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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等同采用ＩＳＯ５２：２００１《摄影　密度测量　第２部分：几何条件》（英文版）。

本标准等同翻译ＩＳＯ５２：２００１。

为便于使用，本标准做了以下编辑性修改：

ａ）　“本国际标准”一词改为“本标准”；

ｂ）　用小数点“．”代替作为小数点的逗号“，”；

ｃ）　删除ＩＳＯ５２：２００１的前言；

ｄ）　规范性引用文件的引导语改为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０规定的引导语。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１１５００—１９８９《摄影透射密度测量的几何条件》。

本标准与ＧＢ／Ｔ１１５００—１９８９相比，主要包括以下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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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２部分：透射密度的几何条件》；

———增加了前言和引言；

———引言中阐明了用“乳白玻璃”取代“积分球”作漫射器的理由以及透射比和透射因数的区别等；

———为了能更清晰的理解标准内容，对“适用范围”这部分内容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同时扩充了应用

范围（本版的第１章，１９８９版的第２章第２．２款）；

———增加了“规范性引用文件”一章。在引用标准中，因我国现无等同采用被引用国际标准的国家

标准，因此，直接引用国际标准（见本版第２章）；

———“定义”进行了扩充。为了应用的一致性和意义更明确，术语“透射因数”代替“透射比”，增加了

“漫射系数”的定义（本版的第３章，１９８９版的第４章）；

———标准推荐了二种入射模式，二种出射模式的几何结构并以图表的形式作详细描述（本版的

第５章第２款）；

———标准规定了漫射器的漫射系数和漫反射因数（本版的第５章第３款）；

———标准推荐了新的漫射系数计算方法及其实际光学测量装置（附录Ａ）；

———标准阐明了入射通量角和出射通量角对密度测量的影响，确定采样孔的光阑位置（附录Ｂ和

附录Ｃ）。

本标准的附录Ａ为规范性附录，附录Ｂ和附录Ｃ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感光材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陈锐、王煜、李在清。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１１５００—１９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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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标准是ＩＳＯ５系列标准之一，它规定的透射密度的几何条件主要应用于黑白和彩色摄影，也可用

于其他领域。从１９７４第一版到１９８５第二版的主要改变是采用乳白玻璃法取代积分球法作为ＩＳＯ标准

漫透射密度的基础。虽然满足ＩＳＯ５２规定的任一漫射方法都可以采用，为简便，通常用“乳白玻璃”标

注其漫射法，以别于积分球漫射法。由于乳白玻璃与样品之间的相互反射的影响，得到的密度值与采用

积分球法得到的相比，通常要稍低一些。实际影响取决于乳白玻璃和面向漫射器的样品表面反射特性。

ＩＳＯ５２的“宗旨”是，规定了接近实际应用条件下的测量光学密度的几何条件。漫透射密度尤其

与接触印片和查片箱上评估影片等活动密切相关。在灯箱上查看影片是漫透射密度的重要应用之一。

因此，为漫透射密度测量规定的条件考虑了查片箱的漫射特性和光谱反射因数值。

ＩＳＯ５２同时描述了两类投影密度的几何条件。其光谱条件在ＩＳＯ５３中规定。

漫透射密度是对胶片调控光的能力的一种度量。影片在一侧被漫射照明，在另一侧观看，这与在漫

透射辐射源（照明器）上观看影片相同。具有漫射照明的投影几何条件几乎等同于在漫辐射源上观看影

片的几何条件，只是投影透镜代替了人眼。当影片置于漫射辐射源上或者与印片材料接触，光在样品及

其附近表面之间存在相互反射。这种相互反射影响密度值，使用乳白玻璃作为集光器的测量仪器最好

地考虑了这种影响，而积分球则不能。在密度计中采用乳白玻璃，除上述主要原因外，青睐此类仪器还

在于它们更耐用、制造成本低和方便使用。

投影密度是对这类胶片调控光的能力的一种度量。即胶片的一侧被垂直地照明，并被垂直地收集

后投影出去。使用带聚光镜的设备观看缩微胶片、电影片和幻灯片及印制照片。本标准定义的投影密

度几何条件模拟了这一条件：在带聚光镜的典型投影系统中片框中心的负片或幻灯片的小面积的透射

特性受影响的条件。可用一个称为采样孔的或片框内不透明膜的小孔限定。

透过样品的总通量与入射至采样孔的总通量之比定义为透射比，但它在实际中几乎不用。可是，透

过采样区域并被投影透镜收集形成投影图像的通量是我们感兴趣的。此通量与采样孔没有样品时收集

的通量之比被定义为透射因数，透射因数是计算投影密度的基础。

被测密度取决于入射光线的半锥角和投影透镜向采样孔所张的半角。该半角或者用角度表示，或

者以犳数表示。由于犳数经常标在投影透镜上，所以本标准用犳数表示二种投影密度类型即：犳／４．５和

犳／１．６。犳／４．５型用途广泛，因为它用于微缩胶片阅读器。犳／１．６型是电影放映机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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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　密度测量　第２部分：

透射密度的几何条件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测量ＩＳＯ漫透射密度和犳／４．５、犳／１．６投影透射密度的几何条件。

漫透射密度主要应用在透明照明器（查片箱）上观看的影像、接触印制影像以及具有漫射照明系统

投影的影像测量。

投影密度主要应用于带有聚光镜的影像测量。

虽然在本标准规定的密度测量方法主要用于影像测量，但是也经常应用到滤光器和其他透明材料

的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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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ＩＳＯ５１：１９８４　摄影密度测量　第１部分：术语，符号和表示法

ＩＳＯ７７２４１：颜料和油漆　色度学　第１部分：原理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透射因数（犜）　狋狉犪狀狊犿犻狋狋犪狀犮犲犳犪犮狋狅狉

透过样品的通量与样品从测量仪器采样孔移开后所测通量之比。

犜＝
Φτ
Φ犼

　　式中：

Φτ———透射通量；

Φ犼———孔径通量。

３．２

透射密度（犇犜）　狋狉犪狀狊犿犻狊狊犻狅狀犱犲狀狊犻狋狔

透射因数倒数取１０为底的对数

犇犜 ＝ｌｏｇ１０
１

犜
＝ｌｏｇ１０

Φ犼
Φτ

３．３

漫射系数（β犱犮）　犱犻犳犳狌狊犻狅狀犮狅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狋

照明或接收系统漫射性的度量。

注：参见附录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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