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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燉．—

前 言

本 标 准 根 据 ＩＳＯ１０５Ｊ０１：１９９７《纺 织 品—— 色 牢 度 试 验——Ｊ０１部 分：表 面 颜 色 的 测 定 通 则》对

ＧＢ燉Ｔ８４２４—１９８７进行修订，修订后的文本等效于 ＩＳＯ１０５Ｊ０１：１９９７。
本次修订对 ＧＢ燉Ｔ８４２４—１９８７标准主要做了如下修改：
１ 参照国际标准 ＩＳＯ１０５Ｊ０１：１９９７的名称将原名称《纺织品颜色和色差测定》改为《纺织品 色

牢度试验 表面颜色的测定通则》。
２ 增加了前言和 ＩＳＯ前言。
３ 增加了与测色有关的基本定义。
４ 增加了设备一章，定义了测色仪器及与测色仪器有关的照明燉观测条件及白色校正标准。
５ 增加了程序一章，包括：一般程序、校准、选样、试样准备等内容。
６ 增加了计算方法一章。
７ 增加了试验报告一章。
８ 将原来的附录 Ａ中 ＣＩＥ１９７６ＬＡＢ计算公式及 ＣＩＥ１９７６ＬＡＢ公式评级范围改为测定问题和

指南。
９ 增加了附录 Ｂ。
本标准的附录 Ａ是标准的附录，附录 Ｂ是提示的附录。
本标准从实施之日起，代替 ＧＢ燉Ｔ８４２４—１９８７。
本标准由国家纺织工业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纺织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基础标准分会归口。
本标准由天津市纺织工业研究所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刘建华、王健、辛浩、石同尘。
本标准 １９８７年首次发布，２００１年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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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燉．—

﹫前言

ＩＳＯ（国际标准化组织）为国家标准组织（ＩＳＯ成员）的国际联盟。国际标准的准备工作通常由 ＩＳＯ
技术委员会提出。各成员对技术委员会已建立的项目有兴趣，则有权参与该委员会。官方与非官方的国

际组织，与 ＩＳＯ取得联系，亦可参与工作。ＩＳＯ在电工技术标准化的一切事物中均与国际电工委员会

（ＩＥＣ）取得联系。
技术委员会采纳的国际标准草案向成员传递投票，７５％以上赞成方作为国际标准发布。
国际标准 ＩＳＯ１０５Ｊ０１由 ＩＳＯ燉ＴＣ３８燉ＳＣ１纺织技术委员会有色纺织品和染料试验分委员会制定。
ＩＳＯ１０５目 前 已 发 布 了 １３个“部 分”，每 个 部 分 用 一 个 字 母 表 示（如：“Ａ”部 分），版 本 为 １９７８至

１９８５年。每个部分包括一个系列“篇”。每篇均属于相应的部分并以两位系列数字表明（即“Ａ０１”篇）。这

些篇现已分开文件出版，其原先“部分”字母头仍保留不变，ＩＳＯ１０５Ａ０１中给出了全部目录。
该第四版做了技术修订，取消并代替了第三版（ＩＳＯ１０５Ｊ０１：１９８９）。
附录 Ａ为 ＩＳＯ１０５本标准的一部分，附录 Ｂ仅为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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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燉．—
┆┋﹫┐：

代替 ＧＢ燉Ｔ８４２４—１９８７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 批准 实施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纺织品表面颜色的测定方法，可用于纺织品颜色及纺织品色牢度试验中采用仪器手

段测定试样的颜色。本标准描述了与反射颜色测定有关的一般原理和问题。
附录 Ａ规定了试样的处理方法及一般技术问题。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ＧＢ燉Ｔ３９７９—１９９７ 物体色的测量方法

ＧＢ６５２９—１９８６ 纺织品的调湿和试验用标准大气

 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定义。
 测色 ｃｏｌｏｕ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应用测色仪将物体的颜色用数值表示出来。且可直接表示出一块试样多点测试的平均值。
 测色仪 ｃｏｌｏｕｒ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可用于测定光谱可见区内（波长为 ３６０ｎｍ～７８０ｎｍ，最小为 ４００ｎｍ～７００ｎｍ）由一个试样反射的

（或透射的）相对辐射量的任何装置的仪器（例如：色度计或光谱测色仪）。
 测色仪的几何条件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ｏｆａｃｏｌｏｕｒ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采用下列照明燉观测条件之一：

