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视觉形象识别系统
VISUAL IDENTITY SYSTEM



青岛黄海学院创建于1996年，是教育部批准的普通本科高校，学校在董事长刘常青的带领下艰苦奋斗、开拓创新，向着“百年名

校，千年大学”的目标奋力前行。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进一步增强全体师生员工的凝聚力、认同感和归属感，学校启动了青岛黄海学院视觉形象识别系统（即VI

系统）设计项目。VI设计包括基本元素设计和应用元素设计两部分，前者是识别系统的基础和核心，后者为基础元素在现实中的具体

运用，广泛应用于学校日常办公、形象宣传、校园环境建设等方面。

新的时代呼唤崭新形象的现代化高等院校，青岛黄海学院导入VI视觉识别系统已势在必行。通过规范的基本识别体系和应用识别

体系，把学校的办学思想、精神理念等有机整合，形成具有黄海学院特色的个性化整体形象，使其标准性、系统性、区别性、传播性

和艺术性特征充分发挥，为学校社会知名度的提高和健康有序发展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

前言



一、基本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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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青岛黄海学院对本 VI 系统拥有专有权，任何单位和个人擅自专作其他商业用途或抄袭，均为侵权行为。我校将追究侵权者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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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徽是大学的象征，也是
学校视觉形象识别系统的核心
要素。

青岛黄海学院校徽为套圆
形图案，校徽上部自左向右环
绕中文校名全称，是我国著名
哲学家、宗教学家、墨学研究专
家，原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
先生题写。下部自左向右环绕
英文校名全称。校徽中心图形
由黄海的首字母“HH”演化变
形为“高山”的形状，下面弧形
是代表“大海”，寓意学校有着
高山一样的责任，大海一般的
胸怀，体现了学校波澜壮阔的
发展历程和办学精神内涵。中
间经纬线表示学校国际化、开
放式的办学理念。校徽通常为
蓝色，代表沉稳的特性，具有发
展、理智、永恒的意象，象征学
校博大胸怀,用不言弃的精神。
中下方“1996”字样为建校年
份。

   校徽的制作和使用，包括
图案、字体、尺寸、色彩以及与
其他元素的搭配等，必须严格
按照本手册的规范执行，不得
随意更改。

A-1 基本设计要素

标准色

校徽 中文校名标准全称

英文校名标准全称



A-2  校徽

A-2-1  校徽释义
A-2-2  校徽应用规范
A-2-3  校徽构成元素

基础部分



学校视觉形象识别系统的
基本设计要素由校徽、中文校
名、英文校名以及学校色彩四
者组成。在所有涉及学校视觉
形象的设计与应用中，通过基
本设计要素的规范组合与协调
搭配，建立鲜明一致的学校形
象。因此必须严格保证基本设
计要素的规范使用，由此形成
学校统一完整的视觉形象识别
系统。

A-2-1 校徽

新校徽 老校徽



为 适 应 宣 传 等 印 刷 的 需
要,除了平面彩色稿外.亦制定
了校徽的黑自稿和反白稿, 以
保证校徽在使用中的一致性。
此页为校徽的黑白稿、 反白稿
和网格制图,主要应用于报纸
广告等单色印刷需求,使用时
必须严格按此规范进行。另外,
反白稿亦可应用于其它彩底
上，即可采用四色印刷。

为了避免校徽在运用中产
生模糊不清的不良效果，确保
其完整清晰，特规定校徽最小
使用尺寸:不得小于10mm。

A-2-2  校徽应用规范
正稿

黑白稿 网格制图

反白稿



本页规范了校徽的不可侵
入空间。

为使学校识别元素在应用
中不与其它元素混淆，特规定
其不可侵入空间，即元素被使
用时，与其它元素的间隔空间
不得小于以下规范的范围。

A-2-3 校徽不可侵入空间规范

注:本页的x为一个基本计量单位，用以标示比例关系，实际应用中可按比例适当增大或缩小。



A-3  标准字

A-3-1 中文校名标准全称横式规范
A-3-2 中文校名标准全称竖式规范
A-3-3英文校名标准全称横式规范
A-3-4英文校名标准全称竖式规范
A-3-5 英文校名简写规范
A-3-6中英文校名标准全称模式组合

