷达到了
K]_VV

!故因

子
J

命名为美观度$在提取的第四个因子中!不均匀的
-

均匀

的因子载荷为
K]V)̂

!故因子
Y

命名为均匀性'因此!将
(V

对评价量词共转换为四个基本感知维度!分别为%融入感(

活泼性(美观度和均匀性'前三个是环境表现层面的维度!

最后一个是照明表现的维度'四个感知维度中没有与

[:

'

=H?

!

#$,

!

i%&

'

!

#,

和
#$

实验中得到的普遍性维度舒适

度)

X-(K

*

'但观察融入感的因子载荷可以发现!难受的
-

舒适的

量词的因子载荷也很高!所以可以认为融入感中包括对舒适

度的感知'

表
?

"

FY

对量词的主成分分析

I)5;+?

"

B"2%:2

3

);:#J

3

#%+%1)%);

6

*2*#K

FY

3

)2"*#K

T

$)%12K2+"*

量词
因子

因子
(

因子
)

因子
J

因子
Y

疏离的
-

有融入感的
UGX?Y gK]K̂( K]KJV K]()V

敌意的
-

友好的
UGXHQ K](OV K](K) K]KY_

恐惧的
-

亲近的
UGXH? K]KK) K]JK̂ K]K_X

凄凉的
-

喜气洋洋的
UGWZF K]KKJ K](XO gK]ĴJ

不安的
-

心安的
UGWPZ K]KVY K](OV K])̂Y

难受的
-

舒适的
UGWPX K]J)_ K])̂^ gK]KJ_

凉爽的
-

温暖的
UGWHU gK]YX) gK]JXX gK])VO

刺眼的
-

柔和的
K]Ŷ( gK]Y(X K]JY) K])J(

紧张的
-

放松的
K]Y_( K](_K K]YJ( K])KK

昏暗的
-

明亮的
gK]K_̂ UGYFP K]KY) K](K(

令人萎靡的
-

令人兴奋的
K]KKX UGXXF K]K_( gK]KXO

昏昏欲睡的
-

令人清醒的
gK]J(_ UGXHU K]JKX K](K)

压抑的
-

活跃的
K])(̂ UGWWW K](_X K](YV

令人沮丧的
-

令人高兴的
K]ŶK UGWFQ gK](KK K]KO_

心情沉闷的
-

心情轻快的
K])OK UGQYW K]J(Y gK]K)̂

难看的
-

漂亮的
K])_) K])KK UGXYY K]KVV

乏味的
-

有趣的
K])(J K]Y)Y K]XYJ gK]JOK

不均匀的
-

均匀的
K])KJ K](X) K]K_( UGYHZ

图
P

"

色温对基本维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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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2:&2J+%*2#%*

""

在提取出四个因子后!采用均值分析判断色温对四种感

知维度的影响!发现低色温
JKKKf

和高色温
OKKKf

下!四

)OO

光谱学与光谱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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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因子的变化浮动比较大!而色温
YKKK

和
XKKKf

的变化

相对于平稳'色温
JKKKf

时的融入感最高!但此时的活泼

性很低!整体氛围比较压抑'色温
YKKKf

时!四个基本维

度的均值普遍较高!珠宝店对空间内色温选择时!优先考虑

YKKKf

的色温'色温
XKKKf

时!熔入感最低'色温
OKKK

f

时!融入感比较低!而活泼性(美观度和均匀性都保持较

高的均值'

""

通过表
Y

的单因素分析"

016[0

#结果可知色温对基本

感知维度的因子
(

"融入感#和因子
)

"活泼性#影响显著'综

合图
Y

的分析结果来看!在融入感和活泼性的表现上!

