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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面部自然肤色色域范围及

典型肤色色样的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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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分别采用一台 A u - CH-- 1型 自动测色仪及一台 302 D 型 自动测色仪对中国人的面部 自

然肤色
,

从新生婴儿直至老年人的色度特性进行了广泛取样的测定
。

测定人数共 1668 人
,

其

中新生婴儿至 2 岁幼儿 508 人 ;3 一17 岁的儿童及青少年 548 人 ; 18 一 78 岁的成年人及老年人

6 12 人
。

被测者的籍贯包括 26 个省市
,

除汉族外
,

还包括蒙
、

藏
、

维
、

壮等 17 个少数民族
。

少数

民族的被测人数约占总被测人数的 6 %
.

首次确定了我国人的面部自然肤色的色域范围及皮

肤反射率的分布范围
.

在此基础上研制成功具有我国人典型自然肤色色样一套
。

所得结果已

被应用于电视
、

电影
、

摄影及照明等部门
。

关键词 自然肤色
,

色度坐标
,

反射率
,

肤色色样

1 前言

人类 自然肤色由于人种
、

年龄
、

性别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

对人类肤色的测定最早系从

人类学
、

人种学和生物学的角度 出发
,

了解不同人种的皮肤色素及遗传的关系
。

后来发现

人类肤色在彩色还原的心理评价及医学临床方面都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 11刊]
。

一些国家

曾对本国人种从初生儿到老年人的 自然肤色进行了系统的测定 15 一8]
。

日本的研究者在对

本国人 种肤色广泛测定 的基础上研制成 的《医学用标准皮肤色票》已应用于医学临床实

践
.

CIE (国际照明委员会 )为计算光源显色指数而推荐的 14 块色样本中
,

第 13 块就是典

型白种人肤色色样 [9J
。

在美 国的孟色尔颜色体系 (Mu
n相n 。01 0 : sys te m )中

,

把肤色色样列

人其中的一个系列
,

但它主要是 以测定美国白人及黑人肤色为基础制定的 [l0]
。

近年来我

们根据有关部 门的需要
,

曾系统地对中国人的面部 自然肤色进行了大量广泛的取样测定
,

并在此基础上研制成具有我国黄色人种 自然肤色的典型模拟色样
。

本文报道 的是我们在

此方面的系统性研究结果
。

2 方 法

2. 1 被试

被测人数共 16 68 人
,

年龄从初生儿一直到 78 岁 的老年人
。

被测者的籍贯包括北京
、

l) 本文初稿于 19 9 6年 1 1月 8 日收到
,

修改稿于 19 97 年3月28 日收到
。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 (39 3 70 2 5 1 )
.

林志定参加本项 目的肤色样 品的标定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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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

广东
、

黑龙江
、

西藏等 26 个省市
、

自治区
,

除汉族外还包括蒙
、

回
、

藏
、

维等 17 个少数

民族
。

少数 民族被测人数约占被测总人数的 6%
。

被试划分成三个年龄范围 :

第一年龄范围 :新生儿至 2 岁幼儿
。

被测人数 508 人 (男性 2 50 人
,

女性 2 58 人 )
,

其中

属新生儿期 (l一 14 天)8 3 人 (男性 3 8 人
,

女性 4 5 人 ) ;婴儿期 (2一 1 2 月 )9 6 人 (男性 4 4 人
,

女性 52 人) ;先学龄前期 l 岁者为 158 人 (男性 76 人
,

女性 82 人)
,

2 岁者 79 人 (男性 92 人
,

女性 79 人 )
。

新生JL取样于北京妇产医院
,

婴幼儿取样于北京机关及街道托儿所
。

第二年龄范围
: 3 岁一 17 岁儿童及青少年

。

被测人数 5 48 人 (男 2 83 人
,

女 2 65 人)
,

其中

3一 6 岁学前儿童 12 5 人 (男 6 3 人
,

女 6 2 人)
,

均系幼儿园儿童 : 7一 12 岁 2 17 人 (男 1 13 人
,

女

10 4 人 )
,

均系小学或初中一年级学生 ; 13 一 17 岁 206 人 (男 107 人
,

女 99 人)均系初
、

高中学生
。

第三年龄范围 : 18 一78 岁的成人及老年人
。

被测人数 6 12 人 (男女各 306 人)
,

其中 18 一30

岁 2 6 5 人 (男 13 9 人
,

女 12 6 人) ; 3 1一4 9 岁 2 2 2 人 (男 10 0 人
,

女 12 2 人 ): 5 0一7 8 岁 12 5 人 (男

67 人
,

女 58 人 )
。

均系工人
、

农民
、

军人
、

干部
、

大学生及离退休人员
。

2. 2 测试仪器及测 t 部位

测试仪器分别系一台 Au-- C H 二1型 自动测色仪及一台 302 D 型 自动测色仪
.