A-3-7中英文校名标准全称竖式组合
A-3-8 中英文校名全称不可侵入空间规范
A-3-9校训及其规范
A-3-10中文印刷字体规范
A-3-11英文及数字印刷字体规范

基础部分



本手册规定任继愈先生手
书题字为中文校名标准全称的
专用字体，并提供了标准形态
下专用字体的字宽、  字高和字
间距的比例，一般情况下不得
随意更改。

本页配有中文校名标准全
称横式规范的反白稿、标准制
图和网格制图，制作时必须严
格按照要求绘制。

A-3-1 中文校名标准全称横式规范

最小尺寸:不得小于12mm。

注:  1.本页的x为一个基本计量单位，用于标示比例关系，可应实际需要按比例适当增大或缩小。
        2.在特定场合下，中文校名标准全称可独立使用。

0.9x 0.9x 0.8x0.6x 0.6x

35x

6x



本页为中文校名标准全称
竖式规范，并配有反白稿、标准
制图和网格制图，制作时必须
严格按照要求绘制。

A-3-2 中文校名标准全称竖式规范

0.9x

5x

32x

0.9x

0.9x

0.7x

0.7x

最小尺寸:不得小于12mm。

注:  1.本页的x为一-个基本计量单位，用于标示比例关系，可应实际需要按比例适当增大或缩小。
        2.在特定场合下，中文校名标准全称可独立使用。



本手册规定英文校名标准
全称的专用字体为思源黑体
CN，全 大 写，字 体 样 式
Medium，提供了标准形态下
字母的间距比例及排列方式，
一般情况下不得随意更改。

本页为英文校名标准全称
横式规范，并配有反白稿、标准
制图和网格制图。制作时必须
严格按照要求绘制。

A-3-3英文校名标准全称横式规范

最小尺寸:不得小于1 5mm。

注:  1.本页的x为一-个基本计量单位，用于标示比例关系，可应实际需要按比例适当增大或缩小。
        2.在特定场合下，中文校名标准全称可独立使用。

1.7x 1.7x1x

2x
0.55x

52x



1.7x

1.7x

1x

2x0.55x

52x

本页为英文校名标准全称
竖式规范，并配有反白稿、标准
制图和网格制图。制作时必须
严格按照要求绘制。

A-3-4英文校名标准全称竖式规范

最小尺寸:不得小于15mm。

注:1.本页的x为一个基本计量单位，用于标示比例关系，可应实际需要按比例适当增大或缩小。
     2.在特定场合下，英文校名标准全称可独立使用。 



为使学校视觉识别形象易
于分辨和传播 , 本手册规定英
文 校 名 的 简 写 形 式 为

“QHHU”。英文校名简写形式
与标准全称均代表同一含义，
对于简写的内容，不得随意更
改。

   一般情况下，原则使用英
文校名标准全称 ; 在本手册的
规范组合中含有英文校名标准
全称的禁止以英文简写形式代
替标准全称。在个别情况下 ,
如口号、标签等特定用途中，可
适当使用英文校名简写形式。

A-3-5 英文校名简写规范

 注:  1.英文字母必须全部大写。
         2.本手册不对英文校名简写的字体及版式作规范，本页字体仅供参考。

QHHU

QHHU

QHHU

QHHU

QHHU

QHHU



 本页规定中英文校名标准
全称横式组合的排列方式:  中
文在上，英文在下，中英文左右
对齐。

     本页配有中英文校名标
准全称横式组合的反白稿、标
准制图和网格制图，制作时必
须严格按照要求绘制。

A-3-6中英文校名标准全称模式组合

最小尺寸:不得小于15mm。

注:1.本页的x为一个基本计量单位，用于标示比例关系，可应实际需要按比例适当增大或缩小。
     2.在特定场合下，英文校名标准全称可独立使用。 

33X

32.2X

0.73X

5.25X



本页规定中英文校名标准
全称竖式组合的排列方式:中
文在右，英文在左，中英文上下
对齐。

  本页配有中英文校名标
准全称竖式组合的反白稿、标
准制图和网格制图，制作时必
须严格按照要求绘制。

A-3-7中英文校名标准全称竖式组合

最小尺寸:不得小于15mm。

注:  1.本页的x为一个基本计量单位，用于标示比例关系，可应实际需要按比例适当增大或缩小。
        2.在特定场合下，中文校名标准全称可独立使用。

0.9x

5x0.6x

32x

0.9x

0.9x

0.7x

0.7x



为使学校识别元素在应用
中不与其它元素混淆，特规定
其周边的不可侵入空间，即元
素被单独使用时，与其它元素
的间隔空间不得小于以下规定
的范围;当元素作为组合的其
中一部分时，以组合为整体来
确定周边的不可侵入范围。

