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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色温偏差对反光膜逆反射测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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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分析同一光源相关色温偏差对反光膜逆反射测量结果的影响，选取白、黄、红、绿、蓝
５种颜色的三类反光膜，在不同几何条件下，采用直接照度法测量其逆反射系数；以相关色温２８５６
Ｋ作为试验标准工况，将该工况下测量值作为逆反射系数标准值，计算不同相关色温下不同颜色
反光膜的逆反射系数相对误差、平均值和标准差。结果表明，相关色温偏离时，白色、黄色、红色三
类反光膜的逆反射系数总体减小，绿色、蓝色总体增加；对于白色三类反光膜，在相关色温变化较
大时逆反射测量结果总体变化较平缓，相关色温在２８５６Ｋ附近波动时测量结果变化较大；有色反
光膜逆反射测量结果随相关色温变化的趋势可反映光源光谱分布变化趋势；相关色温变化对逆反
射测量的影响总体较显著，对测量结果精度要求较高时，应保证相关色温稳定在２８５６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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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逆反射性能是影响道路交通安全设施夜间可视
性的重要属性。道路交通安全设施的逆反射测量可
采用逆反射测量标准装置、便携式逆反射测量仪或
车载式逆反射测量仪等实现，测量装备主要由照明
光源、接收器、角度系统、光学系统等组成，其中照明
光源是决定测量结果准确性和一致性的重要因素，
一般使用标准Ａ光源。ＧＢ／Ｔ２０１４６—２００６《色度
学用ＣＩＥ标准照明体》规定了标准Ａ光源的光谱分
布要求，规定相关色温为２８５６Ｋ，但没有规定相关
色温的偏差限值。ＪＴ／Ｔ６９０—２００７《逆反射体光度
性能测试方法》规定在暗室中使用绝对法进行逆反
射测量时采用的光源应为标准Ａ光源，其相关色温
为２８５６Ｋ±２０Ｋ。ＧＢ／Ｔ２６３７７—２０１０《逆反射测
量仪》规定便携式逆反射测量仪的光源相关色温为
２８５６Ｋ±５０Ｋ。ＪＪＦ１７９６—２０２０《逆反射标准器校
准规范》规定标准Ａ光源的相关色温为２８５６Ｋ±
５０Ｋ。为探究相关色温差异对逆反射测量的影响，
李奕等研制逆反射亮度系数校准装置并对测量误差
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指出光源光谱成分等是逆反射
测量误差的来源；杨勇等研究氙灯（相关色温８８５５
Ｋ）、卤素灯（相关色温３０５６Ｋ）、ＬＥＤ光源（相关色
温４８６８Ｋ、６９２４Ｋ）对标志逆反射系数的影响，指
出单色反光膜逆反射系数受入射光源差异影响较
大；徐何辰等研究光谱分布差异对光度色度的影响，
指出白色逆反射器受照射光源光谱分布差异的影响

可忽略。上述研究表明光谱和相关色温差异较大的
光源对单色材料逆反射测量的影响较大、对白色材
料的影响较小。已有研究关注的是不同光源对逆反
射测量结果的影响及不同颜色逆反射体的逆反射性
能和不同光源间的关联性。由于不同光源的相关色
温差异较大，卤素灯相关色温比氙灯低５７９９Ｋ，光
谱分布也大不相同，不同光源相关色温变化和同一
光源相关色温变化不能一概而论。已有研究没有分
析同一光源相关色温偏差对逆反射测量结果的影
响，实用的研究成果也较少，影响了对交通安全设施
逆反射性能的准确评价。深入分析同一光源相关色
温偏差引入的不确定度对评价逆反射测量准确性具
有较大的意义，能促进仪器设备科学化管理维护，优
化对交通安全设施的检测养护应用。为此，本文通
过相关色温偏差试验研究同一光源相关色温偏差对
反光膜逆反射测量结果的影响。

１　相关色温偏差试验
选取白、黄、红、绿、蓝５种颜色的三类反光膜，

采用直接照度法测量其逆反射系数，步骤如下：
（１）调整逆反射测量标准装置的电流值，使系

统的光源相关色温为２８５６Ｋ。
（２）依次设置观测角／入射角分别为０．２°／－４°、

０．２°／１５°、０．２°／３０°、０．５°／－４°、０．５°／１５°、０．５°／３０°、１°／
－４°、１°／１５°、１°／３０°，测量被测对象，将测量结果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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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参考值。
（３）调整电流值，使同一光源照射在被测对象

表面的光斑的相关色温为２５５０～３０５０Ｋ，步进值
约５０Ｋ，分别测量不同反光膜的逆反射系数。

２　试验结果
不同相关色温下，白色、黄色、红色、绿色、蓝色

三类反光膜的逆反射系数测量结果见表１～５。
表１　不同相关色温下白色三类反光膜的逆反射系数

色温／Ｋ 不同观测角／入射角时的逆反射系数／［ｃｄ·（ｌｘ·ｍ２）－１］
０．２°／－４°０．２°／１５°０．２°／３０°０．５°／－４°０．５°／１５°０．５°／３０° １°／－４° １°／１５° １°／３０°

