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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在研 究国际上各种颜 色定量表示 方 法的基础上
,

选 定 了一种适合建筑界使用 的定童

描述颜 色的方法
。

在广泛征 求建筑设计人 员意见
、

现场测量和现有建筑 色彩标样 的基础 上
,

选 取 2 5 0 多种

颜 色制成建筑 色卡
,

作为建筑上颜 色信 息交换的实物标准样品
,

具有很大的实用价值
。

将建筑 色卡样片按一定规律排列
,

规定编 号
,

供设计人 员使用
。

色卡制作中使用计算机配 色软件选取颜 色的最佳配方
,

保证 了色卡的质量
。

样片的平均

色差为 1
.

9 。

关抽词
:
建筑 色卡

、

色调 : 明度
、

彩度‘

一
、

劝筑色彩休系研究的必要性和孟要性

一个建筑物所展示给人们的 内容是它的建筑造型和颜色
,

因此颜色在建筑上占有重要的

地位
。

建筑造型和建筑色彩和谐统一
,

才能使建筑达到完美
。

为了使建筑色彩设计更加合理
,

使得建筑设计者的色彩设计思想
、

用户的使用和欣赏特

点以及建筑环境所展示给人们的色彩感觉彼此之间能相互沟通
,

即彼此之间能进 行 信 息 交

换
,

我们就必须能对颜色进行科学的定量化的描述
。

最早人们进行颜色信息交换是用定性方法描述颜色
,

最常用的就是色名
。

由于人们对颜

色的理解不同往往会产生很大分歧
。

如人们对大红
、

橄榄绿
、

玫瑰红等颜色的理 解 是 不 同

的
,

如果 以此种色名标在产品上
,

不同厂家的产品虽然都叫玫瑰红
,

但颜色上却 会 相 差 甚

远
。

为此人们寻求用定量方式描述颜色
。

颜色描述从定性走向定量
,

使颜色研究走上科学的道路
。

由于有了定量描述 颜 色 的 手

段
,

使得颜色信息交换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
。

因为两种颜色只要他们的量值是相同的
,

那么这

两种颜色人们看起来就是一样的
。

我们在选用某种材料的颜色时
,

只要标 出其量值
,

那么不

管它是哪个厂家生产的
,

它的颜色都是一样的
。

又如某种产品的颜色需要保存下来
。

如果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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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保留样品
,
经过一定时间后样品的颜色会发生变化

