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VI视觉识别系统（基础部分）
VISUAL IDENTITY DESIGN  MANUAL



       中华女子学院作为一所女子本科普通高等学校，致力于培养“崇德、至爱、博学、尚美”的优秀女性人

才，至今已有六十余年的发展历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教育理念和校园文化，视觉识别系统设计的主题定位

正是以学校的精神理念为宏观背景和指导原则，中华女子学院应该是全面的、包容的、可无限发展的，视觉

识别系统需要充分展现质量优良、特色鲜明的女子高等院校形象，因此，中华女子学院视觉识别系统设计的

主题被确定为“无限”。

       意美以感心，形美以感目。视觉识别系统设计是建立品牌形象的重要途径之一，无论对内还是对外都会

产生深远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多形态的视觉形象设计相对于传统刻板、程式化的设计方式而言，具有更

强的应用性，可以实现时间与空间的无限、用途与意义的无限以及表达方式的无限。从设计的角度理解，多

形态的视觉形象设计方式能够产生更加丰富的视觉体验、提供更加丰富的信息传播方式，满足当今品牌形象

的新要求——生命感、前瞻性、延续性。

       UIS（院校识别系统）作为学校提升整体文化形象、体现特色鲜明的教育理念的重要途径，逐渐成为众

多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重点，其意义在于对外传播品牌信息、树立良好的整体形象，对内形成认同感、归属

感、自豪感、增强凝聚力。VI（视觉识别系统）设计是UIS的视觉载体，可以将大学文化、精神理念转换为

有效的视觉语言进行推广传播，发现、提取与运用设计语言以建立整体的视觉传播体系。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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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sic Design E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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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中华女子学院标识图形

学校标识是学校视觉系统的核心。是学校

精神的凝聚，直接指导学校的品牌和形

象。标识的图形以心形组成的“女”字，

彰显女性的知性美。

关于标识的说明：

1.校标为圆形，象征团结和不断发展；校标的图案象征着学校是一所培养具有博爱之心的智慧型、创造型女性人才的女子高

等院校，也象征着女子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欣欣向荣。图形核心以心形为元素组合成“女”字，标识整体简洁、明快且具有

良好的识别性便于传播和制作。 

2.整个图案对称、稳定，平衡。颜色运用红色富有中国传统色彩的意义和女性的知性的特点，既不失大方的风范又具有女校

的风采。心的上半部分则是Woman中的W，则表现中华女子学院本身意义，体现出学校重视女性自身的发展。

3.字体中文采用江体，是江泽民主席为中华女子学院亲自题写的“中华女子学院”的校名。英文China Women's University

采用GEORGIA字体，字体整体表现出庄重、典雅的特点。

4.校标的色彩使用了红色和白色的暖色基调。红色象征着理想与活力，也象征着热血与忠诚；白色象征圣洁高雅。寓意中国

女大学生热爱祖国，完善自我，勇于承担民族的重担，愿为祖国繁荣富强而努力奋斗。采用具有中国文化底蕴的红色,给人

一种历史感和文化感。红色的色彩文化是中国色彩文化的精髓,具有良好的辨识性，进而在标识设计中合理地运用，传承其

历史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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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标准标识反白

为适应媒体发布的需要，标识除彩色图例

外，亦制定了反白效果稿，保证标识在对

外的形象中，体现一致性。此为标识的标

准反白图，使用时请严格按此规范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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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标准标识墨稿

为适应媒体发布的需要，标识除彩色图例

外，亦制定黑白图例和反白效果稿，保证

标识在对外的形象中，体现一致性。此为

标识的标准黑白、反白图，适用范围主要

应用于报纸广告等单色（黑白）或背景色

与图形色统一范围内，使用时请严格按此

规范进行。另外，其中反白稿亦可应用在

其它彩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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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标准识别方格制图

本图严格的规定了标识制作规格、各种

比例的关系，制作时应严格按照制图法

的规定，根据具体使用情况，采用方格

制图绘制出正确的标识方案。

注：  =1a 为一个基本计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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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标识不可侵入范围

本图严格的规定了标识在复杂的背景下

必须在标识周围留有空间，标识应与其

它因素分离，突显标识自身的特性。在

具体实际情况中可以作适当的调整。

注：  =1a 为一个基本计量单位，在网

格以内为不可侵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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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图

57a

12a

1-6 横式中文标准字制图

当电子文件输出成为不可能时，本图严格

规定了全称横式制图的规格和各种比例关

系。制图时应严格按照本制图法规定，根

据具体使用情况，采用方格制图绘制正确

的全称模式。

注：  =1a 为一个基本计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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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图

