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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学辐射计量名词术语及定义

本规范是对JJF1032—1992 《光学辐射计量名词及定义》 (试行)规范进行修订、
扩充而成。它涉及该专业相关的基本概念、量和单位、计量基准与标准、校准与测试方

法、仪器与标准物质以及工程计量术语,总计达到557条。并按其内在联系细分为:一

般术语、辐射度、光度、光谱光度、色度、激光辐射度、光纤特性测量、辐射探测器和

光学元器件等九章,以便查阅。

1 一般术语

1.1 [电磁]辐射 [electromagnetic]radiation
(1)能量以与光子相关的电磁波形式的发射或传播;
(2)这种电磁波或光子本身。

1.2 波长 wavelength
在周期波传播方向上,相位相同的相邻两点间的距离。其符号为λ,单位为m。
注:

1 介质中的波长等于真空中的波长除以介质的折射率。除另有说明外,波长值通常是指空气中

的值。标准空气 (在光谱学中,t=15℃,p=101325Pa)对可见辐射的折射率值在1.00027~

1.00029之间。

2 在光辐射测量中,常用的波长单位为nm或μm。

1.3 波数 wavenumber
波长的倒数。其符号为σ,单位为m-1。
注:在光谱学中常用的波数单位为cm-1。

1.4 光速 velocityoflight
通常指光 (即电磁波)在真空中传播的速度,符号为c,单位为 m/s。它不随频率

或波长而变化,其值定义为:

c=299792458m/s
光在介质中传播的速度v均小于c,且随介质的折射率n 或光波的频率而变化。

v=
c
n

1.5 频率 frequency

光速除以波长之商,即ν=
c
λ
,符号为ν,单位为 Hz。电磁辐射在任何介质中传播

时,其频率均保持不变。

1.6 光学辐射 opticalradiation
波长位于向X射线过渡区 (≈1nm)和向无线电波过渡区 (≈1mm)之间的电磁

辐射。简称光辐射。

1.7 可见辐射 visiblerad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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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直接引起视感觉的光学辐射。
可见辐射的光谱范围,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因为它既与到达视网膜的辐射功率有

关,也与观察者的响应度有关。在一般情况下,可见辐射的下限取在360nm到400nm
之间,而上限取在760nm和830nm之间。通常把它们分别限定在380nm到780nm
之间。

1.8 红外辐射 infraredradiation
波长比可见辐射波长长的光学辐射。
注:通常将波长在780nm和1mm之间的红外辐射细分为:

IR-A 780nm~1400nm
IR-B 1.4μm~3μm
IR-C 3μm~1000μm

1.9 紫外辐射 ultravioletradiation
波长比可见辐射波长短的光学辐射。
注:通常将波长在100nm和400nm之间的紫外辐射细分为:

UV-A 315nm~400nm
UV-B 280nm~315nm
UV-C 100nm~280nm
在其他应用中,还有另外的划分法。

1.10 单色辐射 monochromaticradiation
具有单一频率的辐射。实际上,频率范围甚小的辐射即可看成单色辐射。也可用空

气中或真空中的波长来表征单色辐射。

1.11 复合 (混合)辐射 compositeradiation
包含两种或两种以上单色成分的辐射。

1.12 光谱,谱 spectrum
组成辐射的单色成分按波长或频率顺序排列或说明。在光谱学中分为线状光谱、连

续光谱和同时显示这两种特征的光谱。

1.13 [光]谱线 spectralline
光谱中表现为线状的成分,它相应于在两个能级之间跃迁时发射或吸收的单色

辐射。

1.14 偏振辐射 polarizedradiation
电磁场 (电磁波为横波)按确定方向取向的辐射。偏振可以是直线的,椭圆的或

圆的。

1.15 线偏振辐射 linearlypolarizedradiation
电矢量处在固定方位角的辐射,即辐射的电矢量限制在电矢量和包含辐射传播方向

的一个平面内,故又叫平面偏振辐射。

1.16 圆偏振辐射 circularlypolarizedradiation
振幅为常量的电矢量以等于辐射角频率的速率在垂直于传播方向的平面内绕传播方

向旋转的辐射。
注:当对着传播方向观察时,若电矢量是顺时针方向旋转,则称为右旋圆偏振辐射,反之则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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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左旋圆偏振辐射。

1.17 椭圆偏振辐射 ellipticallypolarizedradiation
电矢量以辐射角频率的速率旋转,但其振幅是变化的,电矢量端点的轨迹为一

椭圆。
注:当对着传播方向观察时,若电矢量是顺时针方向旋转,则称为右旋椭圆偏振辐射,反之则

称为左旋椭圆偏振辐射。

1.18 非偏振辐射 unpolarizedradiation,自然光 naturallight
在垂直于传播方向的平面内,电矢量的方向和相位均呈随机分布,而不显示出在某

一方向占有优势的辐射。
注:非偏振辐射束可以看作振幅相等而偏振面正交但相位无关的两个分量的组合。

1.19 偏振器,起偏器 polarizer
能使光学辐射束变成只具有一种偏振态的偏振辐射的光学器件,而与入射辐射的偏

振态无关。依其所能产生的偏振态,偏振器可分为线偏振器、圆偏振器和椭圆偏振器。
注:

1 不带限定词的术语 “偏振器”常常用于表述线偏振器。

2 完全偏振器和不完全偏振器之间的差别在于前者仅透过一种偏振态的辐射,而后者除透过一

种偏振态辐射外,不完全排除透过其他所有偏振态的辐射。

1.20 消偏振器 depolarizer
一种光学器件,它能使光学辐射束变成非偏振辐射束,其消偏振特性与入射辐射的

偏振态无关。
注:还没有简单的、完全满意的消除辐射束偏振态的方法。常用的方法是使辐射束的偏振态随

时间、波长或束径而不断变化。根据这种原理工作的器件通常叫做准消偏振器。

1.21 相干辐射 coherentradiation
各点之间的电磁振荡的相位差保持恒定的单色辐射。

1.22 干涉 interference
相干辐射的叠加能使辐射的振幅产生局部衰减或增强的现象。

1.23 非相干辐射 incoherentradiation
各点之间电磁振荡的相位差是随机变化的电磁辐射。

1.24 衍射 diffraction
辐射通过障碍物边缘时出现的辐射传播方向偏离的现象。它是由辐射的波动本性决

定的。

1.25 光的直线传播定律 lawofrectilinearpropagationoflight
在各向同性的均匀透明介质中,光总是沿着直线传播的。光的这种传播规律称为光

的直线传播定律。

1.26 光的独立性定律 lawofindependenceoflight
几束光从不同方向在介质中的某一点相遇后,它们仍保持各自的原频率不变,且各

自按原来传播的方向传播,互不干扰。光的这种传播规律称为光的独立性定律。

1.27 反射 reflection
光束投射到不同介质的分界面时,不改变辐射的单色成分的频率而使之被界面或介

3

JJF1032—2005



质折回的过程。落在介质上的辐射的一部分在介质的表面上被反射,称为表面反射;另

一部分辐射可能被介质的内部散射回去,称为体反射。

1.28 反射定律 lawofreflection
光束投射到两介质的光滑分界面时发生反射,反射光线处于入射光线和过界面入射

点法线所决定的平面内,入射光和反射光线分别处于法线的两侧,且入射角等于反

射角。

1.29 入射角 angleofincidence
光线入射到两种不同折射率介质的分界面时,入射光线与过入射点的同侧界面的法

线之间的夹角。

1.30 反射角 angleofreflection
光线入射到不同折射率介质的分界面时,反射光线与同一侧的界面法线之间的

夹角。

1.31 吸收 absorption
辐射能与物质相互作用而转换为其他能量形式的过程。

1.32 透射 transmission
辐射在不改变其单色成分的频率时穿过介质的过程。

1.33 折射 refraction
辐射通过非光学均匀介质或者穿过不同介质的分界面时,由于其传播速度的变化而

引起传播方向变化的过程。

1.34 折射定律 lawofrefraction
光线进入两介质的光滑分界面时发生折射,折射光线在入射光线和过入射点的法线

所决定的平面内,折射光和入射光线分别处于法线的两侧,且入射角的正弦与折射角的

正弦的比值,对于确定的两种介质和光的波长来说是一个常数。此常数称为第二介质对

第一介质的相对折射率。这又称为斯涅耳定律。
任何介质相对于真空的折射率称为该介质的绝对折射率,简称折射率。折射率较大

的介质称为光密介质,反之称为光疏介质。

1.35 折射角 angleofrefraction
光线入射到两不同折射率介质的分界面时,折射光线与同一侧的界面法线之间的

夹角。

1.36 全反射 totalreflection
光从光密介质射到与光疏介质的分界面时,当入射角大于某一角度ic 时,入射光

全部被反射回原介质的现象。

1.37 临界角 criticalangle
又称全反射角。当光从光密介质射至光疏介质的分界面时,折射角大于入射角,当

折射角为90°时,折射光线沿两介质的分界面行进,此时的入射角称为临界角,符号

为ic。

1.38 光程 opticalpath
光线在介质中所经过的几何路程与该介质折射率的乘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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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色散 dispersion
a)单色辐射在介质中传播速度随其频率变化的现象;

b)产生这种现象的介质的特性;

c)光学器件 (例如棱镜或光栅)能分解辐射为单色成分的特性。

2 辐射度

2.1 点源 pointsource
辐射源的尺寸与它到辐照面的距离相比较足够小,使之在计算和测量时可以忽略

不计。
在所有方向均匀发射的点源被称为各向同性点源或均匀点源。

2.2 立体角 solidangle
闭合锥面包围的空间。

2.3 球面度 steradian
立体角的SI单位,半径为R 的球面上,面积等于R2 的球面对球心的张角。球面

度的符号为sr。

2.4 辐 [射]通量 radiantflux,辐射功率 radiantpower
以辐射的形式发射、传输或接收的功率,该量的符号为Φe,Φ 或者P;单位为 W。
注:在不会引起混淆的情况下,辐射量和后文的光子量、光度量符号的下脚标可以省去。

2.5 辐 [射]能量 radiantenergy
在指定的时程Δt内,辐射通量Φe的时间积分,即

Qe=∫Δt
Φedt

该量的符号为Qe,Q,单位为J,J=W·s。

2.6 光子通量 photonflux
在时间元dt内发射、传输或接收的光子数dNp 除以该时间元之商,即

Φp=
dNp

dt
该量的符号为Φp,Φ,单位为s-1。
注:对于光谱分布为dΦe(λ)/dλ或dΦe(ν)/dν的辐射束,其光子通量

Φp=∫
∞

0

dΦe(λ)
dλ ×

λ
hcdλ=∫

∞

0

dΦe(ν)
dν ×

1
hνdν

式中:h———普朗克常数,h=(6.6260755±0.0000040)×10-34J·s;

c———真空中的光速,c=299792458m/s。

2.7 光子数 numberofphotons,photonnumber
在指定的时程Δt内,光子通量Φp 的时间积分,即

Np=∫Δt
Φpdt

该量的符号为Np,或Qp,Q,单位为1。

2.8 辐 [射]强度 radiantintensity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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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辐射源在指定方向上的辐射强度是该辐射源在包含指定方向的立体角元dΩ 内传

输的辐射通量dΦe,除以该立体角元之商,即

Ie=
dΦe

dΩ
该量的符号为Ie,I,单位为 W·sr-1。

2.9 光子强度 photonintensity
点辐射源在指定方向上的光子强度是该辐射源在包含指定方向的立体角元dΩ 内传

输的光子通量dΦp 除以该立体角元之商,即

Ip=
dΦp

dΩ
该量的符号为Ip,I,单位为s-1·sr-1。

2.10 射线束的几何广度 geometricextentofabeamofrays
下面等效公式定义的量元dG 在整个射线束上取积分。

dG=
dA·cosθ·dA'·cosθ'

l2 =dA·cosθ·dΩ

式中:dA 和dA'———束元相距为l的两截面面积;

θ和θ'———束元方向分别与dA 和dA'的法线之间的夹角;

dΩ———dA'对dA 上一点所张的立体角,dΩ=
dA'cosθ'

l2
。

该量的符号为G,单位为m2·sr。
对于在非漫射连续介质中传输的辐射束,G·n2 (n 是折射率)是不变量,且称该

量为光学广度。

2.11 辐 [射]亮度 radiance
由公式Le=dΦe/(dA·cosθ·dΩ)定义的量。式中dΦe 是由经过实际或假想面上

指定点的束元在包含指定方向的立体角元dΩ 内传播的辐射通量,dA 是包含指定点的

该辐射束截面积,θ是该截面法线与辐射束方向之间的夹角。
该量的符号为Le,L,单位为 W·m-2·sr-1。
注:

1 辐射源表面面元的面积为dA,它在指定方向的辐射强度dI=dΦ/dΩ,因而有等效公式L=

dI
dA·cosθ

,这种定义方式多在照明工程中使用。

2 接受辐射束面元的面积为dA,由于辐射束在dA 上产生的辐射照度dE=dΦ/dA,因而有等

效公式L=
dE

dΩ·cosθ
。当辐射源没有明确的表面 (如天空、放电等离子体)时,就使用这种形式的

公式。

3 由于辐射束元的几何广度dG=dA·cosθ·dΩ,因而有等效公式L=dΦ/dG。

4 由于光学广度G·n2 是不变量,因而量L·n-2也是沿辐射束路径的不变量 (若吸收、反射

和散射引起的损失不计)。这个量叫做基本辐射亮度。

5 上面公式给出的dΦ 和L 之间的关系有时称为辐射度学和光度学的基本定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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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Φ=L
dA·cosθ·dA'·cosθ'

l2 =L·dA·cosθ·dΩ=L·dA'·cosθ'·dΩ'

上述注1~5同样适用于 “光子亮度”和 “光亮度”。

2.12 光子亮度 photonradiance
由公式Lp=dΦp/(dA·cosθ·dΩ)定义的量。式中dΦp 是由经过实际或假想面上

指定点的束元在包含指定方向的立体角元dΩ 内传播的光子通量,dA 是包含指定点的

辐射束截面积,θ是该截面法线与辐射束方向间的夹角。
该量的符号为Lp,L,单位为s-1·m-2·sr-1。

2.13 辐 [射]照度 irradiance
表面上一点处的辐射照度是入射在包含该点的面元上的辐射通量dΦe 除以该面元

面积dA 之商,即

Ee=
dΦe

dA
该量的符号为Ee,E,单位为 W·m-2。
若将表达式Le·cosθ·dΩ 对指定点所见的半球空间进行积分,则得到辐照度的等

效定义为

Ee=∫
2πsr

Le·cosθ·dΩ

式中:Le———从不同方向入射的、立体角为dΩ 的辐射束元对着指定点的辐射亮度;

θ———这些辐射束与指定点所在表面法线间的夹角。
注:

Ee=∫
2πsr

Le·cosθ·dΩ=∫
2π

0∫
π

0
Le·sinθ·cosθ·dθ·dφ

式中:φ———辐射束元的方位角。

2.14 光子照度 photonirradiance
表面上一点处的光子照度是入射在包含该点的面元上的光子通量dΦp 除以该面元

面积dA 之商,即

Ep=
dΦp

dA
该量的符号为Ep,E,单位为s-1·m-2。
若将表达式Lp·cosθ·dΩ 对指定点所见的半球空间进行积分,则得到光子照度的

等效定义为

Ep=∫
2πsr

Lp·cosθ·dΩ

式中:Lp———从不同方向入射的、立体角元为dΩ 的辐射束元对着指定点的光子亮度;

θ———这些辐射束与指定点所在表面法线间的夹角。

2.15 曝辐 [射]量 radiantexposure
表面上一点处的曝辐射量是在指定的时程内,入射在包含该点的面元上的辐射能量

dQe除以该面元面积dA 之商,即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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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dQe

dA
在指定的时程Δt内,由指定点处的辐射照度Ee 对时间积分,即得到曝辐射量的

等效定义为

He=∫
Δt

Eedt

该量的符号为 He,H,单位为J·m-2=W·s·m-2。

2.16 曝光子量 photonexposure
表面上一点处的曝光子量是在指定的时程内,入射在包含该点的面元上的光子数

dQp 除以该面元面积dA 之商,即

Hp=
dQp

dA
在指定的时程Δt内,指定点处的光子照度的时间积分,即得到曝光子量的等效定

义为

Hp=∫
Δt

Epdt

该量的符号为 Hp,H,单位为m-2。

2.17 辐 [射]出射度 radiantexitance
表面上一点处的辐射出射度是离开包含该点的面元的辐射通量dΦe 除以该面元面

积dA 之商,即

Me=
dΦe

dA
若将表达式Le·cosθ·dΩ 对该点所见的半球空间进行积分,则得到辐射出射度的

等效定义为

Me=∫
2πsr

Le·cosθ·dΩ

式中:Le———指定点上立体角为dΩ 的不同方向辐射束元的辐射亮度;

θ———这些辐射束与该点所在表面法线间的夹角。
该量的符号为 Me,M,单位为 W/m2。

2.18 光子出射度 photonexitance
表面上一点处的光子出射度是离开包含该点的面元的光子通量dΦp 除以该面元面

积dA 之商,即

Mp=
dΦp

dA
若将表达式Lp·cosθ·dΩ 对该点所见的半球空间进行积分,则得到光子出射度的

等效定义为

Mp=∫
2πsr

Lp·cosθ·dΩ

式中:Lp———指定点上立体角为dΩ 的不同方向辐射束元的光子亮度;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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θ———这些辐射束与该点所在表面法线间的夹角。
该量的符号为 Mp,M,单位为s-1·m-2。

2.19 辐射效率 radiantefficiency
辐射源发出的辐射通量除以所消耗的功率 (含辅助设备,如镇流器所消耗的功率)

之商。该量的符号为ηe,单位为1。

2.20 光谱 [密]集度 spectralconcentration;光谱分布 spectraldistribution
在波长λ处,包含λ的波长区元dλ 内的辐射量、光子量或光度量dX(λ)除以该

区元之商,即

Xλ=
dX(λ)
dλ

其符号为Xλ(λ),Xλ,单位为 [X]·m-1,例如:W·m-1,1m·m-1等。
在处理宽波长范围而不是特定波长的函数Xλ(λ)时,应选用术语 “光谱分布”更

为适宜。

2.21 相对光谱分布 relativespectraldistribution
辐射量、光度量或光子量X(λ)的光谱分布Xλ(λ)与某一选定参考值R 之比。R

可以是该分布的平均值、最大值或者任意选定的值。

S(λ)=
Xλ(λ)

R
该量的符号为S(λ),单位为1。

2.22 热辐射 thermalradiation
a)由于物质的粒子 (原子、分子、离子等)受热激发引起辐射能量的发射过程;

b)该过程所发射的辐射。

2.23 普朗克辐射体 Planckianradiator,黑体 blackbody
对任意入射方向、波长和偏振状态的入射辐射都能全部吸收的理想热辐射体。它与

相同温度下处于热平衡的实际热辐射体相比较,在任何波长和任意方向都具有最大的辐

亮度的光谱密集度。

2.24 普朗克定律 Planck’slaw
描述普朗克辐射体的辐射亮度的光谱密集度与波长和温度的函数关系的定律,即

Le,λ(λ,T)=
∂Le(λ,T)
∂λ =

c1
πλ

-5(ec2/λT-1)-1

式中:Le———辐射亮度;

λ———真空中的波长;

T———热力学温度;

c1=2πhc2=(3.7417749±0.0000022)×10-16W·m2;

c2=hc=(0.01438769±0.00000012)m·K;

h———普朗克常数;

c———真空中光速;

k———玻尔兹曼常数。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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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维恩定律 Wien’slaw
普朗克定律的一种近似形式。当乘积λT 小于0.002m·K时,所得近似值的误差

小于千分之一,该定律的数学表达式为

Le,λ(λ,T)=
c1
πλ

-5e-c2/λT

2.26 斯忒藩-玻耳兹曼定律 Stefan-Boltzman’slaw
描述普朗克辐射体的辐射出射度 Me与其温度T 之间的关系的定律,即

Me=σT4

式中:σ———斯忒藩-玻尔兹曼常数:

σ=
2π5k4

15h3c2=
(5.67051±0.00019)×10-8W·m-2·K-4

2.27 [半球]发射率 (hemispherical)emissivity
热辐射体的辐射出射度与处在相同温度的普朗克辐射体的辐射出射度之比。它的符

号为εh,ε。

2.28 方向发射率 directionalemissivity
热辐射体在指定方向上的辐射亮度与处在相同温度下普朗克辐射体的辐亮度之比。

它的符号为ε(θ,φ)。这里的θ和φ 是确定指定方向的角度坐标。

2.29 选择性辐射体 selectiveradiator
在所考虑的光谱区,光谱发射率随波长变化的热辐射体。

2.30 非选择性辐射体 non-selectiveradiator
在所考虑的光谱区,光谱发射率不随波长变化的热辐射体。

2.31 灰体 greybody,graybody(USA)
发射率小于1的非选择性热辐射体。

2.32 辐射温度 radiationtemperature
物体的全辐射亮度等于某一温度黑体的全辐射亮度时,黑体的绝对温度称为该物体

的辐射温度。单位为K。

2.33 分布温度 distributiontemperature
在所考虑的光谱区内,待测辐射体与普朗克辐射体具有相同或近似相同的相对光谱

分布时,普朗克辐射体的温度称为待测辐射体的分布温度。它的符号为TD,单位为K。
调整下面积分式中的a 和T,使积分值为最小:

∫[1-St(λ)/(aSb(λ,T))]2dλ

式中:St(λ)———待测辐射的相对光谱功率分布;

Sb(λ,T)———温度为T 的普朗克辐射体的相对光谱功率分布;

a———比例因子。
注:

1 分布温度仅对在宽的波长范围内,光谱功率分布为波长的连续函数的辐射才有意义。

2 在光度学和色度学中,波长范围是可见光谱区,推荐范围是从400nm到760nm (在色度学

中,常常使用较宽的波长范围,如从380nm到780nm,这就过分强调了光谱区的两端。这对于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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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应用不大重要,而且在光谱区两端,测量的不确定度一般都较大)。

3 实际上,积分是由求和来代替。对于白炽灯,一般取10nm等波长间隔足够了。

2.34 [单色]辐 [射]亮度温度 (monochromatic)radiancetemperature
在规定波长,普朗克辐射体与所考虑的热辐射体有相同的辐射亮度的光谱密集度

时,普朗克辐射体的温度即为该热辐射体的规定波长辐射亮度温度,简称亮度温度。单

位为K。

2.35 人工黑体 artificalblackbody,模拟黑体 simulativeblackbody
人工制造的、热辐射特性近似于黑体的装置或器件。
黑体炉是一种人工黑体,通常由辐射腔体、控温和测温系统、光阑等部分构成。用

计算或实验方法确定其发射率。根据其工作波段的不同,大致可分为常温黑体炉、中温

黑体炉和高温黑体炉三类。工作温度和发射率已知的黑体炉可以作为基准或标准辐射源

复现全辐射亮度和光谱辐射亮度的单位量值。工作温度、发射率和光阑面积已知的黑体

炉可以复现全辐射照度和光谱辐射照度的单位量值。

2.36 等离子体 plasma;等离子黑体 plasmablackbody
等离子体是指由大量的接近于自由运动的带电粒子所组成的体系。这种体系在整体

上是准中性的,粒子的运动主要由粒子间的电磁相互作用决定,由于是长程的相互作

用,因而具有集体行为。
等离子黑体是指在紫外和真空紫外区,由稳定的高温惰性气体放电而产生的辐射系

数等于或大于5cm-1的弧辐射源。

2.37 壁稳氩弧 wall-stabilizedargonarc;小氩弧 argonmini-arc
壁稳氩弧是指在一个大气压下,两电极间充以稳定的氩气而激发的光弧,使轴向温

度达到104K以上,处于局部热力学平衡条件下的等离子体弧辐射。
小氩弧是指辐射波长在152nm~335nm范围的壁稳氩弧。它具有高的稳定性和重

复性,可作为辐射亮度的传递标准。

2.38 氢弧 hydrogenarc
在一个大气压下,在弧柱中充以稳定的氢,使弧温度达到104K以上,处于局部热

力学平衡时发出波长从130nm~360nm光学薄的连续辐射。

2.39 同步加速器辐射 synchrotronradiation
由具有极大加速度的自由带电粒子 (如在环形轨道上高速运动的带电粒子)发出的

辐射。

2.40 辐射度学,辐射测量 radiometry
有关辐射量的知识和测量技术。

2.41 辐射出射度基准 primarystandardofradiantexitance
复现辐射出射度单位量值的精密装置。主要由运转在常温下的黑体和红外辐射计

组成。
注:“基准”的定义参见JJF1001—1998 《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8.1~8.4。

2.42 全辐射亮度基准 primarystandardoftotalradiance
复现全辐射亮度单位量值的装置。主要是工作在不同温度下,发射率和温度已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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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体炉。多种等离子黑体和同步加速器辐射源也可作为紫外区的全辐射亮度基准。

2.43 全辐射照度基准 primarystandardoftotalirradiance
复现全辐射照度单位量值的装置。全辐射照度基准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基准辐射

源,即工作在不同温度下、发射率已知的黑体炉和配套装置;一种是基准辐射计,主要

是各种空腔型绝对辐射计。

2.44 光谱辐 [射]亮度基准 primarystandardofspectralradiance
复现辐射亮度的光谱密集度单位量值的装置。由基准辐射源 (黑体炉、等离子体或

同步辐射源)和光谱辐射计组成。

2.45 光谱辐 [射]照度基准 primarystandardofspectralirradiance
复现辐射照度的光谱密集度单位量值的装置。由基准辐射源、光阑和光谱辐射计组

成 (绝对型辐射计亦可复现单色辐射的辐射照度单位量值)。

2.46 标准辐射源 standardradiantsource
辐射特性 (工作温度和发射率或辐射亮度)已知,并可用于校准其他辐射源或辐射

探测器的辐射源。

2.47 光 谱 辐 [射]亮 度 标 准 灯 standardlampforspectralradiance;钨 带 灯

tungstenribbonlamp
用于保存和传递辐射亮度的光谱密集度单位量值的特制电光源。它具有一亮度均

匀、稳定的发光面,如钨带灯,氘放电灯等。
钨带灯是用钨带做为发光体的白炽电灯。用于紫外辐射区的钨带灯,其玻壳上必须

有透紫外辐射的窗口。

2.48 光谱辐 [射]照度标准灯 standardlampforspectralirradiance
用于保存和传递辐射照度的光谱密集度单位量值的特制电光源,其发光体布置成一

平面或直线,以便于计算发光体到照射面之间的距离。如排丝溴钨灯和双端引出的管状

溴钨灯。发光强度标准灯亦可作为可见辐射区的光谱辐射照度标准灯。

2.49 分布温度标准灯 standardlampfordistributiontemperature
用于保持和传递分布温度单位量值的特制白炽灯。光谱辐射照度标准灯和发光强度

标准灯均可用作分布温度标准灯。这种灯主要用作可见辐射区的相对光谱功率分布标准

和校准分布温度计与色温计。

2.50 光 谱 (几 何)总 辐 射 通 量 标 准 灯  spectral(geometry)totalradiantflux
standardlamp

用于保持和传递一个波长或多个波长的几何总辐射通量单位量值的特制电光源。

2.51 辐射计 radiometer
测量辐射量 (例如辐亮度、辐照度等)的仪器。

2.52 光谱辐射计 spectroradiometer
在指定光谱区内以窄带方式测量辐射量的仪器。

2.53 变角辐射计 gonioradiometer
测量辐射源、灯具、介质或表面的辐射空间分布特性的辐射计。
注:在我国,将测量表面或介质的辐射空间分布特征的辐射计称为变角反射计或变角透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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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 紫外 [辐射]照度计 UVirradiancemeter
测量紫外辐射照度的仪器。

2.55 曝辐 [射]量表 radiantexposuremeter
测量曝辐射量的仪器。

2.56 总辐射通量积分仪 totalradiantfluxintegratingmeter
测量总辐射通量 (积分的或单色的)的装置 (仪器)。积分器可以是积分球、多面

体积分器或圆筒形积分器。

2.57 日照计 irradiancemeterforsunlight
用于测量日光辐射照度的辐射计。

3 光度

3.1 光 light
在光度学和色度学中,光被赋予两种含义:(1)被知觉的光 (perceivedlight),它

是人的视觉系统特有的所有知觉和感觉的普遍和基本的属性;(2)光刺激 (lightstim-
ulus),进入眼睛并引起光感觉的可见辐射。

有时把光的概念推广到可见区以外的光学辐射,但这种用法不推荐使用。

3.2 明视觉 photopicvision
正常人眼适应于几个坎德拉每平方米以上的光亮度水平时的视觉。这时,视网膜上

的锥状细胞是起主要作用的光感受器。

3.3 暗视觉 scotopicvision
正常人眼适应于百分之几坎德拉每平方米以下的光亮度水平时的视觉。这时,视网

膜上的柱状细胞是起主要作用的光感受器。

3.4 中间视觉 mesopicvision
介于明视觉和暗视觉之间的视觉。这时,视网膜上的锥状细胞和柱状细胞同时起

作用。

3.5 光谱光 [视]效率 spectralluminousefficiency
波长为λm 与λ的两束辐射,在特定光度条件下产生相等光感觉时,该两束辐射通

量之比,选择λm 使其比值的最大值等于1。符号为V(λ)(用于明视觉)和V'(λ)(用
于暗视觉)。

除非另有说明,所用明视觉光谱光效率值是CIE在1924年公布的国际协议值。由

它确定了V(λ)函数或曲线。
对于暗视觉,CIE在1951年采用青年观察者的光谱光效率值。由它确定了V'(λ)

函数或曲线。

3.6 CIE标准光度观察者 CIEstandardphotometricobserver
相对光谱响应曲线符合明视觉的V(λ)函数或者暗视觉的V'(λ)函数的理想观察

者,并且遵从光通量定义中所含的相加律。

3.7 光通量 luminousflux
根据辐射对CIE标准光度观察者的作用,从辐射通量Φe 导出的光度量。该量的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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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为Φv,Φ,单位为lm。
对于明视觉,有

Φv=Km∫
∞

0

dΦe(λ)
dλ V(λ)dλ

式中:dΦe(λ)/dλ———辐射通量的光谱分布;

V(λ)———光谱光视效率。
对于暗视觉,应将上式中Km 和V(λ)分别换成K'm和V'(λ)。
Km 和K'm的值参阅3.24。

3.8 总光通量 (geometry) totalluminousflux
光源向整个空间发出的光通量的总和。

3.9 光量 quantityoflight
在指定时程Δt内,光通量Φv 的时间积分,即

Qv=∫Δt
Φvdt

该量的符号为Qv,Q,单位为lm·s。其他的单位还有lm·h。

3.10 发光强度 luminousintensity
光源在指定方向上的发光强度是该光源在包含指定方向的立体角元dΩ 内传输的光

通量dΦv 除以该立体角元之商,即

Iv=
dΦv

dΩ
该量的符号为Iv,I,单位为cd。

3.11 [光]亮度 luminance
由公式L=dΦv/(dA·cosθ·dΩ)定义的量。式中,dΦv 是由通过实际或假想面上

指定点的光束元在包含指定方向的立体角元dΩ 内传播的光通量;dA 是包含指定点的

光束截面积;θ是该截面法线与光束方向间的夹角。
该量的符号为Lv,L,单位为cd/m2=lm·m-2·sr-1。

3.12 [光]照度 illuminance
表面上一点处的光照度是入射在包含该点的面元上的光通量dΦv 除以该面元面积

dA 之商,即

Ev=
dΦv

dA
该量的符号为Ev,E,单位为lx,lx=lm·m-2。
若将表示式Lv·cosθ·dΩ 对指定点所见的半球空间进行积分,则得到光照度的等

效定义为

Ev=∫
2πsr

Lv·cosθ·dΩ

式中:Lv———从不同方向入射的、立体角为dΩ 的光束元对着指定点的光亮度;

θ———这些光束元与指定点所在表面法线间的夹角。

3.13 [光]出射度 luminousexi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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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一点处的光出射度是离开包含该点面元的光通量dΦv 除以该面元面积dA 之

商,即

Mv=
dΦv

dA
若将表示式Lv·cosθ·dΩ 对指定点所见的半球空间进行积分,则得到光出射度的

等效定义为

Mv=∫
2πsr

Lv·cosθ·dΩ

式中:Lv———定点上立体角为dΩ 的不同方向光束元的光亮度;

θ———这些光束元与该点所在表面法线间的夹角。
该量的符号为 Mv,M,单位为lm·m-2。

3.14 曝光量 luminousexposure
表面上一点处的曝光量是在指定的时程内,入射在包含该点的面元上的光量dQv

除以该面元面积dA 之商,即

Hv=
dQv

dA
该量的符号为 Hv,单位为lx·s,lx·s=lm·s·m-2。
若在指定的时程Δt内,将入射在指定点处的光照度Ev 对时间积分,则得到曝光

量的等效定义为

Hv=∫
Δt

Evdt

3.15 点耀度 pointbrilliance
在人眼感觉不出光源的表观直径的距离上,直接目视观测光源时所涉及的光度量。

点耀度是以观察者眼睛所处平面 (垂直于光源方向)上产生的光照度来度量的。
点耀度的符号为Ev,E,单位为lx。

3.16 等效光亮度 equivalentluminance
为一比较场的光亮度,其辐射的相对光谱功率分布与处于铂凝固温度的普朗克辐射

体相同,它的频率为540×1012Hz的单色辐射与所考虑的视场在特定的光度测量条件

下有相同的视亮度。比较场须有特定的形状和大小,但是可以不同于所考虑的场。
等效光亮度的符号为Leq,单位为cd·m-2。
注:

1 频率为540×1012Hz的辐射在标准空气中的波长为555.016nm。

2 如果在相同测量条件下比较视场的等效光亮度是已知的,它的相对光谱分布可以不同于铂凝

固点温度 (T=2042K)的普朗克辐射体。

3.17 (天体的)视星等 apparentmagnitude(ofanastronomicalobject)
与星体发光外貌有一定关联的量。该量由公式:m=m0-2.5lg (E/E0)定义。

式中,E 是所考察星体的点耀度;m0 和E0 是以某些标准星的星等为依据的常数。
视星等的符号为m,单位为1。

3.18 坎德拉 cande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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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光强度的SI单位。坎德拉是发出频率为540×1012Hz辐射的光源在指定方向的

发光强度,光源在该方向的辐射强度为 (1/683)W/sr(1979年第16届国际计量大会决

议),它的符号为cd。cd=lm/sr。

3.19 流明 lumen
光通量的SI单位。发光强度为1cd的均匀点光源在单位立体角 (球面度)内发出

的光通量。其等效定义是频率为540×10-12Hz、辐射通量为 (1/683)W 的单色辐射

束的光通量。其符号为lm。

3.20 坎德拉每平方米 candelapersquaremeter
光亮度的SI单位。其符号为cd·m-2。

3.21 勒克斯 lux
光照度的SI单位。1lm的光通量均匀分布在1m2 的表面上所产生的光照度。它的

符号为lx。lx=lm·m-2。

3.22 流明每平方米 lumenpersquaremetre
光出射度的SI单位,也可用作光照度的单位。它的符号为lm·m-2。

3.23 勒克斯秒 luxsecond
曝光量的SI单位,符号为lx·s。

3.24 辐射的光 [视]效能 luminousefficacyofradiation;辐射的最大光谱光 [视]
效能maximumvalueofspectralluminousefficacyofradiation

光通量Φv 除以相应的辐射通量Φe之商,即

K=
Φv

Φe

该量的符号为K,单位为lm·W-1。
对于单色辐射,明视觉条件下K(λ)的最大值用Km 表示:

Km=683lm·W-1 (λm=555nm)
在暗视觉条件下:

K'm=1700lm·W-1 (λ'm=507nm)
对于其他波长则有:

K(λ)=KmV(λ)和K'(λ)=K'mV'(λ)

3.25 辐射的光 [视]效率 luminousefficiencyofradiation
按照V(λ)加权的辐射通量与其相应的辐射通量之比,即

V=
∫

∞

0
Φe,λ(λ)V(λ)dλ

∫
∞

0
Φe,λ(λ)dλ

=
K
Km

该量的符号为V,单位为1。
明视觉的光谱光视效率

V(λ)=
K(λ)
Km

暗视觉的光谱光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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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λ)=
K'(λ)
K'm

3.26 光源的发光效能 luminousefficacyofasource
光源发出的光通量除以所消耗功率之商。简称光源的光效。
该量的符号为ηv,单位为lm·W-1。
注:应说明所消耗功率是否含辅助设备消耗的功率。

3.27 光度学,光度测量 photometry
按约定的光谱光视效率函数V(λ)或V'(λ)评价辐射量的有关知识和测量技术。

3.28 光度基准 (原级光度标准) primaryphotometricstandard
复现光度基本单位———坎德拉的量值的装置。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国际上采用

铂凝固点黑体作光度基准。坎德拉新定义通过后,则以辐射的绝对测量为基础建立光度

基准。

3.29 总光通量基准 primarystandardoftotalluminousflux
复现总光通量单位量值的装置。主要由发光强度副基准和分布光度计组成。

3.30 [光]照度基准 primarystandardofilluminance
复现光照度单位量值的装置。

3.31 [光]亮度基准 primarystandardofluminance
复现光亮度单位量值的装置。主要由光强副基准灯组、标准漫反射白板和测光导轨

组成。

3.32 曝光量基准 primarystandardofluminousexposure
复现曝光量单位量值的装置。

3.33 光度副基准 secondaryphotometricstandard
参照光度量的基准校正的光源或光度计。按光度量分,有发光强度副基准、光照度

副基准、光亮度副基准和总光通量副基准。主要用于保持由基准复现的光度单位的

量值。

3.34 光度工作基准 workingphotometricstandard
参照光度副基准校正的光源或光度计。相应的有发光强度工作基准、光照度工作基

准、光亮度工作基准和总光通量工作基准。工作基准主要用于日常检定和校准工作。

3.35 发光强度标准灯 standardlampforluminousintensity
用于保存和传递发光强度单位量值的特种白炽电灯。其发光体布置成平面、玻壳的

形状和附加光阑力求避免或减少杂散光,使之在较宽的距离范围满足距离平方反比法则

的要求。

3.36 总光通量标准灯 standardlampfortotalluminousflux
用于保存和传递总光通量单位量值的特种电光源。有白炽灯和气体放电灯两大类,

它们各自又有若干品种和规格,使之在发光空间分布和光谱组成等方面尽量与被测灯

接近。

3.37 比较灯 comparisonlamp
发光稳定,但不必知道其发光强度、光通量或光亮度值的光源,用以相继比较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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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和待测灯。

3.38 标准照度计 standardilluminancemetre
用于保存和传递光照度单位量值的、性能稳定、V(λ)失配因数小且符合相关规范

要求的光照度计。

3.39 测光导轨,光度测量装置 photometricbench
简称光轨,又叫光度测量装置。由直线导轨,测距标尺,滑车,光度计台,灯架和

光阑等组成。主要用于按照距离平方反比法则测量发光强度和校准光度计。

3.40 目视光度测量 visualphotometry
用人眼对两个光刺激作定量比较的光度测量。

3.41 物理光度测量 physicalphotometry
使用经过V(λ)修正的物理探测器代替人眼进行的光度测量。

3.42 光度计 photometer
测量光度量的仪器的总称。

3.43 目视光度计 visualphotometer
在目视光度测量中使用的光度计。

3.44 等视亮度光度计 equalityofbrightnessphotometer
同时观测比较视场的两部分,且调节两部分视亮度使之相等的目视光度计。

3.45 等对比光度计 equalityofcontrastphotometer
同时观测比较视场的两部分,且调节两部分对比度相等的目视光度计。

3.46 闪烁光度计 flikerphotometer
目视光度计的一种。人眼所观测的单一视场由待比较的两光源交替照明,或观测到

交替照亮的两相邻视场,适当选择交替频率使之高于色融合频率而低于视亮度融合

频率。

3.47 物理光度计 physicalphotometer
物理光度测量所使用的光度计。

3.48 光谱失配修正因数 (对于光度计) spectralmismatchcorrectionfactor
当光度计所测光源的相对光谱功率分布与校准光度计时所用光源不相同时,用于与

物理光度计的读数相乘的因数,以修正由于光度计的相对光谱响应度与标准光度观察者

的光谱光视效率函数不一致所产生的误差。其符号为F*。
注:

1 多数光度计模拟V(λ)函数,并且使用相应于CIE标准照明A的光源校准。对这类光度计,
修正因数可用下式计算:

F* =∫P(λ)V(λ)dλ·∫PA(λ)Srel(λ)dλ

∫P(λ)Srel(λ)dλ·∫PA(λ)V(λ)dλ

式中:Srel(λ)———光度计的相对光谱响应度;

P(λ)和PA(λ)———分别为被测光源和CIE标准照明A的相对光谱功率分布。

2 这个修正因数过去曾叫做 “色修正因数”。

3.49 [光]照度计 illuminancem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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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光照度的仪器。

3.50 [光]亮度计 luminancemeter
测量光亮度的仪器。

3.51 变角光度计 goniophotometer
测量光源、照明器、介质或表面的光的空间分布特性的光度计。
注:在我国将测量光源和照明器的光的空间分布的仪器称为分布光度计。

3.52 积分球 integratingsphere
作为辐射计、光度计或光谱光度计的部件使用的中空球,其内表面覆以在使用光谱

区几乎没有光谱选择性的漫反射材料。

3.53 球形光度计 integrating (sphere)photometer
配有积分球的光度计,主要用于相对法 (比较法)测量光源的总光通量。

3.54 感光仪 sensitometer
在待测胶片上产生一系列准确已知的曝光量,且能完成重复曝光条件的仪器。主要

由光源、快门和调制器三部分组成。

3.55 曝光表 exposuremeter
通过测量被摄体的反射亮度,并结合胶片的感光度,确定照相机镜头孔径和快门速

度以获得正确曝光的仪器。

3.56 摄影昼光 photographicdaylight
具有相关色温近似为5500K的照明体。

4 光谱光度

4.1 光谱光度 spectrophotometry
在确定的几何条件下,对材料的反射、吸收和透射等量随波长分布的测量。

4.2 漫射,散射 diffusion,scattering
辐射束在不改变其单色成分的频率时,被表面或介质分散在许多方向的空间分布

过程。

4.3 规则反射,镜反射 regularreflection,specularreflection
在无漫射的情形下,按照几何光学的定律进行的反射。

4.4 规则透射,直接透射 regulartransmission,directtransmission
在无漫射的情形下,按照几何光学的定律进行的透射。

4.5 漫反射 diffusereflection
在宏观尺度上不存在规则反射时,由反射造成的弥散过程。

4.6 漫透射 diffusetransmission
在宏观尺度上不存在规则透射时,由透射造成的弥散。

4.7 混合反射 mixedreflection
规则反射和漫反射兼有的反射。

4.8 混合透射 mixedtransmission
规则透射和漫透射兼有的透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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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各向同性漫反射 isotropicdiffusereflection
被反射的辐射在反射半球的各个方向上产生相同的辐亮度或光亮度的漫反射。