。

如果我们保存这种颜色的量值
,

经过

一定时 lhJ 只要我们再复现这个量值的颜色就可以了
。

这保证了颜色信 息交 换 不 受 时 间 限

制
。

定量描述颜色的方法很多
,

各国的科学家在研究了人的颜色视觉生理
、

心理和物理光学

的基础上
,

找到了各种定量描述颜色的方法 , 称之为颜色体系
。

我们课题的 目标就是在研究

各种颜色体系的基础上
,

找出一种适合我 国建筑界使用的定量描述颜色的方法
。

在颜色的实际应用上
,

人们往往希望有些实物色样用来直观地传递颇色信息
,

因只有量

值人们想象颜色是很抽象的
。

我们将建筑上常用色制成色卡即建筑色卡
,

供设计施工和用户

使用
。

在我国颜色科学研究起步较晚
,

在建筑
_

L许多学者从不 l司角度对颜色进行研究
,

但至今

尚未形成统一的建筑色彩体系
。

一些单位如
_

L海 民用建筑设计院等制做了建筑色卡
,

为建筑

合理用色起到了积极作用
。

但在色卡制做上工艺粗糙
,
样片没有标定数据

。

还有一些厂家 出

了自己的产品样卡
,

建筑上也大量使用
,

这些样卡均无数据
,

样片的选择也不是按建筑上的

要求选取的
。

国外的建筑色彩研究广泛
。

英 国对建筑色彩表示方法和颜色标样都以国家标 准 形 式 给

出
,

但其色标样没有给出标定数据和允许误差
。

美国的材料与试验协会 (A S T M )
、

日本的

工业标准都规定了用蒙塞尔标号标定物体颜色的方法
。

一些公司 出了自己的色卡供设计人使

用
,

这些均无测量数据和与标准值的偏差
,

样片选择上多是按厂家的材料特点而确定的
。

二
、

各种颇色体系综述

由于各国科学家从不 同角度进行颜色定量化研究
,

因此得出了各种不同的定量描述颜色

的方法
,

总的来说有两大类
,

一类是建立在颜色定量测量墓础上的定量描述颜色的方法
,

这

就是国际照明委员会推荐的C IE颜色体系
。

(C IE是国际照明委员会简称)
。

另一类是建立

在描述颜色界限基础上的颜色体系
,

如蒙塞尔颜色体系
,

瑞典自然色体系 (N C S)
,

美国光

学学会均匀色空间体系 (O S A一U C S)
,

德国工业标准体系 (D IN )
,

奥斯瓦 尔德体 系等

等
。

C IE 颜色体系是建立在三色色度学基础上
,

即任何一种颜色都可以用三种彼此相互独立

的颜色匹配而成
。

根据人的颜色视觉的基本定律
,

即颜色相加定律和代替律
,

建立了颜色方

程
。

科学家们做了人眼的光谱色匹配实验
,

确定了人眼进行光谱色匹配时所需三原色三刺激

值量值
,

和其他有关一系列规定
,

这些由国际照明委员会 (C IE ) 正式向各国推荐
,

从而形

成C IE颜色体系 (即C IE 色度学系统 )
。

从 1 93 1年起
,

国际照明委员会推荐了一系列的颜色

表示方法
,

测量方法
,

这些已被世界各国所采用
,

做为定量测量颜色的标谁方法
,

我国的国

家标准也采用C IE标准对颜色进行定量测量
。

C IE颜色体系所使用的基本量是三刺激值X Y Z和色品坐标
x , y 。

C IE 色度学系统理论完善
,

实验依据充分
。

由于C IE 确定了标准色度观察者光谱三刺激

值 (即人眼的颜色视觉特性)
,

因此人们可以用物理手段模拟人眼的视觉特性
,

从而达 到了

用客观的物理仪器进行颜色测量的目标
。

按照 C IE 色度学理论
,

制造出各种色度学仪器
,

用

来进行颜色测量
,

从而使得颜色这样一个人的主观量变为客观量
。

C IE颜色体系是现代颜色

信息交通的重要理论和工具
。

CIE颜色体系也有其不足之处
,

用三刺激值和色品坐标描述颜色时
,

人们不 太容 易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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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 E 的量值上想象出颜色的外貌来
。

目前的C IE色差公式在描述色差时
,

并不是很理想 , 与

目视还有一定差异
,

故c IE 颜色体系还在不断地改进与完善
。

-

、

人们按照人的视觉特性
,

把物体表面色的基本属性按一定的规律排列
,

建立起颜色序列

的立体模型
,

即颜色立体
。

每个颜色在颜色立体中都有其确定的位置
,

用颜色在颜色主体中

的位置来定量描述颜色
。

国际上先后出现了蒙塞尔颜色体系
,

瑞典自然色体系 (N c s)
,

美

国光学学会均匀色空间体系 (O争A份U CS)
,

德国工业标准体系等
,

它们都有各自的理 论

和实验基础
,

颜色排列上也各有其特点
。

现将其发展历史
,

指导原则
, ,

使用变量 以及和C IE

体系的关系列表见表 1 。

‘

裹 1 各种颇色体系概况简裹

颜色体系 史 指导原则 变 皿 l 与C IE体系关系

HVC调度度色明彩蒙塞尔体系 累暴鳌霖繁奋露傲
。

球赣募鬓
世 19 29年旅塞尔颜色公司出版第二套
实物色卡

。

19 4息年美国光学学会完成
蒙塞尔断编颇色体系

, 1 . 7 3年创出矛
光泽蒙塞尔颜色图册

, 1 07 4年制 出有
光泽篆塞尔颜色 图册

.