测量仪器

在进行测试前均经过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进行精度校 准
,

符合测试要求
。

仪器能分别 自

动测出样品的 X
、

Y
、

Z 三刺激值及色度坐标值
。

测试均在安静的室内条件下进行
。

测试部

位均为被测者的左面颊位置
,

面积为直径 12 ~
。

2. 3 典型肤色样品的研制

根据对我国人的面部 自然肤色广泛取样实测的结果
,

在我国人的肤色色度分布 图上
,

得 出中国人 的典型肤色色域范围
。

采用喷涂技术及使用进 口的美国 A C S 公司 2 0 18 配色

系统
,

经过反复的调试实验及工艺制作
,

研制一套具有中国人典型肤色特性的肤色色样
。

3 结果与分析

3
.

1 我国人不同年龄阶段肤色色度比较

我国人不 同年龄阶段 自然肤色色度及反射率变化分别见表 1 及图 1 所示
.

40 卜 从表 l 及图 l 的结果我们可以 明显见

到
,

儿童不同年龄阶段的肤色表现 出一定

的差异
。

新生儿的肤色与婴儿期 (从出生 2

月至 12 月 )及先学龄期 (1一2 岁)年龄阶段

有着 明显的不同
。

新生儿的肤色偏 于黄红

方 向
,

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步增加黄的

成分 (从出生 2 月至 2 岁)
,

3 岁后又开始增

加橙红色成分
。

中国人 的典型肤色的主波

长处在 58 7一 5 90 nm 范围内变化
,

3 岁以后

n�on�一‘一,‘
. .‘术并摄叼

卜1 4 2
·

12 1 2 3
一

6 7·12 13
·

17 18
·

30 3 1礴9 , 0
·

78

天 月 ( 岁)

年龄

图 1 不同年龄 阶段肤色反射率变化 比较

开始处于黄橙色 区
。

从皮肤反射率来看
,

新生儿的皮肤反射率 明显低于婴儿期及先学龄

前期
。

儿童从出生 2 个月后开始
,

皮肤反射率随年龄增长而逐步增高
,

而以先学龄前期的

2 岁阶段为最高 (平均为 犯
.

1% )
。

儿童在 2 岁阶段可能是人生 中肤色最 白亮的时期
。

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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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我国人不同年龄阶段肤色色度比较(c 光源 )

年年 龄龄 色度坐标 主波长长

———
反射率% 色纯度%%%

yyyyy (nm )))

新新生儿期 男男 0 3 9 4 0 0 3 56 0 2 5
.

19 32
.

5 58 9 石石

女女女 0
.

3 8 0 1 0 3 5 1 5 2 5石9 2 8
.

3 58 7 222

(((l一14 天 ) 平均均 0 3 8 6 5 0 3 5 3 6 2 5 4 6 30
.

4 58 7石石

婴婴儿期 男男 0
.

3 6 4 4 0 3 50 5 3 0
.

7 8 24 刃 5 84
.

111

女女女 0
.

3 6 4 7 0 3 50 0 3 0
.

0 6 2 3
.

9 5 8 4 333

(((2一 12月 ) 平均均 0
.

3 6 4 6 0 3 5 0 3 3 0 3 4 2 3
.

9 5 8 4
.

222

男男男 0 3 6 8 8 0
.

3 54 5 3 0
.

3 9 2 4 7 5 8 3
.

666

111岁 女女 0 3 6 4 7 0 3 50 0 3 2
.

0 3 2 4
.

1 5 8 4名名

平平均均 0
.

3 6 7 6 0 3 5 2 2 3 1
.

24 24
.

4 5 84
.

222

男男男 0
.

3 6 6 5 0 .3 5 6 8 3 1
.

4 4 2 6
.

0 5 8 2
.

222

222 岁 女女 0
.

3 6 6 5 0
.

34 9 2 3 2
.

84 24
.

0 5 8 5
.

111

平平均均 0
.

3 6 6 5 0
.

3 5 3 3 3 2
.