4.10 各向同性漫透射 isotropicdiffusetransmission
透过的辐射在透射半球的各个方向上产生相同的辐亮度或光亮度的漫透射。

4.11 漫射体 diffuser
主要靠漫射现象改变辐射的空间分布的器件。如果漫射体所反射或透射的全部辐射

是漫射的,则可说该漫射体是全漫射体,它与反射或透射是否各向同性无关。

4.12 理想漫反射体 perfectreflectingdiffuser
反射比等于1的完美的各向同性漫射体。

4.13 理想漫透射体 perfecttransmissiondiffuser
透射比等于1的完美的各向同性漫射体。

4.14 朗伯 (余弦)定律 Lambert’s(cosine)law
一个面元的辐亮度或光亮度在其表面上半球的所有方向相等时,则有

I(θ)=Incosθ
式中:I(θ)和In———分别表示面元在θ角 (与表面法线夹角)方向及其法线方向的辐

射强度或光强度。

4.15 朗伯面 Lambertiansurface
一种理想的表面,该表面的辐射空间分布符合朗伯定律。
对于朗伯面有 M=πL,这里的 M 是辐射出射度或光出射度;L 是辐亮度或光

亮度。

4.16 反射比 reflectance
在入射辐射的光谱组成、偏振状态和几何分布指定条件下,反射的辐通量或光通量

与入射通量之比。它的符号为ρ,单位为1。

4.17 透射比 transmittance
在入射辐射的光谱组成、偏振状态和几何分布指定条件下,透射的辐通量或光通量

与入射通量之比。它的符号为τ,单位为1。

4.18 规则反射比 regularreflectance
(总)反射通量中的规则反射成分与入射通量之比。它的符号为ρr,单位为1。

4.19 规则透射比 regulartransmittance
(总)透射通量中的规则透射成分与入射通量之比。它的符号为τr,单位为1。

4.20 漫反射比 diffusereflectance
(总)反射通量中的漫反射成分与入射通量之比。它的符号为ρd,单位为1。

ρr和ρd 之值取决于所用仪器和测量技术,且有

ρ=ρr+ρd
4.21 漫透射比 diffusetransmittance

(总)透射通量中的漫透射成分与入射通量之比。它的符号为τd,单位为1。τr 和

τd 之值取决于所用仪器和测量技术,且有

τ=τr+τ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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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反射因数 reflectancefactor
在入射辐射的光谱组成、偏振状态和几何分布指定条件下,待测反射体在指定的圆

锥所限定的方向反射的辐通量 (或光通量)与完全相同照射 (或照明)条件下理想漫反

射体在同一方向反射的通量之比。它的符号为R,单位为1。
注:被一个小立体角的射束照射 (或照明)的镜面反射体,如果给定的圆锥包含了源的镜反射

像,则反射因数可能远远大于1。

如果圆锥的立体角接近2πsr,则反射因数接近相同照明条件下的反射比;如果圆锥立体角接近

于零,则反射因数接近于相同照明条件下的辐亮度 (或光亮度)因数。

4.23 反射 (光学)密度 reflectance(optical)density
反射比的倒数取10为底的对数,即

Dρ=-lgρ
它的符号为Dρ,单位为1。

4.24 透射 (光学)密度 transmittance(opticai)density
透射比的倒数取10为底的对数,即

Dτ=-lgτ
它的符号为Dτ,单位为1。

4.25 反射因数 (光学)密度 reflectancefactor(opticai)density
反射因数的倒数取10为底的对数,即

DR=-lgR
它的符号为DR,单位为1。

4.26 辐亮度因数 radiancefactor
非自发辐射的介质面元在指定方向上的辐亮度与相同照射条件下理想漫反射 (或漫

透射)体的辐亮度之比。它的符号为βe或β,单位为1。
遇到光致发光介质时,该辐亮度因数是反射辐亮度因数βS 和发光辐亮度因数βL 这

两部分之和,即

β=βS+βL

4.27 光亮度因数 luminancefactor
非自发辐射的介质面元在指定方向上的光亮度与相同照明条件下理想漫反射 (或漫

透射)体的光亮度之比。它的符号为βv,单位为1。
遇到光致发光介质时,该光亮度因数是反射光亮度因数βS 和发光光亮度因数βL 这

两部分之和,即

βv=βS+βL

4.28 辐亮度系数 radiancecoefficient
介质面元在指定方向上的辐亮度除以该介质上的辐照度之商。它的符号为qe,单

位为sr-1。
在美国使用的双向反射分布函数 (BRDF)的概念与这个术语相近似。

4.29 光亮度系数 luminancecoefficient
介质面元在指定方向的光亮度除以同一介质上的光照度之商。它的符号为qv,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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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为sr-1。

4.30 反射计测值 reflectometervalue
由特定反射计测得的值,它的符号为R'。
应该说明所用反射计的技术规格。因为反射计的测值R'与其几何特性、施照体、

探测器的光谱响应度 (若装有滤光器还应考虑它的影响)和所用参考标准有关。

4.31 光泽 gloss
表面的外观模式,由于表面具有方向选择性,感觉到物体的反射亮光好像重叠在该

表面上。

4.32 浊度 turbidity
在与入射光束方向成80°的光锥内,向前散射的光通量与接近垂直入射的原光束的

光通量之比,符号为t。
注:因为原光束必须挡住,所以在进行散射光测量时不用整个光锥,而只用80°和12°角两同轴

光锥间的区域。

4.33 朦胧度,雾度 haze
试样的漫透射比τd 与其总透射 (规则+漫射)比τt之比,再乘以100。其符号为

Hd,单位为1。

4.34 吸收比 absorptance
在规定条件下,吸收的辐通量或光通量与入射通量之比。它的符号为α,单位为1。

4.35 光谱线性衰减系数 spectrallinearattenuationcoefficient
由于吸收和漫射的缘故,准直辐射束在沿长度元dl方向传输时,它的辐通量的光

谱集度Φe,λ,在所考虑点的相对减少量除以长度dl之商,即

μ(λ)=
1

Φe,λ
×
dΦe,λ

dl
它的符号为μ(λ),单位为m-1。

4.36 光谱线性吸收系数 spectrallinearabsorptioncoefficient
由于吸收的缘故,准直辐射束在沿长度元dl方向传输时,它的辐通量的光谱集度

Φe,λ在所考虑点的相对减少量除以长度dl之商,即

α(λ)=
1

Φe,λ
×
dΦe,λ

dl
它的符号为α(λ),单位为m-1。

4.37 光谱质量衰减系数 spectralmassattenuationcoefficient
光谱线性 衰 减 系 数μ(λ)除 以 介 质 的 质 量 密 度ρ 之 商。符 号 为μa。单 位 为

m2·kg-1。

4.38 光谱光学厚度;光谱光学深度 spectralopticalthickness;spectralopticaldrpth
对于长度指定的介质,光谱光学厚度是一个在大气物理学和物理海洋学中使用的

量:对于沿着指定长度方向传播的波长为λ的单色准直辐射束,在其通过均匀或非均匀

漫射介质的路程上,从点x1 到点x2 时,介质在点x1 到点x2 之间的光谱光学厚度被

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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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λ)=∫
x2

x1
μ(x,λ)dx

式中:μ(x,λ)———在d(x)处的光谱线性衰减系数。
其符号为δ(λ),单位为1。
辐射束在点x1 的光谱辐通量 Φe,λ(x1,λ)按下列公式减少至点x2 的值 Φe,λ

(x2,λ):

Φe,λ(x2,λ)=Φe,λ(x1,λ)e-δ(λ)

于是

δ(λ)=-ln
Φe,λ(x2,λ)
Φe,λ(x1,λ)

对于均匀的非漫射层来说,δ(λ)就是内氏光谱内透射密度。

4.39 光谱内透射比 spectralinternaltransmittance
到达均匀非漫射薄层的内出射面的光谱辐通量与穿越入射面进入薄层的光谱辐通量

之比。
对于指定薄层的光谱内透射比,依赖于薄层内的辐射程,尤其是入射角。它的符号

为τi(λ),单位为1。

4.40 光谱内吸收比 spectralinternalabsorptance
到达均匀非漫射薄层的内入射面和内出射面之间被吸收的光谱辐通量与穿过入射面

进入薄层的光谱辐通量之比。它的符号为αi(λ),单位为1。

4.41 光谱吸收度,光谱内透射密度 spectralabsorbance,spectralinternaltransmit-
tancedensity

光谱内透射比的倒数取10为底的对数,即

Ai(λ)=-lgτi(λ)
它的符号为Ai(λ),单位为1。

4.42 反射率 reflectivity
材料层的厚度达到其反射比不随厚度的增加而变化时的反射比。它的符号为ρ∞,

单位为1。

4.43 光谱透射率 spectraltransmissivity
在不受材料界面影响条件下,辐射程为一个单位长度时,材料层的光谱内透射比,

它的符号为τi,o(λ),单位为1。
必须规定这个单位长度,如果使用新的单位长度比原来长度大k 倍,则τi,o(λ)的

值将变为τ'i,o(λ)=[τi,o(λ)]k

4.44 光谱吸收率 spectralabsorptivity
在不受材料界面影响条件下,辐射程为一个单位长度时,材料层的光谱内吸收比,

它的符号为αi,o(λ),单位为1。
必须规定这个单位长度,如果使用新的单位长度比原来长度大k 倍,则αi,o(λ)=

1-τi,o(λ)的值将变为α'i,o(λ)=1-[τi,o(λ)]k。

4.45 漫射因数 diffusion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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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所考虑的漫射表面被垂直照明时,在与法线成20°和70°角测得的光亮度平均值

与5°角测得的光亮度值之比,即

σ=
L(20°)+L(70°)

2L(5°)
它的符号为σ。
漫射因数用以表示漫射通量的空间分布。对于每个各向同性的漫射体来说,无论其

为漫反射比还是漫透射比,σ都等于1。
定义漫射因数的这种方法,只适用于其漫射指示线与普通乳白玻璃无明显差别的

材料。

4.46 漫射指示线 indicatrixofdiffusion
用极坐标平面图描述漫反射或漫透射介质面元的 (相对)辐射 (光)强度或辐射

(光)亮度在空间的角分布。对于窄束入射辐射来说,用笛卡儿坐标表示漫射指示线是

方便的,如果角分布具有旋转对称性,则用其子午截面的指示线。

4.47 逆反射 retroreflection
反射光线沿靠近入射光的反方向返回的反射。当入射光的方向在较大范围内变化

时,仍能保持这种性质。

4.48 逆反射元 retrorefleetiveelement
逆反射表面或器件的最小光学单元,它通过折射或反射或二者同时产生逆反射

现象。

4.49 逆反射器 retroreflector
显示逆反射的表面或器件。

4.50 逆反射材料 retroreflectivematerial
具有微小逆反射元的连续薄层材料。该逆反射元处在或者非常接近其曝露面上。

4.51 观测角 observationangle
逆反射的观测方向与入射光线的夹角,它的符号为α。

4.52 投射角 entranceangle
逆反射体相对于入射光线方向的夹角,它的符号为β。对于平面型反射体,投射角

一般与入射角相一致。

4.53 逆反射比 retroreflectance
在入射和反射条件限制在很狭窄的范围内,反射辐 (光)通量和入射通量之比。

4.54 光强度系数 coefficientofluminousintensity
逆反射在观测方向的光强度I 除以投向逆反射体且落在垂直于入射光方向的平面

内的光照度E⊥之商,即

R=
I
E⊥

其符号为R,单位为cd·lx-1。

4.55 逆反射系数 coefficientofretroreflection
逆反射面的逆反射光强度系数除以它的被照面积A 之商,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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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R
A=

I
AE⊥

其符号为R',单位为cd·lx-1·m-2。

4.56 逆反射光亮度系数 coefficientofretroreflectedluminance
逆反射面在观测方向的光亮度L,除以投向逆反射体在垂直于入射光方向的平面内

的光照度E⊥之商,即

RL=
I
E⊥

  它的符号为RL,单位为sr-1。

4.57 液晶显示器 liquidcrystaldisplay
由其反射比或透射比随所加电场而改变的液态晶体制成的显示器。

4.58 折射率 refractiveindex
电磁波在真空中的速度与其单色辐射在介质中的相速度之比。其符号为n(λ),单

位为1。对于各向同性介质,该折射率等于入射角θ1 的正弦与光线穿过真空与介质界

面的折射角θ2 的正弦之比,即

n(λ)=sinθ1/sinθ2
4.59 (强 吸 收 材 料 的)光 谱 吸 收 指 数  spectralabsorptionindex (ofaheavity
absorbingmaterial)

由下列公式定义的量:

κ(λ)=
λ
4πα
(λ)

式中:α(λ)———光谱吸收系数。
它的符号为κ(λ),单位为1。

4.60 复折射率 complexrefractiveindex
由下列公式定义的量:

n*(λ)=n(λ)-iκ(λ)
式中:κ(λ)———光谱吸收指数;

i= -1。
它的符号为n*(λ),单位为1。

4.61 滤光器 opticalfilter
改变辐射 (光)通量、相对光谱分布或二者同时被改变的规则透射器件。
选择性滤光器和非选择性 (或称中性,或中性灰)滤光器之间的区别在于,它们是

否改变辐射的相对光谱分布。使辐射的色品明显变化的选择性滤光器叫做滤色器;有一

种滤光器虽然改变了辐射的光谱成分,但由于同色异谱的原因,透过的辐射与入射辐射

的色品几乎相同,也可以称它为灰滤色器。

4.62 中性楔 neutralwedge
透射比沿着楔表面的直线或曲线路径连续变化的非选择性滤光器。

4.63 中性阶梯楔 neutralstepw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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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射比沿楔表面的直线路径或曲线路径呈阶梯式变化的非选择性滤光器。

4.64 透明介质 transparentmedium
在所关心的光谱区,介质主要表现为规则透射,而且通常具有较高的规则透射比。
如果物体的几何形状合适,则通过可见区透明的介质即可看清它。

4.65 半透明介质,模糊介质 translucentmedium
以漫射的形式透过可见辐射的介质,因此,透过这种介质看不清任何物体。

4.66 非透明介质 opaquemedium
在所关心的光谱区,不透或几乎不透辐射的介质。

4.67 光谱光度计,分光光度计 spectrophotometer
在相同波长上,测量同一辐射量的两个值之比的仪器。

4.68 反射计 reflectometer
有关反射量的测量仪器。

4.69 密度计 densitometer
测量反射或透射光学密度的仪器。

4.70 光泽度计 glossmeter
测量光泽表面的光度性质的仪器。

4.71 浊度计 turbidimeter
测量浊度的仪器。

4.72 朦胧度计,雾度计 hazemeter
测量朦胧度的仪器。在特定条件下用积分球做测量。

4.73 紫外透射分析仪 UVtransmittanceanalyzer
通过光谱透射比的测量数据,自动地给出织品或护肤品防护日光的能力。

4.74 多色仪 polychromator
同时产生多条窄带光谱通道的光学器件。

4.75 傅立叶变换光谱仪 Fouriertransformspectrometer
基于双光束干涉原理,经频率调制产生干涉图、再经傅立叶变换解调后,才获得光

谱信息的第三代光谱仪,简写为FTS。

4.76 变角反射计 gonio-reflectometer
测量表面的反射辐射或光方向分布特性的仪器,称为变角反射计,而测量介质的则

称为变角透射计。

4.77 光谱反射比基准 primarystandardofspectralreflectance
复现0/d几何条件下光谱反射比单位的装置。可以采用双球法、半球辐照法等不同

方法。

4.78 光谱反射因数基准 primarystandardofspectralreflectancefactor
复现0/45几何条件下光谱反射因数单位的装置。基本装置是变角反射计。

4.79 标准白板 standardofwhitetitle
反射比高、光谱选择性小的近似各向同性漫反射体。

4.80 光谱规则透射比基准 primarystandardofspectralregulartransmittance
62

JJF1032—2005



复现光谱规则透射比单位的装置,其主要计量学性能是可独立检验的。

4.81 标准玻璃滤光器 spectrophotometricstandardofglassfilters
透射比不同的中灰玻璃滤光器组,用以校准分光光度计的光度标;具有强吸收峰的

玻璃滤光器,用以校准分光光度计的波长标。

4.82 光谱乘积 spectralproduction
也称为仪器的光谱乘积。它是入射通量的光谱分布S 与探测器的光谱响应度s在每

一波长上的乘积。其符号为Π,即Π=S·s。

4.83 杂散光 straylight
不遵循仪器设计的光路到达探测器的通量。细分为同色和异色两种杂散光。又称杂

散辐射。

4.84 孔径通量 apertureflux
在移去试样但不干扰系统其他部分时,在有用光谱区从采样孔某些方向出来的

通量。
它的符号为Φφ。

4.85 透射因数 transmittancefactor
透过试样的通量与孔径通量之比。即

T=
Φτ

Φφ

它的符号为T,单位为1。

4.86 透射因数密度 transmittancefactordensity
透射因数的倒数取10为底的对数,由下列公式表示:

DT=-lgT
它的符号为DT,单位为1。
注:在感光测定中,这个量称为透射密度。

4.87 视觉密度 visualdensity
用光谱响应度与CIEV(λ)相符合的探测器测得的透射和反射密度。

4.88 透射印片密度 printingtransmissiondensity
当无光谱选择性的薄膜与待测胶片在印相材料上产生的响应相同时,该薄膜的

密度。

4.89 彩色积分密度 colorintegratingdensity
由具有确定光谱加权函数的测试系统测得的透射或反射密度。M 状态、A状态和

T状态密度是常用的彩色积分密度。

4.90 投影密度 projectiondensity
在入射通量与透射辐通量的角分布范围相等的条件下测量的一种密度。
其特点是:(1)入射与透射半角小于90°;(2)它与放大机和放映机的几何条件相

适应。

4.91 显微透射比 microtransmittance
在胶片微小面积上的透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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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2 显微密度 microdensity
显微透射比的倒数,取10为底的对数。

4.93 标准密度片 photographicstepdensitytablet
具有一系列不同密度值的计量标准器。由摄影胶片制成的标准器,用以检定黑白和

彩色透射密度计;由照相纸制成的标准器,用以检定黑白和彩色反射密度计。

4.94 漫透射视觉密度基准 primarystandardfordiffusetransmissionvisualdensity
一种复现漫透射视觉密度单位的装置。

4.95 漫透射彩色积分密度基准 primarystandardfordiffusetransmissioncolorin-
tegratingdensity

复现漫透射彩色积分密度单位的装置。

5 色度

5.1 色度,色度学 colorimetry
建立在一组协议上的有关颜色的测量技术。在我国,将关于颜色定量描述与测量的

科学知识称为色度学。

5.2 目视色度测量 visualcolorimetry
在色刺激之间用眼睛做定量比较的色度测量。

5.3 物理色度测量 physicalcolorimetry
用物理探测器代替人眼对色刺激进行的色度测量。

5.4 颜色;色 colour;color(美语)

a)感知意义:包括彩色和无彩色及其任意组合的视知觉属性。该属性可以用诸如

黄、橙、棕、红、粉红、绿、蓝、紫等区分彩色的名词来描述,或用诸如白、灰、黑等

说明无彩色的名词来描述,还可用明或亮和暗等词来修饰,也可以用上述各种词的组合

词来描述。
注:

1 感知色与色刺激的光谱分布、大小、形状、结构、色刺激区域周围、观察者视觉系统的适应

状态以及观察者先前观察类似场景的经历有关。

2 5.5至5.12给出呈现不同色貌的感知色术语,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某些感知特性、几何特

性、空间和时间关系等。

b)心理物理意义:用例如三刺激值定义的可计算值对色刺激所做的定量描述。

5.5 (感知的)彩色 chromatic(perceived)eolour
a)感知意义:彩色是指所感知的颜色具有色调,因而常用形容词 “有色的”来

描述。

b)心理物理意义:参阅词条5.46彩色刺激。

5.6 (感知的)无彩色 achromatic(perceived)colour
a)感知意义:无彩色是指所感知的颜色没有色调,因而常用白、灰和黑来描述,

或对于透明物体用消色和中性来描述。

b)心理物理意义:参阅词条5.47无彩色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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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物体色 object-colour
被感知为某一物体所具有的颜色。