在系统允许的 几何
空间相 邻 样 ,片 色
调

,

明度
,

彩度属
性中每一个的视觉
间隔相等

明度与c1 E三刺激 值
Y 之间有 显 函 数 关
系

,

彩 度 和 色 调 与
C IE 体系无显 函数关
系

,

样片有C IE 侧盆
数据

二目颜
美国光学学会均匀
颜色 体 系 O S A 一
U C S

1 9 灯年建立O SA 均匀色空 间委员会
1 9 5 3年确定生产一套 50 0 块样片的
标

, z o 7 e年完成5 5 8块O SA一U C S

尽可能均匀的颜色
视觉间隔

明度L

黄蓝度j
绿红度 g

与C IE 有明确的转换
关系

,

但 比较复杂
.

瑞典自然色体系
N C S

色图册

2 0 6 4年开始物究
,

在 z 。了2一2 9 ? 3年形
成瑞典国家标准

, 19 7 9年制出 1 4以块
瑞典标准颜色图册

采用相似原则
,

即

任何颜色同四个彩
色原色 (红

。

黄
,

绿
、

蓝) 及两个非

色调必
彩度

c

黑度 s

与C IE 没有解析表达
式

,

每个样片有 CIE

数据
。

彩色 (纯白
、

纯黑)
的相似程度

,

德国工业标准颜色
体系D IN

1 9 3 8年开展研究工作
, 1 9 5 7年第一套

实物标样(透明胶箔)
, 1 96 。一 19 6 2年

出版无光 泽色卡
,

约 6 00 片1 9 78 一 19 8 公

年 出版有光泽色卡
,

形成 德 国标 准

D IN 6 16 4

单个颜色属性改变
时视觉间隔相等

,

采用了折衷的原则
(即不强调三维 等
间网 )

色调T
饱 和度S

黑度D

黑度与DI E数据有转
换公式

,

样片有 邵E

测盈数据

62 年开始 1 98 9年完成 美学上的间隔相等 色度A
饱和度T
明度 V

明度和CIE 有解析关
系

,

图册有C IE 测盆

数据

1 9 15 年一 1 9 16 年由德国化学家奥斯 瓦
尔德创立

.

视觉间隔相等
,

色
调环上相对位置的

与CIE 无解析关系
,

样片有测徽数据

度

调度和色明饱奥斯瓦尔德颜色体
系

欧洲颜色体系 德国出版了一部图册

颜色 互补

在C IE LA B颜色空
间规划的网点上确
定颜色样片

.

使用的变盈
同CIE L A B

均匀色空 间
的色调角

、

明度
、

彩度

与CIE数据对应

三
、

建筑色彩表示方法

(一) 方法选取的原则

由前述
,

各种颜色的定量表示方法各有其特点
,

有其长处和不足
。

在我们确定中国建舞
、

色彩体系时
,
应充分了解这些特点和综合评价

。

建筑色彩是建筑界常用色彩
,

考虑确定色彩表示方法时
,
主要依据以下原则

:

1
.

建筑色彩的定量数据或标号应能较清楚地标明颜色特性
,
能给人以直观地想象

。
‘

郎从

颇色数据或标号上能清楚知道该颜色的基本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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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两种颜色数据或标号上能判明该两种颜色差异程度
,

即两种颜色的色差
。

有与颜色数据或标号相对应的实物标准色样
。

颜色的表示方法具有相当的广泛性和国际性
,

以便于颜色信息交换
。

综合考虑上述条件
,

蒙塞尔颜色体系具有这样一些特点
:

1
.