ｄ燉０ ０燉ｄ ０燉４５ ４５燉０

表中说明了测色仪器的照明及观测条件。
１）照明：

ｄ ０ ０ ４５

２）观测：

０（０°～１０°） ｄ ４５ ０

１



ｄ＝漫射；０＝法线（０°～１０°）；４５（４５°±２°）＝观测方向至试样法线间的允差角。
注：不同几何条件的仪器对大部分纺织材料来说可产生不同的测色结果。

 测色仪的观测面积（测量孔） ａｒｅａｏｆｖｉｅｗ（ｏｐｔｉｃａｌａｐｅｒｔｕｒｅ）
在颜色测定中，试样被光照测量的面积。

 荧光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可吸收一定波长的辐射通量，在其他较长的波长无热能地重发射的一种现象。

 反射比 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
在给定条件下反射辐射（光）与入射辐射（光）的比率。

 反射比因数 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ｆａｃｔｏｒ
在相同的几何条件和光谱测定条件下，试样反射的辐通量与完全反射漫射体反射的辐通量之比。

 镜面反射 ｓｐｅｃｕｌａｒ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根据光学反射定律，没有漫射的反射，象镜平面的反射，又称规则反射。

 测色仪的校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ｌｏｕｒ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为了计算一组以后测定时使用的校正系数，用测色仪测定一块或多块已校准的材料的操作。

注：为了使仪器符合国家标准实验室确定的要求，一般由仪器生产厂家进行校正。

 检验标准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用于确定（或检验）在测色过程中仪器标准化工作有效性的任何稳定的材料。为了检验不适当的标

准，在每次测色之前应与原测定标准进行比较。

 原理

利用反射方法进行测定不透明或几乎不透明（但不是半透明）材料的颜色数据。
注

１ 合理地调整和标定测色仪，选择适合仪器测定的有代表性试样可获得一致、可靠及有意义的反射测定结果。

２ 通常，仪器测色操作过程应根据测定试样和测色仪器的类型来决定。目前测色仪器型号很多，观测面积、照明方

法及几何条件等性能各异，应注意不同型号的仪器测得的数据结果并不完全一致。

 设备

 反射测色仪：用于照明及测定试样表面反射的辐通量。一般采用复色光（白光）照明方式，单色方式

只适用于非荧光试样。反射测色仪大致可分为两组。
ａ）光谱光度计（一般为漫射燉０，用复色照明）
用于测定试样在常规波长间隔下（正常波长间隔为 ５ｎｍ、１０ｎｍ及 ２０ｎｍ）光谱反射因数的仪器。该

数据可用来计算任何给定照明体和观察者条件的三刺激值（牀，牁，牂）。有些光谱光度计（一般为 ０燉漫射）
在每一常规波长间隔用单色光照射试样，测定试样表面的光谱反射比因数。

ｂ）色度计

可直接测定颜色三刺激值或色品坐标的仪器，可用宽带滤光片设计成能产生一种照明体和观察者

（一般为 Ｃ燉２）条件的色度值。色度计不能测出光谱反射比因数。
以上两种情况的仪器通过如 ３．３中规定的几何条件来进行确定。当试样被放置在 ｄ燉０（积分球）仪

器时，照明光源间接照射放在漫射积分球透光孔处的试样，并在与试样垂直的 ０°～１０°间观测试样。这种

方式可收集到试样全部反射光，观察角度大于 ０°的一些积分球仪器包含一个镜面反射吸收装置，可使

用包含或不包含镜面反射的方式进行测定。
０燉ｄ（积分球）仪与上述相似，但是照明和观测条件相反，在与试样法线成 ０°～１０°的方向照射样品，

并测定来自积分球内表面的反射辐通量。
４５燉０（０燉４５）几何条件的仪器，（第一个角度照射试样，第二个角度观测试样）这两个几何条件可采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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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圆周中，以 ４５°角照射或观测试样。对大部分纺织品试样来说，４５燉０或 ０燉４５结果是等效的。
 白色校正标准：用于校正仪器，校正标准用的色度值可储存在仪器或软盘内，在校准仪器时使用。
 黑色标准：有些仪器需用，它可以是零反射光阱，也适合 ５２所说明的方法校正。

