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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根据ISO 105-103:1995《纺织品一一色牢度试验--J03部分:色差计算》进行制定。制定后

的文本等效于ISO 105-703:1995,
    本标准用于计算相同条件下两个相同材料试样问的色差。采用此方法，可将两颜色之间的差别以数

字形式描述出来。

    附录A给出了结果的说明。附录B提供了在核对计算机程序时使用的验证数据。附录C为一个计

算色差用计算机程序.

    本标准的附录A、附录B和附录C都是提示的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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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由天津纺织工业研究所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刘建华、辛浩、石同尘、王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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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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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105-J03由ISO/TC38/SCI纺织技术委员会有色纺织品和染料试验分委员会制定。

    本标准ISO 105-J03的第一版是依据ISO 105-JOI :1989第三版修订本部分内容制定的。

    ISO 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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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105-A01中给出了全部目录.

    ISO 105本部分给出了附录A,附录B和附录C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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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一个在相同条件下两个相同材料试样间色差的计算方法。总色差△E��,. (! - c)可量化

两试样颜色不匹配程度的大小。它允许一个最大偏差范围(允差)，这个允差的技术规格仅取决于最终使

用要求的密切匹配，而与所涉及的颜色和色差的性质无关。该方法还提供了确定明度差、彩度差及色调

差的方法 。

2 原理

    当计算两块试样间的色差时，采用CMC(! - c)色差公式进行比较，可提高它的目测均匀度.此公式

是在对CIE 1976 LAB (l'a'b')色空间修正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可提供一个△凡，值。以表明在更

接近均匀色空间中试样与标样间的色差。它可用一个简单允许值(“可接受性允差”或“合格/不合格”允

差)判断配色的可接受性，配色中的允差与标样的颜色无关。由椭圆形半坐标轴(1S,-cs,和S�)来推导

出△E_，同时提供一个表明色差的三个单独因数(明度、彩度和色调)的方法，该方法适用范围广泛。

    AE,二公式描述了一个以标样为中心的椭球体(并具有明度、彩度和色调方向的坐标轴)。约定的

△瓦l11’可接受性允差表明了能与标样相匹配的所有试样所处的空间范围。

    色差由包括标样与试样之间差异的三个指数组成。它们是:

    a)一个由明度公差(AL' /!S,)加权组成的明度指数。用△L,。表示.

    如果aL}，为正数，试样比标样明度大。如果△L,。为负值，试样比标样的明度小。

    b)一个由彩度公差(Ac.., /CSc)加权组成的彩度指数。用△CC-表示。如果△C，为正数，试样比标样

的彩度大。如果△C_为负数，试样比标样的彩度小。

    。)一个由色调公差(AH:b /S� )加权组成的色调指数。用△H二表示。

    如果△H,、为正数.试样的色调差在CIELAB系统的a' ,b'图中以标样为起点呈逆时针方向。如果

AH，为负值，试样的色调差在CIELAB系统的。‘,b'图中以标样为起点呈顺时针方向。

3 程序

3.1  CIELAB值的计算

    由X,Y,Z三刺激值计算标样和试样的CIELAB的L' ,a' ,b' ,C,b,h.b值方法如下:

    L' =116(Y/Y.)"'一16 当 Y/Y,>0. 008 856

    L‘二903.3(Y/Y.) 当 Y/Y.成0.008 856

    a' =500[f(X/X.)一f(Y/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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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200[f (Y/Y})一f(z/zj]

    式中 :

    f(X/X,)=(X/X.)'1， 当X/X.>0. 008 856

    f(X/X.)=7. 787(X/X0+16/116 当X/X}<0. 008 856

    f (Y/Y,) = (Y/Y,) Il, 当 Y/Y}>0. 008 856

    f(Y/Y.)二7. 787(Y/Y,)+16/116 当Y/Y.<0. 008 856

    f(z/zO=(Z/Z,)'1， 当 Z/Z,>0. 008 856

    f(Z/Z.)二7. 787(Z/Z0+16/116 当Z/Z,<0. 008 856

    C.b=(a"+b"z)V2

    在a‘正坐标轴为00和b“正坐标轴为90。时，h.b=arctan(b' /a' )，用003600表示。

    式中X_Y�Z，是计算CMC(l e c)色差的照明体/观察者条件下的三刺激值，以D6s/100条件为佳。

表1给出该值和其他5个条件的色度值。

                              表 1 光源/观察者综合三刺激值

光源/观察者

    条件

三刺激值

X. Y, Z.

D6s/100 94. 811 100.00 107.304

D6,/20 95.047 100.00 108. 883

C/100 97.285 100.00 116.145

C/20 98.074 100.00 118.232

A/100 111. 144 100.00 35. 200

A/20 109.850 100.00 35. 585

3.2          CIELAB色差值的计算
    用下列公式计算CIELAB色差△L' , Aa' , Ab' , AC.b , AEA , AH:b，下标R和S分别为标样和试样的

CIELAB值:

    △乙.=L5 -La

      La* =ag-a点

    fib' =b; -b;

    AC.*b=C.6.5-C.b,R

    AE.b-C(AL- )2+(Da- )2+(Ab- )2]v2

    AH.6=pq[(AE.b)2一(AL.' )2一(OC.b )2]1/2
式 中 :

    户=1 当 二)。

    f=一1 当 M<0

    q=1 当 1二10180

    4=一1 当 1二1>180

式中:iR=h.b.S-h.b,R

    此处卜二I表示正值，与两线中间表示的符号无关。

    或用其同类式:

                        AH.b=t E 2 (C,b,SC.b.R一a5 a;一bs b; )]v2

式中 :

    t二1 当 as bH(a; 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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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一I 当 a5 b; >a; b5

3.3 CMc色差△E-(l:‘)的计算

    CMc色差可由下列公式获得:

    AE-(1:c)=[(AL' /1SO'+(OC,'b/cSc)'+(OH.b/SH)']Vi

    S二0. 040 975 Ld /(1+0. 017 65 LR)，当Lg)16

    S。二0.511，当L4 <16

    S二仁0.063 8 C.,,al(1+0.013 1 C.,.R) ]+0.638

    SH=(F7'+1一F)S,

式中 :

    F=(((、二湘)‘/[(〔’泥汉)‘+                        1 900] ) v"

    T=O. 36+ 10. 4cos (35+h.,,.�) I 当 h,b, a < 164 0或h.,x>3450

    T=O. 56+ 10. 2cos (168 +h.,,, x )} 当 1640<h,b.a<3450

    注:l的数值通常取为2. 0,‘的数值取为1.0.这种确定的三个半轴的比例与典型纺织试样的目测评级具有最好的

          相关性。如果在样品的表面特性与纺织品的表面明显不问的悄况下.l可用其他的数值。

4 计算报告

该报告包括下列内容:

a)本标准的编号和年份，即:GB/T 8424. 3-2001 ;

b)完整描述试样与标样特性所需的详细资料;

c)标明光谱光度计或色度计，包括获得输入数据的CIE儿何条件类型;

d)试样的△E-值;

e) I和。的数值仁例如:CMC ( 2:ll];

1)计算中采用的照明体和观察者条件(例如:D,,/10*);

9)判别合格与否的合适允差(见附录A);
h)需要时，给出CMC的分项色差，AL-, AC-. , OH-;
i)需要时，给出标样和试样的CIELAB L' , a' , b' , C.b和h.‘值及有关的△L' , 4t' , Lb', DC.b和

  AH,b值;

i)报告 的 日期。



GB/'r 8424.3-2001

  附 录 A

(提示 的附 录)

结 果 的 说 明

    为了某些特殊要求，测定配色的可接受性时，使用者应决定一个经有关部门认可的“允差”，在与认

可的允差对比时，如试样与标样匹配，算出的△E,，值可作为决定的手段。与标样对比的试样将分为两个

类别二}Em‘值小于或等于允差的那些为合格试样，而4E二值大于允差的那些为不合格试样。

    公式△E,二二1.。表示了以标样为中心的椭球体(并具有明度、彩度和色调方向的坐标轴)。椭球半

坐标轴长度通过1S,,CSC和SH来加以确定，当约定了允差时，即可形成一个体积范围，所有的落在此体

积范围内的试样，都可认为是与标样形成可接受性的匹配。
    在某些应用中，可接受性的样品需要分为几组，任何一个组都采用更加精细的颜色匹配来描述试样

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可应用情况。例如:加工同一件服装，在这样的应用中(称为矩形555分类法)必须确

定一个可接受性的小的容量范围，每个小容积的大小，可以由CMC容积的三个半坐标轴系数组成，并

且可以用这样小容积的数字来划分总的可接受性容积。图AI显示了“555,，分类情况。

    虽然总色差△E，对非彩色试样是有效的，但是，在Cs. a<4.。时，除明度差外，其他分类色差是无

效的。当以,,c<4. 0时，彩度和色调差分量往往与目视评价的不一致。为了达到分类的目的，用单独分量

确定各分割区大小的方法仍然有效。

图Al 在可接受容量范围内“555”分类(平面图)

              附 录 B

          (提示的附录)

核对计算机程序时使用的验证数据

    为了检验由CMC公式给出的△尽。。值的计算机程序，一些有代表性的试验数据在表Bl中给出。该

数据适宜D�照明体和使用X.=94. 881,Y�=100. 00和Z.=107. 304表1)的10。视场。显示的六对标样

颜色为红色、蓝色、黄色、绿色、灰色和另一种红色。使用的1:c为2:1,

                        表Bl  CMC(2:1)公式(Dss八00)用试验数据

样品

(对 )