19 2 5
.

0 5 8 3
.

555

男男男 0 3 8 1 0 0 3 4 3 5 2 7
.

5 8 2 6石 59 0
.

888

333一6 岁 女女 0 3 7 84 0
.

34 3 7 2 8 j 4 2 5 7 59 0 222

平平均均 0
.

3 7 9 7 0 3 4 3 6 2 8
.

0 5 2 6
.

1 59 0
.

555

男男男 0 3 8 3 2 0 3 4 6 8 26
.

1 5 2 7乃 58 9
.

777

777一12 岁 女女 0 3 7 7 8 0
.

34 0 1 26
.

6 5 2 5
.

0 59 1
.

555

平平均均 0 3 8 0 6 0 3 4 3 6 2 6
.

39 2 6
.

2 59 0
.

666

男男男 0 3 8 77 0 3 5 3 8 2 3
.

5 8 3 1
.

3 5 8 7 777

1113一 17岁 女女 0
.

3 8 6 5 0 3 4 2 8 2 5
.

2 7 2 8
.

3 5 9 2
.

111

平平均均 0 3 8 7 1 0 3 4 8 5 2 4
.

3 9 2 9
.

0 5 8 9
.

999

男男男 0
.

3 9 16 0 3 5 0 0 2 3
.

15 3 1
.

1 5 8 9
.

555

1118一3 0岁 女女 0
.

3 8 2 9 0 3 4 5 6 2 6 2 6 2 7
.

4 5 9 0刀刀

平平均均 0
.

3 8 7 5 0 3 4 7 9 2 4石3 2 9 2 5 8 9
.

777

男 0
.

3 9 4 9 0 3 5 2 4

5 0一7 8岁 女 0 3 8 9 9 0 3 5 2 1

19
.

7 4

2 3
.

0 8

3 2 7

3 1
.

4

5 8 9刀

5 8 8
.

0

平均 0 3 9 2 6 0
.

3 5 2 2 2 1 4 1 3 1
.

8 5 8 8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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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以后肤色反射率便又出现逐步下降
,

一直延续至老年时期
。

老年时期的皮肤反射率较

之中青年期为低
.

从总的趋势来看
,

女性的皮肤反射率均较高于男性的同一年龄阶段
,

表

明女性的皮肤较为 白哲
,

男性皮肤较为黝黑
。

从色纯度来看
,

新生儿期色饱和度较高
,

而

从婴儿期 (从出生 2一 12 月 )开始明显下降 ; 从先学龄期 (1一2 岁)又开始增加
,

以后随着年

龄的增加而进一步增高一直至老年阶段
。

3. 2 中国人肤色色度分布及典型色区

图 2是我国人肤色色度分布的范围
。

可以看 出
,

中国人的面部肤色色度分布的范围
, x

0
.

39

0
.

37

热 0 .3 5

0
.

33

0
.

3 1

22222222222222222222222

555555555 666 000 000 777 lll 000 lll

2222222 999 3 777 』上上三王王 2 lll 2 lll 888 000

3333333 3999 勺666 10555 15666 17宣宣6666 444 000

6666666 3 lll

州州L1
7444 2 4000 : 2

司司1
1777 222 lll

444444444 2999 4777 6444 2888 222 lllll

222222222 lll lll 555 333 222 lllll

22222222222222222222222

0
.

3 3 0 3 5 0
.

3 7 0
.

39 0
.

4 1

X

色度坐标

图 2 中国人面部肤色色度分布 (方格中的数字为具体

人数
,

共 18 8 6人)虚线椭圆为典型我国人肤色代表区

表 2 所示
。

值从 0
.

3 4一 0
.

4 2
,

y值从 0
.

3 1一 0
.

3 8 ;也就是

说
,

我国人的面部肤色具 有很广泛的色度

分布
,

但具有代表性的典型色区 (即肤色色

度分布的人数相 对集 中区)表现在图 2 中

用 虚 线 构 成 椭 圆 内 的 几 个
。

其 中
x 二

0
.

3 8 y = 0
.

34
, x = o

.

3 9 y = 0
.

3 5
, x =

0
.

3 7 y = 0
.

3 4
, x = o

.

3 8 y = 0
.

3 5 等区是

人数最多 的
,

落在这 4 个 区 的人数共 7 4 9

人
,

占全 部被 测 总 人 数 的 40 %
。

其 次 为

x = 0
.

3 7 y = 0
.