5.8 表面色 surfacecolour
被感知为某一漫反射或发射光的表面所具有的颜色。

5.9 (感知的)发光色 luminous(perceived)colour
被感知为某一发光区域 (如光源)或镜面反射光的区域所具有的颜色。

5.10 (感知的)非发光色 non-luminous(perceived)colour
被感知为某一透射或漫反射区域所具有的颜色。

5.11 (感知的)相关色 related (perceived)colour
被感知为某一与其他颜色相关的区域所具有的颜色。

5.12 (感知的)非相关色 unrelated (perceived)colour
被感知为某一与其他颜色隔离的区域所具有的颜色。

5.13 色调 hue
根据所观察区域呈现的感知色与红、绿、黄、蓝的一种或两种组合的相似程度来判

定的视觉属性。

5.14 视彩度 chromaticness;colourfulness
根据所观察区域感知色呈现的色彩多寡来判定的视觉属性。
注:对于色品一定的色刺激和在相关色情况下光亮度因数一定的色刺激,除非视亮度很高,视

彩度通常随亮度增大而增大。以前,视彩度表示色调和饱和度的组合感觉,即与色品的感知有关。

5.15 饱和度 saturation
按视亮度比例来判定的所观察区域的视彩度。
注:在给定的观察条件下,除非视亮度很高,色品一定的色刺激在产生明视觉的光亮度范围内

呈现大体不变的饱和度。

5.16 彩度 chroma
依据与所观察区域有相似照明的表观为白色或高透射区域的视亮度比例来判定的视

彩度。
注:在给定的观察条件下,除非视亮度很高,来自亮度因素确定的表面且色品确定的相关色刺

激,在产生明视觉的光亮度范围内呈现大体不变的彩度;在同样环境和给定照度下,若亮度因素增

加,彩度通常也增大。

5.17 (相关色的)明度 lightness(ofarelatedcolour)
依据与所观察区域有相似照明的表观为白色或高透射区域的视亮度比例来判定的视

亮度。
注:只有相关色才呈现明度。

5.18 白度 whiteness
对高 (光)反射比和低色纯度的漫射表面色特性的度量。其符号为 W。

5.19 阿布尼现象 Abneyphenomenon
保持主波长和亮度不变时,由色刺激纯度增加引起的色调变化。

5.20 贝措尔德-布吕克现象 Bezold-Brückephenomenon
保持色品不变时,色刺激亮度变化 (在明视觉范围内)引起的色调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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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对于某些单色刺激,色调在一个宽亮度范围内保持不变 (在一给定的适应条件)。有时把该

刺激波长称为不变波长。

5.21 亥姆霍兹-柯尔劳什现象 Helmholtz-Kohlrauschphenomenon
在明视觉范围内保持光亮度不变时,由色刺激纯度增加引起的感知色视亮度变化。
注:就相关色而言,当色刺激的亮度因数保持不变时,纯度增大,明度也可能发生变化。

5.22 (第一类)司蒂尔斯-克劳福德效应;方向效应 Stiles-Crawfordeffect(ofthe
firstkind);directionaleffect

光刺激视亮度随光束入射瞳孔位置偏离的增加而降低。
注:如果所引起的变化是色调和饱和度,而不是视亮度,该效应称为第二类司蒂尔斯-克劳福德

效应。

5.23 普金吉现象 Purkinjephenomenon
当所观察色刺激的相对光谱分布不变,而亮度从明视觉降低到中间视觉或降低到暗

视觉时,长波光占优势的色刺激视亮度会以同样的比例相对于短波为主的色刺激视亮度

降低。
注:从明视觉到中间视觉到暗视觉,光谱光 (视)效率发生变化,最大效率的波长向短波方向

位移。

5.24 适应 adaptation
视觉系统的状态由于先前或当前受到的刺激而引起的调节过程,该刺激可能有不同

的亮度、光谱分布和视张角。
注:

1 当刺激亮度至少有几个坎德拉每平方米时,称为明适应;当刺激亮度小于几百分之一坎德拉

每平方米时,称为暗适应。

2 适应的定义也包括对特定的空间频率、方位、大小等的适应。

5.25 色适应 chromaticadaptation
主要由于刺激的相对光谱分布不同而引起的适应。

5.26 视觉敏锐度;视觉分辨力 visualacuity;visualresolution
a)定性的:清晰观看分离角很小的细节的能力。

b)定量的:某些空间辨别的计量单位,例如,观察者刚可感知分离的两相邻物体

(点或线或其他特定刺激)以弧分为单位的角分离值的倒数。

5.27 亮度阈 luminancethreshold
可感知的刺激最低亮度。
注:其值与视场大小、刺激周围、适应状态及其他观察条件有关。

5.28 亮度差阈 luminancedifferencethreshold (ΔL)
可感知的最小亮度差。
注:ΔL 值与亮度和包括适应状态在内的观察条件有关。

5.29 对比 contrast
a)感知意义:同时或相继观看的视场两部分或更多部分表观差异的评定 (因而有

视亮度对比、明度对比、色对比、同时对比、相继对比等)。

b)物理意义:与感知的视亮度对比相关的量,通常由一个包括有关刺激亮度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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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来定义。例如:在亮度阈附近,用ΔL/L;高亮度则用L1/L2。式中L 是视场两部

分亮度L1 和L2 的平均亮度,ΔL 是亮度差阈。

5.30 对比灵敏度Sc contrastsensitivitySc

可感知的 (物理的)最小对比的倒数,通常表示为L/ΔL,式中L 是平均亮度,

ΔL 是亮度差阈。
注:Sc 值与亮度和包括适应状态在内的观察条件有关。

5.31 闪烁 flicker
由亮度或光谱分布随时间波动的光刺激引起的不稳定视觉。

5.32 融合频率;临界融合频率 fusionfrequency;criticalflickerfrequency
对于给定的一组条件,超过该频率就不能感知闪烁刺激的交替频率。

5.33 塔尔波特定律 Talbot’slaw
如果视网膜某点受到超过融合频率且振幅周期变化的光刺激作用,则所引起的视觉

等同于一个稳定光刺激所产生的视觉,该稳定光刺激的振幅等于变化的光刺激在一个周

期内的平均振幅。

5.34 显色性 colourrendering
施照体对物体色貌的影响,该影响是由于观察者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它与参比施照

体下的色貌相比较而产生的。

5.35 显色指数R colourrenderingindexR
在具有合理允差的色适应状态下,被待测施照体照明的物体的心理物理色与用参比

施照体照明同一物体的心理物理色符合程度的度量。

5.36 CIE1974特殊显色指数Ri CIE1974specialcolourrenderingindexRi

在具有合理允差的色适应状态下,被待测施照体照明的CIE试验色样的心理物理

色与用参比施照体照明同一色样的心理物理色符合程度的度量。

5.37 CIE1974一般显色指数Ra CIE1974GeneralcolourrenderingindexRa

一组8个特定色样的CIE1974特殊显色指数的平均值。

5.38 施照体色度位移 illuminantcolorimetricshift
由施照体改变引起的物体色刺激的色品和亮度因数的变化。

5.39 适应性色度位移 adaptivecolorimetricshift
为校正色适应变化而做的数学调整。

5.40 总和色度位移 resultantcolorimetricshift
施照体色品位移和适应性色品位移的总和 (合成矢量)。

5.41 施照体感知色位移 illuminant(perceived)colourshift
观察者的色适应状态没有任何变化的情况下,仅仅由于施照体改变引起的物体感知

色的变化。

5.42 适应性感知色位移 adaptive(perceived)colourshift
仅仅由于色适应变化引起的物体感知色变化。

5.43 总和感知色位移 resultant(perceived)colourshift
施照体感知色位移和适应性感知色位移的合成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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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 楚兰德 troland
表示与光刺激产生的视网膜照度成比例的量的单位,符号为Td。
注:

1 当眼睛观察均匀表面时,楚兰德数等于自然或人工限制的瞳孔面积 (以平方厘米为单位)乘

以该表面光亮度 (以坎德拉每平方米为单位)的积。

2 在视网膜有效照度的计算中,必须计入吸收、散射、反射损失和待测眼的具体尺寸,以及司

蒂尔斯-克劳福德效应。

5.45 色刺激 colourstimulus
进入人眼并产生颜色 (包括彩色和无彩色)感觉的可见辐射。

5.46 彩色刺激 chromaticstimulus
在占优势的适应条件下产生彩色感知的刺激。
注:在物体色的色度学场合,纯度大于零的刺激通常被认为是彩色刺激。

5.47 无彩色刺激 achromaticstimulus
在占优势的适应条件下产生无彩色感知的刺激。
注:在物体色的色度学场合,完全漫反射体或漫透射体在除了高彩度光源以外的所有照明光下,

通常被认为是无彩色刺激。

5.48 单色刺激;光谱刺激 monochromaticstimulus;spectralstimulus
包含单色辐射的刺激。

5.49 互补色刺激 complementarycolourstimuli
当两种色刺激适应相加混合而产生特定无彩色感觉的三刺激值时,则它们是互

补的。

5.50 色刺激函数φλ (λ) colourstimulusfunctionφλ (λ)
色刺激以辐亮度或辐射功率一类辐射度量作为波长函数的光谱密集度的表达式。

5.51 相对色刺激函数φ(λ) relativecolourstimulusfunctionφ(λ)
色刺激函数的相对光谱功率分布。

5.52 同色异谱刺激 metamericcolourstimuli;metamers
三刺激值相同而光谱不同的色刺激。
注:相应的特性称为同色异谱性 (metamerism)。

5.53 施照体 illuminant
在影响物体色知觉的波长范围,具有定义的相对光谱功率分布的辐射。

5.54 参比施照体 referenceilluminant
用来与其他照明体比对的照明体。
注:用于颜色复制的参比照明体要有特殊的定义。

5.55 昼光施照体 daylightilluminant
具有与某一时相的昼光相同或近似相同的相对光谱功率分布的施照体。

5.56 CIE标准施照体 CIEstandardilluminant
CIE按相对光谱功率分布定义的施照体A,B,C,D65和其他施照体D;

A:温度约为2856K的普朗克辐射;

B:直接太阳辐射 (已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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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平均昼光;

D65:包括紫外辐射在内的昼光。
(参阅CIE出版物No.15)

5.57 CIE标准光源 CIEstandardsource
由CIE规定的其辐射近似CIE标准施照体的人造光源 (参阅CIE出版物No.15)。

5.58 等能光谱 equi-energyspectrum;equalenergyspectrum
辐射能量的光谱密集度在整个可见区都不随波长改变的辐射光谱 [φ(λ)=常数]。
注:有时把等能光谱视为一种施照体,在这种情况下用符号E标出。

5.59 色刺激的相加混合 additivemixtureofcolourstimuli
不同的色刺激在视网膜上叠加,其中任一刺激都不能被单独感知。

5.60 色匹配 colourmatching
使一个色刺激显现出与给定色刺激具有相同颜色的工作。

5.61 格拉斯曼定律 Grassmann’slaws
描述色刺激相加混合色匹配性质的以观察或实验为依据的三条实验定律:

a)欲规定一种色匹配,三个独立变量是必要的和充分的。

b)对于色刺激的相加混合来说,混合结果只与它们的三刺激值相关。

c)在色刺激的相加混合中,如果一个或几个混合成分逐渐变化,混合结果的三刺

激值也逐渐变化。

5.62 (冯克里斯)守恒定律 (VonKries’)persistencelaw
描述在一组色适应条件下匹配的色刺激继续在另一组色适应条件下匹配的实验

定律。
注:该定律不适用于所有条件。

5.63 阿布尼定律 Abney’slaw
一个关于混合色刺激的视亮度实验定律:如果两个色刺激A和B被感知为具有相

等的视亮度,另外两个色刺激C和D被感知为具有相等的视亮度,则A与C的相加混

合色和B与D的相加混合色也被感知为具有相等的视亮度。
注:该定律的有效性与观察条件和所涉及的色刺激本身有密切关系。

5.64 三色系统 trichromaticsystem
基于三种适当选择的参比色刺激相加混合来匹配色,并用三刺激值来表征色刺激的

系统。

5.65 参比色刺激 referencecolourstimuli
三色系统所依据的一级三色刺激。
注:

1 这些刺激既可以是实际的色刺激也可以是由实际刺激的线性组合定义的理论刺激;三参比色

刺激中每一刺激的大小,既可以用光度或辐射击度单位表示,也可以用其比值确定的更普遍的形式

表示,或者说这组三刺激的特定相加混合与特定的无彩刺激相匹配。

2 在CIE标准色度系统中,参比色刺激用符号 [X], [Y], [Z]和 [X10], [Y10], [Z10]
表示。

5.66 (色刺激的)三刺激值 tristimulusvalues(ofacolourstimu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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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给定的三色系统中,与所考虑刺激达到色匹配所需要的三参比色刺激量。
注:在CIE标准色度系统中,用符号X,Y,Z 和X10,Y10,Z10表示三刺激值。

5.67 (三色系统的)色匹配函数 colourmatchingfunctions(ofatrichromaticsys-
tem)

等辐射功率的单色刺激的三刺激值。
注:

1 在给定波长下,一组色匹配函数的三个值被称为色匹配系数 (以前叫光谱三刺激值);

2 色匹配函数可以用来从它的色刺激函数φλ(λ)计算色刺激的三刺激值 (参阅CIE出版物

No.15);

3 在CIE标准色度系统中,色匹配函数用符号x(λ),y(λ),z(λ)和x10(λ),y10(λ),z10(λ)表示。

5.68 色方程 colourequation
两种色刺激匹配的代数或矢量表达式。例如,一种匹配可以是三参比色刺激的相加

混合:

C[C]≡X[X]+Y[Y]+Z[Z]
注:

1 记号 “≡”表示一种色匹配,并读做匹配,不加括号的符号代表由加括号的符号指示的刺激

量。所以C[C]意味着有C 个单位的刺激 [C];记号 “+”意味着色刺激的相加混合。

2 在这一方程中,减号意味着在做色匹配时,被加入的色刺激在该方程的另一边。

5.69 色空间 colourspace
色通常在三维空间的几何表示。

5.70 色立体 coloursolid
含表面色的那部分色空间。

5.71 色 (谱)集 colouratlas
按照一定规则排列和识别的色样图集。

5.72 CIE1931标准色度系统 X,Y,Z CIE1931standardcolorimetricsystemX,

Y,Z 利用CIE1931年采纳的三个CIE色匹配函数x(λ),y(λ),z(λ)和参比色刺激

[X],[Y],[Z]确定任意光谱分布的三刺激值的系统。
注:

1 y(λ)与V(λ)是完全相同的,因此三刺激值Y 与光亮度成比例。

2 该标准色度系统适用于张角在约1°和4°(0.017和0.07rad)之间的中心视场。

5.73 CIE1964补充标准色度系统X10,Y10,Z10 CIE1964supplementarystandard
colorimetricsystemX10,Y10,Z10

利用CIE1964年采纳的CIE三色匹配函数x10(λ),y10(λ),z10(λ)和参比色刺激

[X10],[Y10],[Z10]确定任意光谱分布的三刺激值的系统。
注:

1 该标准色度系统适用于张角约大于4°(0.07rad)的中心视场。

2 在使用该系统时,表示所有色度量的符号都用脚标10加以区别。

3 Y10的值不与亮度成比例。

5.74 CIE色匹配函数 CIEcolourmatchingfun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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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E1931标准色度系统的x(λ),y(λ),z(λ)函数和CIE1964补充标准色度系统的

x10(λ),y10(λ),z10(λ)函数 (参阅CIE出版物No.15)。

5.75 CIE1931标准色度观察者 (CIE1964补充标准色度观察者) CIE1931standard
colorimetricobserver(CIE1964supplementarystandardcolorimetricobserver)

CIE于1931 (1964)年采纳,其匹配性质对应于CIE色匹配函数x(λ),y(λ),z(λ)
[x10(λ),y10(λ),z10(λ)]的理想观察者。

5.76 色品坐标 chromaticitycoordinates
每个三刺激值与其总和之比。
注:

1 因为三个色品坐标之和等于1,所以只用其中两个就足以定义色品。

2 在CIE标准色度系统中,色品坐标分别用符号x,y,z和x10,y10,z10表示。

5.77 色品 chromaticity
由色品坐标或由主波长或补波长及纯度一起定义的色刺激性质。

5.78 光谱色品坐标x(λ),y(λ),z(λ);x10(λ),y10(λ),z10(λ)等 spectralchromaticity
coordinatesx(λ),y(λ),z(λ);x10(λ),y10(λ),z10(λ)etc

单色刺激的色品坐标。

5.79 色品图 chromaticitydiagram
以其中由色品坐标确定的点表示色刺激色品的平面图形。
注:在CIE标准色度系统中,通常把y 画成垂直坐标和把x 画成水平坐标来得到x,y 色品图。

5.80 光谱轨迹 spectrumlocus
色品图上或三刺激空间里,表示单色刺激的点的轨迹。

5.81 紫色刺激 purplestimulus
色品图上位于由特定无彩刺激点和光谱轨迹上波长近似380nm和780nm两端点

构成的三角形内的那些点表示的刺激。

5.82 紫色边界 purpleboundary
色品图上表示波长近似380nm和780nm的单色刺激相加混合的直线或三刺激空

间里相应的平面。

5.83 普朗克轨迹 Planckianlocus
色品图上表示不同温度下普朗克辐射体色品的点的轨迹。

5.84 日光轨迹 daylightlocus
色品图上表示具有不同相关色温的日光时相的色品的点的轨迹。

5.85 (色刺激的)主波长λd dominantwavelength (ofacolourstimulus)λd
当单色刺激与特定无彩刺激以适当比例相加混合用以匹配所考虑色刺激时,该单色

刺激的波长。
注:在紫色刺激场合,主波长由补波长代替。

5.86 (色刺激的)补波长λc complementarywavelength (ofacolourstimulus)λc
当单色刺激与所考虑色刺激以适当比例相加混合用以匹配特定无彩刺激时,该单色

刺激的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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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7 (色刺激的)纯度 purity(ofacolourstimulus)
当用相加混合匹配所考虑的色刺激时,单色刺激量与特定无彩刺激量的比例的

度量。
注:

1 该比例可以用各种方法来度量 (参阅5.88和5.89)。

2 在紫色刺激场合,单色刺激由紫色边界上一点的色品所表示的刺激来代替。

5.88 色度纯度pc colorimetricpuritypc

由下式定义的量

pc=
Ld

Ln+Ld

式中:Ld 和Ln———分别是单色刺激和特定无彩刺激相加混合匹配所考虑色刺激时的

亮度。
注:

1 在紫色刺激场合,参阅5.87的注2。

2 在CIE1931标准色度系统中,色度纯度pc 与兴奋纯度pe 的关系由式pc=peyd/y 确定,式

中yd 和y 分别是单色刺激和所考虑色刺激的y 色品坐标。

3 在CIE1964补充标准色度系统中,色度纯度pc,10由注2给出的关系式定义,但是式中各符

号用pe,10,yd,10和y10代替pe,yd 和y。

5.89 兴奋纯度pe excitationpuritype

在CIE1931或1964标准色度系统色品图上,同一直线上的两个距离之比NC/ND
所定义的量。NC 是表示特定无彩刺激的点N 和表示所考虑色刺激的点C 之间的距离;

ND 是点N 和光谱轨迹上表示所考虑色刺激主波长的点D 之间的距离。此定义导出下

列表达式:

pe=
y-yn

yd-yn
 或 pe=

x-xn

xd-xn

式中:(x,y),(xn,yn),(xd,yd)———分别为点C,N 和D 的x,y 色品坐标。
注:

1 在紫色刺激场合,参阅5.87的注2。

2 用x 和用y 表示的两个式子计算的pe 完全相等,但数值越大的计算结果越精确。

3 兴奋纯度pe 和色度纯度pc 的关系式由式pe=pcy/yd 确定。

5.90 色温度Tc colourtemperatureTc

与给定刺激色品相同的普朗克辐射体温度,其单位为K。
注:有时也使用倒数色温度,其单位为K-1。

5.91 相关色温度Tcp correlatedcolourtemperatureTcp

普朗克辐射体的温度。在此温度下,它的感知色与特定观察条件下相同视亮度的给

定刺激最接近。相关色温度的单位为K。
注:

1 推荐一种计算色刺激相关色温度的方法:在色品图上确定出含刺激点约定的等温线与普朗克

轨迹的相交点对应的温度 (参阅CIE出版物No.15)。

2 每当使用相关色温度时,宁愿使用倒数相关色温度而不使用倒数色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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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2 均匀色空间 uniformcolourspace
用等距离来表示大小相等的感知色差阈或超阈值色差的色空间。

5.93 均匀色品标度图;UCS图 uniform-chromaticity-scalediagram;UCSdiagram
尽量以整个图内等距离表示同亮度色刺激的等色差来定义的坐标构成的二维图。

5.94 CIE1976均匀色品标图;CIE1976UCS图 CIE1976uniform-chromaticity-
scalediagram;CIE1976UCSdiagram

由式 (1)定义的直角坐标u'和v'作图而生成的均匀色品标图:

u'=
4X

X+15Y+3Z=
4x

-2x+12y+3

v'=
9Y

Y+15Y+3Z=
9y

-2x+12y+3

ü

þ

ý

ï
ïï

ï
ïï

(1)

式中:X,Y,Z———CIE1931或1964标准色度系统的三刺激值;

x,y———所考虑色刺激的相应色品坐标。
注:该图是由CIE1960UCS图 (直角坐标为u 和v)修改而成并代替它,两对坐标之间有如下

关系:

u'=u; v'=1.5v

5.95 CIE1976L*u*v*色空间;CIELUV色空间 CIE1976L*u*v*colourspace;

CIELUVcolourspace
由式 (2)定义的直角坐标L*u*v*作图而生成的近似均匀的三维色空间:

L*=116(X/Yn)1/3-16 Y/Yn>0.008856
u*=13L*(u'-u'n)

v*=13L*(v'-v'n)

ü

þ

ý

ï
ï

ï
ï

(2)

式中:Y,u',v'———表示所考虑的色刺激;

Yn,u'n,v'n———表示一特定的无彩刺激。
明度、饱和度、彩度和色调的近似关系可以计算如下:

CIE1976明度:

L*=116(X/Yn)1/3-16 Y/Yn>0.008856
CIE1976u,v饱和度:

Suv=13[(u'-u'n)2+(v'-v'n)2]1/2

CIE1976u,v彩度:

C*
uv=(u*2+v*2)1/2=L*suv

CIE1976u,v色调角:

huv=arctan[(v'-v'n)/(u'-u'n)]=arctan(v*/u*)
(参阅CIE出版物No.15.2)

5.96 CIE1976L*u*v*色差;CIELUV色差ΔE*
uv CIE1976L*u*v*colourdiffer-

ence;CIELUVcolourdifferenceΔE*
uv

两色刺激之差定义为 L*u*v* 空间中代表它们的点间的欧几里德距离,且按

式 (3)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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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E*
uv=[(ΔL*)2+(Δu*)2+(Δv*)2]

1
2 (3)

CIE1976u,v色调差可按下式计算:

ΔH *
uv=[(ΔE*

uv)2-(ΔL*)2-(ΔC*
uv)2]

1
2

(参阅CIE出版物No,15.2)

5.97 CIE1976L*,a*,b*色空间;CIELAB色空间CIE1976L*,a*,b*colour
space;CIELABcolourspace

由方程 (4)定义的量L*a*b*为直角坐标作图而成的近似均匀的三维色空间:

L*=116(Y/Yn)1/3-16    Y/Yn

a*=500[(X/Xn)1/3-(Y/Yn)1/3] X/Xn

b*=200[(Y/Yn)1/3-(Z/Zn)1/3] Z/Zn

ì

î

í

ï
ï

ï
ï

ü

þ

ý

ï
ï

ï
ï

>0.008856 (4)

X,Y,Z 表示所考虑色刺激,Xn,Yn,Zn 表示特定的白色无彩刺激。
明度、彩度和色调的近似关系可计算如下:

CIE1976明度:

L*=116(Y/Yn)
1
3-16 Y/Yn>0.008856

CIE1976a,b彩度:

C*
ab=(a*2+b*2)

1
2

CIE1976a,b色调角:

hab=arctan(b*/a*)
(参阅CIE出版物No.15.2)

5.98 CIE1976L*a*b*色差;CIELAB色差ΔE*
ab CIE1976L*a*b*colourdiffer-

ence;CIELABcolourdifferenceΔE*
ab

两色刺激之差定义为 L*a*b* 空间中代表它们的点间的欧几里德距离,且按

式 (5)计算:

ΔE*
ab=[(ΔL*)2+(Δa*)2+(Δb*)2] (5)

CIE1976a,b色调差可按下式计算:

ΔH *
ab=[(ΔE*

ab)2-(ΔL*)2-(ΔC*
ab)2]

1
2

(参阅CIE出版物No.15.2)

5.99 色度计 colorimeter
测量色刺激的三刺激值等色度量的仪器。

5.100 多角度测色仪 multi-angleinstrumentsformeasuringcolour
能够同时或依次从不同角度测量样品颜色特性的仪器。例如,多角度分光光度计可

以同时或依次从几个不同角度测量样品的光谱反射比,然后计算出样品的色度量。所谓

不同角度一般是指相对于入射光的镜面反射方向而言的。
注:多角度测色仪多用于如汽车表面涂层、特殊抛光表面等具有高光泽度、高镜面反射率样品

的色度计量,因为这些样品的颜色从不同方向观察会有显著的变化。

5.101 白度计 whitenessmeter
测量白度的仪器。将理想漫反射体白度定义为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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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激光辐射度

6.1 激光辐射度 laserradiation
有关激光辐射量的测量。

6.2 激光束 laserbeam
空间定向的激光。

6.3 光束轴 beamaxis
在均匀介质内的光束传播方向上,连接光束横截面能量 (功率)一阶矩所定义的连

续点的直线。

6.4 光束直径 (半径) beamdiameter(radius)

a)在垂直于光束轴的平面内,包含u%总激光束功率 (能量)最小圆域的直径

(半径)。其符号为du (wu),单位为m。

b)光束直径 (半径)由功率 (能量)密度分布函数二阶矩,按以下二式分别定

义,其符号为dσ (wσ)。

dσ(z)=22σ(z)

wσ(z)= 2σ(z)
该式光束在z处的功率密度分布函数E(x,y,z)的二阶矩,由下式给出

σ2(z)=∬r
2·E(r,φ,z)·r·dxdφ

∬E(r,φ,z)·r·dxdφ

式中:r———至质心 (x,y)的距离;

φ———方位角。
而一阶矩则为质心坐标,即

x=∬xE(x,y,z)dxdy

∬E(x,y,z)dxdy

y=∬yE(x,y,z)dxdy

∬E(x,y,z)dxdy

注:

1 原则上,积分应在整个xy 平面进行。实际上是在至少包含99%光束功率 (能量)区域

积分。

2 在脉冲激光情况下,功率密度E 以能量密度H 替换之。

6.5 光束宽度 beamwidths
在非圆光束横截面的情况下:

1)在指定的相互正交且垂直于束轴而分别在x 和y 方向透过u%总光束功率 (能
量)的最小宽度。其符号为dx,u和dy,u,单位为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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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功率 (能量)密度分布函数二阶矩>束宽定义为:

dσx(z)=4σx(z)
dσy(z)=4σy(z)

式中,光束在位置z的功率密度分布函数E(x,y,z)的二阶矩

σ2x(z)=∬
(x-x)2E(x,y,z)dxdy

∬E(x,y,z)dxdy

σ2y(z)=
∬(y-y)2E(x,y,z)dxdy

∬E(x,y,z)dxdy

式中,(x-x)和 (y-y)是至质心的距离,一阶矩给出质心的坐标,即

x=∬xE(x,y,z)dxdy

∬E(x,y,z)dxdy

y=∬yE(x,y,z)dxdy

∬E(x,y,z)dxdy

注:

1 原则上,积分应在整个xy 平面进行。实际上是在至少包含99%光束功率 (能量)区域

积分。

2 在脉冲激光情况下,功率密度E 以能量密度H 替换之。

6.6 (光)束 (束)腰 beamwaist
光束的最小直径或束宽处。

6.7 光束横截面积 beamcross-sectionalarea
包含总光束功率 (能量)规定百分数 (u%)的最小面积。
其符号为Au (或Aσ,用于二阶矩定义光束直径或半径时),单位为m2。

6.8 有效f 数 effectivef-number
光学零件的焦距与该零件上的光束直径之比。

6.9 光束参数积 beamparameterproduct
激光束腰直径与其束散角的乘积除以4,即dσ0·θσ/4。
其单位为rad·m。
注:椭圆光束的光束参数积可分别由功率 (能量)分布的主轴给出。

6.10 光束指向稳定度 beampointingstability
所测光束轴角偏移量的标准差的两倍。

6.11 光束平移稳定度 beamdisplacementstability
所测光束轴平行位移量的标准差的两倍。

6.12 光束位置稳定度 beampositionalstability
光束偏离平均稳态位置的最大横向位移和/或角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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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此量也表述为光束指向稳定度与光束平移稳定度的和。在光束位置z处的位置稳定度为

Δx=δ2sx+θ2sxz
Δy=δ2sy+θ2syz
Δ=δ2s+θ2sz

式中: Δ———光束位置稳定度,m;

Δx,Δy———分别为x,y 方向的光束位置稳定度,m;

δ2s———光束平移稳定度,m;

δ2sx,δ2sy———分别为x,y 方向的光束平移稳定度,m;

θ2s———光束指向稳定度,rad;

θ2sx,θ2sy———分别为x,y 方向的指向稳定度,rad;

z———光束测量位置的距离,m。

6.13 光束腰直径 (半径) beamwaistdiameter(radius)

a)光束束腰处的功率 (能量)的圆域直径 (半径)。其符号为d0,u,单位为m。

b)光束束腰处的功率 (能量)密度分布函数二阶矩直径 (半径)。其符号为

dσ0(wσ0),单位为m。

6.14 相干性 coherence
光场或电磁场中各点光波或电磁波有恒定相位关系的特性。
时间相干性指同一地点的电磁波在不同时间的相位相关特性;空间相干性指同一时

间的信号在不同地点的相位相关特性。

6.15 相干长度 coherencelength
激光辐射在其光束方向上能够保持相位相关的距离。近似由c/ΔvH 算得,式中,

c为光速,ΔvH 为光谱带宽。
其符号为l0,单位为m。

6.16 相干时间 coherencetime
激光辐射保持其相位关系的时间间隔。近似由1/ΔvH 算得。
其符号为τc,单位为s。

6.17 连续激光器 continuouswave(cw)laser
在大于或等于0.25s时间内能连续发射的激光器。

6.18 脉冲激光器 pulselaser
以单脉冲或序列脉冲形式发射能量的激光器。一个脉冲的持续时间短于0.25s。

6.19 脉冲功率 pulsepower
脉冲能量与脉冲持续时间τH 之商。
其符号为PH,单位为 W。

6.20 峰值功率 peakpower
功率时间函数的最大值。
其符号为Ppk,单位为 W。

6.21 平均功率 averagepower
平均脉冲能量与脉冲重复率fp 之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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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符号为Pav,单位为 W。

6.22 脉冲能量 pulseenergy
一个脉冲所含的辐射能量。
其符号为Q,单位为J。

6.23 脉冲重复率 pulserepetitionrate
重复脉冲激光器每秒钟发射的激光脉冲个数。
其符号为fp,单位为 Hz。

6.24 脉冲持续时间 pulseduration
一激光脉冲上升和下降到它的50%峰值功率点之间的时间间隔。
其符号为τH,单位为s。

6.25 激光能量密度 laserenergydensity
光束投射在x,y 处面元dA 上的能量,除以面元dA。
其符号为 H (x,y),单位为J/m2。
激光能量密度也称激光曝辐量,有时称为激光辐照量。

6.26 连续功率 cw-power
连续激光器发射的功率输出。
其符号为P,单位为 W。

6.27 激光功率密度 laserpowerdensity
光束投射在x,y 处面积δA 上的功率,除以面积δA。
其符号为E (x,y),单位为 W/m2。
激光功率密度也称激光辐照度。

6.28 光斑尺寸 spotsize
对圆形激光束,靶面含有86.5%总光束功率或能量的最小圆域的直径。
其符号为ds,单位为m。

6.29 激光波长 laserwavelength
激光功率 (能量)的波谱分布曲线中最大值所对应的波长。通常也将其视为激光谱

线宽度对应的比波长限内的平均光谱波长。
其符号为λ,单位为m。

6.30 激光频率 laserfrequency
激光功率 (能量)频谱分布曲线中最大值所对应的频率。通常也将其视为激光谱线

宽度对应的频率限内的平均光谱频率。
其符号为f,单位为 Hz。

6.31 激光纵模 laserlongitudinalmode
在长度为L 的激光谐振腔内,沿电磁波传播方向的电场分布本征函数。
纵模数q=2L/λ描述谐振腔程长内的驻波的半波长数。

6.32 激光横模 lasertransversalmode
谐振腔内垂直电磁波传播方向的电场分布本征函数,或垂直电磁波传播方向光束功

率 (能量)密度分布本征函数。对于矩形对称,以TEMmn表征各阶横模,数m,n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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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垂直电磁波传播方向的x,y 方向场分布的节点数 (厄米-高斯模)。对于柱形对称,
以TEMpl表征各阶横模,数p,l表示径向和方位节点数 (拉盖尔-高斯模)。

TEM00是没有节点的基横模,简称基模。横模模数较小者和较大者分别称为低阶模

和高阶模。

6.33 瑞利长度 Rayleigh-length

在激光束传播方向,束腰处至束径或束宽增大 2倍处之间的距离。
其符号为ZR,ZRx,ZRy,单位为m。

对于高斯基模,ZR=
πd2

σ0

4λ
通常,式ZR=dσ0/θσ 成立。

6.34 激光远场 laserfar-field
自束腰到远比瑞利长度ZR 大的距离处的辐射场。

6.35 束散角 divergenceangle
a)由于束宽逐渐增大形成包络渐近锥面而构成的 <围绕功率 (能量)>全角。
其符号为θu,θx,u,θy,u,单位为rad。
对于圆截面激光束,由光束直径du 得知光束宽度;对于非圆截面激光束,束散角

分别由x 和y 方向对应的光束宽度dx,u,dy,u确定。

b)由于束宽逐渐增大形成包络渐近锥面而构成的 <功率 (能量)密度分布函数的

二阶矩>全角。
其符号为θσ,θσx,θσy,单位为rad。
对于圆截面激光束,由光束直径dσ 得知光束宽度;对于非圆截面激光束,束散角

分别由x 和y 方向对应的光束宽度dσx,dσy确定。

6.36 光束传输化 beampropagationratio
实际激光模与高斯基模的光束参数积之商。它是光束参数积逼近理想高斯光束的衍

射极限程度的度量。

M2=
π
λ×

dσ0θσ

4
其符号为 M2。因而又称为 M2 因子。
对于理想高斯光束,光束传输比为一;对于各种实际光束,其值均大于一。

6.37 光束传输因子 beampropagationfactor
光束传输比的倒数。
其符号为K。

6.38 量子效率 quantumefficiency
单个激光光子的能量与引发光抽运激光器反转的单个光子的能量之比。
其符号为ηQ,单位为1。

6.39 激光器效率 laserefficiency
激光束内的总辐射功率 (能量)与直接供给激光器的泵浦功率 (能量)的商。
其符号为ηL,单位为1。

34

JJF1032—2005



6.40 激光装置效率 laserdeviceefficiency
激光束内的总辐射功率 (能量)与包括所有附属系统在内的全部输入功率 (能量)

的商。
其符号为ηT,单位为1。

6.41 斜率效率 slopeefficiency
激光器的输出功率 (能量)随泵浦源功率 (能量)变化曲线的斜率。

6.42 晶体倍频效率 frequencydoublingefficiencyofcrystal
通过晶体后变为2ν频率或λ/2波长激光的功率 (能量)与原入射的频率为ν或波

长为λ的激光功率 (能量)的商。
其符号为ηd,单位为1。

6.43 可达发射极限 accessibleemissionlimit(AEL)
所定安全类别激光器件允许的最大发射水平。

6.44 最大允许照射量 maximumpermissibleexposure(MPE)
正常情况下人体受到激光照射不会产生不良后果的激光辐射水平。

6.45 激光功率计 laserpowermeter
连续激光光束功率测量用的仪器。

6.46 激光能量计 laserenergymeter
脉冲激光光束能量测量用的仪器。

6.47 激光峰值功率计 laserpeakpowermeter
脉冲激光光束峰值功率测量用的仪器。

6.48 光束分析仪 beamanalyzer
可对激光光束的空域参数特性进行测试和分析的仪器。这些参数特性包括光束截面

的相对功率 (能量)空域分布、光束直径、横模模式、束散角等。

6.49 光束质量测试仪 beamqualitymeasuringinstrument
可测量激光束传输比或光束传输因子等表征光束质量参数。

6.50 光强分布测试仪 intensitydistributionmeasuringinstrument
光束功率 (能量)相对空域分布或横模模式测量用的仪器。

6.51 消光比 extinctionratio
对于电光晶体,它是该晶体用作光开关时,其开启与关闭状态下的透射比之比。
对于光传输系统,它是 “1”码和 “0”码的平均 (光)功率级之比。
其符号为re。通常以常用对数的形式表示。

re=10lg
I(1)
I(0)

式中:I(1)———“1”码的平均 (光)功率;

I(0)———“0”码的平均 (光)功率。

6.52 激光功率基准 primarystandardforlaserpower
在特定的激光波段和量程,以其最高计量特性复制和保存激光功率单位的法定计量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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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3 激光能量基准 primarystandardforlaserenergy
在特定的激光波段和量程,以其最高计量特性复制和保存激光能量单位的法定计量

标准。

6.54 激光器噪声 noiseoflaser
激光器输出光波的相位和振幅无规的涨落。

6.55 寿命 lifetime
激光装置或激光组件能保持制造方规定的工作性能的工作时间 (或脉冲数)。其使

用条件以及使用和维护由制造方说明。

6.56 激光衰减器 laserattenuator
又称光束衰减器。
将激光辐射降低到规定水平的器件。

6.57 扩束器 beamexpander
可增大激光束直径的光学器件组。

6.58 光束终止器 beamstop
终止激光束路径的器件。

6.59 激光安全标准 lasersafetystandard
为保证激光器件安全运行,人员免受激光伤害而制定的激光器件分类、危害评价、

控制和防护等各类技术法规。

6.60 激光危害评价 hazardassessmentoflaser
根据激光辐射危害的基本原则、人员照射限值及激光辐射参数,对其危害和危害范

围进行评价的全部工作。

6.61 激光损伤 laserdamage(injury)
肌体受激光照射后产生的各种类型和不同程度的组织结构或机能伤害;或材料的物

理或化学性质受激光照射而引起的有害变化。

6.62 损伤阈值 damagethreshold
激光照射生物体后的确定时间内,用规定的检查方法、经概率分析的统计学处理得

到的50%损伤发生率的照射剂量 (ED50)。

7 光纤特性测量

7.1 光衰减,光损耗 lightattenuation,lightloss
平均光功率在光纤或光学波导及其连接件中的减弱。
一段光纤上,两个横截面1和2之间在波长λ处的衰减为

A(λ)=10lg
P1(λ)
P2(λ)

æ

è
çç

ö

ø
÷÷ (dB)

式中:P1(λ)———通过横截面1的光功率;

P2(λ)———通过横截面2的光功率。

7.2 衰减系数 attenuationcoefficient
在稳态条件下,均匀光纤的单位长度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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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符号为α(λ)

α(λ)=
A(λ)
L

dB
km
æ

è
ç

ö

ø
÷

式中:L———光纤长度,km;

α(λ)———值与选择的光纤长度无关。

7.3 光纤带宽 bandwidthofanopticalfiber
光纤基带传递函数从最大值下降到3dB时的频率范围,亦即半功率点的频率范围。

当以电特性表示时,则是6dB点的频率范围。

7.4 折射率分析 (图)(refractive)indexprofile
沿光纤横截面直径的折射率分布曲线。

7.5 折射率分布参数 profileparameter
在指数律折射率分布中确定折射率分布的参数。
其符号为g。

7.6 相对折射率差 refractiveindex (relative)difference
纤芯折射率与包层折射率的相对差值。符合为Δ。该量由下式给出:

Δ=
n21-n22
2n21

式中:n1———纤芯的最大折射率;

n2———最里面的均匀包层的折射率。

7.7 纤芯直径 corediameter
确定纤芯中心的圆的直径。
其符号为2a。

7.8 纤芯不圆度 noncircularityofcore
确定纤芯容差区的两个圆的直径之差除以纤芯直径。

7.9 光纤/包层同心度误差 core/claddingconcentricityerror
对于多模光纤,它是纤芯中心与包层中心之间的距离除以纤芯直径。
对于单模光纤,它是纤芯中心与包层中心之间的距离。

7.10 模场直径 modefielddiameter
单模光纤的导模横向宽度的量度。
其符号为2w。模场直径由远场强度分布F(q)得出:

2w=
2
π

2∫
∞

0
q3F2(q)dq

∫
∞

0
qF2(q)dq

é

ë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ú

-1/2

式中: q=
1
λsinθ

注:对于单模光纤的高斯分布而言,模场直径是光场幅度分布1/e各点即光功率分布1/e2 各点

所形成圆的直径。

7.11 (光纤的)截止波长 cutoffwavelength (ofanopticalf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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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高阶模发射的总功率和基模功率之比降低到一规定值,各模基本均匀激发下的

波长。当工作波长大于截止波长时,光纤将单模运行,否则会存在多个传导模式。
注:

1 此规定值通常选为0.1dB。

2 截止波长与测量条件、特别是试样长度及其弯曲和成缆状态有关。

7.12 光纤截止波长 fibercutoffwavelength
未成缆光纤的截止波长。
其符号为λc。
注:通常在长为2m且绕有280mm直径环的光纤上测量。

7.13 光缆截止波长 cabledcutoffwavelength
已成光缆的光纤截止波长。
其符号为λcc。
注:通常在22m光纤上测量,该光纤的20m插入缆内,两个1m端各有一90mm直径环,以

模拟光纤接头。

7.14 模容量 modevolume
能够在光纤中存在的束缚模的数目。

注:归一化频率V>5时,阶跃光纤的模容量近似为
V2

2
,指数律分布的光纤模容量近似为

V2

2×
g

g+2
式中:g———折射率分布参数;

V———归一化频率。

7.15 色散系数 dispersioncoefficient
光纤单位长度的色散。
其符号为D(λ)。它是单位长度的群时延τ(λ)对波长的导数:

D(λ)=
dτ(λ)
dλ

单位通常为ps/ (km·nm)。

7.16 材料色散参数 materialdispersionparamerter
表征光纤材料色散的量,其符号为 M。该量由下式给出

M(λ)=-
1
c
dN
dλ

æ

è
ç

ö

ø
÷=

λ
c
d2n
dλ2

æ

è
ç

ö

ø
÷

式中:n———折射率;