蒙塞尔颜色体系用色调
、

明度
、

彩度三种属性描述颜色直观
,

人们很容易从蒙塞尔的

标号上 了解颜色的外貌
,

使用起来很方便
。

如一种颜色的蒙塞尔标号是 5 R 5 / 1。
,

即 色 调 为

S R
,

是正红
,

明度 5 ,

即中等明度
,

彩度为 1。,

比较鲜艳
。

2. 蒙塞尔颜色体系采用视觉间隔相等的原则
,

因此两种颜色标号上的数值差一定程度上

代表了颜色差
,

故可以从两块色标号差异看出色差大小
。

3. 蒙塞尔颜色体系有相应的实物色样
,

该实物色样可做为标准传递颜色信息
。

4. 蒙塞尔颜色体系 出现的早
,
已在世界上广为流行

,

被许多国家采用
。

使于国际交流
。

目前一种产品或图纸上只要标 上蒙尔塞标号
,

那产品或设计的颜色即是确定的
。

5. 蒙塞尔颜色体系 出现以来
,

受到各国科学家的广泛重视相研究
,

已有几百篇文章和著

作发表
,

使得蒙塞尔颜色体系经过多次修正和完善
。

我们与中国科学院心理所做了中国人视

觉明度分级实验
,

实验数据与蒙塞尔数据规律墓本一致
。

基于上述理 由
,

我们选取蒙塞尔颜色体系表示建筑色彩
。

蒙塞尔颜色体系最初是 目视评价结果
,

后做 了C IE 测量和修正
,

目前蒙塞尔颜色体系中

的样片都有C IE 数据
,

这样使得样品的保存和复制得以保证
。

(二 ) 建筑色彩的表示方法

任何一种颜色
,

用色调
、

明度
、

彩度三个变量来表示
。

将色调
、

明度
、

彩度做为直角坐

标系中三个变量
,

组成一个颜色立体
。

1
.

色调

色调是颜色的三属性之一
,

表示红
、

黄
、

蓝
、

绿
、

紫等颜色特性
。

将色识势分为5种主色

和 5 种中间色
。

丰丰丰丰丰仁仁
丰丰丰丰丰仁仁仁

...

二二
,

了了
仁仁仁仁仁仁

‘‘

111
、

了了
仁仁仁ddd ! 111 }}}

吐吐吐以以
’

JJJ !!!
{{{{{{{ !!!

上上上TTT

图 l 色调
、

明度
、

彩度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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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种主色是红
、

黄
、

绿
、

蓝
、

紫
,

分别用R
、

Y
、

G
、

B
、

P表示
。

五种中间色是黄红
、

绿黄
、

蓝绿
、

紫蓝
、

红紫
,

分别用Y R
、

G Y
、

B G
、

PB
、

R P表示
。

每种色调又分成 10 种色调或再细分
,

分别以数字 1一 1。加在主色调和中间色调的字 母 前
,

如

l o R
, 7

.

SG Y等
,

其中5是该种颜色的正色
,

如S R 是正红
,

既不偏黄红
,

也不偏红紫
。

在色立体中色调是沿水平方向的环形排列
,

如图 1所示的色调环
。

2
.

明度

明度是物体表面相对明暗程度
,

颜色的三属性之一
。

绝对反射比为。的物体是 理 想黑
,

其明度定为。
。

绝对反射比为1 00 肠的物体是理想白
,

其明度定为1。
。

按照人的视觉特点
,

将明度。一 10 之间分成 9级
,

即 1一9 。

相邻两级之间视觉感觉上的差

异程度相等
。

例如
,

明度2和明度 3的两种样片视觉感觉上的差异程度和明度 5和明度6之间视

觉感觉差异是一样的
。

明度值还可再细分
,

以十进制细分成再小的间隔
。

如明度1
.

5 ,

明度7
.

8等等
。

明度概念 见图1 明度轴示意
。

3
.

彩度

彩度是颜色的三属性之一
,

用距离等明度无彩色点的视知觉特性来表示物体表面颜色的

浓淡
,

并给予分度
。

在色调环的园心上是中性无彩色点
,

距离中心距离越远
,

其彩度值越大
。

按视觉感觉对

彩度进行分级
。

彩度的概念见图 1 。

4
.

颜色立体
。

将颜色的三种属性 (色调
、

明度
、

彩度 ) 当做三维空间变量
,

形成颜色立体
。

每种颜色

在颜色立体中占有其固定位置
。

明度由 。到 1 。排列形成明度轴
,

明度轴做为颜色主体的垂直轴
。

明度。的理想黑色排在最

下
,

明度为 10 的理想白色排在最上
,

中问各级按等间隔划分
。

色调环位于垂直于明度轴的平面上
。

色调环的中心是色调环平面 与明度轴交点 (中性无

色点)
。

10 种色调均匀分布在色调环上
。

彩度在色调环平面上由中性无色点出发的辐射线上排列
。

中性无色点的彩度 值 为。
,

离

中性无色点愈远
,

彩度值愈高
。

以中性无色点为园心的同心园上彩度值相等
。

颜色立体示意图见图2 。

5
.