3 5
, x = 0

.

39 y = 0
.

3 4
,

X = 0. 36 y = 0
.

3 5
,

落在 这 3 个色 区 的人

数也较多
。

1 3 中国人面部皮肤反射率 % 分布

1“ 8 名 中国人面部皮肤反射率 % 如

表 2 中国人面部皮肤反射率% 分布(l 6 68 人)

反反射率%%% 人数分布布 反射率%%% 人数分布布

男男男男 女女 合计计计 男男 女女 合计计

111 2
.

4一1 3
.

999 444 000 444 30
.

0一3 1
.

999 9 lll 10 222 19 333

1114
.

0一 1 5
.

999 l444 222 l666 3 2刀一3 3
.

999 4 888 7 lll 11 999

111 6
.

0一 17乡乡 2 333 000 2 333 3 4
.

0一3 5乡乡 2 000 3 333 5 333

111 8
.

0一 19
.

999 7 555 2 222 9 777 3 6刀一3 7乡乡 l666 l555 3】】

222 0
.

0一2 1
.

999 9 000 5 000 14 000 3 8刀一3 9 333 444 333 777

222 2
.

0一2 3
.

999 1 1777 11 999 2 3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222 4
.

0一2 5
.

999 14 333 13 999 2 8 222 共计计 8 3 666 8 3 222 16 6 888

222 6
.

0一2 7乡乡 1 1333 1 4 111 2 544444444444

222 8
.

0一2 9
.

999 7 888 1 3 555 2 1 33333333333

反射率代表皮肤的黝黑与白亮程度
,

反射率愈低表示肤色愈黝黑
,

反射率愈高表示肤

色愈白亮
。

从表 2 的结果可以看出
,

男性肤色的反射率一般低于女性
,

也即男性的肤色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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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中国人典型肤色色样光谱反射率及色度坐标值(c 光源)

波长

(nm )

40 0

4 10

4 2 0

4 3 0

4 4 0

4 5 0

样 品 号

N 0 N 0
.

2 N d 3 N 0
.

4 NO
.

5 N d
.

6 N 6
.

7 N 6
.

8 N o
.

9

8
.

10

8
.

4 7

1 3
.

0 0

14 2 1

14
.

6 8 14
.

0 5

1 5
.

4 5

13
.

0 5 13
.

12 18
.

1 8 1 7
.

50

14
.

7 4

18
.

9 7

2 1
.

6 9

8
.

4 6

8
.

4 1

14 2 7 14
.

57 1 5
.

57

14 4 8

15
.

1 1

14乃9

15 2 7 2 2
.

14

2 0
.

8 0

2 1
.

2 7

2 0刀5

2 1
.

0 6

14
.

0 6 14 3 1 1 5
.

4 6 1 5
.

9 4 16
.

19 2 2
.

13 2 1
.

3 1 2 2
.

2 3

8
.

3 6 1 3
.

7 6 14 刀6 1 5 3 2

1 5
.

19

】7
.

14 17乃0 2 2
.

0 5

8 3 0 1 3
.

4 0

13
.

0 6

1 3 7 4

13
.

3 9

18刀2 1 8
.

54 2 2
.

0 2

2 1
.

3 0

2 1
.

3 3

2 3
.

8 7

2 5
.

17

8
.

2 6

8 2 7

1 5刀8 18
.

20 1 8名7 2 1
.

9 7 2 5 5 8

12
.

6 2 13
.

0 5 14
.

9 3 18
.

1 1 1 9
.

0 4 22
.

0 2

2 1
.

3 4

2 1
.

4 5 2 57 7

8
.

3 6 12
.

19 13
.

0 6 14名5 18刀4

18
.

1 2

1 9 2 9 22 2 1 2 1
.

7 2 2 6刃3

8
.

6 2 12
.

13 13
.

7 0 14
.

9 7 1 9
.

8 3 22
一

6 4 2 2 4 1 2 6万7

9
.

15

9
一

9 4

12
.

5 6

13
.

8 6

15
.

5 3 1 5石9 18
.

3 8 20 7 4 2 3
.

34 2 3
.

7 0

Q
矛

气JJCO
On�z气�OC

.

⋯
OCC,n曰nU

l-
,乙217

.

8 5 17
.

8 7 2 1
.

87 2 5 石0

2 7 4 7

2 8乃 l

[ 0
.

7 7

1 !
.

4 2

15
.