  本页规范了中文校名标
准全称、英文校名标准全称、  
中英文校名标准全称组合的不
可侵  入范围。

A-3-8 中英文校名全称不可侵入空间规范

  注:  本页的x为一个基本计量单位，用于标示比例关系，实际应用中可按比例适当增大或缩小。

x

x
x
x

x xx

x

x

x

4.5x

x x

x

x

x

5x x 6.3x x

x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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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训是大学精神的集中体
现，也是学校视觉形象识别系
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青岛
黄海学院校训“知行合一”使用
明代儒学集大成者王阳明书法
字体，他首次提出“知行合一”
说，认为：“知是行的主意，行
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
是知之成”。所谓 “知行合一”，
不仅是一般的认识和实践的关
系。“知”，主要指人的道德意识
和思想意念。“行”，主要指人的
道德践履和实际行动。因此，知
行关系，也就是指的道德意识
和道德践履的关系。

联系到学校实际，“知行合
一”是在教育中坚持知识和实
践并重，认识和实践要合而为
一。要保持和发扬理论联系实
际的优良学风，培育人追求真
善美的境界和情操。

本页特规定王阳明书法字
体为校训的专用字体和规范形
式，并配有校训的黑白稿，网络
制图与不可侵入范围，制作时
必须严格按照此规定执行。

A-3-9 校训及其规范

  注:  本页的x为一个基本计量单位，用于标示比例关系，实际应用中可按比例适当增大或缩小。

x

x x29x

x

7x



为了统一青岛黄海学院视
觉形象风格，本手册将方正超
粗黑简体、微软雅黑、方正中黑
简体、方正正准黑简体、思源黑
体CN、黑体、华文行楷、华文隶
书、华文中宋、宋体、华文仿宋
等十一种字体确立为中文印刷
字体，主要应用于本手册所规
定的可选择使用中文印刷字体
的内容。 

A-3-10中文印刷字体规范

注:  以下字体如使用，可先行下载相应字体(方正字库、华文字库)以确保使用效果和视觉形象的一致性。

青岛黄海学院视觉形象识别系统手册 思源黑体 CN

青岛黄海学院视觉形象识别系统手册 方正超粗黑简体

黑体 

宋体

华文仿宋

青岛黄海学院视觉形象识别系统手册

青岛黄海学院视觉形象识别系统手册

青岛黄海学院视觉形象识别系统手册

华文行楷青岛黄海学院视觉形象识别系统手册

华文隶书青岛黄海学院视觉形象识别系统手册

华文中宋青岛黄海学院视觉形象识别系统手册

微软雅黑青岛黄海学院视觉形象识别系统手册

方正中黑简体青岛黄海学院视觉形象识别系统手册

方正正准黑简体青岛黄海学院视觉形象识别系统手册



为了统青岛黄海学院视觉
形象风格，本手册规定 Times、
C e n t u r y  G o t h i c 、 A r i a l  
Black、TrajianPro、Verdana
五种字体为英文及数字印刷字
体，主要应用于本手册所规定
的可选择使用英文或数字印刷
字体的内容。

A-3-11英文及数字印刷字体规范

注:  以下字体如使用，应先行下载相应字体以确保使用效果和视觉形象的一致。



A-4 校徽和标准字组合使用规范

A-4-1 校徽和中英文校名标准全称的横式组合01
A-4-2 校徽和中英文校名标准全称的竖式组合
A-4-3校徽和中英文校名标准全称的横式组合02
A-4-4 校徽和中英文校名标准全称组合不可侵入空间规范
A-4-5 错误范例01
A-4-6 错误范例02

