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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本文报道了
沪

娜及对表面色白一黑系列明度等级的实验结果
。

结果表 明
,

明度值

(感觉值 )与反射率因素(物理值)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非线性关系
。

如果以最白的一端 (反射率

为 97
.

5 % )与最黑的一端 (反射率为 0
.

3% )为距离
,

找出其明度等距的中点
,

得出其中点的

中性灰色的反射率不是 50 %左右的一块
,

而是要比物理值反射率低得多的一块
,

人 眼才感

觉与两端明度是等距的
.

以此再进行逐级明度等级的评定
。

总的趋势是各等级间的明度值

(感觉值)明显低于物理值
,

在研制色谱划分等级时
,

应充分考虑人眼的这种感觉特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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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非彩色可以排成一个系列
,

它由白色到浅灰
、

中灰
、

深灰直至黑色
,

称为白一黑系列或无

色系列
。

在表面色中(s u了fa c e col or )
,

白一黑系列的反射率表征物体的明度
,

一般地说
,

反射率

越高的物体
,

接近白色 ;反射率越低的
,

接近黑色
。

在颜色的三个基本属性中(色调
、

明度
、

饱

和度)属于非彩色的白一黑系列只具有明度这一属性
。

物体反射率是一种物理量
,

它是在特

定的照明条件下
,

从物体反射的光通量与从完全漫反射面反射的光通量之比
。

明度则是刺激

物作用于眼睛所发生的感觉效应
,

它是一种心理量
,

表示视觉经验从白至黑变化的维度
.

人

眼对物体明度的感觉是依从甚么样的规律呢 ? 如果让其在最白和最黑的一系列中性灰色间

选出一块处于在感觉上被认为是最白和最黑两者中点
,

具有同等距离明度差别的色样时
,

他

是选择反射率为 50 %左右的一块呢还是要比反射率高或低的色样 ? 也就是说物理值 (Y )与

感觉值 (v )是一种线性关系呢还是一种非线性关系 ? 本实验设计一种明度等级辨别
,

探讨了

人眼对明度等级辨别的这一特性
,

对于进一步揭示人眼对外界刺激具有选择性反映的特点

具有积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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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试样的研制 为了满足本实验所需要的从最白经浅灰
、

中灰
、

深灰直至最黑的各个等级

的试验样品
,

我们采用树脂涂料工艺研制出用于本实验的白一黑系列试样共 62 块
,

样品大

小为 3 X 3c m
。

此外为了解决最白的一块试验样品
,

采用烟燕氧化镁 (反射率 97
.

5纬 )以及最

黑的两块样品
,

一块为黑棉织布 (反射率 1
.

9写)
,

一块为黑丝绒(反射率 0
.

3 % )
,

各样品采用

一台日立 6 07 分光光度计进行了分光测定
,

其反射率及中性水平见表 1
.

·

本研究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部分内容
,

实验得到广州华南师大心理系师生协助
,

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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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距离
。

级化镁色禅系一块具有完全反射渔射体的白色样品
。

受试者 男女大学生 12 名
,

男女各 6 人均系大学二年级心理系学生
。

年龄 18 一 21 岁
,

平均年龄 19
.

3 岁
,

视力及色觉均正常
.

进行正式实验前
,

对他们说明实验目的和要求
,

要求

认真进行实验
,

并给予一定次数的练习
。

实验条件 试验样品随机地放置在一桌面上的一块中性灰布上 (反射率为 20 % )
,

采用

从北面窗 口射入的自然光照明
,

由于实验是在南方广州地区进行
,

时值夏季
,

光照控制在下

午 3 :

00 进行
,

照度在 8 00 一 1 0 0 0 勒克斯范围
。

实验照明及观察条件为 45 /0
,

即 4 5
。

方向照

明样品
,

垂直方向观察
.

实验是在一安静室内个别地进行
.

实验步骤 实验是个别地进行
.

要求被试者从一系列灰色样品中找出一块在主观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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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与最白的一块样品(氧化镁 )和最黑的一块样品 (黑丝绒 )有着同等明度距离的中灰色样
,

也就是说
,

要找出一块在视觉上处于最黑与最 白之间的正中的一块中性灰色
,

然后再在黑色

样与中灰色样之间作等分
,

找出一块在明度上距两者之间等距的深灰色样
,

同样也在白色样

与中灰色样之间作等分
,

选出另一浅灰色样
,

这样一步步地选下去从而得出在知觉上被认为

明度等距的由黑到白的许多灰度等级
.

在本实验中
,

被试者依次要作 10 次的明度等级排列

到断
.

乳 结果与分析

实验结果见表 2 及图 1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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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 1 人四J寸表面色白一黑系列明度等级物理值与感觉值比较

从表 2 及图 1 可以见到
,

人眼对表面色白一黑系列明度的等级辨别
,

不是以物理绝对反

射率 50 %左右的中灰色样作为从最白至最黑的明度距离相等的中点
,

而是要比反射率 50 %

低得多的反射率为 11 %的灰色样品
,

也就是说人们在感觉上不是把反射率 50 %的样品看成

是在黑白最中间的一块
,

而是把反射率要低得多的样品反面看成是与黑白两端在明度上是

等距的
.

全部 12 名被试者总的趋势均是各等级间的明度值(感觉值 )
,

明显低于物理值
,

无

一例外
。

这可能是人眼反应的一种特性
。

在明度辨别上
,

感觉值与物理值 (反射率 )是一种非

线性关系
.

由于人眼对明度等级的划分不是依据物理量而是根据人眼的感觉 (心理量 )
,

因此

在研制色谱时要充分考虑到人眼的这种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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