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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ＧＢ／Ｔ１２８２３《摄影　密度测量》分为４个部分：

———第１部分：术语、符号和表示法；

———第２部分：透射密度的几何条件；

———第３部分：光谱条件；

———第４部分：反射密度的几何条件。

本部分为ＧＢ／Ｔ１２８２３的第４部分。

本部分等同采用ＩＳＯ５４：１９９５《摄影———密度测量———第４部分：反射密度的几何条件》（英文版）。

本部分等同翻译ＩＳＯ５４：１９９５。

为便于使用，本部分做了以下编辑性修改：

ａ）　“ＩＳＯ的本部分”一词改为“ＧＢ／Ｔ１２８２３的本部分”；

ｂ）　用小数点“．”代替作为小数点的逗号“，”；

ｃ）　删除ＩＳＯ５４：１９９５的前言，将ＩＳＯ５４：１９９５的引言直接翻译作为本部分的引言；

ｄ）　规范性引用文件的引导语改为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０规定的引导语。

本部分修订并代替ＧＢ／Ｔ１２８２２—１９９１《摄影反射密度测量的几何条件》。

本部分与ＧＢ／Ｔ１２８２２—１９９１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将标准名称按国际标准名称翻译，从原来的《摄影反射密度测量的几何条件》改为《摄影　密度

测量　第４部分：反射密度的几何条件》；

———增加了前言和引言；

———为了能更清晰地理解标准内容，对“范围”的内容进行了明确的规定；

———增加了“规范性引用文件”一章，在引用标准中，国际标准已经转化为我国国家标准的，引用国

家标准；

———“术语和定义”进行了扩充，为了应用的一致性和意义更明确，增加部分术语；

———标准阐明了衬底材料光学特性对反射密度测量的影响原因，规定了衬底材料的视觉反射密度。

———附录Ａ推荐了衬底材料的应用方法和常用样品的光学参数；

———附录Ｂ从定义上强调反射比和反射因数的区别。

本部分的附录Ａ和附录Ｂ为资料性附录。

本部分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感光材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１０２）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广东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陈锐、朱峻青、李再清。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１２８２２—１９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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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ＧＢ／Ｔ１２８２３的本部分定义了反射密度测量的几何条件，它们与观察反射摄影和印刷产品的实际

情况相似。它特别要求照明印刷品的角度与法线之间的夹角在４０°～５０°之间，观察角沿法线方向。这

些条件可以减少表面光泽并使图像的密度范围最大化。常常将其称之为环４５°∶０°（或０°∶４５°）几何

条件。

本部分定义的几何条件是要模拟４５°照明条件下观察样品或拍摄样品。垂直照明和４５°收集几何

条件在设计测量仪器中有某些工程方面的优点。交换几何条件目前对测量结果没有影响。因此，在本

标准中涵盖上述两种几何安排。

除非本部分中另有说明，通常样品应与衬底材料接触。衬底材料应无光谱选择性、漫反射（感觉不

到镜反射）并且其反射密度为１．５０±０．２０。只有证明在测试某些特殊样品时，采用不同衬底材料所得

到的测量结果相同时，衬底材料的反射密度偏离才是允许的。这种证明当然是测量密度时的负担。

用于在线过程控制的测量需要有一个共识：根据可接受的并且通常针对目前生产任务制定该过程。

虽然，对于在线闭环控制系统并不重要，但是这些标准通常是有用的。由于应用条件千变万化，标准不

可能涵盖所有实际应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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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　密度测量

第４部分：反射密度的几何条件

１　范围

ＧＢ／Ｔ１２８２３的本部分规定了测量相纸和印刷制版材料反射密度的几何条件。

本部分规定了各个方位角的照明条件。这种测量对于条纹表面的定向反射不敏感。本部分不涵盖

采用偏振光的测量条件。

本部分适用于加工后的相纸材料的反射特性测量，也可应用于其他材料的相同特性测量。

本部分由下述三项主要功能：

ａ）　采用可溯源至基本物理现象并具有数据的标准物质，有助于密度计或用于密度测量的光谱光

度计的校准和检定；

ｂ）　为需要说明的测量、组织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合同一致性，提供明确测量基础；

ｃ）　为解决系统之间的似乎不同的测量数据提供仲裁功能。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ＧＢ／Ｔ１２８２３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

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部分。

ＧＢ／Ｔ１２８２３．１—２００８　摄影　密度测量　第１部分：术语、符号和表示法（ＩＳＯ５１：１９８４，ＩＤＴ）。

ＧＢ／Ｔ１１５０１—２００８　摄影　密度测量　第３部分：光谱条件（ＩＳＯ５３：１９９５，ＩＤＴ）。

３　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部分。

３．１

　　反射因数　狉犲犳犾犲犮狋犪狀犮犲犳犪犮狋狅狉

犚

样品的反射通量（Φ犙）与代替该样品的完全漫反射材料的反射通量（Φ犙犃）之比，见式（１）：

犚＝
Φ犙

Φ犙犃
……………………………（１）

３．２

　　反射密度　狉犲犳犾犲犮狋犻狅狀犱犲狀狊犻狋狔

反射因数密度　犇犚

以１０为底的反射因数倒数的对数（见附录Ｂ）见式（２）：

犇犚 ＝ｌｇ
１

犚
＝－ｌｇ犚 ……………………………（２）

４　犐犛犗标准反射密度

４．１　入射和出射几何条件

反射测量应采用环状照明器和垂直定向接收器或垂直定向照明器和环状接收器。这两种模式分别

称为“环入射模式”和“环出射模式”。环入射模式如图１所示。如果将表示通量方向的箭头反转，“入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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