N———群折射率;

λ———波长;

c———真空中光速。
注:

1 在特定波长λ0,通常是1270nm附近,多数光纤材料的M 为零。习惯上当波长小于λ0 时,

M 取正号;当波长大于λ0 时,M 取负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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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除λ在λ0 或其邻近时M 正比于 (Δλ)2 的特殊情况,单位长度光纤中材料色散引起的脉冲展

宽,由 M 乘以谱线宽度 (Δλ)给出。

7.17 (折射率)分布色散参数 profiledispersionparamerter
由相对折射率差随波长变化而引起的色散。该量由下式给出

P(λ)=
n1
N1
×
λdΔ
Δdλ

式中:n1———纤芯的最大折射率;

N1———对应于n1 的群折射率,N1=n1·λ
dn1
dλ

æ

è
çç

ö

ø
÷÷;

Δ———相对折射率差。

7.18 色散斜率 (chromatic)dispersionslope
光纤色散系数对波长的导数

S(λ)=dD(λ)/dλ
其符号为S(λ)。

7.19 零色散波长 zero-dispersionwavelength
色散系数为零的波长。
其符号为λ0。

7.20 零色散斜率 zero-dispersionslope
零色散波长下的色散斜率值。

S0=S(λ0)
其符号为S0。

7.21 数值孔径 numericalaperture;NA (简写)
子午光线能进入或离开纤芯 (光学系统或光学器件)的最大圆锥的半顶角之正弦,

乘以圆锥顶所在介质的折射率。
其符号为AN。

7.22 发射数值孔径 launchnumericalaperture;LNA (简写)
将功率耦合 (发射)进入光纤内的光学系统的数值孔径。

7.23 归一化频率;V 数 Normalizedfrequency;Vnumber
以V 表示由下式给出的无量纲量

V=
2πa
λ
(n21-n22)1/2

式中:a———纤芯半径;

λ———真空波长;

n1———芯内最大折射率;

n2———均匀包层的折射率。

7.24 (光纤、光缆)基准测试法 (RTM) referencetestmethod
对某一种类光纤或光缆的某一指定特性是严格按照这个特性的定义来测量的,并给

出精确、可重复和与实际使用相一致的结果的测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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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5 (光纤、光缆)替代测试法 (ATM) alternativetestmethod
对某一种类光纤或光缆的某一指定特性是以与这个特性的定义在某种意义上一致的

方法来测量的,能给出可重复的并与基准测试法的测量结果和实际使用相符合的测试

方法。

7.26 (菲涅耳)反射法 (Fresnel)reflectionmethod
通过测量光纤端面上径向各点的反射比从而测出光纤折射率分布的测试方法。

7.27 透射近场扫描法 transmittednear-fieldscanningmethod
用扩展光源照射光纤输入端面,而在光纤输出端面上逐点测量出射度,从而测出光

纤折射率分布以及其他几何特性参数的测试方法。
注:

1 此法也可用于测量模场直径,其条件是要使输入端面照明仅激励光纤基模。

2 此法被推荐作为几何参数测定的基准测试法和单模光纤模场直径的替代测试法。

3 此法被推荐作为多模光纤几何参数和折射率分布测定的替代测试法。

7.28 远场扫描法 far-fieldscanningmethod
在光纤输入端面照明只激发基模的条件下,测量远场辐射花样强度的角分布来测定

单模光纤的模场直径的测试方法。
注:此法被推荐作为测定单模光纤模场直径和多模光纤数值孔径的基准测试法。

7.29 透射功率法 transmittedpowermethod
在规定条件 (固定长度和曲率)下,利用一根短的被测光纤传输功率对比于基准传

输功率随波长的变化,以确定单模光纤截止波长的测试方法。
注:

1 可用相同的微弯光纤或用一短截多模光纤获得基准功率。

2 此法被推荐作为单模光纤截止波长的基准测试法。

7.30 可变光阑孔法 variableaperturemethod
在只有基模传到被测光纤输出端的条件下,测量通过多个逐次增大半径的光阑孔的

远场总强度,以确定单模光纤模场直径的测试方法。
注:此法是模场直径的替代测试法之一。

7.31 刀口扫描 knife-edgescan
在只有基模传到被测光纤输出端的条件下,测量通过垂直于纤轴的平面刀口的远场

总强度随刀口横移而变,以确定单模光纤模场直径的测试方法。
注:此法是模场直径的替代测试法之一。

7.32 剪断法 cutbacktechnique
测量光纤传输特性 (例如衰减和带宽)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是进行两次传输测

量:一次是在光纤全长的输出端上测量,另一次是在不改变注入条件下,在接近注入端

的一短段剪断光纤后测量。
注:此法被推荐为衰减和带宽的基准测试法。

7.33 后向散射法;光时域反射法 backscatteringmethod;opticaltimedomainreflec-
tometry

靠光脉冲传输通过光纤,测量返回输入端的散射光与反射光的合成光功率的时间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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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从而测得光纤特性的一种方法。
注:此法是衰减的替代测试法之一。

7.34 介入损耗法;插入损耗法 insertionlossmethod
一种光纤衰减和带宽等传输特性的测试法。进行两次传输测量:先测量和记录直接

从发射系统来的光功率,后探测发射系统连接待测光纤后的光功率并加以比较。
注:

1 结果须对连接损耗进行修正。

2 此法是衰减的替代测试法之一。

7.35 光时域反射计 opticaltimedomainreflectometer;OTDR
用后向散射法检测光纤特性的仪器。

7.36 折射近场法 refractednear-fieldmethod;refractedraymethod
以大数值孔径的单色光锥顶沿光纤输入端面直径进行扫描,并测量其折射光功率的

变化,从而测得光纤折射率分布的方法。
注:此法被推荐为多模光纤几何参数和折射率分布的基准测试法,多模光纤的几何参数和多模

光纤的数值孔径的替化测试法。

7.37 相移法 phaseshiftmethod
测量不同波长发射的正弦调制光信号在被测光纤内的相对相移,以确定光纤的色散

系数的测试方法。
注:此法被推荐为色散系数的基准测试法。

8 光辐射探测器

8.1 (光辐射)探测器 detector(ofopticalradiation)
光辐射入射其上产生可测物理效应的器件。

8.2 光子探测器 photondetector
利用辐射与物质相互作用的光辐射探测器,吸收光子随之产生与相关光子数成比例

的输出。

8.3 线性探测器 lineardetector
在指定范围内其输出与输入成正比,因而响应度在该范围内恒定的探测器。

8.4 阵列探测器 arraydetector
对多色仪输出敏感的、通常按照线状或平面状排列的探测器元件。在某些情况下,

光学元件可以构成阵列的一部分,例如,光导纤维与阵列探测器耦合在一起。

8.5 选择性探测器 selectivedetector
在所考虑光谱区光谱响应度随波长变化的探测器。

8.6 非选择性探测器 non-selectivedetector
在所考虑光谱区光谱响应度不随波长变化的探测器。

8.7 光电探测器 photoelectricdetector
利用辐射与物质的相互作用,吸收光子并把光子从平衡态释放出来产生电势、电流

或电变化的探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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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光电管 photoemissivecell,phototube
利用光辐射引起电子发射的光电探测器。

8.9 光阴极 photocathode
在光电探测器中,用作光电子发射的金属或半导体膜。

8.10 光电倍增管 photomultiplier
由光阴极、光阳极和电子倍增器组成的光电探测器,其倍增器利用了光阴极和阳极

之间的若干打拿极或者若干通道的二次电子发射。

8.11 光敏电阻,光导管 photoresister,photoconductivecell
吸收光辐射而改变电导率的光电器件。

8.12 光电池 photovoltaiccell
吸收光辐射而产生电动势的光电探测器。

8.13 光 (敏)二极管 photodiode
在两种半导体间的p-n结附近,或在半导体与金属间的结附近,由于吸收辐射而产

生光电流的光电探测器。

8.14 光电雪崩二极管 avalanchephotodiode
带偏置电动势工作的光二极管,其初始光电流在探测器内获得放大。

8.15 光敏三极管 phototransistor
光电效应发生在具有放大功能的双p-n结 (p-n-p或n-p-n)附近的半导体光电探

测器。

8.16 (非选择性)量子探测器 (non-selective)quantumdetector
其量子效率不随所考虑光谱区的波长而变化的探测器。

8.17 光子计数器 photoncounter
由光电探测器和辅助电子设备组成的能记录探测器光阴极发射的电子数目的仪器。

8.18 热探测器 thermaldetector
由于吸收辐射的部分被加热而产生可测物理效应的探测器。

8.19 绝对热探测器 absolutethermaldetector
能够直接比较辐射通量和电功率的光辐射探测器。

8.20 温差电偶 thermocouple
又称热电偶。吸收辐射产生温差电动势的单一热伏结的器件。

8.21 温差堆 thermopile
又称热电堆。吸收辐射产生温差电动势的串联热伏结的器件。

8.22 测辐射热计 bolometer
因加热部件吸收辐射而引起电阻改变的热探测器。

8.23 热电探测器 pyroelectricdetector
利用某些电介质因温度变化引起自发极化或者长期感应极化变化速率的热探测器。

8.24 陷光探测器 trapdetector
一种探测器的组合。通过两只以上二极管探测器的适当排列,以提高其表面吸收

率。通常分为反射型和透射型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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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5 低温绝对辐射计 cryogenicabsoluteradiometer
在低温和真空条件下运转的、用超导材料作电加热引线的绝对热探测器,常常带有

配套指示仪表。

8.26 (光辐射探测器的)输入 input(foradetectorofopticalradiation)
被光辐射探测器探测或测量到的辐射度量或光度量。

8.27 (光辐射探测器的)输出 output(foradetectorofopticalradiation)
因探测器对光辐射输入的响应所产生的物理量,通常是电量。例如,电流、电压或

电阻变化;如果在摄影胶片或射线计上,该输出可能是化学量,在高莱探测器上也可能

是机械量。

8.28 光电流 photocurrent
光电探测器由入射辐射产生的那部分输出电流。在光电倍增管中必须区分阴极光电

流和阳极光电流。符号为Iph。

8.29 暗电流 darkcurrent
在无输入时,光电探测器或者其阴极输出的电流。

8.30 (探测器的)响应度,灵敏度 responsivity,sensitivity(ofdetector)
探测器的输出Y 除以探测器的输入X 之商,即

s=Y/X
注:如果探测器在没有输入时其输出为Y0,有输入X 时其输出为Yt,则该响应度为s=(Yt-

Y0)/X。

8.31 相对响应度,相对灵敏度 relativeresponsivity,relativesensitivity
探测器在辐射Z 照射下的响应s(Z)与其在参考辐射 N 照射下产生的响应s(N)

之比,即

sr=s(Z)/s(N)

8.32 (探测器的)光谱响应度 spectralresponsivity,spectralsensitivity (ofdetec-
tor)

探测器的输出dY(λ)除以该探测器在波长间隔dλ 内的单色输入dXe(λ)=
Xe(λ)·d(λ)之商:

s(λ)=
dY(λ)
dXe(λ)

其中dλ是作为波长λ函数的波长间隔。

8.33 胶片的光谱响应度 spectralresponsivityofafilm
在不同波长下,使感光胶片产生一定光学密度所需的光谱曝辐量的对数。

8.34 时间常数 timeconstant
从一个稳恒输入发生阶梯变化到另一个稳恒输入之后,探测器的输出从其初始值变

到终结值的 (1-1/e)倍所需要的时间。

8.35 上升时间 risetime
在突然施加一个稳恒输入时,探测器的输出从最大值约定的低百分数上升到最大值

约定的高百分数所需要的时间。通常把低百分数定为10%,高百分数定为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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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6 下降时间 falltime
在突然取消一个稳恒输入时,探测器的输出从最大值约定的高百分数下降到最大值

约定的低百分数所需要的时间。通常把高百分数定为90%,低百分数定为10%。

8.37 噪声等效输入 noiseequivalentinput
在指定测量仪器的频率和带宽时,探测器产生一个刚好等于均方根噪声的输出时所

需的输入。该带宽通常定为1Hz。

8.38 噪声等效功率 noiseequivalentpower
它的缩写是NEP。探测器测量辐射通量时的噪声等效输入;它的符号为Φm。

8.39 噪声等效辐照度 noiseequivalentirradiance
探测器测量均匀辐照度时的噪声等效输入,它的符号为Em。

8.40 探测率 detectivity
噪声等效功率的倒数,即

D=
1
Φm

它的符号为D。

8.41 规化探测率 normalizeddetectivity
考虑到探测系统的两个重要参数:探测器的敏感面积A 和测量带宽Δf 而规化的

探测率,即

D*=D(A×Δf)1/2=Φ-1
m (A×Δf)1

/2

它的符号为D*。
只有在探测器的响应度和噪声输出在所考虑频率范围内与频率无关时,以及噪声等

效输入随探测器敏感面积的平方根而变化时这个概念才是现实的。但是,使这个概念成

立的条件并非总是存在。

8.42 内量子效率 internalquantumefficiency
对探测器输出有贡献的元事件 (诸如释放电子)数与吸收的光子数之比。它的符号

为ηi。

8.43 外量子效率 externalquantumefficiency
对探测器输出有贡献的元事件 (诸如释放电子数与入射的光子 (包括被探测器反射

的光子)数之比。它的符号为η。若使用无限定的术语量子效率,则总是指外量子

效率。

8.44 太阳电池校准值 calibrationvalueofsolarcell
在标准太阳辐照条件下,太阳电池的积分响应度。

8.45 标准太阳电池 standardsolarcell
标准太阳电池是传递响应度的计量器具。它被分为两类:用以传递校准值的器件称

为校准值标准太阳电池;用以传递相对光谱响应度的称为光谱响应度标准电池。

9 光学元器件

9.1 透镜 l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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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镜是由透镜材料 (如光学玻璃、水晶等)制成的一种光学元器件。它一般是由两

个或两个以上共轴折射表面组成的。仅有两个折射面的透镜称为单透镜,由两个折射面

以上组成的透镜称为复合透镜。

9.2 会聚透镜 convergentlens
对光线起会聚作用的透镜。平行入射光线经过会聚透镜后,出射光线会聚于一点,

此点称为实焦点。在空气中,凡是厚度从中央到边缘递减的透镜都是会聚透镜,如双凸

透镜、平凸透镜和凹凸透镜。

9.3 发散透镜 divergentlens
对光线起发散作用的透镜。平行入射光经过发散透镜后,出射光线散开,其反向延

长线将交于一点,此点称为虚点。在空气中,凡是厚度从中央到边缘递增的透镜都是发

散透镜,如双凹透镜、平凹透镜和凸凹透镜等。

9.4 柱面透镜 cylindricallens
至少有一个折射面是柱面的透镜。常见的有平凸圆柱透镜和平凹圆柱透镜。两个平

凸或两个平凹柱面透镜可以组成双凸或双凹圆柱透镜。圆柱透镜可将同心光束变为象散

光束。

9.5 反射镜 mirror
利用其表面的反射性质,使光线发生折转的光学元件。按形状可将它分为:平面、

球面和非球面反射镜三种。

9.6 平面反射镜 planemirror
反射面为平面的反射镜。

9.7 球面反射镜 sphericalmirror
反射面是球面的反射镜。其中,球心与被照面在同一侧的称凹面镜,反之则称凸面

镜。凹面镜对光起会聚作用,凸面镜对光起发散作用。

9.8 非球面镜 asphericalmirror
反射面既不是平面也不是球面的曲面镜。曲面镜的作用是增大光学系统的相对孔

径、扩大视场、简化结构以及改进成像品质。

9.9 抛物面镜 parabolidalmirror
反射面是抛物面的反射镜。平行于光轴的所有光线经抛物面镜反射后全部会聚于抛

物面的焦点,反之由焦点发出的光线经抛物面镜反射后形成平行光。这种物镜没有色

差,又可校正球差。

9.10 椭球面镜 elliplicalmirror
反射面为椭球面的反射镜。从椭球面的一个焦点发出的所有光线,经椭球面反射

后,会聚于另一焦点处。

9.11 双曲面镜 hyperboloidalmirror
反射面为双曲面的反射镜。从双曲面的一个焦点出发,经双曲面镜反射后,反射光

线的反向延长线相交于另一焦点。它既无色差,又使球差、慧差达到最小,还可缩短镜

筒长度。

9.12 光学系统 optical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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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称光具组。是由若干个光学元件,如透镜、反射镜、棱镜及光阑等,按一定顺序

的组合体。同轴的两个或两个以上折射或反射球面组成的光学系统称为共轴球面系统。

9.13 光具座 opticalbench
多种独立部件用积木式结构按需要组合成一种能测量多种关系参数的通用仪器,通

称光具座。用于光辐射测量的称为测光导轨。

9.14 正弦光栅 sinusoidalgrating
透射比或反射比仅在一个方向上呈正弦变化,而在其垂直方向上保持不变的光栅。

9.15 波片 waveplate
当偏振光垂直穿过时,使其两个相互垂直振动的成分产生一定光程差的平面平行薄

片。用于改变或检验光的偏振状态。

9.16 全波片 full-waveplate
产生的光程差为波长整数倍的波片。

9.17 半波片 half-waveplate
产生的光程差为1/2波长奇数倍的波片。

9.18 1/4波片 quarter-waveplate
产生的光程差为1/4波长奇数倍的波片。

9.19 物 object
光学领域内,被认为点的集合且发出入射光线的实际物体或前一光学系统所成

的像。

9.20 像 image
物体发出的光束经光学系统后,出射光或出射光的反向延长线,在相交处形成的与

原物相似的图像。

9.21 主焦点 principalfocus
理想光学系统中,若系统光轴上一点发出的光线,经光学系统后,其出射的光线与

光轴平行,则该点称为系统的物方主焦点,平行于光轴的入射光束经光学系统后,若射

出的光线与光轴相交于一点,则该点称为系统的像方主焦点。物方主焦点和像方主焦点

统称为主焦点。

9.22 偏向角 angleofdeviation
光线经过棱镜时,折射光线与原入射光线的夹角。

9.23 最小偏向角 angleofminimumdeviation
光线在棱镜主截面内折射时,对一定顶角的棱镜,偏向角随入射角而变。当入射角

到达某一定值时,偏向角为最小,此偏向角称为最小偏向角。

9.24 视场角 fieldangle
入射窗直径对入射光瞳中心的张角。

9.25 透镜数值孔径 numericalapertureoflenses
对于有限远的物成像的透镜或透镜组,其入射光束所在空间介质的折射率与对应的

孔径角的正弦值的乘积。

9.26 焦深 focaldep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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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学系统的最佳聚焦位置的两侧,有一成像较清晰的范围,此范围称为焦深。

9.27 孔径光阑 aperturestop
又称有效光阑,在光学系统中对入射光束起限制作用的那个光阑。它起的作用是控

制进入光学系统的光能量、系统像差的大小以及形成满意像的物空间的深度。

9.28 视场光阑 fielddiaphragm
在光学系统中,特别起限制成像景物范围作用的那个光阑。

9.29 子午面 meridianplane
光轴球面光学系统中,包含物点和主光轴的平面。

9.30 弧矢面 sagittalplane
共轴球面系统中包含主光线且与子午面垂直的平面。

9.31 光束 lightbeam
光波波面法线的集合。

9.32 准直光束 collimatedbeam
发散性或会聚性很小的光束。

9.33 光轴 opticalaxis
光轴球面系统中,各球面的曲率中心的连线称为主光轴,简称光轴。
在晶体光学中,各向异性晶体内有某些特殊方向,光线沿此方向传播时不发生双折

射现象,这些特殊方向称为晶体的光轴。

9.34 焦距 focallength,focaldistance
共轴球面光学系统的第二主点沿光轴方向到像点的距离。单个薄透镜的像距是从光

心沿光轴到像点的距离;单个球面镜的像距是从球面顶点沿光轴到像点的距离。

9.35 物距 obiectdistance
共轴球面光学系统的第一主点沿光轴到物点的距离。单个薄透镜的物距是从光心沿

光轴到物点的距离;单个球面镜的物距是从球面顶点沿光轴到物点的距离。

9.36 光焦度 focalpower
简称焦度。像方介质折射率与系统像方焦距的比值或物方空间介质折射率与系统第

一焦距的比值 (绝对值)。单位为m-1,又称为屈光度。

9.37 后顶点光焦度 backvertexpower
透镜后顶点焦距以米为单位的傍轴值的倒数。单位为 m-1,单位名称为屈光度,

习惯上称后顶点光焦度为眼镜片的光焦度。

9.38 前顶点光焦度 frontvertexpower
透镜前顶点焦距以米为单位的傍轴值的倒数。单位为m-1,又称为屈光度。

9.39 明视距离 visiondistance
正常眼睛在不费力地看清楚眼前物体时,物体离眼睛的距离。此距离通常在

20cm~30cm之间。

9.40 瑞利判据 Rayleighcriterion
两个靠得很近的等光强的物点,经光学系统成的点像,是两个夫琅和费衍射图样,

以一衍射图样的中央极大与另一衍射图样的第一极小重合所定出的两物点间的距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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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光学仪器所能分辨的两物点的最小距离,称这个判据为瑞利判据。