颜色标号

任何一种颜色都可用颜色的三属性色调
、

明度
、

彩度表示
。

用数字
、

字母和符号来表示

色调
,

明度
,

彩度
, 那么任何一种颜色都可用二组字母数字等符号组成的字串表示

,

这就是

颜色标号
。

标号的标记方法按色调
、

明度
、

彩度顺序标记
。

明度值和彩度值之间用符号
“

/
”

隔开
。

如色渊为 10 R
,

明度为 5 ,

彩度为 6的颜色记为 10 R S / 6
。

任何物体颜色都以其相应的标号表示
,

从颜色标号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物体颜色的色调
、

明度和彩度
,

从而可以对物体颜色外貌有明确的了解
。

四
、

建筑色彩标样和标样的选择

建筑色彩是指建筑上常用色
。

为了使设计
、

施工和用户之间颜色信息相互沟通
,

通常将

建筑上常用色制成标准颜色样品
,

供有关人员使用
。

这些建筑上常用颜色标准样品称为建筑

色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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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岛亩

图 2 颜色立体示意图

建筑色卡的颜色选取是很重要的
。

建筑色卡中所选取的颜色应是建筑上的常见色
,

颜色

的选择应具有较大的复盖面
。

颜色的种类不宜过多和过少
。

颜色过多
,

使得色卡制做复杂
,

使用起来也不方便
。

颜色过少
,

使得使用人员找不到常用的颜色
。

我们选取色卡颜色的依据

是
:

1
.

征求建筑设计人员意见
。

我们访问了北京
、

上海
、

杭州等大设计院建筑师
,

听取了他

们的意见
,

了解了他们在建筑上的用色特点
。

2
.

做现场测量
,

了解实际现场的用色范围和特点
,

如我们对西藏布达拉宫
、

罗布林卡
、

北京故宫等做 了测量
,

采集了一些数据
。

3
.

搜集我国建筑师常用的颜色标样
,

进行测试分析
,

用以了解现在已有色卡的用色范围

和优缺点
。

综合以上几方面的结果
,

我们对建筑色卡的颜色范围做选择
。

我们选择的颜色种类应尽

可能有较大的复盖面
。

样片的数量在25 0片左右
,

样片的明度多在中等明度以上
。

在建 筑 中

建筑物表面和室内装修材料表面的明度大部分是较高的
,

这样看起来明快
、

兴奋
、

向止
。

从

功能上讲有利于人的视看
。

样片的彩度集中在低中彩度范围
,

彩度低使人感到宁静
、

舒适
。

在现代建筑和 一些特殊场合高彩度颜色也有应用
,

适当加一些高彩度颜色
。

色调范围复盖整个

色调环
,

黄
、

黄红
、

绿黄等色调在建筑上用量较多
,

因此样品数量选取的多些
。

五
、

建筑色卡的排列框架和编号
。

为使用方便
,

建筑色卡样片排在平面上
。

平面的横向分 别 以 数 字。1 ,

03
,

05
,

6 5 , 6 7 , 6 9标记
,

平面的纵向分 1 4排
,

上面 1 3排是彩色
,

最下一排是中性色 (无彩色)
。

彩

色的10 种色调排成 1 ‘

排
, ,

由于黄
、

黄红
、

绿黄三种色调样片多
,

因此每种又分成两排
。

每

排由上至下用数字 02
,

04 ⋯⋯ 28 来标记
。

横向方向每 7列为一页
,

样片彩度大致相同的排在一页上
。

随着页号增加
,

彩度值增大
。

即彩度高的排在后面
。

在每一页上
,

明度高的样片排在第一列
,

随着列数增加明度值减少
。

这样排列的结果是
:
每页上的样片彩度值大致相同

,

从上至下色调 依 次 改 变
,

从左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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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