YKKK

f

的色温效果更出众!而美观度和均匀性受色温的影响不

显著'

表
P

"

色温对氛围感知的显著性

I)5;+P

"

I8+*2

4

%2K2:)%:+#K:#;#"1+J

3

+")1$"+

1#)1J#*

3

8+"+

3

+":+

3

12#%

"d

显著性

因子
(

"融入感#

X]O(Y K]KK(

因子
)

"活泼性#

()]YKY K]KKK

因子
J

"美观度#

K]OX_ K]XVK

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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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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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X

列出了三对描述照明表现的感知的量词!分别是凉

爽的
-

温暖的(不均匀的
-

均匀的和黑暗的
-

明亮的'分析了三

对量词与四个基本感知维度"四个因子#之间的相关性与显著

性'可以看出四个因子与凉爽的
-

温暖的量词之间都存在相

关性!并且显著性很高'其中因子
(

与凉爽的
-

温暖之间为正

相关!并且相关性最强'说明色温在
JKKKf

时!珠宝店的

融入感最强'不均匀的
-

均匀的与因子
Y

的相关性很高!达到

了
K]V)̂

'昏暗的
-

明亮的只影响了四个因子中的活泼性!当

亮度增加时!活泼性随着增强'因子
J

美观度与三对量词的

相关性均较小!表明色温的改变对观察者的美观度评价影响

较小'

本文设置的唯一自变量是色温!照明表现量词凉爽的
-

温暖的与四个因子都存在相关性'色温的改变!对于观察者

视觉上的反应体现在环境氛围的冷暖度上'而不均匀的
-

均

匀的与昏暗的
-

明亮的量词对应的照明参数均匀度与明亮度

在本文中的值是恒定的'但对观察者的视觉感受产生了影

响!尤其是在因子
)

"活泼性#和因子
Y

"均匀性#两个因子上!

相关性极高!均超过了
K]V

'说明在色温改变时!观察者对明

亮度和灯光均匀性的主观感受也会受影响'当珠宝店的环境

氛围更加活跃时!观察者的视觉感受上环境的亮度也在

升高'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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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明表现量词与四个因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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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
(

"融入感# 因子
)

"活泼性# 因子
J

"美观度# 因子
Y

"均匀性#

!

显著性
!

显著性
!

显著性
!

显著性

凉爽的
-

温暖的
UGWHU K]KKK VUGPQH K]KKK VUG?QQ K]KKK VUGHYW K]KK)

不均匀的
-

均匀的
K])KJ K]K)O K](X) K]K̂_ K]K_( K]YY( UGYHZ K]KKK

昏暗的
-

明亮的
gK]K_̂ K]JV̂ UGYFP K]KKK K]KY) K]OY_ K](K( K])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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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的是研究商业场所中珠宝店在不同色温照明条件

下的氛围评价指标'实验中照明条件的自变量为色温!经过

分析可知!在珠宝店中!不同色温下的氛围指标会出现

差异'

研究结果显示珠宝店中存在四个基本感知维度%融入感

"

?=&?=:A$&@=

'

M%@$:&

#(活泼性"

H$L=&=??

#(美观度"

%=?@;=@$C?

#

和均匀性"

,&$A:MI$@

G

#'色温对基本感知维度的因子
(

"融入

感#和因子
)

"活泼性#影响显著!所以珠宝店中最主要的基本

感知维度为融入感和活泼性'与
[:

'

=H?

!

#$,

!

i%&

'

!

#,

和

#$

实验中得到的普遍性感知维度舒适度与活泼性相对应'在

本文中的第一基本感知维度上与上述几位研究者的结论出现

了差异!说明这是珠宝店特有的维度'这种差异是由于珠宝

本身的属性导致它自身与消费者有一种距离感!大多数消费

者只在有购买需求的时间段进入珠宝店选择购买'但融入感

的因子载荷中不安的
-

心安的和难受的
-

舒适的量词的因子载

荷也比较高!表明舒适度也存在于基本维度融入感中!符合

以上五位研究者得到的普遍性感知维度%舒适度与活泼性'

分析色温对四种基本感知维度的影响时发现融入感随着

色温的升高而减少!而活泼性随着色温的升高而增加'当色

温为
YKKKf

时!四种感知维度的均值都保持在较高水平'

珠宝店对空间的照明设计时应该优先考虑
YKKKf

的色温'

当实验中只改变照明参数中的色温时!但观察者在均匀度与

明亮度的评价上却受到了影响!说明色温改变也会影响消费

者对空间内明亮度和灯光均匀性的感受'

本次模拟实验空间为珠宝店!存在消费者年龄和性别对

实验的影响'在观察者的年龄选择上也比较单一!没有分析性

别对实验的影响!在以后的实验中会加强这一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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