6 1 19乡2 2 0
.

6 2

24
.

16

2 4 乡l

17
.

3 0 2 0
.

8 0

19乡3

2 2
.

2 2

2 3
.

3 3

24
.

9 6 2 5
.

4 8

2 7
.

4 8

2 9 刀l

2 9
.

9 0

3 1
.

3 4

0nU0on“八曰八曰0
‘U12OC9CU-
,‘, ,�

444
JJltr、�
�
、�‘�‘�

54 0 1 1
.

8 7

12
.

2 8

18
.

0 0

17刀9

2 2
.

9 8 2 6乃3 2 5
.

9 1 2 9
.

8 4 3 1
.

9 7

2 0
.

0 6 2 3
.

4 7 2 1
.

13 2 6 4 9 26
.

58

! 2
.

9 4

14
.

2 1

16
.

15

18
.

4 4

17
.

2 2 2 3
.

0 9 2 4 2 1 2 3
.

2 2 2 7
.

8 1

2 5
.

5 8

2 8
.

2 9

3 1
.

9 4

30 万9

32
.

14

3 2 2 7

3 4
.

5 0

2 0
.

19 4 0
.

3 3

2 5
.

4 6

2 8
.

0 5

3 1
.

7 0 2 7
.

6 3

2 7
.

7 0

3 3
.

34

3 0
.

9 6

34
.

3 8 36
.

6 6

34 石2

37
.

1 3 4 8
.

0 3

2 9石8

3 1
.

8 0

3 3
.

4 0 2 9
.

9 5 3 7 2 4 3 6
.

1 1 4 0
.

2 7 38
.

4 7 5 3乡7

2 0
.

6 4

2 2
.

13

2 3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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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黝黑
,

女性肤色偏于白亮些
。

从表 2 中所列出的反射率低的人数分布来看
,

反射率在

1 2
.

4一 1 7
.

9 的
,

男性便有 37 人
,

而女性只有 2 人
。

男性的典型肤色反射率范围处在 20
.

0一

27
.

9 间 ; 而女性则处在
、

22
.

0一 31
.

9 间
。

综合男女二者反射率来看
,

中国人典型肤色反射率

落在 2 2. 0一27
.

9 范围
。

反射率从 36
.

0一39
.

3 属于高反射率范围的男女人数差别不大
,

但这

个范围都是属于幼小儿童 (2 月一 2 岁)的结果
,

可能在这个年龄阶段
,

皮肤反射率的差异

在男女幼儿 中尚未明显表现出来
,

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
,

反射率的差异就明显化 了
。

我国

偏白肤色
(刀口

.

9 )

偏中肤色
(刀口

.

4工

的|到50朽403530书加

肆腑每以

1 5

l0

5

4 00 4 50 ,加 5 , 0 60 0

波长
n m

65 0 7的

图 3 中国人典型偏黑
、

偏白及偏中肤

色的光谱反 射曲线

人肤色反射率的个别差异很大
,

最黝黑肤色的

反射率只有 12. 4%
,

而最 白亮 的肤色反射率可

高达 39
.

3%
。

皮肤反射率的高低无疑与皮肤的

黑色素含量及 日照程度有着密切关系
。

3. 4 中国人典型肤色色样的色度值及光谱反

射曲线

表 3 列出的是 以我国人典型 自然肤色的

色 度 数 据 为 基 础
,

采 用 喷 涂 技 术 及 应 用

A C S 20 18 配 色系统
,

经过 反复试验及 工艺制

作
,

研制成具有 中国人典型肤色特性的 9 块肤

色色样 (大小为 6 x 6c m )
。

其光谱反射率数值

及色度坐标值详见表 3
。

图 2 是样本 中代表偏

黑肤色 (N b
.

1 )
、

偏 白肤色 (N b
.

9) 及介于其间的

偏中肤色 (N O
.

4) 的光谱反射曲线
。

从以上研制成 的 9 块肤色色样 的色度值分布来看
,

包括 了我们对中国人 自然肤色实

测的 7 个典型代表色区的色度值范围 (见图 2)
,

另外还包括典型 2 月一2 岁幼儿的色度值

范围 (见表 1 )
。

9 块色样的反射率从 14. 0一38
.