明度值 由大到小
。

这样排列的优点是便于设计人员选择使用
。

每种色片位于横向的数字和纵向的色调数字的交叉点上
。

该种颜色又可用横向和纵向数

字进行编号
。

例如颜色标号为 5 Y 7八的颜色样片的编号是 。5 0 2
。

这样在建筑色彩范围内
,

该

种编号是有其确定量值的颜色相对应的
。

结合建筑色卡
,

使用编号进一步简化 了颜色的表示

方法
。

按上述的编号方法
,

我们将我们所选取的建筑上常用色贴在5 页纸上
,

制成一本 建 筑色

卡图册
,

供设计人员使用
。

为便于携带
,

我们拟采用扇页式粘贴
。

每个色片所对应的蒙塞尔标号值打印在与色卡排列相 同的纸页上
,

以便于对照查找
。

六
、

建筑色卡的制作
。

建筑色卡的制作是复杂而严紧的
。

由于我们是先确定建筑色卡的数据
,

再按此数据 目标

制做色卡
,

因此其难度是较大的
。

我们使用了A C S公司生产的电脑配色装置用计算机选取最佳配方
,

严格保证各个工艺条

件
,

由有经验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制做
,

从而保证了色卡的质量
。

七
、

建筑色卡的洲量结果
。

建筑色卡的光谱功率分布经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测量
。

测量条件是4 5 / o几何条件
,

分别

给出D 65 照明
, 1 。“视场的三刺激值 X

; 。
Y

; 。
Z

, 。

和 色品坐标
x ; 。 、

y l 。 、

以及C光源照明
, 2 “

视场的三刺激值X Y Z和色品坐标
x

、

y
。

给出两套数据的理由是
:

1
.

原来选择颜色样片是按蒙塞尔标号确定的
。

蒙塞尔标号的C IE 数据是在C光源 2 “视场

条件下标定的
,

所 以我们给出建筑色卡的 C光源 2 “视场条件下的数据以便于比较
。

2
.

目前标定颜色时
,

物体色通常采用D 。 。照明
, 1。。视场情况下进行测量与标 定

。

这是

由于 D
。。

光源更接近 自然光条件
,

并且人们观察物体色时
,

通常是大视场角
。

目前许多色度

计
,

色差计大多数是按D 。。 , 1 。”设计的
,

这样便于与仪器测量比较
。

由测量结果
,

我们计算了建筑色卡中各颜色片与蒙塞尔标准值的偏差
。

计算中用 CIE

1 9 76 L A B色差公式计算色差
,

其公式为
:

△E , :
= 〔 (△L ‘ )

艺
+ (△a , )

么
+ (△b # )

“

〕
’‘ 2

式中
:

△E
‘ :

—
c lE 1 9 7 6 L A B 均匀色空间两个颜色间的色差

△L ,

—
C IE 1 9 7 6 L A B 均匀色空间明度指数 L

; 非和L : 非之差

△L ~ L
: , 一L

: #

△。气 △护
—

C IE 1 9 7 6 L A B均匀色空间色品指数

a : # ,
b

; 纬和 a : 孚 ,
b : , 之差

△a 落 = a l 乖一 a : 非

△b # = b
l 莽一 b : ,

明度指数 L 孚和色品指数
a 孚

、

b
井

的计算公式如下
;

L 莽 = 1 2 6 (Y / Y
n

)
‘产 “
一 16

a 孚 = 5 0 0 〔(X / X
n

) “
“
一 (Y / Y

。

)
’ 户“〕

b , = 2 0 0 〔 (Y / Y
。

) “
“
一 (Z / Z

。

)
‘ / 3

二

式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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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

Y
、

Z

—
样品的三刺激值

。

X
。 、

Y
. 、

Z
二

—
照明光源的三刺激值

。

建筑色卡的色差分布情况如下
:

△E《 1
.

。
.

。< △E 簇 2
.

0 2
.

。< △E ( 3
.

0 △E > 3
.

。

02仙组,
J

毛O
自峥.玉

个 数

百分比

我们共选择样片 24 7 片
,

其平均色差为 1
.

