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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实验采用 闪烁光度法
。

本实验的视野是了
“ 尸

和
, ,

受试者 人
,

均属色觉

正常者
。

年龄在 至的 岁之 间
,

具有一定实验经验
。

实验波长从 一了
,

其间隔为
,

实验的亮度级为
。

四种视野相 比较
,

其中
。

视野 劝 曲线引 自明视 函数
, 。

视角的材料来自

年补充标准观察者 劝
,

其结果 峰伍的短波一侧随着视野 的 增

加 劝 值显著增加
,

而在峰位的长波一侧 则无 显著变化
。

一
、

问 题

众所周知
,

国际照明学会 的 标准观察者和 补充标准观察者是根据它

们的不同大小视野来区分的
。

前者为
。 ,

后者为
。

视角
,

并且规定在
’“

一
“

视角之间
,

适用  标准观察者
,

而大于
“

视角的则适用 补充标准观察者 见
。

人们 曾对这种划分的合理性提出过问题
,

例如
,

在 工 第 届会议上
,

一 视觉

委员会主席  所做的综述报告
,

就谈论到在不同条件下
,

包括不同大小视野

在内 劝适用范围的问题
。

而在当今 现有的有关规范中
,

也没有对点光源下或接近于点光源下 心的使用

说明
。

这样
,

就需要提供更多的有关视觉基础的资料
。

虽然关于不同大小视野 劝的研

究
,

有过一些文献记载
,

如
、 、 一

丫 以及
一 。

但是
,

在这些资料中
,

还没有能够找 出一份资料可以完满地

说明我们上面所提到的问题
。

这就是本实验的 目的所在
。

二
、

方 法 和 步 骤

本实验的方法采用闪烁光度法
。

其要领就是把各单色光和一个固定亮度的白光
,

分

别 以一定速率交替呈现
。

当看出两种光强的差异时就产生有闪烁 的现象
,

这时受试者对

单色光强作适当的调整
,

直到闪烁最小或不闪为止
。

具体步骤和实验条件包括能量的测

定见 明视函数
。

这里应当说明的是
,

本实验的视野是
’

和
’

两种条件
。

不同视角是通过计算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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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上小孔光阑的孔径获得的
。

单色光和标准 白光交替呈现的速率
,

根据视野大小而定
。

经过预试
’

视角用 次

秒左右、宁
“ ’

视角使用的速率为 次 秒左右
。

受试者 人
,

均属色觉正常者
。

年龄在 。至 。岁之 间
,

具有一定实验经验
。

实验波长从 咖一
。
、其间每隔 选一个波长做刺激

。

此外增添 和

两个波长
,

其宽度均为
。

每个波长每个人都做两 次调整
,

取其平均值
。

两种不

同大小视野分做两个序列
,

分两次做完
。

实验的亮度级为 尼特 勺

三
、

结 果 和 讨 论

图 画出了
’

和 气两种视角下的 劝比较
。

看出两条 劝曲线的峰值是重叠

的
。

在峰值的短波一侧
,

大视野显然比小视野高
,

而长波一侧则无显著变化
。

图 画
‘

出了四种视角 劝 的比较
。

其中
。

视角的 劝曲线引自 明视函数
。

。
。

视角的资料是来自  补充标准观察者 , 〕
。

这一

比较更加清楚地看出了上述的趋势 峰值的短波一侧随视角增大表现得更高
,

四 条曲线

的峰值及长波方面基本上是重叠的
,

形状也颇相似
。

’概八友侧积毕骡友

卜、飞、飞

波长 毫微米

互

图 两种不同视野的 幻 比较 图

  少

波长 毫微米

四种不同视野的 幻比较

、
,

二

由此可见
,

不同大小的视野
,

对光谱长波段的 幻值大致上是相等的
,

而对光谱短波

段则出现系统的差别
,

即视野愈大
,

光谱短波段的 幻值愈大
。

这里所得到的趋向和文献记载的 〔
, 一 了

,

第 届

奚吐
,

关于视野大小和视亮度曲线的概述 〕是吻合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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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 劝 在峰值的短波一侧大视野要比小视野高
,

