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暋李艳妮等暋彩色显示器颜色特征化的研究
95暋暋暋

收稿日期:2011飊04飊15
作者简介:李艳妮(1981-),女,陕西兴平人,硕士,运城学院助教,主要研究方向为颜色信息处理、色彩管理等。

彩色显示器颜色特征化的研究

李艳妮,李娅婷

(运城学院,运城044000)

摘要:为了研究显示器颜色特性化问题,用多项式回归方法对色谱进行了分析,分别采用一次拟合与二次拟合

建立了 CIERGB到 CIEL*a*b* 空间的多项式模型。通过色差 殼E 和拟合方差氁2 的比较,分析了模型的差异。

结果表明:多项式模型项数为9和11时,模型效果较为满意,项数为20时,模型出现震荡;并且二次拟合比一

次拟合效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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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olorcharacterizationofdisplaywasstudiedbyusingpolynomialregressionandspectrumanalysis.

OncefittingandtwicefittingbetweentheRGBsignalsandtheL*a*b* valueswereappliedtoestablishcolor

spaceconversionmodel.Throughcomparingthedifferenceof殼Eand氁2,thedifferencesofthemodelswerean灢
alyzed.Theresultsshowedthatthemodelcangetsatisfactoryresultwhennumberoftermsis9and11;twice

fittingisbetterthanoncefitting;whenthetermis20,themodelisnotstable.

Keywords:colorcharacterization;colormodeling;polynomialregression

暋暋随着工业的快速发展,为了进一步提高生产效

率和降低成本,实现远程打样成为印刷工业的迫切

需求,然而颜色在不同设备间传递,必然导致颜色失

真,所以显示器的色彩管理研究非常必要。 在研究

中首先要实现设备色空间与标准色空间的转换 [1] ,
以色空间CIEL*a*b* 为桥梁,实现显示器间色彩的

传递,完成显示器的色域空间 CIERGB到设备无关

色空间CIEL*a*b* 的转化。 目前颜色特征化主要

采用的方法有:查找表法、多项式拟合法、神经网络

模型法 [2] 等。 查找表发的精度高,但需要大量的颜

色样本才能得到较高的精度;神经网络模型法的算

法和训练的关系很大;多项式回归算法简单,主要是

项数的确定。 笔者采用最小二乘拟合方法,建立

CIERGB空间到CIEL*a*b* 空间的转换模型。

1暋多项式回归模型

多项式回归算法是在已知色空间和目标色空间

中,建立适当的回归模型,由输入/输出值来确定模型

系数,实现变换[3] 。 在转化中,以R,G,B 值为自变

量,若其转化表达式中只有此3值,则转化关系是线

性的;若包含高次项(如r2,g2,b2 等)则是非线性的,

实验所采用模型如下[4-5] :

1)f(r,g,b) =a1r+a2g+a3b
2)f(r,g,b) =a0+a1r+a2g+a3b
3)f(r,g,b) =a1r+a2g+a3b+a4rgb
4)f(r,g,b) =a0+a1r+a2g+a3b+a4rgb
5)f(r,g,b) =a1r+a2g+a3b+a4rg+a5rb+

a6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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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f(r,g,b) =a0+a1r+a2g+a3b+a4rg+
a5rb+a6gb

7)f(r,g,b) =a1r+a2g+a3b+a4rg+a5rb+
a6gb+a7rgb

8)f(r,g,b) =a0+a1r+a2g+a3b+a4rg+
a5rb+a6gb+a7rgb

9)f(r,g,b) =a1r+a2g+a3b+a4rg+a5rb+
a6gb+a7r2+a8g2+a9b2

10)f(r,g,b) =a0+a1r+a2g+a3b+a4rg+
a5rb+a6gb+a7r2+a8g2+a9b2+a10rgb

11)f(r,g,b) =a0+a1r+a2g+a3b+a4rg+
a5rb+a6gb+a7r2+a8g2+a9b2+a10rgb+a11r3+a12·

g3+a13b3+a14r2g+a15r2b+a16g2r+a17g2b+
a18b2r+a19b2g

上式中f表示转换的标准色空间中的色度值;a0

……a19为各项系数;r,g,b为测量各色块的RGB 值。
若用F表示多项式转换的结果矩阵;P表示源色

空间信息点矩阵;A 表示转换系数矩阵,则 CIERGB
和CIEL*a*b* 之间的转换模型可以用如下公式表

示[6] :

