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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色色差计检定规程

1 范围

本规程适用于光电积分式测色色差计的首次检定、后续检定和使用中检验。光电积

分式测色色差计的定型鉴定、样机试验中对计量性能的要求可参照本规程执行。

2 引用文献

GB/T5698—2001 《颜色术语》

GB/T3978—1994 《标准照明体及照明观测条件》
使用本规程时,应注意使用上述引用文献的现行有效版本。

3 概述

3.1 原理

测色色差计用于测量非荧光物体表面色及色差。测色色差计 (包括色度计,以下

同)由照明系统、探测系统及数据处理系统三大部分组成,其输出结果 (或经必要的数

学处理)即为三刺激值X,Y,Z (或X10,Y10,Z10),经计算得出色品坐标x,y或色

差。
按国际照明委员会 (CIE)所推荐的测色原理,仪器的总光谱灵敏度 (光源、光学

系统、探测器三者的综合响应)应符合式 (1)或式 (2)的关系:
对于C/2°:

K1S(λ)τx(λ)γ(λ)=SC(λ)췍x(λ)

K2S(λ)τy(λ)γ(λ)=SC(λ)췍y(λ)

K3S(λ)τz(λ)γ(λ)=SC(λ)췍z(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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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于D65/10°:

K1S(λ)τx(λ)γ(λ)=SD(λ)췍x10(λ)

K2S(λ)τy(λ)γ(λ)=SD(λ)췍y10(λ)

K3S(λ)τz(λ)γ(λ)=SD(λ)췍z10(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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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式中:      S(λ)———仪器光源的相对光谱功率分布;

SC(λ),SD(λ)———分别为标准照明体C与标准照明体D65的相对光谱功率分

布;

K1,K2,K3———与波长无关的常数;

τx(λ),τy(λ),τz(λ)———仪器中拟合人眼色觉特性的修正滤光器的相对光谱透射

比;
췍x(λ),췍y(λ),췍z(λ)———CIE1931标准观察者光谱三刺激值;

췍x10(λ),췍y10(λ),췍z10(λ)———CIE1964标准观察者光谱三刺激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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