而长波一侧没有变化 因为大

视野包含了中央窝外一些视网膜区
,

所以它具有中央窝外的特性
。

我们可 以从中央窝与

中央窝外的差异来说明
。 ’

第一
、

这与黄斑色素的光密度或吸收有关
。

根据
一

  的报道
,

密

集在中央窝锥体的黄斑色素最大光密度是在 一
,

而大于 之后就一样

了
。

这一点已由中央窝外视网膜 区 劝 的研究得到了 证 明
,

〔
,

,

 
,

一 一 〕
。

黄斑色素主要集中在网膜中央窝地区
。 ,

它对光谱长波段的透过率较大
,

而对光谱

短波段透过率较小
,

因此
,

当视野大于
“

时
,

由于网膜上黄斑色素密度的变化
,

光谱短波段

的透过率增大
,

相应地网膜锥体细胞接受蓝紫光的能量就多
,

因此
,

当视野增大时
,

就出现

人眼对光谱短波段 劝值提高的现象
。

第二
,

有人认为部分地应当归结于三种锥体在网膜上分布的特点
。

在视网膜边缘 区

蓝锥体相对于红和绿锥体来说占优势
,

因此对光谱蓝端 的 感 受 性 较 高〔
,

〕
。

主张这种见解的人
,

还从色辨认的某些资料中得到旁证
,

也就是在中央窝外的网

膜区
,

光谱的蓝端比中央窝获得更好的辨别
。

在中央窝内
。

和
’

视角的 劝所表现 的类似差别
,

同 了 表明中央窝的中

心短波锥体相 当少的观点是一致的
。

第三
,

背景光的颜色影响人眼对光谱不同部位的感受性
。

我们在实验中所用的背景

光
,

即适应视野是白炽灯
,

当降低到一个很低的电压使用时
,

这种光色温低
,

呈现带黄色
,

这种略带彩色的背景视野
,

有选择地改变光谱相对视亮度
,

它将使含有红
、

绿色素的锥体

细胞产生一定的彩色适应效果
,

而对于含有蓝色素的锥体细胞不产生这种彩 色 适 应 效

果
。

从网膜中央往网膜外侧边缘含有蓝色素的锥体细胞逐渐增多
,

而这些锥体细胞不受

色温较低的适应视野的影响
,

因此大视野比小视野在短波段的 值高
。

至于 引进 。 幻 作比较
,

除掉视角这一差别外
,

实验方法
,

受试人种
,

年龄都不

相同
。

因此必须对视角以外的其余变量做出估计
。

关于大视野的 劝研究
,

确实可能因

其方法不同而表现出差异 第 届
一

视野大小与视亮度曲线论题 右
。

但是
 ! ∀ # ∃ %查明10

。

视野的资料比e IE lg 6厉10(, ) 更宽
。

所 以
,

在 这

里
,

方法不构成影响的主要因素
。

CI
E 1 9 6 4 Y l 。(幻的受试者和我们的在人种学上的差别

,

在本系列实验中的明视测

试部分已表明不受影响
。

年龄的影响是肯定的 〔D ob
son (19了6 )

,

M

e
l l

e r
i
o

( 1 9 了1 )
,

S
a

i d
a n

d
W

e a
l

e

( 1 9 5 9
)

,

R
ud do

c
k ( 1 9 65 ) )

。

但是根据本实验系列中的明视曲线的年龄差异
,

可以证明这种差异是

小的
,

况且我们和 CI E 1964 Y I O (又) 受试者的年龄差异比我们两组年龄差异还小
。

因此

我们把图 2 所示的差别
,

主要归结于不同视角是合理的
。

从我们的结果可以看出了
。

4 0

’

的V (劝值既有别于2
。 ,

更和 20
’

不同
,

同样20
’

和2
。

之间

也有显著差别
。

因此
,

我们认为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

以确定 V (劝 的有效使用范围
。

对点

光源或近似于点光源下 V (劝 的使用问题
,

根据本实验的结果
,

我们认为应该做出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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