 程序

． 通则

ａ）收集和准备试样，按照 ６．３中规定选取试样，若需特殊处理或调湿的试样可选出，并进行适当的

处理（见附录 Ａ）。
ｂ）按照 ６．２中规定校准仪器，保存操作的记录及任何检验标准的测量结果。
ｃ）根据测定材料需要的特定的测试方法，按 ６．４各条（也见附录 Ａ），将试样放置测色仪上。
ｄ）测定试样颜色，以获得适宜的光谱反射率因数或色度值（或色度计的三刺激值）。
ｅ）如需要的话，按照第 ７章中说明计算色度值。

． 校准

为了获得一致及精确的测量结果，任何测色仪器在测试前都必须进行校准，校准方法尽管因仪器的

型号不同而有所差异，但仍存在共同的原则。
总之，一台仪器的校准涉及测定已知反射率因数的一个白色表面（参照完全反射漫射体）和计算（通

过仪器或计算机程序）适合以后测定用的一系列校正系数。一些仪器还需要一块黑板（或阻光器）和一块

灰板，这些材料应完好保存，使其表面清洁，无划痕。可参照仪器制造厂的仪器使用说明。
校正频度根据多种影响因素，包括仪器的型号，仪器操作的环境状态及结果要求的精度而定。在经

常应用时，一般可间隔 ２～４ｈ。
校准步骤完成后，通过测定一些有色材料（检验标准）并与这些材料的原色度值对比，用以检验校准

过程的效果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测定值超出原数值的允许误差，该校准认为无效。检验标准的块数和可

接受范围取决于用户要求。但是 １～３块标准和 ０．２Δ爠ｃｍｃ（２∶１）、（Ｄ６５燉１０°）的可接受范围是具有代表性

的。
 选样

测色仪器上进行的所有测定都涉及到“选样”。仪器的观测面积、能进行测量的试样有效面积、试样

放置仪器透光孔上的难度及一些物品（服装、布匹、染批等）应选取在测量过程中能获得有意义和重现性

好的有代表性的试样。
注：参照 ＡＳＴＭ 方法 Ｅ１３４５和 ＳＡＥ方法 Ｊ１５４５以制定适宜的操作方法。Ｊ１５４５的简要说明在附录 Ａ中给出。

 试样准备

测定用的理想试样应是一种硬挺、不变形、惰性、颜色均匀的不透明试样。这样理想的试样在纺织品

中是不存在的。因此，大多纺织品材料测量时有必要用技术和经验来消除或减少任何错误可能对仪器测

量的影响。处理下列性能试样的特定方法和技术在附录 Ａ中说明。
ａ）试样的荧光（来自染料或荧光增白剂）会影响测量结果，其影响程度取决于试样中存在的荧光物

质数量及仪器光源中紫外光及可见光的数量和质量。其结果尤其难于在仪器之间重现。例如：用 ＦＷＡｓ
处理过的白色或浅色材料。

ｂ）纺织材料的含湿量会影响它们的颜色和外观性能，所需调湿次数随纤维、织物结构、染料和周围

条件的变化而定，以达到一个稳定的湿度状态为依据。受含湿量影响的典型材料是棉和人丝织物。
ｃ）非硬挺试样伸到（或靠在）仪器的透光孔处，伸入量可根据层数、材料的柔软度及对试样所施加

的用于固定试样的背面压力来进行变化，伸入量的变化将会使测量结果出现较大偏差以致于不能再现

又不可预见。这些材料为纤维、纱线、针织物和轻质纱层织物。
ｄ）在测定期间，透光试样可使一些光透过材料，根据它们的结构性能，大部分的纺织材料属此类，

测量时光穿透材料到达后板（或从仪器内逸出），将会导致不真实和不可预见的结果。这些材料是针织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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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轻质材料和纤维。
ｅ）试样对光（光致变色的现象）和燉或热（热致变色现象）的敏感度将会导致不可预见和不可再现的