6 可以代表我国人的 自然肤色的各个不同层

次反射率的变化
。

4 讨论

本研究广泛测定 了中国人不同年龄阶段的男女 自然肤色
,

获得了具有我国人 的面部

自然肤色特性的色域分布及光谱反射率的分布范围
,

探 明了我 国人 的不同年龄阶段的肤

色发展变化规律
,

这些资料对生物学
、

人类学及研制用于彩色再现评价的我国人肤色色样

具有重要意义与价值
。

正常人皮肤的颜色由于人种
、

性别
、

年龄及 日照程度的不 同会有明显的差异
。

从本文

对我国人的面部 自然肤色实测的数据来看
,

一般来说
,

男性的面部皮肤光谱反射率明显较

之女性 的为低
,

也即男性肤色较之女性肤色黝黑些
,

女性肤色偏 于白哲些
。

从色度值来

看
,

男女性别差别不很大
,

因为均同属亚洲黄色人种
,

处于黄橙色域
。

但在 7一30 岁阶段
,

女性肤色较男性更偏于粉红方向
,

也即这时期男性肤色黄色成分多些
,

而女性红色成分多

些
。

在新生儿期 (1一 14 天 )
,

肤色明显不 同于婴儿期 (2一 12 月 )和先学龄前期 (1一 3 岁)
。

新生儿期的肤色偏于黄红方 向
,

皮肤光谱反射率也明显较婴儿期和先学龄前期为低
,

而色

饱和度则明显较高于以后这两个年龄阶段
。

可以这样说
,

儿童的肤色在新生儿期阶段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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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饱和的
。

日本的德桥正 [8] 曾对 120 名 日本儿童 (从新生儿至 9 岁 )的肤色色度进行 了测

定
,

发现小儿的肤色随着年龄增长而变化
。

新生儿肤色色调更偏于红
,

而随着生长而逐渐

增加黄的成分
,

到 4一 7 岁又增加橙红成分
。

我们对中国儿童测得的结果与德桥正对 日本

小儿肤色测定的结果是很相吻合的
。

这种情况可能代表黄色人种幼儿肤色发展变化的规

律
。

中国人的肤色最白亮时期是 2一 3 岁阶段
,

这个阶段的男女儿童皮肤光谱反射率平均

值高达 3 2
.

1%
,

但此后随着年龄的增长
,

皮肤光谱反射率便逐步下降
,

而到老年阶段 (50 一

7 8 岁 )
,

平均肤色光谱反射率降至 21
.

2%
,

已远较儿童期为低
。

这可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

日照程度的 日益积累
,

皮肤黑色素的含量也发生了变化
,

而 此时老年斑也开始出现
,

皮肤

更呈现暗黑
。

对人类肤 色的研究除了具有生物学意义外
,

由于人类肤色是彩色电视
、

电影
、

摄影
、

照 明等各方 面作为色再 现评价的重要试验色
,

因为人类肤色是最敏感 的一种颜色
,

在彩

色还原中稍有一点畸变便难 以接受
。

在评价彩色再现及光源的显色性能时
,

均需要人类

肤色光谱反射率的数值及标准肤色样品
。

但作为评价彩色还原及光源显色性等方面所要

求 的肤色样 品及肤 色光谱反射率的数据
,

必须具有代表性
,

亦即必须是在 自然肤色广泛

测定的基础上获得 的具有典型色域的肤色才是有意义 的
。

T re v o r La m b 等人 [l ‘,也指出
,

在评价颜色再现时
,

色样标准的选择是十分重要的
,

并且环境因素也不可忽视
。

我们根据

对中国人的 自然肤色的实测结果
,

确定了中国人典型肤色色域 的范围
,

在此基础上研制

成功 9 块具有 中国人典型肤色特性的色样品
,

可以用于色再现的评价方 面
。

美国柯达公

司 19 5 7 年为了对彩色胶片还原质量作定性分析而制定了一套标准色板
,

其中白种人标准

肤色板的色度数据是根据 G B
.

B uc k 等人 (19 4 8) 对 103 名美国白人的实测肤色平均数

据而制定的 [ ’2 }
。

日本有关部门在进行光源显色性的评价时
,

则增加一块 日本 国女性面部

肤色作为计算光源显色指数的样本色 (IY R6 / 4) 11 ’!
。

我 国人是 黄色人种
,

不同于白种人

与其它肤色人种
,

因此采用我 国人的典型肤色样作为肤色还原 的评价标准才是适 当的
。

我们研制成功的 9 块典型肤色色样
,

具有中国人肤色广泛的代表性
,

无疑在实用方面有其

重要意义与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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