9.41 像差 aberration
理想光学系统所成的像与实际系统所成的像之间存在的偏差。

9.42 球 (面像)差 sphericalaberration
主光轴上物点发出的单色发散宽光束,经过光学系统后,各光线与主光轴相交于不

同位置,因而形成边缘模糊的像。近轴光线所成的像点和远轴光线所成的像点,沿光轴

的距离,称为纵向球差;近轴像点与远轴光线射到近轴像面上的点之间的距离,称为横

向球差。

9.43 慧差 comaaberration
位于主光轴外物点发出的单色宽光束入射到光学系统的入瞳上,相同环带光束,在

理想像面上形成环形光斑。若环带直径不同,形成的环形光斑的直径就不同,且光斑中

心相对于理想像点的位置也不同,因而组成星状的像,这种像差称为慧差。

9.44 畸形 distortion
由于光学系统的横向放大率随物点光束的主光线和主光轴间所成的夹角而变,致使

像的几何星状与物不能严格相似,这种像差称为畸变。当横向放大率随夹角增加而增大

时所产生的畸变称为正畸变,或枕形畸变,反之为负畸变,或桶形畸变。

9.45 像散性像差 astigmaticaberration
位于主光轴外的物点发出的单色窄光束,经光学系统后,会聚成两条相隔一定距离

相互垂直的焦线,这种像差称为像散性相差。

9.46 像场弯曲 curvatureofthefield
成像透镜把垂直于主光轴的平面物形成曲面像,这种像差称为像场弯曲。

9.47 色 (像)差 chromaticaberration (chromatism)
同一光学材料对于不同波长的单色光具有不同的折射率,致使发出复合光的光源所

投射的光,经过透镜折射后,在像平面上形成有不同像距的彩色像,这种像差称为

色差。

9.48 轴向色差 chromaticlongitudinalaberration
又称为位置色差或纵向色差。不管是远轴光束还是近轴光束经透镜后都将会得到一

系列沿主光轴与色光对应的不重合的像点,这种色差称为轴向色差。

9.49 垂轴色差 chromaticlateralaberration
又称为放大率色差。一物体由透镜生成一系列与各色光对应的高度不同的像,在像

面上只能得到一个由彩边的 “像”,这种色差称为垂轴色差。

9.50 波像差 waveaberration
球面波经过实际光学系统后,其变形后的实际波面与理想波发生偏离而出现的光

程差。

9.51 等晕区 isoplanaticregion
在测量准确度之内,点扩散函数可以认为是恒定的区域,即为一个成像系统的等

晕区。
如果成像器件是抽样或扫描器件,则等晕区为在规定的允差范围内,点扩散函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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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立叶变换可以认为是恒定的区域。

9.52 空间频率 spatialfrequency
空间频率 (r,s)是与实空间位置变量 (u,v)相对应的傅立叶空间中的变量。

它可以用直线或角度坐标上的正弦空间分布周期的倒数来表示。空间频率的单位名称为

1/毫米,1/毫弧度 (1/mm,1/mrad等)。

9.53 调制度 modulation (M)
一个周期性辐射量 (I)的调制度定义为

M=
Imax-Imin

Imax+Imin

式中:Imax和Imin———发射或照射的光辐射量的极大值和极小值。

9.54 点扩散函数 pointspreadfunction (PSE)
一个在线性范围内并在规定成像状态下工作的成像系统的点扩散函数PSF (u,

v),是点源像F(u,v)的归化辐照度分布,即

PSF(u,v)=
F(u,v)

∫
∞

-∞∫
∞

-∞
F(u,v)dudv

这里 (u,v)是参考平面上各点的笛卡儿坐标。

9.55 线扩散函数 linespreadfunction (LSF)
一个在线性范围内,并在指定成像状态下工作的成像系统,在它的等晕区内,线扩

散函数LSF (u)是非相干性源像的归化辐照度分布。它与点扩散函数PSF (u,v)的

关系为

LSF(u)=∫
∞

-∞
PSF(u,v)dv

9.56 刃边扩散函数 edgespreadfunction (ESF)
一个在线性范围内,并在指定成像状态下工作的成像系统,在它的等晕区内,刃边

扩散函数ESF (u)是一个刃边像的辐照度分布。它与线扩散函数LSF (u)的关系为

ESF(u)=∫
∞

-∞
LSF(u')du'

9.57 波像差函数 wavefrontaberrationfunction
波像差函数P(x,y)表示从一个物点出发,经过光学系统以后到达出瞳面上的波

阵面,与一个以像点为中心的球面 (称为参考球面)之间的光程差。

9.58 光学传递函数 opticaltransferfunction (OTF)
当光学成像系统在线性范围工作时,在它的等晕区内,光学传递函数是相应的点扩

散函数的傅立叶变换,即

OTF(r,s)=∫
∞

-∞∫
∞

-∞
PSF(u,v)exp[-2πj(ru+sv)]dudv

OTF是一个复合函数,它与调制传递函数和相位传递函数的关系为

在零空间频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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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9 调制传递函数 modulationtransferfunction (MTF)
调制传递函数 MTF (r,s)是光学传递函数OTF (r,s)的辐角,相位传递函数

在零空间频率时等于零。相位传递函数的值与点扩散函数的参考坐标系原点位置有关,
原点位置的位移会使相位传递函数产生一个对空间频率成线性的附加项。

9.60 星点检验 startest
一种定性地评价光学系统成像质量的方法,即一点光源 (星点)经被检光学系统成

像,通过肉眼观察星点像及其像平面前后的光能分布的衍射图形。

9.61 平凸50mm标准镜头 plano-convex50mmstandardlens
用于标准光学传递函数 (OTF)测试仪器的 MTF和PTF值的透镜。透镜的一面

为球面,半径为25mm;另一面为平面;厚度等于10mm。

9.62 棱镜度 prismaticpower
光线通过镜片上的规定点 (通常指镜片中心点)在方向上所产生的偏差。棱镜度单

位名称为棱镜屈光度,单位为m。

9.63 棱镜度校准镜片 prismatictestlens
用于校准棱镜度的镜片。其光学表面为平面。光线通过镜片上的规定点 (通常指镜

片中心点)与初始方向产生偏移。

9.64 系统的光谱透射比 spectraltransmittanceforopticalsystems
在给定波长下,透过光学系统的辐射通量与入射其上的辐射通量之比。

9.65 (照相物镜)色贡献指数 colorcontributionindex
用三个正整数组成的数组,表征物镜相对于无物镜时预期改变摄影影像颜色的程

度。色贡献指数的缩写为CCI。计算该指数时,将使用CIE标准施照体D55、摄影感光

材料的光谱响应度和照相物镜的光谱透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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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索 引
(按汉语拼音排序)

A

阿布尼定律 5.63
阿布尼现象 5.19
暗电流 8.29
暗视觉 3.3

B

半波片 9.17
半透明介质,模糊

介质 4.65
白度 5.18
白度计 5.101
饱和度 5.15
贝措尔德-布吕克现象 5.20
比较灯 3.37
壁稳氩弧;小氩弧 2.37
变角反射计 4.76
变角辐射计 2.53
变角光度计 3.51
表面色 5.8
标准白板 4.79
标准玻璃滤光器 4.81
标准辐射源 2.46
标准密度片 4.93
标准照度计 3.38
标准太阳电池 8.45
波长 1.2
波片 9.15
波数 1.3
波像差 9.50
波像差函数 9.57
(色刺激的)补

波长λc 5.86

C

参比色刺激 5.65
参比施照体 5.54
材料色散参数 7.16
彩度 5.16
(感知的)彩色 5.5
彩色刺激 5.46
彩色积分密度 4.89
测辐射热计 8.22
测光导轨,光度

测量装置 3.39
楚兰德 5.44
垂轴色差 9.49
(色刺激的)纯度 5.87
[光]出射度 3.13

D

刀口扫描 7.3
等对比光度计 3.45
等离子体;等离子

黑体 2.36
等能光谱 5.58
等视亮度光度计 3.44
等效光亮度 3.16
等晕区 9.51
低温绝对辐射计 8.25
点扩散函数 9.54
点耀度 3.15
点源 2.1
单色刺激;光谱刺激 5.48
单色辐射 1.10
对比 5.29
对比灵敏度Sc 5.30

多角度测色仪 5.100
多色仪 4.74

F

发光强度 3.10
发光强度标准灯 3.35
(感知的)发光色 5.9
发散透镜 9.3
[半球]发射率 2.27
发射数值孔径 7.22
反射 1.27
反射比 4.16
反射定律 1.28
(菲涅耳)反射法 7.26
反射计 4.68
反射计测值 4.30
反射角 1.30
反射镜 9.5
反射率 4.42
反射 (光学)密度 4.23
反射因数 4.22
反射因数 (光学)

密度 4.25
方向发射率 2.28
(感知的)非发光色 5.10
非偏振辐射,自然光 1.18
非球面镜 9.8
非透明介质 4.66
非相干辐射 1.23
(感知的)非相关色 5.12
非选择性辐射体 2.30
非选择性探测器 8.6
(折射率)分布色散

参数 7.17
06

JJF1032—2005



分布温度 2.33
分布温度标准灯 2.49
峰值功率 6.20
复合 (混合)辐射 1.11
辐 [射]出射度 2.17
傅立叶变换光谱仪 4.75
辐 [射]亮度 2.11
[单色]辐 [射]亮

度温度 2.34
辐亮度系数 4.28
辐亮度因数 4.26
辐 [射]能量 2.5
辐 [射]强度 2.8
[电磁]辐射 1.1
辐射出射度基准 2.41
辐射的光 [视]效率 3.25
辐射的光 [视]效

能;辐射的最大光

谱光 [视]效能 3.24
辐射度学,辐射测量 2.40
辐射计 2.51
辐射温度 2.32
辐射效率 2.19
辐 [射]通量,辐射

功率 2.4
辐 [射]照度 2.13
复折射率 4.60

G

干涉 1.22
感光仪 3.54
格拉斯曼定律 5.61
各向同性漫反射 4.9
各向同性漫透射 4.10
观测角 4.51
光 3.1
光斑尺寸 6.28
光程 1.38

光的独立性定律 1.26
光的直线传播定律 1.25
光电倍增管 8.10
光电池 8.12
光电管 8.8
光电流 8.28
光电探测器 8.7
光电雪崩二极管 8.14
光度副基准 3.33
光度工作基准 3.34
光度计 3.42
光度基准 (原级光

 度标准) 3.28
光度学,光度测量 3.27
光 (敏)二极管 8.13
光焦度 9.36
光具座 9.13
光缆截止波长 7.13
光量 3.9
光亮度系数 4.29
光亮度因数 4.27
光敏电阻,光导管 8.11
光敏三极管 8.15
光谱,谱 1.12
光谱乘积 4.82
光谱反射比基准 4.77
光谱反射因数基准 4.78
光谱辐 [射]亮度

标准灯;钨带灯 2.47
光谱辐 [射]亮

度基准 2.44
光谱辐射计 2.52
光谱辐 [射]照度

标准灯 2.48
光谱辐 [射]照

度基准 2.45
光谱光度 4.1
光谱光度计,分光

光度计 4.67
光谱光 [视]效率 3.5
光谱光学厚度;

光谱光学深度 4.38
光谱轨迹 5.80
光谱规则透射

比基准 4.80
光谱 [密]集度;

光谱分布 2.20
光谱内透射比 4.39
光谱内吸收比 4.40
光谱色品坐标x(λ),y(λ),

 z(λ);x10(λ),y10(λ),

 z10(λ)等 5.78
光谱失配修正因数 (对于

光度计) 3.48
光谱透射率 4.43
光谱吸收度,光谱内

透射密度 4.41
光谱吸收率 4.44
(强吸收材料的)光

谱吸收指数 4.59
光谱线性衰减系数 4.35
光谱线性吸收系数 4.36
(探测器的)光谱

响应度 8.32
光谱质量衰减系数 4.37
光谱 (几何)总辐射通量

标准灯 2.50
光强度系数 4.54
光强分布测试仪 6.50
光时域反射计 7.35
光束 9.31
光束参数积 6.9
光束传输比 6.36
光束传输因子 6.37
光束分析仪 6.48
光束横截面积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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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束宽度 6.5
光束平移稳定度 6.11
光束位置稳定度 6.12
光束腰直径 (半径) 6.13
光束直径 (半径) 6.4
光束质量测试仪 6.49
光束指向稳定度 6.10
光束终止器 6.58
光束轴 6.3
光衰减,光损耗 7.1
光通量 3.7
光速 1.4
光纤/包层同心度

误差 7.9
光纤带宽 7.3
光纤截止波长 7.12
光阴极 8.9
光源的发光效能 3.26
光子出射度 2.18
光子计数器 8.17
光子亮度 2.12
光子强度 2.9
光子探测器 8.2
光子照度 2.14
光子数 2.7
光子通量 2.6
光学传递函数 9.58
光学辐射 1.6
光学系统 9.12
光泽 4.31
光泽度计 4.70
光轴 9.33
规化探测率 8.41
归一化频率;V 数 7.23
规则反射,镜反射 4.3
规则反射比 4.18
规则透射,直接透射 4.4
规则透射比 4.19

H

亥姆霍兹-柯尔劳什现象

5.21
红外辐射 1.8
后顶点光焦度 9.37
后向散射法;光时域反

射法 7.33
互补色刺激 5.49
弧矢面 9.30
慧差 9.43
会聚透镜 9.2
灰体 2.31
混合反射 4.7
混合透射 4.8

J

畸变 9.44
积分球 3.52
激光安全标准 6.59
激光波长 6.29
激光峰值功率计 6.47
激光辐射度 6.1
激光功率计 6.45
激光功率基准 6.52
激光功率密度 6.27
激光横模 6.32
激光能量计 6.46
激光能量基准 6.53
激光能量密度 6.25
激光频率 6.30
激光器效率 6.39
激光器噪声 6.54
激光束 6.2
激光损伤 6.61
激光衰减器 6.56
激光危害评价 6.60
激光远场 6.34

激光装置效率 6.40
激光纵模 6.31
(光纤、光缆)基准测试法

(RTM) 7.24
胶片的光谱响应度 8.33
剪断法 7.32
焦距 9.34
焦深 9.26
介入损耗法;插入

损耗法 7.34
(光纤的)截止波长 7.11
晶体倍频效率 6.42
绝对热探测器 8.19
均匀色空间 5.92
均匀色品标度图;

 UCS图 5.93

K

坎德拉 3.18
坎德拉每平方米 3.20
可变光阑孔法 7.30
可达发射极限 6.43
空间频率 9.52
孔径光阑 9.27
孔径通量 4.84
扩束器 6.57

L

朗伯 (余弦)定律 4.14
朗伯面 4.15
勒克斯 3.21
勒克斯秒 3.23
棱镜度 9.62
棱镜度校准镜片 9.63
立体角 2.2
理想漫反射体 4.12
理想漫透射体 4.13
连续功率 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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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激光器 6.17
[光]亮度 3.11
亮度差阈 5.28
[光]亮度计 3.50
[光]亮度基准 3.31
亮度阈 5.27
(非选择性)量子

探测器 8.16
量子效率 6.38
临界角 1.37
零色散波长 7.19
零色散斜率 7.20
流明 3.19
流明每平方米 3.22
滤光器 4.61

M

脉冲持续时间 6.24
脉冲重复率 6.23
脉冲功率 6.19
脉冲激光器 6.18
脉冲能量 6.22
漫反射 4.5
漫反射比 4.20
漫射,散射 4.2
漫射体 4.11
漫射因数 4.45
漫射指示线 4.46
漫透射 4.6
漫透射比 4.21
漫透射彩色积分密

度基准 4.95
漫透射视觉密度基准 4.94
朦胧度,雾度 4.33
朦胧度计,雾度计 4.72
密度计 4.69
(相关色的)明度 5.17
明视觉 3.2

明视距离 9.39
模场直径 7.10
模容量 7.14
目视光度测量 3.40
目视光度计 3.43
目视色度测量 5.2

N

内量子效率 8.42
逆反射 4.47
逆反射比 4.53
逆反射材料 4.50
逆反射光亮度系数 4.56
逆反射器 4.49
逆反射系数 4.55
逆反射元 4.48

P

抛物面镜 9.9
偏向角 9.22
偏振辐射 1.14
偏振器,起偏器 1.19
平均功率 6.21
频率 1.5
平面反射镜 9.6
平凸50mm标

准镜头 9.61
曝辐 [射]量 2.15
曝辐 [射]量表 2.55
曝光表 3.55
曝光量 3.14
曝光量基准 3.32
曝光子量 2.16
普金吉现象 5.23
普朗克定律 2.24
普朗克辐射体,黑体 2.23
普朗克轨迹 5.83
[光]谱线 1.13

Q

前顶点光焦度 9.38
氢弧 2.38
球 (面像)差 9.42
球面度 2.3
球面反射镜 9.7
球形光度计 3.53
全波片 9.16
全辐射亮度基准 2.42
全辐射照度基准 2.43
全反射 1.36

R

热电探测器 8.23
热辐射 2.22
热探测器 8.18
刃边扩散函数 9.56
人工黑体,模拟黑体 2.35
日光轨迹 5.84
日照计 2.57
融合频率;

临界融合频率 5.32
瑞利长度 6.33
瑞利判据 9.40
入射角 1.29

S

(色刺激的)三刺激值 5.66
三色系统 5.64
色刺激 5.45
色刺激的相加混合 5.59
色刺激函数φλ(λ) 5.50
色 (像)差 9.47
色调 5.13
色度,色度学 5.1
色度纯度Pc 5.88
色度计 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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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方程 5.68
(照相物镜)色贡

献指数 9.65
色 (谱)集 5.71
色空间 5.69
色立体 5.70
色匹配 5.60
(三色系统的)色匹

配函数 5.67
色品 5.77
色品图 5.79
色品坐标 5.76
色散 1.39
色散系数 7.15
色散斜率 7.18
色适应 5.25
色温度Tc 5.90
闪烁 5.31
闪烁光度计 3.46
上升时间 8.35
射线束的几何广度 2.10
摄影昼光 3.56
斯忒藩-玻耳兹曼定律 2.26
视彩度 5.14
视场光阑 9.28
视场角 9.24
时间常数 8.34
视觉密度 4.87
视觉敏锐度;视觉

分辨力 5.26
(天体的)视星等 3.17
适应 5.24
适应性感知色位移 5.42
适应性色度位移 5.39
施照体 5.53
施照体感知色位移 5.41
施照体色度位移 5.38
(第一类)司蒂尔斯-

克劳福德效应;
方向效应 5.22

(冯克里斯)守恒定律 5.62
寿命 6.55
(光辐射探测器的)输出

8.27
束散角 6.35
(光辐射探测器的)输入

8.26
(光)束 (束)腰 6.6
数值孔径 7.21
衰减系数 7.2
双曲面镜 9.11
损伤阈值 6.62

T

塔尔波特定律 5.33
太阳电池校准值 8.44
探测率 8.40
(光辐射)探测器 8.1
(光纤、光缆)替代

测试法 (ATM) 7.25
调制传递函数 9.59
调制度 9.53
同步加速器辐射 2.39
同色异谱刺激 5.52
透镜 9.1
透镜数值孔径 9.25
透明介质 4.64
透射 1.32
透射比 4.17
透射功率法 7.29
投射角 4.52
透射近场扫描法 7.27
透射 (光学)密度 4.24
透射印片密度 4.88
透射因数 4.85
透射因数密度 4.86

投影密度 4.90
椭球面镜 9.10
椭圆偏振辐射 1.17

W

外量子效率 8.43
维恩定律 2.25
温差电偶 8.20
温差堆 8.21
物 9.19
(感知的)无彩色 5.6
无彩色刺激 5.47
物距 9.35
物理光度测量 3.41
物理光度计 3.47
物理色度测量 5.3
物体色 5.7

X

吸收 1.31
吸收比 4.34
系统的光谱透射比 9.64
下降时间 8.36
陷光探测器 8.24
线扩散函数 9.55
线偏振辐射 1.15
显色性 5.34
显色指数R 5.35
显微密度 4.92
显微透射比 4.91
纤芯不圆度 7.8
纤芯直径 7.7
线性探测器 8.3
像 9.20
像差 9.41
像场弯曲 9.46
相对光谱分布 2.21
相对色刺激函数φ(λ)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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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响应度,相

对灵敏度 8.31
相对折射率差 7.6
相干长度 6.15
相干辐射 1.21
相干时间 6.16
相干性 6.14
(感知的)相关色 5.11
相关色温度Tcp 5.91
像散性像差 9.45
相移法 7.37
(探测器的)响应度,

灵敏度 8.30
消光比 6.51
斜率效率 6.41
星点检验 9.60
兴奋纯度pe 5.89
消偏振器 1.20
选择性辐射体 2.29
选择性探测器 8.5

Y

颜色;色 5.4
衍射 1.24
液晶显示器 4.57
有效f 数 6.8
远场扫描法 7.28
圆偏振辐射 1.16

Z

杂散光 4.83
噪声等效辐照度 8.39
噪声等效功率 8.38
噪声等效输入 8.37

[光]照度 3.12
[光]照度计 3.49
[光]照度基准 3.30
折射 1.33
折射定律 1.34
折射角 1.35
折射近场法 7.36
折射率 4.58
折射率分布 (图) 7.4
折射率分布参数 7.5
阵列探测器 8.4
正弦光栅 9.14
中间视觉 3.4
中性阶梯楔 4.63
中性楔 4.62
昼光施照体 5.55
轴向色差 9.48
(色刺激的)主