结果，这些结果取决于试样敏感程度和不理想条件的曝光次数。
ｆ）试样的尺寸对仪器能否获得一个有代表性的测定结果是非常重要的，在正常测定时，如试样太

小需要采用特殊的方法才可达到正确的测色结果。
ｇ）试样的表面结构（包括绒头、行列、斜纹、光泽和闪光）将影响测色效果。采用不同几何结构的仪

器进行测定时，由于仪器的几何结构不同，会在不同的仪器之间产生不可再现的结果。这类试样包括：毛

毯、灯芯绒和卷绕的纱线。
ｈ）试样内部色差（不匀），会造成不精确和不可再现的结果，这与仪器的观测面积有关，例如：牛仔

布和皮革。

 计算方法

测色数据可采用测色仪内部程序进行计算，一般情况下，用户没有必要进行这些计算。然而，为了运

算时参考和校准手段，故还是在此说明。
． 三刺激值

三刺激值（牀，牁，牂）由光谱数据计算而得，为所有的测色计算提供依据。根据包括测定波长范围和

间隔在内的一些系数和计算中使用的照明体燉观察者条件的选择，由一组光谱数值计算出 牀，牁，牂值。
注

１ 三刺激值可根据 ＧＢ燉Ｔ３９７９—１９９７（或 ＡＳＴＭ Ｅ３０８１９９６）进行计算，以获得使用者满意的结果。三刺激值由计

算机程序进行计算。因此，在进行计算时，用户应与仪器燉软件供应商一起进行检验。

２ 进行计算校正的一个检验方法是，将 １００％反射值输入计算机程序内，并用该系统计算三刺激值。这些数值应与

表 １中（ＧＢ燉Ｔ３９７９—１９９７或 ＡＳＴＭ Ｅ３０８１９９６）的数值一致，校对至小数两位。

． １９７６ＣＩＥ爧、牃、牄、爞
ａｂ和 牎ａｂ

标准和试样用 牀、牁、牂三刺激值计算 爧、牃、牄、爞
ａｂ、牎ａｂ数值的方法如下：

爧＝１１６（牁燉牁牕）１燉３－１６ 当 牁燉牁牕＞０．００８８５６

爧＝９０３．３（牁燉牁牕） 当 牁燉牁牕≤０．００８８５６

牃＝５００［牊（牀燉牀牕）－牊（牁燉牁牕）］

牄＝２００［牊（牁燉牁牕）－牊（牂燉牂牕）］
式中：

牊（牀燉牀牕）＝（牀燉牀牕）１燉３ 当 牀燉牀牕＞０．００８８５６
牊（牀燉牀牕）＝７．７８７（牀燉牀牕）＋１６燉１１６ 当 牀燉牀牕≤０．００８８５６

牊（牁燉牁牕）＝（牁燉牁牕）１燉３ 当 牁燉牁牕＞０．００８８５６
牊（牁燉牁牕）＝７．７８７（牁燉牁牕）＋１６燉１１６ 当 牁燉牁牕≤０．００８８５６

牊（牂燉牂牕）＝（牂燉牂牕）１燉３ 当 牂燉牂牕＞０．００８８５６
牊（牂燉牂牕）＝７．７８７（牂燉牂牕）＋１６燉１１６ 当 牂燉牂牕≤０．００８８５６

爞
ａｂ＝（牃２＋牄２）１燉２

牎ａｂ＝ａｒｃｔａｎ（牄燉牃）表示 牃正半轴为 ０°，牄正半轴为 ９０°的 ０°～３６０°坐标内的角度值。
当： 牃＞０和 牄＞０ ０°＜牎ａｂ＜９０°

牃＜０和 牄＞０ ９０°＜牎ａｂ＜１８０°

牃＜０和 牄＜０ １８０°＜牎ａｂ＜２７０°

牃＞０和 牄＜０ ２７０°＜牎ａｂ＜３６０°
式中：牀、牁、牂为颜色试样的三刺激值，牀牕、牁牕、牂牕为“完全反射漫射体”的三刺激值，对于日光，照明燉观

察者以 Ｄ６５燉１０°条件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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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中给出了 ＧＢ燉Ｔ３９７９—１９９７（或 ＡＳＴＭ Ｅ３０８１９９６）所有综合值。
表 １ 照明燉观察者综合三刺激值

照明燉观察者
三刺激值

牀牕 牁牕 牂牕

Ａ燉１０° １１１．１４６ １００．０００ ３５．２００

Ｃ燉１０° ９７．２８５ １００．００ １１６．１４５

Ｄ５０燉１０° ９６．７２０ １００．００ ８１．４２７

Ｄ５５燉１０° ９５．７９９ １００．０００ ９０．９２６

Ｄ６５燉１０° ９４．８１１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０７．３０４

Ｄ７５燉１０° ９４．４１６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２０．６４１

Ｆ２燉１０°（冷白荧光 ４２３０Ｋ） １０３．２７９ １００．０００ ６９．０２７

Ｆ７燉１０°（日光荧光 ６５００Ｋ） ９５．７９２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０７．６８６

