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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等同采用国际标准ＩＳＯ１１０３７：１９９９，在技术内容和文本结构上与原国际标准完全相同，仅

作少量编缉性修改。

本标准的附录Ｂ为规范性附录，附录Ａ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北京理工大学颜色科学与工程国家专业实验室、中国农

业大学、北京汇源食品有限公司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刘文、赵镭、闫海洁、胡威捷、战吉、李绍振。

本标准首次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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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规范的颜色感官评价，应由一名具有正常色觉的评价员在可重复的照明条件和评价条件下进行。

通常样品与标准颜色的匹配在日光下进行，但日光的光谱组成变化较大。而人造日光光源尽管其光谱

分布也很难精确控制，但在规定时间内却比日光更稳定，因此可保证颜色评价结果有更好的重复性。除

非另有被认可的方法，本标准描述的方法是，采用漫射日光或人造日光光源来代表日光的一个时相，用

于常规比较时，时相的相关色温为６５０４Ｋ（ＣＩＥ标准照明体Ｄ６５）。如存在争议时，颜色评价在特定的

人造日光光源下进行。

为了国家标准实施的协调一致，光源和照明体数据应依据相关的国家标准。此外，需要指出的是，

在与视觉评价相关的文件中，“观察者”一词在本标准中由“评价员”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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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官分析　食品颜色评价的总则和

检验方法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通过与标准颜色视觉比较对食品颜色进行感官评价的总则和测试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不透明的、半透明的、浑浊的、透明的、无光泽的和有光泽的固体、半固体、粉末和液态

食品。

本标准给出了用于感官分析（如：由优选评价员组成的评价小组或者在特定情况下由独立专家进行

的差异检验、剖面分析及分等方法）中各种情况的评价和照明条件要求。

本标准不涉及消费者测试或食品颜色的同色异谱评价，但有关同色异谱匹配的主要内容可参考

附录Ａ。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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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ＧＢ／Ｔ２９００．６５　电工术语　照明（ＧＢ／Ｔ２９００．６５—２００４，ＩＥＣ６００５０８４５：１９８７，ＭＯＤ）

ＧＢ／Ｔ１０２２０　感官分析方法总论（ＧＢ／Ｔ１０２２０：１９８８，ｎｅｑＩＳＯ６６５８：１９８５）

ＧＢ／Ｔ１０２２１　感官分析　术语（ＧＢ／Ｔ１０２２１—１９９８，ｉｄｔＩＳＯ５４９２：１９９２）

ＧＢ／Ｔ１３８６８　 感 官 分 析 　 建 立 感 官 分 析 实 验 室 的 一 般 导 则 （ＧＢ／Ｔ １３８６８—１９９２，

ｅｑｖＩＳＯ８５８９：１９８８）

ＧＢ／Ｔ１４１９５　感官分析　选拔与培训感官分析优选评价员导则

ＧＢ／Ｔ１５６０８　中国颜色体系

ＧＢ／Ｔ１６２９１　感官分析　专家的选拔、培训和管理导则（ＧＢ／Ｔ１６２９１—１９９６，ｉｄｔＩＳＯ８５８６２）

３　术语和定义

为方便本标准的使用，对引用ＧＢ／Ｔ１０２２１和ＧＢ／Ｔ２９００．６５的部分定义加以注释，但这些注释仅

适用于本标准特定用途。

本标准还选择一部分术语进行了定义，详见附录Ｂ。

４　检验条件

４．１　总则

颜色评价宜在一严格控制照明条件（如：照明类型、水平、方向）、周围环境和几何条件（如：光源、样

品和眼睛的相对位置）的适宜场所中进行。理想的评价场所应为一个专为进行色匹配而设计的标准光

源箱。当颜色评价精度要求不高，或无标准光源箱，或检验样品不适宜使用标准光源箱时，评价可在评

价间或者开放的空间进行。

４．２　检验室

应符合ＧＢ／Ｔ１３８６８规定的感官分析实验室的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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