62a

3a

1-7 横式英文标准字制图阳图

当电子文件输出成为不可能时，本图严格

规定了全称横式制图的规格和各种比例关

系。制图时应按照本制图法的规定，根据

具体使用情况采用方格制图绘制正确全称

模式。

注：  =1a为一个基本计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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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标准中文印刷字体

为了保证标识在任何场合和环境中使用的

统一性，设定了传播媒体的中文标准印刷

字体，以此来统一在平面印刷、刊物以及

其他一切文件或宣传媒介中出现的学校的

文字，均应统一用规范的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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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标准英文印刷字体 

为了保证标识在任何场合和环境中使用的

统一性，设定了传播媒体的英文标准印刷

字体，以此来统一在平面印刷、刊物以及

其他一切文件或宣传媒介中出现的学校的

文字，均应统一用规范的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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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中轴式中英文标准组合规范

为了标识的造型结构形成统一感，特规定

标识与中英文专用字体横式组合，组合使

用更能起到整体协调的作用，进而使学校

形象显现强烈的视觉识别效果，体现学校

的内涵与特点。

注：  =1a为一个基本计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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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中轴式中文标准组合规范

为了标识的造型结构形成统一感，特规定

标识与中文专用字体中轴式组合，组合使

用更能起到整体协调的作用，进而使学校

形象显现强烈的视觉识别效果，体现学校

的内涵与特点。

注:  =1a为一个基本计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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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中轴式英文标准组合规范

为了标识的造型结构形成统一感，特规定

标识与英文专用字体中轴式组合，组合使

用更能起到整体协调的作用，进而使学校

形象显现强烈的视觉识别效果，体现学校

的内涵与特点。

注：  =1a为一个基本计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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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横式中英文标准组合规范

为了标识的造型结构形成统一感，特规定

标识与中英文专用字体横式组合，组合使

用更能起到整体协调的作用，进而使学校

形象显现强烈的视觉识别效果，体现学校

的内涵与特点。

注：  =1a为一个基本计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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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

1a

5a

1-14 横式中文标准组合规范

为了标识的造型结构形成统一感，特规定

标识与中文专用字体横式组合，组合使用

更能起到整体协调的作用，进而使学校形

象显现强烈的视觉识别效果，体现学校的

内涵与特点。

注：  =1a为一个基本计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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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

62a9a

3a

3a

4a

1-15 横式英文标准组合规范

为了标识的造型结构形成统一感，特规定

标识与英文专用字体横式组合，组合使用

更能起到整体协调的作用，进而使学校形

象显现强烈的视觉识别效果，体现学校的

内涵与特点。

注：  =1a为一个基本计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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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竖式中英文标准组合规范

为了标识的造型结构形成统一感，特规定

标识与中英文专用字体竖式组合，组合使

用更能起到整体协调的作用，进而使学校

形象显现强烈的视觉识别效果，体现学校

的内涵与特点。

注:  =1a为一个基本计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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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竖式中文标准组合规范

为了标识的造型结构形成统一感，特规定

标识与中文专用字体竖式组合，组合使用

更能起到整体协调的作用，进而使学校形

象显现强烈的视觉识别效果，体现学校的

内涵与特点。

注：  =1a为一个基本计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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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竖式英文标准组合规范

为了标识的造型结构形成统一感，特规定

标识与英文专用字体竖式组合，组合使用

更能起到整体协调的作用，进而使学校形

象显现强烈的视觉识别效果，体现学校的

内涵与特点。

注:  =1a为一个基本计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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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最小使用范围

为了保证标识在任何场合和环境中使用的

适合性、规范性和方便性，规定了彩稿、

墨稿标识的最小使用范围是10mm，在使

用中不得小于此最小范围。阴图制作图版

在图形上比阳图粗0.2mm（10mm稿），

根据制版稿的大小这种区别有所不同，以

确保印刷的阴图在视觉上与阳图能达到粗

细一致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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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black

20%  black

30%  black

40%  black

50%  black

60%  black

70%  black

80%  black

90%  black

100%  black

1-20 标准标识黑白阶段

为使学校形象统一，考虑到黑色在实际应

用过程中的特殊表现形式（渐变），特制

定以下黑色色阶规范。标识的放置应遵循

明度规范原则，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应严格

按照本页规范执行以免造成视觉混乱。为

确保黑色在不用纸材印刷中的色彩相同，

特规定几种常用纸张的印刷输出精度。

铜板纸张印刷：175dpi

胶版纸张（国产）印刷：133dpi

新闻纸张印刷：100dpi

胶版印刷（进口）印刷：150d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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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标准标识误用列举