基础部分



本页规定了校徽和中英文
校名标准全称的横式组合的编
排方式:中英文校名标准全称
横式组合在左，校徽在右，校徽
与标准全称横向居中对齐。

本 页 配 有 该 组 合 的 反 白
稿、标准制图与网格制图，使用
时必须严格按照此规定执行，
保持各元素的空间与尺寸比例
的正确性和规范性。

为了避免组合在运用中产
生模糊不清的不良效果，确保
其完整清晰，特规定其最小使
用尺寸:不得小于34.5mm。 

A-4-1 校徽和中英文校名标准全称的横式组合

注: 1.本页的x为一个基本计量单位，用于标示各元素的比例关系，  可应实际需要按比例适当增大或缩小。
       2.本组合仅限应用于车体，其它情况严禁使用。

x 23x

6x

6x



27x

7x

x

本页规定了校徽和中英文
校名标准全称的竖式组合的编
排方式:校徽在上，中英文校名
标准全称竖式组合在下，校徽
与标准全称重心垂直居中对
齐。

本 页 配 有 该 组 合 的 反 白
稿、标准制图与网格制图，使用
时必须严格按照此规定执行，
保持各元素的空间与尺寸比例
的正确性和规范性。

为了避免组合在运用中产
生模糊不清的不良效果，确保
其完整清晰，特规定其最小使
用尺寸:不得小于39mm。

A-4-2 校徽和中英文校名标准全称的竖式组合

  注:  本页的x为一个基本计量单位，用于标示比例关系，实际应用中可按比例适当增大或缩小。



本页规定了校徽和中英文
校名标准全称的横式组合的编
排方式:中英文校名标准全称
横式组合在下，校徽在上，校
徽.与标准全称横向居中对齐。

本 页 配 有 该 组 合 的 反 白
稿、标准制图与网格制图，使用
时必须严格按照此规定执行，
保持各元素的空间与尺寸比例
的正确性和规范性。

为了避免组合在运用中产
生模糊不清的不良效果，确保
其完整清晰，特规定其最小使
用尺寸:不得小于17..5mm。 

A-4-3校徽和中英文校名标准全称的横式组合02

注: 1.本页的x为一个基本计量单位，用于标示各元素的比例关系，  可应实际需要按比例适当增大或缩小。
       2.本组合仅限应用于车体，其它情况严禁使用。

23x

x

8x

8x



为使学校识别元素组合在
应用中不与其它元素或组合混
淆，  特规定其整体周边的不可
侵入空间，即在使用识别元素
组合时，与其它元素或组合的
间隔空间不得小于以下规定的
范围。

    本页规范了校徽和中英
文校名标准全称组合的不可侵
入范围。

A-4-4 校徽和中英文校名标准全称组合不可侵入空间规范

注:本页的x为一个基本计量单位，用以标示各元素的比例关系，实际应用中可按比例适当增大或缩小。

2x 2x30x

23x 35x2x

2x

2x

2x

2x

2x



各基本要素在应用中通常
会受一些惯性思维或主观意识
影响出现不规范现象，从而影
响学校视觉形象的一致性，本
页将列举部分错误组合。

除本手册中规定许可的组
合规范外，禁止对校徽与中英
文校名标准全称的组合作任何
变形使用。在实际应用过程中
应避免以下或类似的错误使用
方式。

A-4-5 错误范例01

注:  以下字体如使用，应先行下载相应字体以确保使用效果和视觉形象的一致。



各基本要素在应用中通常
会受一-些惯性思维或主观意
识影响出现不规范现象，从而
影响学校视觉形象的一致性，
本页将列举部分错误组合。

  除本手册中规定许可的
组合规范外，禁止对校徽与中
英文校名标准全称的组合作任
何变形使用。在实际应用过程
中应避免以下或类似的错误使
用方式。

A-4-6 错误范例02



A- -5学校色彩

A-5-1 标准色
A-5-2 标准色色阶
A-5-3 辅助色及辅助色色阶
A-5-4 明度规范
A-5-5 校徽色彩搭配原则
A-5-6 校徽和中英文校名标准全称组合的色彩搭配原则
A-5-7 常见错误色彩搭配
A-5-8 背景色彩搭配规范
A-5-9 常见错误背景搭配
A- 5-10 禁用图例

基础部分



标准色作为学校形象识别
系统的基本组成要素，承载了
大学精神与文化的特定含义。
通过视觉作用所形成的鲜明印
象，标准色发挥着特有作用，维
护了学校视觉形象的统一。

