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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实验室进行条件控制实验无疑是心理学研究的一种很重要的方法
。

心理 研 究 所 在
“

文革
”

前已建立了一些条件较好的实验室
,

但在
“

文革
”

期间遭到了严重破坏
。

飞 !年心

理所要重新开展科研工作
,

经过调查
,

了解到有的部门很需要颜色视觉方面 的技术资料
∀

为

了适应形势的发展
,

我们就在 比较困难的条件下开始了颜色视觉的实验室建设
。

近 几年来我

们陆续从国内外订购了一些必需的测试仪器和实验仪器
,

同时 自己也安装了一些仪器
,

逐步

配备成套
,

已基木 上能满足有关课题任务的研究需要
。

当然
,

我们的设备离现代化实验室的

条件还差得很远
,

但比起
‘’

文革
”

前的情况已有了不少进步
。

目前我们的实验室配备了如下

一些基本设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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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仪器主要用于测量物体表面色
,

如涂料
、

染料
、

食品
、

纸
、

棉 织

品
、

纺织品
、

木料产品
、

印刷物以及诸如植物
、

花
、

果及人类皮肤色调等
。

此仪器 由于采用

光导纤维
,

探测头可 以自由伸向被测物体的任何位置
,

使被测样品的;
、

<
、

%三刺激值很 快

从量表上显示 出来
。

此仪器除可测定色度外
,

还可以进行 自度测定
。

在心理学研究中
,

要进

行颜色视觉方面 的研究
,

首先就要对作为视觉刺激的颜色样品进行色度定标
,

否则无法进行

定量控制实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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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仪器主要用于测量

发光体的亮度和色度
,

如夜光涂料
、

场致发光
、

电影银幕
、

电视屏的亮度及图象彩色效果和

道路
、

各种建筑物的照明等都可以用此仪器进行色光的测量
。

心理学的许多视觉研究工作都

与色光有着密 切关系
,

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时需要进行光色的定标
,

然后才能进行定量定性

的控制实验
,

·

比较不同条件下的视觉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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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色是 目前精度最高的方法
。

这些仪器 中的单色器是棱镜或光栅
,

能测出连续的反射率曲线
。

本仪器可以进行物体表色的光谱反射率的测定
,

也可 以测定透明物体各波长的透过率
。

根据

各波长的光谱反射率或透过率 的数值即可以计算出样品色的色度值
。

在科研工作 中
,

对样品

色进行色度定标及精确计算颜色的复现效果
,

在某些情况下除了色度数值外
,

还需要分光曲

线
,

这就需要分光光度计才能获得
。

如中国人的皮肤色光谱反射曲线就是通过分光光度计测

定出来的
,

它对研制中国人标准肤色板有着重要作用
,

但目前我们使用的这台分光光度计已



是五十年代的产品
,

用手工操作起来十分麻烦
,

往往测一个样 品要半个多小时
。

为了适应科

研任务的需要
,

最近我们 已订购一台 # : 型彩色分析器 ∋日本 ( ∋ > ∃ 4 − 9 : 6 ∃ 。 Γ + 2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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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仪器能 自动显示被测样品的光谱反射率及透过率的数值
,

不到三分钟便可测完一

个样品
。

此外
,

我们实验室还有一合白度计 ∋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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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 以进行样品的白 度测