Ｆ１１燉１０°（高效能日光荧光

４０００Ｋ和 ＴＬ８４１））
１０３．８６３ １００．０００ ６５．６０７

Ａ燉２° １０９．８５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３５．５８５

Ｃ燉２° ９８．０７４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１８．２３２

Ｄ５０燉２° ９６．４２２ １００．０００ ８２．５２１

Ｄ５５燉２° ９５．６８２ １００．０００ ９２．１４９

Ｄ６５燉２° ９５．０４７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０８．８８３

Ｄ７５燉２° ９４．９７２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２２．６３８

Ｆ２燉２°（冷白荧光 ４２３０Ｋ） ９９．１８６ １００．０００ ６７．３９３

Ｆ７燉２°（日光荧光 ６５００Ｋ） ９５．０４１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０８．７４７

Ｆ１１燉２°（高效能日光荧光

４０００Ｋ和 ＴＬ８４１））
１００．９６２ １００．０００ ６４．３５０

１）二者均为飞利浦商品。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ａ）本标准的编号（即 ＧＢ燉Ｔ８４２４．１—２００１）；
ｂ）用于测定试样的仪器几何条件形式；
ｃ）仪器是否包括镜面反射组件；
ｄ）仪器的观测面积；
ｅ）是否包括紫外光谱；
ｆ）光谱测色仪（包括使用的波长范围和波长间隔）或色度计的几何条件及型号；
ｇ）用于计算色度值的光源燉视场条件；
ｈ）试验日期；
ｉ）试样的标志；
ｊ）试样说明，例如：厚度、定向、试样的调湿；
ｋ）每块试样测定的读数；
ｌ）任何相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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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
（标准的附录）

测定问题和指南

﹢ 荧光（）

测色仪器设有精确控制照射试样 ＵＶ能量的能力，操作人员可在光源和试样之间插一个吸收 ＵＶ
的滤光片，以便有效地消除导致荧光的 ＵＶ。采用该方法可能会导致与目测不一致的结果。该方法只能

在紫外线辐射吸附引起荧光的情况下方可使用。可控制 ＵＶ能的仪器将会产生与目测一致的结果，但

是这些结果难以在其他非类似的仪器上再现。当试样带有荧光时，进行对比的所有试样应在相同的时间

间隔期间内测定（在一小时范围内），决不可用预先测定的数据（标准、试样等）作为对比依据。通常采用

积分球仪器测量时，试样的荧光会改变其照明度而导致微小误差。为减小该误差至最小极限，可使用

０燉４５，４５燉０（圆周的或双向作用的）照明观察条件的测色仪（见 ＣＩＥ１５．２１９８６，１４部分，注释 ８）。

﹢ 含湿量

由于含有的水分的试样对测色有影响，所以有必要对试样进行“调湿”，使含湿量达到稳定。调湿应

在温度和湿度恒定的室内或橱内进行，使所有试样有足够的时间达到含水量恒定。一般大多数含棉或吸

湿纤维的试样需要数小时的调湿，环境状况也会影响试样的含湿量，在测定期间，应尽可能保持试样的

调湿状态。标准实验室条件在 ＧＢ６５２９中规定。

﹢ 透明

大部分纺织试样在某种程度上是透明的，所有试样应采用相同的条件进行测定，如所用材料充足，
应层叠至不透光为止。层叠后的试样背面放置白板和黑板时，测定结果相同，说明其折叠层数足够。如

果采用多层软材料会导致其他问题（见 Ａ４非硬挺部分），那么可采用一项折中的方法，在背面衬入不含

荧光增白剂的固定层数的白色材料或瓷板，一般采用与试样相同的背衬材料。

﹢ 非硬挺

为了防止柔软试样伸入测色仪的透光孔内，可采用下列程序之一：
ａ）卷绕、固定或安置在一块板或其他钢性构架上，背面结构应为中性色（白、灰或黑），使所有测定

试样的测试结果再现，并且应遵守不透明条件（见 Ａ３）。当纱线和长丝试样卷绕在板上时，有必要控制其

张力、定向和厚度，使其达到能再现测定结果。
ｂ）有些仪器设计成毋需接触试样表面便可进行测定。测定的试样应为扁平状，背面采用钢性结构，

并且具有足够的厚度，以便消除任何透明因素的影响。
ｃ）一些试样，特别如纱线或纤维，用光谱光度计测色时，隔在玻璃后面，这样能够提高测量重现性。

但必须控制材料的量、玻璃上的压力和玻璃的洁净。玻璃会造成结果偏差，可用式（Ａ１）校正：
爲λ＝ （爲ｇ＋ 爴ｃ－ １）燉［爲ｇ＋ 爴ｃ－ １－ （爴ｄ× 爲ｇ）＋ 爴ｄ］ ……………（Ａ１）