三刺激值 CIELAB值
公E-

X Y Z L A B

I

::一;:: ::.;:; ::’;:: ::一;: :‘:: :.;:
0.42

2

::‘;:: :;.::: ::.::: ::.:: 二:，:: 二:.::
0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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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I(完)

样 品

(对)

三刺激值 CIELAB值
AE-

X Y Z L A B

3

::.::: :;.::: :;.;:: ::.{; 二;.;; ::.:;
0. 27

4

::.;;: :)，::: :;.{:: ::.;;
一 15. 44

一 16.64 {:.::
0. 97

5

::.::: {;，::: }:.:;: ::.:: ::: 二:，::
0.81

6

::.:;: :{.}:: :{.::: ::.;; ::.:{ 2.。 35-0. 57
2. 34

        附 录 C

    (提示的附录)

计算色差用计算机程序

附录C给出了计算A凡。的简单的BASIC程序，该规定程序在某些计算机系统上应用时需要变更。

10 CMC(I:c) COLOUR DIFFERENCE FORMULA

20# 茸 # # # # # # 材 # # # 廿 抹 # 壮 # # # 廿 # # # # # # ## ## 耸 # ## 扛 # #

30 Input data and print results

40## ########### ###########耸############

50 INPUT "Input CMC(I:c) weighting factors "I","c-';I..C
60 INPUT "Input X.Y.Z of reference"; X(1),X(2),X(3)

65 LPRINT "X.Y.Z of reference"; X(1).X(2).X(3);GOSUB 160:1.1=Cl,:Al=CA:BI=CB

70 INPUT "Input X,Y,Z of specimen"; X(1).X(2),X(3)

75 LPRINT "X,Y,Z of specimen"; X(1),X(2),X(3):GOSUB 160:1.2=CL:A2=CA:B2=CB

80 GOSUB 230

90 LPRINT "1’,a' ,b' ,Hue angle of reference"; 1.1, Al, B1,H1
100 LPRINT "I’,a' ,b二Hue angle of specimen"; 1.2,A2,B2, H2

110 LPRINT "DI./IS1 DC/cSc DH/Sh DEcmc(“;I,;":"C")"

120 LPRINT DI.;DC;DH;DE:I.PRINT:GOTO 60

13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井 # # # # ## # # # # 释#

140 Calculate L' ,a' ,b' values (D65/100)

150############ ## #洋#####################

160 X(1)=X(1)/94.811:X(2)=X(2)/100:X(3)=X(3)/107.304

170 FOR I=1 TO 3:IF X(I)G8. 856001E一03 THEN FX(I)=7. 787，X(1)-}-16/116 ELSE

    FX(L)=X(I)一(1/3)

180 NEXT

190 CI二 116，FX (2)一16: CA =500肠  (FX(1)一FX(2)):CB=200 - (FX(2)一FX(3)):RE-

      TURN

200 # # # # # # # ## # # # # # # 林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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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Calculate CMC colour difference

220## ##井#### ########### ###### ######## ###

230 DL=L2一L1:CI=SQR(BI * B1+A1 * Al):C2=SQR(B2 * B2十A2 * A2):DC=C2一C1

240 Sl二DL * DL+ (A2一Al) * (A2一Al)+(B2-BD " (62-B1)

250 DH=O:AA=S1一DL * DL-DC* DC:IF AA<=0 THEN 260 ELSE DH=SQR(AA)

260 IF(A2 * B2)=0 THEN 280 ELSE H2=180-SGN(B2) * 90-ATN(A2/B2) * 57.3

270 GOTO 300

280 13132二SGN(ABS(B2)):AA2=SGN(A2+B2)

290 H2二90- (BB2-AA2+l)

300 IF(Al，131)二0 THEN 320 ELSE H1=180-SGN(BI)，90-ATN (A l /B1 )*57.3

310 GOTO 340

320 BB1=SGN(ABS(Bl)):AAI二SGN(Al+Bl)

330 H1=90 * (BBl-AAl+1)

340 IF Hl<=164 OR Hl> =345 THEN 350 ELSE GOTO 360

350 T=. 36+ABS(. 4，COS((Hl+35)/57.3)):GOTO 370

360 T二.56+ABS(. 2 * COS((Hl+168)/57.3))

370 SL二.040975 * Ll/(1+.01765 * Ll):IF Ll< =16 THEN LET SL=. 511

380 SC二 0638，Cl/(1+0. 0131 * Cl)+. 638:F=SQR(Cl一4/Cl- 4+1900)):SH=SC*(T，

    F+1-F) : DL=DL/ (L，SL) : DC=DC/ (C，SC) : DH二DH/SH

385 DA=H2一H1:IF ABS(DA)>180 THEN Yl=一1 ELSE Y1=1

386 Y2=Y1 * DA:IF Y2< =0 THEN DH=-DH

390 DE=SQR(DL * DL+DC * DC+DH * DH):

400 RETUR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