9
。

九
、

结束语

本课题的主要内容是在研究各种颜色定量描述方法的基础上
,

确定用色调
、

明度
、

彩度

三属性所表示的颜色标号定量描述建筑色彩
。

并为了进一步简化表述方法
,

将建筑上常用色

排在平面网架上
,

并以平面网架的横坐标和纵坐标的数字编号表示颜色
。

这样一套表达建筑

颜色的方法为建筑色彩的科学化提供 了工具
。

本课题在调研和国内外建筑色样分析基础上
,

选择了24 7 片颜色样片制成建 筑 色卡
,

供

设计人员
、

施工人员及生产人 员使用
。

样片在严格的工艺条件下制做
。

样片经过国家计量部

门测量
,

给出精确数据
。

其颜色量值与标准值之差平均值为 1
.

9
。

李亚璋

孙秀如

杨春风

黄凌松

赵燕华 北京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物理所

林志定 北京 中国科学院心理所

北京 建筑设计院

天津 天津油漆厂涂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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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中辐照量的评价

L
.

R
.

R o n e h i

刘南山 译

本工作委员会的 目的是在 C IE 第六部分的委员和许多应用领域
,

如建筑学
、

流行病学
、

医药学
、

卫生学
、

工效学和社会科学等有关的人员之间进行思想交流和讨论
。

C IE 第 2 分部

也被选为委 员
。

所有这些专家都 以不同的方式关心着光学辐射源
:

天然的辐 射 源 (太 阳 加

天空 ) 与地理位置的辐射量
、

气象条件
、

污染等有关
,

人工的辐射源 (为 了一般照明
,

和居

住的或娱乐的 目的
,

等等)
。

这些辐射源作用在人
、

动物
、

植物和材料上
,

即作用在常常是

共存的
“

系统
”

上
,

呈现 出不 同的响应特性
,

通常用所谓的作用光谱
、

团剂量和总积分时间

来表示急性的和慢性的
、

局部的和系统的效果
。

在本摘妥中
,

对一些墓本的论题用在其下面加
“

一横
”

米表示
,

在讨论期间对新思想的

表达没有限制
。

本工。;
三
委员会分两部分

。

前一部分有一种实验室的气氛
,

并鼓励把技术物理

应用于光生物学
。

后一部分主要是前一部分的
“

收瓜
” ,

要移交给各个应用部门
。

在这种时候
,

有些问题看来是多维的
,

因为它们所包含的因素过多
,

而且它们的相互关

系 比较复杂
。

但是
,

人们不应沮丧
,

国为有计算机的帮助
。

不能排除在实践中会有一些严格

的限制
。

国此
,

我们期待在工作委 员会结束时大家所填的征询意见表中
,

不仅能列出谷种问

题
,

而且要指出哪些 问题可以解决
,

哪些问题在最近的将米有希望解决
,

哪些 问 题 无 法解

决
。

同意在专门题 目的 讨论中作发言和 /或作听 众 的 专 家名单包括
:

K r o c h llj a o n 和 K a as

(德国)
,
M e k in la y (英 国)

,
M u e l和 C e s a r in i (法 国)

,

K u lle e (瑞 典 )
,

K O K (Z 一 e

A F)
,

Po n s (E SP )
,
k o h n : o t o (日本 )

,
d e M a t、ie llo (阿恨廷 )

,

d i L a o r a ,

S Ly n e ,

C a n : p b e ll一B lis s
,

B u r t o n (芙国 )
,

以及许多意大利人 (s o a r d o , Pla t o n e ⋯⋯ )

辐照量的评价
,

比如说在一个建筑物的每个房间的辐射量的评价
,

从实际的观点来看就

是一些关系
。

人们一旦接受这个思想
,

就应该考虑a) 需要什么数据
,

b) 怎样记录和使用它

们
, c ) 各个房问应该根据什么标准分类

,

d) 上面的分类应该怎样跟房 间本身的命运和使用

联系起米
。

上面的问题
,

照明工程师十分熟悉
,

而
“

建筑中的光和色
”

则是一个仗人神魂颠倒的大

领域 (S ty ne 语 )
。

最初
,

人们可能试 图把解决可见辐射问题的方法应用 到 U V 范围 (比如

说光化领 域)
,

为此
,

除了这个房间的几何参数之外
,

人们必须考虑
,

比如说荧光灯管前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