式中：爲λ——无玻璃的反射校正百分率；
爲ｇ——玻璃后面测定的反射百分率；

爴ｃ——玻璃对平行光的透射比（玻璃折光指数为 １．５时不吸收，包括镜反射条件，标称为 ０．９２）；

爴ｄ——玻璃对漫射光的透射比（条件同上，标称为 ０．８７）。
注 １：爲和 爴均用小数表示。
注 ２：如不能用玻璃校正公式，则测量时必须消除镜面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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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光或热的敏感度

对光和燉或热敏感的试样，最好能在瞬间曝光的测色仪中测量。闪光仪器和带有自动快门的仪器可

提供试样曝光限时机构，测定这些试样时，不要使用扫描可见光谱的仪器（完成一个单元测量就得数秒

钟）。总之，试样准备应包括测定前限制试样曝光量的保护措施，单色照射试样的仪器也适应于测定这些

类似的试样。

﹢ 小面积试样

在测色仪上需要使用 ＳＡＶ（小面积观测）的小试样，应读取多次测量结果的平均值，以便提高测量

精度。小于仪器观察面积的试样不能进行测定。

﹢ 表面结构

在测定具有明显的物理表面性能的试样时，困难首先在于判断出什么样的物理性能会影响测定结

果。仪器的外观分色能力在某些情况下，如染料配方是它的一个优点，其它如质量控制的应用则为缺点。
在只测定试样的颜色时，最有效的方法是将试样安置在玻璃后面，然后施加足够的压力，以消除任何表

面结构的差异，玻璃用于上述非硬挺试样时，应采用相同的措施和条件，当表面结构导致定向变化时，试

样可以 ４的倍数进行测定，在每次测定后旋转 ９０°，然后平均所有测定结果，以便产生一组单独的色度

值。
注：操作程序的一个实例是为汽车用织物制定的 ＳＡＶＪ１５４５。

﹢ 色差

当测定的试样颜色不匀时，需测定平均值（光谱光度计的光谱数据或色度计的三刺激值数据的平均

值），以达到一致能再现的测定结果。这就需要测定大量的数据，以作选用视窗之需，其平均数应能在试

样任意部位重复此种测试均具重现性（见 ＳＡＥＪ１５４５）。

附 录 ﹣
（提示的附录）
参 考 资 料

１ ＩＳＯ１０５Ｂ０５：１９９３ 纺织品色牢度试验：光致变色现象的检测与评定

２ ＣＩＥ出版物 １５２，色度学第二版（１９８６）１）

３ 颜色和外观测定的几个 ＡＳＴＭ 标准，１９９６年第五版，ＡＳＴＭ，ＣｏｎｓｈｏｈｏＣｋｅｎ，ＰＡ２）

４ ＡＳＴＭ １３４５３），使用多次测量、减少测色变化影响的标准实施方法

５ ＳＡＥＪ１５４５：１９８６，外表整理品、纺织品和装饰件色差的仪器测量方法

６ ＡＳＴＭ Ｅ３０８９６ 用 ＣＩＥ系统计算物体色

７ ＧＢ燉Ｔ３９７７—１９９７ 颜色的表示方法

８ ＧＢ燉Ｔ３９７８—１９９７ 标准照明体及照明观测条件

９ ＧＢ燉Ｔ５６９８—１９８５ 颜色术语

１）可以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ｎ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Ｂｕｒｅａｕ，Ｋｅｇｅｌｇａｓｓｅ２７，Ａ１０３０ｖｉｅｍａ，Ａｕｓｔｒｉａ购得。

２）可从 ＡＳＴＭ，１００ＢａｒｒＨａｒｂｏｒＤｒｉｖｅ，ＷｅｓｔＣｏｎｓｈｏｈｏＣｋｅｎ，ＰＡ１９４２６，ＵＳＡ购得。

３）已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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