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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GB/T11942—1989《彩色建筑材料色度测量方法》,与GB/T11942—1989相比,除结

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删除了简易型光谱光度计的单独规定(见1989年版的4.2);

b) 增加了光电积分类测色仪器的卢瑟条件(Luthercondition)(见4.2);

c) 增加了CIE标准照明体A的相关内容(见4.3.1);

d) 更改了“几何条件”(见4.3.2,1989年版的4.5);

e) 删除了“工作色板”,增加了“陶瓷标准白板”与“镀膜玻璃可见光反射比标准样品”(见第5章,

1989年版的第5章);

f) 将“三刺激值的测量”更改为“颜色的测量”(见7.2,1989年版的7.2与7.3);

g) 删除了“主波长λD(或补色波长λC)和兴奋纯度Pe 的计算”(见1989年版的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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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建筑材料色度测量方法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彩色建筑材料色度测量方法的仪器、标准样品、试样、测量、量值计算、测量报告。
本文件适用于非荧光彩色建筑材料的色度测量。本文件不适用于具有荧光特性的彩色建筑材料的

色度测量。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3977 颜色的表示方法

GB/T3978 标准照明体和几何条件

GB/T3979 物体色的测量方法

GB/T5698 颜色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GB/T3978、GB/T3979和GB/T5698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色度 chroma
物体颜色属性的量化指标。

4 仪器

4.1 光谱光度测色仪

光谱光度测色仪是能测量材料的光谱反射比或光谱透射比,并通过计算获得颜色参数的仪器。光

谱光度测色仪应满足以下条件:

a) 用于色度测量的仪器波长范围应包含380nm~780nm,用于色差测量的仪器波长范围至少应

包含400nm~700nm;

b) 波长半宽度一般不大于5nm,最大不超过10nm;

c) 波长误差不大于1nm;

d) 波长间隔不大于5nm;

e) 测光精度宜在测光范围内满刻度的0.5%以内;

f) 仪器可根据所选取的标准色度观察者颜色匹配函数、CIE标准照明体或照明体的相对光谱功

率分布(参见附录A),以及测量获得的光谱透射比与光谱反射比计算获得三刺激值,三刺激值

的计算参见附录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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