定
,

一台夏普)Λ
”, ,计算机

,

以及其它经常 用的实验装置及设备
,

如专门用于投射彩色片的

幻灯机 ∋对色温有着一定要求(
、

放映银幕
、

照度计
、

速视器
、

深度仪
、

视 力检查器
、

视野

计
、

色盲检查装置
、

反应时记录装置
、

闪光融合仪
、

皮肤 色票
、

标准色板等
∀

目前我们的实验室条件仍然是 比较差 的
。

供实验用的空间面积很小
,

仪器设备也很 不足
。

但我们利用现有的一些条件积极开展了一些联系实际的研究工作
。

下面是我们近年来所进行

的或者仍在进行着的一些工作
∀

Μ
∀

中国人肤色色度特性的测定 对人类肤色的测定除了具有生物学
、

人种学 上 的 意 义

外
,

在彩色电视
、

摄影
、

印刷及灯光照明等实用方面以及评价图象的彩色质量
,

肤色的再现

效果时也占有重要地位
∀

许多国家都进行过各 自人种肤色的测定和研究
。

Μ 9≅ 年 国际照明委

员会∋. ΝΟ (为计算光源显色性指数所采用的样本色中
,

有一块就是 自人女性肤色样本 ∋ Δ< Π

Θ Ρ Σ (
‘

我国有关彩色工业正 日益发展
,

在彩色复现方面很需要中国人 的肤色数据
。

为此
,

我

们进行了这方面的系统测定研究工作
∀

共计测定人数 Μ 9 9 Θ人
,

男 Θ # 人
,

女 Θ ! 人
,

年龄从初

生儿到  : 岁的老年人
∀

籍贯包括!9 省市
,

除汉族外
,

还包括蒙
、

藏等 Μ 个少数民族
。

通过对

我国人肤色取样的系统测定
,

获得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数据
,

填补了我国这方面的空白
。

其结

果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
,

医学部门
、

生物学部门
、

美术部门
、

照明工程
、

彩色电视
、

电影等

部门都来函索取这方面资料和数据
。

新华社对这项工作 曾作 了报道
。

这为后来参加 号任务及

研制中国人标准肤色测试卡和标准肤色板提供基本参数
,

也为进一步开展彩色还原及记忆肤

色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
。

此项工作获 Μ  Θ 年 中国科学院重大科研成果奖
。

!
∀

常见物记忆色及宽容度的研究 此系与电影部门 协作进行的科研 工作
。

为了更好地进

行彩色片彩色还原的质量评定
,

提高彩色片的质量
,

需要心理学工作者通过心理 物理评价实

验
,

得 出有关常见物记忆色 ∋喜爱色( 及宽容度 的基本数据
。

为此
,

我们与电影部门配合进

行了这方面 的一系列研究
∀

除了自然肤色外
,

我们先后对化装肤色以及一些常见色如兰天
、

树叶
、

绿草
、

军装等进行实测及记忆色的实验
,

这方面的工作引起了 电影部门的重视
。

一此

研究结果发表在电影技术刊物上
。

为评价彩色片色彩还原提供 了基本参数
,

也为后来进行兴

影用的标准色板的研制奠定了基础
∀

此项工作获中国科学院 Μ Θ :年科研成果三等奖
。

#
∀

彩色电视标准肤 色测试卡的研制 此系与彩电部门协作进行的科研任务
。

为了适应我

国彩 电工业的发展需要
,

急需研制适合我国彩电摄象机作为彩色校正 调试用的标准肤色测试

卡
,

此系 国家标准局下达的任务
。

我们在对我国人肤色广泛测定 的基础上
,

又分别对国内儿

个主要电视台女播音员的脸部自然肤色及化装肤色进行了分光测定
。

根据对肤色测定的结果

及肤色宽容范围
,

提出了研制标准肤色测试卡 的中国人肤色标准数值
,

然后进行了图象拍摄

及彩色还原 的视觉心理评价实验
,

经过反覆试验研制成彩电标准测试卡的样品
。

样 品经电视

部门试用后效果满意
。

此项成果 已在 Μ Θ !年 Σ 月由中央广播事业局召开 的国家标准审定会议
Τ

ϑ

通过
,

上报定为国家标准
,

并于 Μ Θ !年获广播电视部科研成果二等奖
。

Σ
∀

摄影用标准灰板
、

色板的研制 此系与电影部门协作进行的科研项 目
。

摄影用标准灰



板
、

色板
,

是电影
、

照相以及印刷等摄影制作过程中用 以控制检验摄影曝光程度
,

影调和色

彩摹演效果等所必需的标准工具
,

又是研究感光材料对影调和色彩摹演特性的重要手段
,

过

去一直靠进 口
,

国内是空 白
∀

随着我 国电影技术的发展
,

急需研制适用我国情况的标准灰板

和色板
。

为此
,

我们进行了广泛的调研工作
,

确定了六级标准灰板和三原色 ∋红
、

绿
、

兰 (

三补色 ∋黄
、

品
、

青 ( 的技术指标和研制方案
。

经过反覆的试验及拍摄后 的视觉评价
,

最后

研制成摄影用标准灰板和色板
,

经过七个 电影制片厂的试用认为 已基本达到 了国外同类产品

的水平
。

此项成果 已于 Μ Θ !年由文化部科技局召开通过了技术签定
,

并 已申请上报为国家标

准
∀

目前我们还有一些 工作仍在进行着
,

如彩电透明肤色测试图的研制
,

摄影用的常见色标

准色板的研制等
,

都是 与彩电及 电影部门共同协作进行的课题
。

除此之外
,

我们也利用现有

条件开展一些基础理论课题的探讨
,

如影响颜色辨别的有关因素 ∋距离
、

大小
、

亮度 (
,

幼

儿的颜色命名
、

颜色爱好
,

学前儿童的图形辨别
、

成人的视觉
—

动作控制及运动行距的估

计等
。

颜色科学 的研究领域是很广泛的
。

人类生活在一个丰富多彩的色彩世界里
,

无时无刻不

接触看各种颜色
。

颜色感觉是一种心理物理现象
,

是可见光波作用于人眼的结果
∀

颜色在人

们生活中占有重要意义
,

人们利用颜色美化生活
,

改善劳动条件
,

提高生产效率
。

随着现代

化生产技术的发展
,

在各个方面
,

如文化艺术
、

工农业生产
、

科学技术
、

交通
、

医疗等部门

都越来越多地应用颜色视觉的规律来解决有关问题
∀

有的课题
,

如颜色信号的色度标准
、

工

厂安全色光信号的排列
、

纺织品的色度选择等都希望我们心理学工作者参与工作
。

颜色视觉

的应用研究也仅仅是一个方面的工作
,

心理学能联系实际的方面是很多的
∀

心理学工作者应

重视联系实际的科研工作
。

正如赵紫阳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指出的
,
科学技术门类很多

,

应当为各个方面服务
。

基础研究决不能削弱
,

但整个科学技术发展的重点应当是为经济建设

服务⋯⋯
。

我们心理学工作者应该积极让心理科学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它的作用
,

为四化

作出贡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