本手册规定蓝色(C:100 
M:90Y:12K:0)和浅蓝色(C:65 
M:46 Y:14 K:0)为学校的标准
色。蓝色寓意科技、广阔、永恒;

A-5-1 标准色

C:100 M:90 Y:12 K:0

R:15  G:50  B:133

C:65 M:46 Y:14 K:0

R:104  G:128  B:174

#6880AE#0C3386

标准色



为使学校视觉形象保持统
一，考虑到标准色在实际应用
过程中的特殊( 如渐变、底纹
等)表现形式，特制定以下标准
色色阶规范。标准色遵循明度
规范的原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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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5-2 标准色色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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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学校视觉形象统一且
富于变化，配合标准色以适应
不同用途的需要，基于我校传
统的“黄海蓝”基础上，又延伸
确定了红色“珠山红”为辅助
色，增强形象识别系统的表现
力和感染力。

考虑辅助色在实际应用中
的特殊表现形式，特制定辅助
色色阶规范。辅助色遵循明度
规范的原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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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5-3 辅助色及辅助色色阶

C:10 M:91 Y:66 K:0

R:217  G:54  B:67

#d93643

辅助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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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范学校视觉识别系统
各基本元素在不同的明度背景
下的应用，特作以下规定 :  在
低于 50% 的深度彩色为背景
的情况下，各基本元素可以采
用标准绿色或黑色 ; 在高于或
等于 50% 时为反白。否则，各
基本元素容易与背景混淆，影
响学校视觉识别系统的正常视
觉效果。

A-5-4 明度规范



色彩在应用中通常会受一
些惯性思维或主观意识影响未
能得到规范使用，从而影响学
校视觉形象的一致性。所以特
以校徽为例说明色彩搭配原
则。

色彩搭配原则 :
1、可用色彩范围包括标准

色、辅助色及其相应色阶中的
所有色彩。

2、因应特殊场合的需要或
使用特殊工艺的情况下，亦可
用金色或银色。

严禁在本手册规定的搭配
原则以外使用其他搭配方式。

A-5-5 校徽色彩搭配原则



色彩在应用中通常会受一
些惯性思维或主观意识影响未
能得到规范使用,从而影响学
校视觉形象的一致性。本页特
以校徽和中英文校名标准全称
的横式组合为例说明色彩的搭
配原则。

色彩搭配原则:
1、可用色彩范围，包括标

准色、辅助色及其相应色阶中
的所有色彩。

2、因应特殊场合的需要或
使用特殊工艺的情况下，亦可
用金色或银色。

禁止在本手册规定的搭配
原则以外使用其他搭配方式。

A-5-6 校徽和中英文校名标准全称组合的色彩搭配原则

注:校徽和中英文校名标准全称其它组合方式的色彩搭配原则参照此页规范。



色彩在应用中通常会受一
些惯性思维或主观意识影响未
能得到规范使用，从而影响学
校视觉形象的一致性。

本页将常见的色彩搭配错
误列举如下在实际应用过程中
应避免以下或类似的错误。

A-5-7 常见错误色彩搭配



为适应不同环境和场合的
要求，突出学校的视觉形象标
识，本页以校徽和中英文校名
标准全称的横式组合为例，根
据明度规范的原则，对其在标
准色、辅助色(及其色阶)背景
上的色彩运用进行规范。

1、在标准色上，校徽校名
组合反白。

2、在辅助色上，校徽校名
组合反白。

3-6、当明度大于50%，校
徽校名组合反白。

7、当明度小于50%，校徽
校名组合标准色。

8、当明度小于50%，校徽
校名组合标准色。

9、在金色上，校徽校名组
合反白或标准色。

10、在银色上，校徽校名组
合标准色 。

A-5-8 背景色彩搭配规范



色彩在应用中通常会受一
些惯性思维或主观意识影响未
能得到规范使用，从而影响学
校视觉形象的一-致性。

  本页将常见的错误背景
搭配列举如下在实际应用过程
中应避免以下或类似的错误。 

A-5-9 常见错误背景搭配



为了防止在色彩运用中不
按规定的色彩搭配原则或随意
配色、添加图形，特列举容易出
现的几类错误图例，在实际应
用过程中应避免以下或类似的
错误。

A- 5-10 禁用图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