波长λd 5.85
主焦点 9.21
柱面透镜 9.4
准直光束 9.32
浊度 4.32
浊度计 4.71
紫色边界 5.82
紫色刺激 5.8
紫外辐射 1.9
紫外透射分析仪 4.73
紫外 [辐射]照度计 2.54
子午面 9.29
总辐射通量积分仪 2.56
总光通量 3.8
总光通量标准灯 3.36

总光通量基准 3.29
总和感知色位移 5.43
总和色度位移 5.40
最大允许照射量 6.44
最小偏向角 9.23

其他

1/4波片 9.18
CIE1931标准色度观察者

(CIE1964补充标准

色度观察者) 5.75
CIE1931标准色度

系统X,Y,Z 5.72
CIE1964补充标准色度

 系统X10,Y10,Z10 5.73
CIE1974特殊显色

 指数Ri 5.36
CIE1974一般显色

 指数Ra 5.37
CIE1976L*a*b*色差;

 CIELAB色差ΔE*
ab 5.98

CIE1976L*a*b*色空间;

 CIELAB色空间 5.97
CIE1976L*u*v*色差;

 CIELUV色差ΔE*
uv5.96

CIE1976L*u*v*色空间;

 CIELUV色空间 5.95
CIE1976均匀色品标图;

 CIE1976UCS图 5.94
CIE标准光度观察者 3.6
CIE标准光源 5.57
CIE标准施照体 5.56
CIE色匹配函数 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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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文 索 引

A

aberration 9.41
Abney’slaw 5.63
Abneyphenomenon 5.19
absolutethermaldetector

8.19
absorptance 4.3
absorption 1.31
accessibleemission
 limit(AEL) 6.43
achromatic(perceived)

 colour 5.6
achromaticstimulus 5.47
adaptation 5.24
adaptivecolorimetricshift

5.39
adaptive(perceived)colour
 shift 5.42
additivemixtureofcolour
 stimuli 5.59
alternativetestmethod

7.25
angleofdeviation 9.22
angleofincidence 1.29
angleofminimumdeviation

9.23
angleofreflection 1.30
angleofrefraction 1.35
apertureflux 4.84
aperturestop 9.27
apparentmagnitude(ofan
 astronomicalobject)

3.17
arraydetector 8.4

artificalblackbody,simul-
 ativeblackbody 2.35
asphericalmirror 9.8
astigmaticaberration 9.45
attenuationcoefficient 7.2
avalanchephotodiode 8.14
averagepower 6.21

B

backscatteringmethod;

 opticaltimedomain
 reflectometry 7.33
backvertexpower 9.37
bandwidthofanoptical
 fiber 7.3
beamanalyzer 6.48
beamaxis 6.3
beamcross-sectional
 area 6.7
beamdiameter(radius)

6.4
beamdisplacement
 stability 6.11
beamexpander 6.57
beamparameterproduct

6.9
beampointingstability

6.10
beampositionalstability

6.12
beampropagationfactor

6.37
beampropagationratio

6.36
beamqualitymeasuring

 instrument 6.49
beamstop 6.58
beamwaist 6.6
beamwaistdiameter
 (radius) 6.13
beamwidths 6.5
Bezold-Brücke
 phenomenon 5.20
bolometer 8.22

C

cabledcutoff
 wavelength 7.13
calibrationvalueof
 solarcell 8.44
candela 3.18
candelapersquare
 meter 3.20
chroma 5.16
chromaticaberration
(chromatism) 9.47

chromaticadaptation 5.25
chromatic(perceived)

 colour 5.5
chromaticlateralaberration

9.49
chromaticlongitudinal
 aberration 9.48
chromaticness;

 colourfulness 5.14
chromaticstimulus 5.46
chromaticity 5.77
chromaticitycoordinates

5.76
chromaticitydiagram 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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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E1931standard
 colorimetricobserver
 (CIE1964Supplemen-
 tarystandardcolorimetric
 observer) 5.75
CIE1931standard
 colorimetricsystem
 X,Y,Z 5.72
CIE1964supplementary
 standardcolorimetric
 systemX10,Y10,Z10

5.73
CIE1974Generalcolour
 renderingindexRa 5.37
CIE1974specialcolour
 renderingindexRi 5.36
CIE1976L*a*b*colour
 difference;CIELAB
 colourdifferenceΔE*

ab

5.98
CIE1976L*a*b*

 colourspace;CIELAB
 colourspace 5.97
CIE1976L*u*v*colour
 difference;CIELUV
 colourdifferenceΔE*

uv

5.96
CIE1976L*u*v*

 colourspace;CIELUV
 colourspace 5.95
CIE1976uniform-chrom-
 aticity-scalediagram;

 CIE1976UCSdiagram
5.94

CIEColourmatching
 functions 5.74
CIEstandardilluminant

5.56

CIEstandardphotometric
 observer 3.6
CIEstandardsource 5.57
circularlypolarized
 radiation 1.16
coefficientofluminous
 intensity 4.54
coefficientofretroreflected
 luminance 4.56
coefficientofretroreflection

4.55
coherence 6.14
coherencelength 6.15
coherencetime 6.16
coherentradiation 1.21
collimatedbeam 9.32
colorcontributionindex

9.65
colorimeter 5.99
colorimetricpuritypc 5.88
colorimetry 5.1
colorintegratingdensity

4.89
colour;color 5.4
colouratlas 5.71
colourequation 5.68
colourmatching 5.60
colourmatchingfunctions
 (ofatrichromatic
 system) 5.67
colourrendering 5.34
colourrenderingindexR

5.35
coloursolid 5.70
colourspace 5.69
colourstimulus 5.45
colourstimulusfunction
 φλ(λ) 5.50

colourtemperatureTc5.90
comaaberration 9.43
comparisonlamp 3.37
complementarycolour
 stimuli 5.49
complementarywavelength
(ofacolourstimulus)

λc 5.86
complexrefractiveindex

4.60
compositeradiation 1.11
continuouswave(cw)

 laser 6.17
contrast 5.29
contrastsensitivitySc5.30
convergentlens 9.2
core/cladding
 concentricityerror 7.9
corediameter 7.7
correlatedcolour
 temperatureTcp 5.91
criticalangle 1.37
cylindricallens 9.4
cryogenicabsolute
 radiometer 8.25
curvatureofthefield 9.46
cutbacktechnique 7.32
cutoffwavelength(of
 anopticalfible) 7.11
cw-power 6.26

D

damagethreshold 6.62
darkcurrent 8.29
daylightilluminant 5.55
daylightlocus 5.84
densitometer 4.69
depolarizer 1.20

76

JJF1032—2005



detectivity 8.40
detector(ofoptical
 radiation) 8.1
diffraction 1.24
diffusereflectance 4.20
diffusereflection 4.5
diffusetransmission 4.6
diffusetransmittance 4.21
diffuser 4.11
diffusionfactor 4.45
diffusion,scattering 4.2
directionalemissivity 2.28
dispersion 1.39
dispersioncoefficient 7.15
(chromatic)dispersion
 slope 7.18
distortion 9.44
distributiontemperature

2.33
divergenceangle 6.35
divergentlens 9.3
dominantwavelength(of
 acolourstimulus)λd

5.85

E

edgespreadfunction(ESF)

9.56
effectivef-number 6.8
elliplicalmirror 9.10
ellipticallypolarized
 radiation 1.17
(hemispherical)emissivity

2.27
entranceangle 4.52
equalityofbrightness
 photometer 3.44
equalityofcontrast

 photometer 3.45
equi-energyspectrum;

equalenergyspectrum
5.58

equivalentluminance 3.16
excitationpuritype 5.89
exposuremeter 3.55
externalquantumefficiency

8.43
extinctionratio 6.51

F

falltime 8.36
far-fieldscanningmethod

7.28
fibercutoffwavelength

7.12
fieldangle 9.24
fielddiaphragm 9.28
flicker 5.31
flikerphotometer 3.46
focaldepth 9.26
focallength,focaldistance

9.34
focalpower 9.36
Fouriertransform
 spectrometer 4.75
frequency 1.5
frequencydoubling
 effieiencyofcrystal6.42
frontvertexpower 9.38
full-waveplate 9.16
fusionfrequency;critical
 flickerfrequency 5.32

G

geometricextentofabeam
 ofrays 2.10

gloss 4.31
glossmeter 4.70
goniophotometer 3.51
gonioradiometer 2.53
gonio-reflectometer 4.76
Grassmann’slaws 5.61
greybody,graybody
(USA) 2.31

H

half-waveplate 9.17
hazardassessment
 oflaser 6.60
haze 4.33
hazemeter 4.72
Helmholtz-Kohlrausch
 phenomenon 5.21
hue 5.13
hydrogenarc 2.38
hyperboloidalmirror 9.11

I

illuminance 3.12
illuminancemeter 3.49
illuminant 5.53
illuminantcolorimetric
 shift 5.38
illuminant(perceived)

 colourshift 5.41
image 9.20
incoherentradiation 1.23
(refractive)indexprofile

7.4
indicatrixofdiffusion 4.46
infraredradiation 1.8
input(foradetector
 ofopticalradiation)8.26
insertionlossmethod 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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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ingsphere 3.5
integrating(sphere)

 photometer 3.53
intensitydistribution
 measuringinstrument

6.50
interference 1.22
internalquantumeffieiency

8.42
irradiance 2.13
irradiancemeterfor
 sunlight 2.57
isoplanaticregion 9.51
isotropicdiffusereflection

4.9
isotropicdiffuse
 transmission 4.10

K

knife-edgescan 7.31

L

Lambertiansurface 4.15
Lambert’s(cosine)law

4.14
laserattenuator 6.56
laserbeam 6.2
laserdamage(injury)6.61
laserdeviceefficiency 6.40
laserefficiency 6.39
laserenergydensity 6.25
laserenergymeter 6.46
laserfar-field 6.34
laserfrequency 6.30
laserlongitudinalmode

6.31
laserpeakpowermeter

6.47

laserpowerdensity 6.27
laserpowermeter 6.45
laserradiometry 6.1
lasersafetystandard 6.59
lasertransversalmode6.32
laserwavelength 6.29
launchnumerical
 aperture;LNA 7.22
lawofindependence
 oflight 1.26
lawofrectilinear
 propagationoflight1.25
lawofreflection 1.28
lawofrefraction 1.34
lens 9.1
lifetime 6.55
light 3.1
lightattenuation,

 lightloss 7.1
lightbeam 9.31
lightness(ofarelated
 colour) 5.17
lineardetector 8.3
linearlypolarized
 radiation 1.15
linespreadfunction(LSF)

9.55
liquidcrystaldisplay 4.57
lumen 3.19
lumenpersquaremetre

3.22
luminance 3.11
luminancecoefficient 4.29
luminancedifference
 threshold (ΔL) 5.28
luminancefactor 4.27
luminancemeter 3.50
luminancethreshold 5.27

luminous(perceived)

 colour 5.9
luminousefficiencyof
 radiation 3.25
luminousefficacyofa
 source 3.26
luminousefficacyof
 radiation;maximum
 valueofspectral
 luminousefficacyof
 radiation 3.24
luminousexitauce 3.13
luminousexposure 3.14
luminousflux 3.7
luminousintensity 3.10
lux 3.21
luxsecond 3.23

M

materialdispersion
 paramerter 7.16
maximumpermissible
 exposure(MPE) 6.44
meridianplane 9.29
mesopicvision 3.4
metamericcolourstimuli;

 metamers 5.52
microdensity 4.92
microtransmittance 4.91
mirror 9.5
mixedreflection 4.7
mixedtransmission 4.8
modefielddiameter 7.10
modevolume 7.14
modulation(M) 9.53
modulationtransfer
 function(MTF) 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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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ochromaticradiation
1.10

monochromaticstimulus;

 spectralstimulus 5.48
multi-angleinstrumentsfor
 measuringcolour 5.100

N

neutralstepwedge 4.63
neutralwedge 4.62
noiseequivalentinput8.37
noiseequivalent
 irradiance 8.39
noiseequivalentpower

8.38
noiseoflaser 6.54
noncircularityofcore 7.8
non-luminous(perceived)

 colour 5.10
non-selectivedetector 8.6
non-selectiveradiator 2.30
normalizeddetectivity8.41
Normalizedfrequency;

 Vnumber 7.23
numberofphotons,

 photonnumber 2.7
numericalaperture;NA

7.21
numericalaperture
 oflenses 9.25

O

object 9.19
object-colour 5.7
objectdistance 9.35
observationangle 4.51
opaquemedium 4.66
opticalaxis 9.33

opticalbench 9.13
opticalfilter 4.61
opticalpath 1.38
opticalradiation 1.6
opticalsystem 9.12
opticaltimedomain
 reflectometer;

 OTDR 7.35
optiealtransferfunction
(OTF) 9.58

output(foradetectorof
 opticalradiation) 8.27

P

parabolidalmirror 9.9
peakpower 6.20
perfectreflecting
 diffuser 4.12
perfecttransmission
 diffuser 4.13
(VonKries’)persistence
 law 5.62
phaseshiftmethod 7.37
photocathode 8.9
photocurrent 8.28
photodiode 8.13
photoelectricdetector 8.7
photoemissivecell,

 phototube 8.8
photographicdaylight 3.5
photographicstepdensity
 tablet 4.93
photometer 3.42
photometricbench 3.39
photometry 3.27
photomultiplier 8.10
photoncounter 8.17
photondetector 8.2

photonexitanee 2.18
photonexposure 2.16
photonflux 2.6
photonintensity 2.9
photonirradiance 2.14
photonradiance 2.12
photopicvision 3.2
photoresister,photoco-
 nductivecell 8.11
phototransistor 8.15
photovoltaiecell 8.12
physicalcolorimetry 5.3
physicalphotometer 3.47
physicalphotometry 3.41
Planckianlocus 5.83
Planckianradiator,

 blackbody 2.23
Planck’slaw 2.24
planemirror 9.6
plano-convex50mm
 standardlens 9.61
plasma,plasma
 blackbody 2.36
pointbrilliance 3.15
pointsource 2.1
pointspreadfunction
 (PSF) 9.54
polarizedradiation 1.14
polarizer 1.19
polychromator 4.74
primaryphotometric
 standard 3.28
primarystandardfordiffuse
 transmissioncolor
 integratingdensity 4.95
primarystandardfordiffuse
 transmissionvisual
 density 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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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arystandardfor
 laserenergy 6.53
primarystandardfor
 laserpower 6.52
primarystandardof
 illuminance 3.30
primarystandardof
 luminance 3.31
primarystandardof
 luminousexposure 3.32
primarystandardof
 radiantexitance 2.41
primarystandardof
 spectralirradiance 2.45
primarystandardof
 spectralradiance 2.44
primarystandardof
 spectralreflectance 4.77
primarystandardof
 spectralreflectance
 factor 4.78
primarystandardofspectral
 regulartransmittance4.8
primarystandardoftotal
 irradiance 2.43
primarystandardoftotal
 luminousflux 3.29
primarystandardof
 totalradiance 2.42
principalfocus 9.21
printingtransmission
 density 4.88
prismaticpower 9.62
prismatictestlens 9.63
profiledispersion
 paramerter 7.17
profileparameter 7.5
projectiondensity 4.90

pulseduration 6.24
pulseenergy 6.22
pulselaser 6.18
pulsepower 6.19
pulserepetitionrate 6.23
purity(ofacolour
 stimulus) 5.87
Purkinjephenomenon 5.23
purpleboundary 5.82
purplestimulus 5.81
pyroelectricdetector 8.23

Q

quantityoflight 3.9
(non-selective)quantum
 detector 8.16
quantumefficiency 6.38
quarter-waveplate 9.18

R

radiance 2.11
radiancecoefficient 4.28
radiancefactor 4.26
(monochromatic)radiance
 temperature 2.34
radiantefficiency 2.19
radiantenergy 2.5
radiantexitance 2.17
radiantexposure 2.15
radiantexposuremeter

2.55
radiantflux,radiant
 power 2.4
radiantintensity 2.8
[electromagnetic]

 radiation 1.1
radiationtemperature 2.32
radiometer 2.51

radiometry 2.40
Rayleighcriterion 9.40
Rayleigh-length 6.33
referencecolour
 stimuli 5.65
referenceilluminant 5.54
referencetestmethod7.24
reflectance 4.16
reflectance(optical)

 density 4.23
reflectancefactor 4.22
reflectancefactor(optical)

 density 4.25
reflection 1.27
(Fresnel)reflection
 method 7.26
reflectivity 4.42
reflectometer 4.68
reflectometervalue 4.30
refractednear-field
 methodrefractedray
 method 7.36
refraction 1.33
refractiveindex 4.58
refractiveindex(relative)

 difference 7.6
regularreflectance 4.18
regularreflection,specular
 reflection 4.3
regulartransmission,

 directtransmission 4.4
regulartransmittance 4.19
related(perceived)

 colour 5.11
relativecolourstimulus
 functionφ(λ) 5.51
relativeresponsivity,

 relativesensitivity 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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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vespectral
 distribution 2.21
responsivity,sensitivity
(ofdetector) 8.30

resultantcolorimetric
 shift 5.40
resultant(perceived)

 colourshift 5.43
retroreflectance 4.53
retroreflection 4.47
retrorefleetiveelement 4.4
retroreflectivematerial

4.50
retroreflector 4.49
risetime 8.35

S

sagittalplane 9.30
saturation 5.15
secondaryphotometric
 standard 3.33
selectivedetector 8.5
selectiveradiator 2.29
sensitometer 3.54
sinusoidalgrating 9.14
slopeefficiency 6.41
solidangle 2.2
spatialfrequency 9.52
spectralabsorbance,

 spectralinternaltrans-
 mittancedensity 4.41
spectralabsorptionindex
(ofaheavityabsorbing

 material) 4.59
spectralabsorptivity 4.44
spectralchromaticity
 coordinates
 x(λ),y(λ),z(λ);

 x10(λ),y10(λ),

 z10(λ)etc 5.78
spectralconcentration;

 spectraldistribution2.20
spectralinternal
 absorptance 4.40
spectralinternal
 transmittance 4.39
spectralline 1.13
spectrallinearabsorption
 coefficient 4.36
spectrallinearattenuation
 coefficient 4.35
spectralluminousefficiency

3.5
spectralmassattenuation
 coefficient 4.37
spectralmismatchcorrection
 factor 3.48
spectralopticalthickness;

spectralopticaldepth 4.38
spectralproduction 4.82
spectralresponsivity,spectral
 sensitivity(ofdetector)

8.32
spectralresponsivityof
 afilm 8.33
spectraltransmissivity4.43
spectraltransmittance
 foropticalsystems 9.64
spectral(geometry)total
 radiantfluxstandard
 lamp 2.50
spectrophotometer 4.67
spectrophotometric
 standardofglass
 filters 4.81
spectrophotometry 4.1

spectroradiometer 2.52
spectrum 1.12
spectrumlocus 5.80
sphericalaberration 9.42
sphericalmirror 9.7
spotsize 6.28
standardilluminance
 metre 3.38
standardlampfordistrib-
 utiontemperature 2.49
standardlampforluminous
 intensity 3.35
standardlampforspectral
 irradiance 2.48
standardlampforspectral
 radiance;tungsten
 ribbonlamp 2.47
standardlampfortotal
 luminousflux 3.36
standardofwhitetitle4.79
standardradiantsource

2.46
standardsolarcell 8.45
startest 9.60
Stefan-Boltzman’slaw

2.26
Stiles-Crawfordeffect(of
 thefirstkind);

 directionaleffect 5.22
steradian 2.3
straylight 4.83
surfacecolour 5.8
synchrotronradiation 2.39

T

Talbot’slaw 5.33
thermaldetector 8.18
thermalradiation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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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mocouple 8.20
thermopile 8.21
timeconstant 8.34
(geometry)total
 luminousflux 3.8
totalradiantflux
 integratingmeter 2.56
totalreflection 1.36
translucentmedium 4.65
transmission 1.32
transmittance 4.17
transmittance(optical)

 density 4.24
transmittancefactor 4.85
transmittancefactordensity

4.86
transmittednear-field
 scanningmethod 7.27
transmittedpowermethod

7.29
transparentmedium 4.64
trapdetector 8.24
trichromaticsystem 5.64
tristimulusvalues(ofa
 colourstimulus) 5.66

troland 5.44
turbidimeter 4.71
turbidity 4.32

U

ultravioletradiation 1.9
uniform-chromaticity-scale
 diagram;UCSdiagram

5.93
uniformcolourspace 5.92
unpolarizedradiation,

 naturallight 1.18
unrelated(perceived)

 colour 5.12
UVirradiancemeter 2.54
UVtransmittanceanalyzer

4.7

V

variableaperturemethod
7.30

velocityoflight 1.4
visiondistance 9.39
visualacuity;visual
 resolution 5.26

visualcolorimetry 5.2
visualdensity 4.87
visualphotometer 3.43
visualphotometry 3.40

W

wall-stabilizedargon
 arc;argonmini-arc2.37
waveaberration 9.50
wavefrontaberration
 function 9.57
wavelength 1.2
wavenumber 1.3
waveplate 9.15
whiteness 5.18
whitenessmeter 5.101
Wien’slaw 2.25
workingphotometric
 standard 3.34

Z

zero-dispersionslope 7.20
zero-dispersionwavelength

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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