不当的使用组合规范将影响学校对外标识

形象的一致性，本页将容易混乱的错误组

合列举，避免造成标识形象传达的不良效

果。除规定允许的要素组合外，禁止对标

识做任何变形使用，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应

避免以下预先演示的错误使用方式及有类

似的相关使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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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基本组合误用例举

标准字与标识的组合在运用中通常会受一

些习惯行为或主观意见影响，不当的使用

组合规范将影响学校对外标识形象的一致

性，本页将容易混乱的错误组合列举，避

免造成标识形象传达的不良效果。除本手

册中规定允许的要素组合外，禁止对标识

做任何变形使用，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应避

免以下预先演式的错误使用方式及有类似

的相关使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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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标准色——四色

标准色是象征着学校精神及文化的重要因

素，透过视觉传达产生强烈印象，达到色

彩在视觉识别中的作用。为确保标准色在

不同纸材印刷中的色彩相同，特规定几种

常用纸张的印刷输出精度：

铜板纸张印刷：175dpi

胶版纸张（国产）印刷：133dpi

新闻纸张印刷：100dpi

胶版纸张（进口）印刷：150d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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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标准色校专色

标准色是象征着学校精神及文化的重要因

素，透过视觉传达产生强烈印象，达到色

彩在视觉识别中的作用。为确保标准色在

不同纸材印刷中的色彩相同，特规定几种

常用纸张的印刷输出精度：

铜板纸张印刷：175dpi

胶版纸张（国产）印刷：133dpi

新闻纸张印刷：100dpi

胶版纸张（进口）印刷：150d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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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辅助色——灰色

标准色是象征着学校精神及文化的重要因

素，透过视觉传达产生强烈印象，达到色

彩在视觉识别中的作用。为确保标准色在

不同纸材印刷中的色彩相同，特规定几种

常用纸张的印刷输出精度：

铜板纸张印刷：175dpi

胶版纸张（国产）印刷：133dpi

新闻纸张印刷：100dpi

胶版纸张（进口）印刷：150d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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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辅助色——金色

标准色是象征着学校精神及文化的重要因

素，透过视觉传达产生强烈印象，达到色

彩在视觉识别中的作用。为确保标准色在

不同纸材印刷中的色彩相同，特规定几种

常用纸张的印刷输出精度：

铜板纸张印刷：175dpi

胶版纸张（国产）印刷：133dpi

新闻纸张印刷：100dpi

胶版纸张（进口）印刷：150d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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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辅助色——银色

标准色是象征着学校精神及文化的重要因

素，透过视觉传达产生强烈印象，达到色

彩在视觉识别中的作用。为确保标准色在

不同纸材印刷中的色彩相同，特规定几种

常用纸张的印刷输出精度：

铜板纸张印刷：175dpi

胶版纸张（国产）印刷：133dpi

新闻纸张印刷：100dpi

胶版纸张（进口）印刷：150d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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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制图严格的规定了基本图形制作规

格、各种比例的关系，制作时应严格按

照制图法的规定，根据具体使用情况，

采用方格制图绘制出正确的基本图形。

注： =1a 为一个基本计量单位。

A-2 辅助设计要素
Aided Design Elements 



标准制图 | 辅助设计要素 A-2

30

本制图严格的规定了基本图形制作规

格、各种比例的关系，制作时应严格按

照制图法的规定，根据具体使用情况，

采用方格制图绘制出正确的基本图形。

注： =1a 为一个基本计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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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a

44a

本制图严格的规定了基本图形制作规

格、各种比例的关系，制作时应严格按

照制图法的规定，根据具体使用情况，

采用方格制图绘制出正确的基本图形。

注： =1a 为一个基本计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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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制图严格的规定了基本图形制作规

格、各种比例的关系，制作时应严格按

照制图法的规定，根据具体使用情况，

采用方格制图绘制出正确的基本图形。

注： =1a 为一个基本计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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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图形用梅兰竹菊形像，并用其引申意

义提取颜色。中国文人素来有托物言志的

表达方式，将一些顽强的精神和美好的祝

愿以梅兰竹菊来表达。我校校训与梅兰竹

菊相结合是在传承中华文化的过程中赋予

其新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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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8
此应用是右图a-8的效果展示图



标准制图 | 应用部分 A-3

47

a-3

此应用是下图a-8的效果展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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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 a-8

此应用是下图a-6,a-8的效果展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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