F =PA
系数矩阵A可用最小二乘回归法计算[7-8] ,将系

数代回多项式,可实现转换。
进行一次拟合后,得出的L*a*b* 数据与实际值

之间存在较大误差,因此进行了第2次拟合。 如果对

每一个颜色样本分别用L2
* ,a2

* ,b2
* 表示上面拟合

出的值, 则再次拟合时,将L2
* ,a2

* ,b2
* 与L* ,a* ,

b* 实测值进行二次拟合,采用多项式的最小二乘法拟

合系数,可计算出一组L* ,a* ,b* 值。

2暋实验及其结果分析

2.1暋色标设计

对RGB色空间均匀分割,共有512个色块,等间

隔抽取50个作为检验色块,其余用于建模。 采用

Eye灢OneDisplay2仪器进行测量,获取需要的色度

值。

2.2暋结果分析

分别采用一次拟合与二次拟合方法,计算从

CIERGB转换到CIEL*a*b* 的色差 (表中数据格式

为平均值/最大值)和拟合方差,结果见表1。

1) 通过方差比较看出,转换的均匀性随项数的

表1暋RGB曻L*a*b* 模型一次拟合与

二次拟合的色差(殼E)和方差(氁2)

Tab.1ThecomparingresultofRGBtoL*a*b* on殼E

and氁2byoncefittingandtwicefitting

项数.次数
色差

fit1 fit2

方差

fit1 fit2
3.1 6.19/23.43 4.75/17.24 0.13 0.13
4.1 5.19/22.77 4.26/15.72 0.06 0.07
4.3 7.4/26.70 5.16/17.07 0.06 0.06
5.3 6.9/26.37 4.43/15.93 0.06 0.05
6.2 5.83/30.02 4.01/20.93 0.05 0.03
7.2 5.38/26.95 3.50/18.61 0.03 0.01
7.3 4.23/17.36 3.11/10.56 0.03 0.01
8.3 2.73/14.33 1.95/12.21 0.02 0.01
9.2 2.04/10.89 1.91/11.63 0.02 0.01
11.3 2.05/11.59 1.80/10.20 0.01 0.01
20.3 30.17/89.20 20.31/58.85 0.76 0.51

增加有所提高,波动性越来越小,认为很均匀了,二次

拟合可使误差减小。

2)项数为9和11时,色差小,转换比较均匀。 为

了更直观的看出转换效果,用 Matlab软件作出了项

数为9,二次拟合时的L* ,a* ,b* 拟合效果,见图1。

图1暋RGB到L*a*b* 转换二次拟合模型的结果

Fig.1TheresultofthetwicefittingmodelonRGBtoL*a*b*

图1中横轴表示实际的L* ,a* ,b* 值,纵轴表示经过

二次拟合的计算值。 从图中可以看出拟合曲线非常

接近实际的直线,说明实测值与拟合值误差不大。

3) 项数为20时,2种模型色差均大于20,不符合

色差要求,此时模型出现较大震动,所以在建模时,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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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不宜太高。

3暋结语

用一次拟合和二次多项式拟合建立了CIERGB曻
CIEL*a*b* 转换模型,结果发现,项数为9和11时,2
种模型都达到了很高的精度,二次拟合比一次拟合效

果好。 项数为20时,模型出现了较大的震荡,误差较

大,不适于建模。 本研究对于远程打样中颜色的匹配

具有应用价值,但其研究设备具有局限性,是否适合多

种显示设备需进一步研究,只是远程软打样的一部分,
下一步还需研究标准色空间到设备色空间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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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性能分析,得到了捆带及钢板的受力情况,并应用

有限元软件进行计算和对比分析。 为提高钢板包装

捆带的捆扎效果,降低钢板之间的静力摩擦,就必须

减少捆带与板垛以及托架的摩擦系数,可采用在捆带

上涂抹润滑油的方法;在工艺允许的情况下,也可将捆

带对称捆扎,即锁扣位置均匀分布在板垛的4个端面

上,这样可以使板垛捆扎产生的静摩擦力相互抵消。

参考文献:
[1]暋刘明利,于革刚,孙瑞涛.钢卷包装工艺技术研究[J].冶

金设备,2005(3):35-38.
[2]暋于革刚,刘明利,孙瑞涛.钢卷包装技术现状与发展趋势

浅析[J].冶金设备,2005(2):48-50.

[3]暋王浩宇,石焱,饶洪宇.我国冷轧钢卷包装工艺现状分析

[J].中国钢铁业,2007(3):33-34.
[4]暋王群,周廷美,莫易敏.钢板包装捆扎的力学性能分析

[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10(12):111-115.
[5]暋 杜庆华.工程力学手册[K].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6]暋刘宝朋,陆佳平.薄钢板材包装用木托架的受力分析和

结构优化[J].包装工程,2010,31(11):42-45.
[7]暋周晓欢,于革刚.钢板带材包装捆带受力分析研究[D].

北京:机械科学研究院,2006.
[8]暋于开平,周传月,谭惠丰,等.HyperMesh从入门到精通

[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