２５９１ ２８５．００ ２８８．００ ２８２．００ １１８．８０ １２１．２０ １２１．２０ １２．２９ １１．９５ １２．６９
２６３６ ２８５．００ ２８８．００ ２８２．００ １１８．８０ １２１．１０ １２１．３０ １２．２９ １１．９１ １２．６８
２６８５ ２８５．００ ２８８．００ ２８２．００ １１８．９０ １２１．２０ １２１．２０ １２．２８ １１．９２ １２．６５
２７３１ ２８５．００ ２８９．００ ２８２．００ １１８．９０ １２１．２０ １２１．３０ １２．２９ １１．９４ １２．６５
２７８２ ２９１．００ ２９６．００ ２８６．００ １２１．６０ １２４．００ １２３．５０ １２．７２ １２．３１ １２．９４
２８１２ ２８４．００ ２８８．００ ２８１．００ １１８．４０ １２０．８０ １２０．８０ １２．３３ １１．９８ １２．６９
２８５６ ２８７．００ ２９２．００ ２８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１２２．１０ １２０．８０ １２．８１ １２．２６ １２．６３
２９００ ２８５．００ ２８９．００ ２７８．００ １１９．００ １２１．１０ １２０．２０ １２．５４ １２．０７ １２．５２
２９５１ ２８４．００ ２８８．００ ２７７．００ １１８．６０ １２０．７０ １１９．６０ １２．５６ １２．０５ １２．４５
３００４ ２８７．００ ２９１．００ ２７９．００ １１９．８０ １２２．００ １２０．８０ １２．６８ １２．１５ １２．５５
３０５４ ２７９．００ ２８３．００ ２７２．００ １１６．４０ １１８．４０ １１７．１０ １２．３０ １１．７９ １２．１８

表２　不同相关色温下黄色三类反光膜的逆反射系数

色温／Ｋ 不同观测角／入射角时的逆反射系数／［ｃｄ·（ｌｘ·ｍ２）－１］
０．２°／－４°０．２°／１５°０．２°／３０°０．５°／－４°０．５°／１５°０．５°／３０° １°／－４° １°／１５° １°／３０°

２５８７ ２４１．００ ２４５．００ ２３７．００ １００．１０ １０２．７０ １０２．４０ １１．４５ １０．８５ １１．７２
２６０４ ２４１．００ ２４２．００ ２３５．００ ９９．２０ １０１．９０ １００．７０ １１．６０ １０．９８ １１．６９
２６５３ ２３６．００ ２３９．００ ２３０．００ ９７．４０ ９９．７０ ９９．００ １１．３７ １０．７４ １１．３９
２７０４ ２３３．００ ２３７．００ ２２７．００ ９６．３０ ９８．５０ ９７．９０ １１．２５ １０．６３ １１．３０
２７５６ ２３３．００ ２３６．００ ２２６．００ ９６．５０ ９８．６０ ８８．６０ １０．８４ １０．２７ １０．８８
２８１２ ２３１．００ ２３６．００ ２２８．００ ９４．９０ ９７．５０ ９７．３０ １１．１０ １０．５８ １１．３２
２８３６ ２３１．００ ２３４．００ ２２６．００ ９３．８０ ９６．２０ ９５．８０ １１．０８ １０．５０ １１．２７
２８５５ ２３０．００ ２３３．００ ２２５．００ ９３．４０ ９５．８０ ９５．５０ １１．０２ １０．４４ １１．２５
２８７５ ２２９．００ ２３３．００ ２２５．００ ９３．２０ ９５．５０ ９５．３０ １０．９９ １０．４１ １１．２３
２９０７ ２３２．００ ２３６．００ ２２８．００ ９５．４０ ９７．８０ ９７．６０ １１．１１ １０．５３ １１．３５
２９５７ ２２８．００ ２３２．００ ２２４．００ ９３．８０ ９６．２０ ９６．００ １０．９１ １０．３４ １１．１７

表３　不同相关色温下红色三类反光膜的逆反射系数

色温／Ｋ 不同观测角／入射角时的逆反射系数／［ｃｄ·（ｌｘ·ｍ２）－１］
０．２°／－４°０．２°／１５°０．２°／３０°０．５°／－４°０．５°／１５°０．５°／３０° １°／－４° １°／１５° １°／３０°

２５８７ ６４．５０ ６４．８０ ６２．２０ ２８．０３ ２８．３４ ２８．２０ ３．６７ ３．３９ ３．４９
２６０４ ６４．５０ ６５．２０ ６２．４０ ２８．１９ ２８．４５ ２８．２６ ３．７５ ３．４４ ３．５７
２６５３ ６２．６０ ６３．１０ ６０．４０ ２７．１８ ２７．４４ ２７．１９ ３．６２ ３．３０ ３．４０
２７０４ ６１．００ ６１．５０ ５９．００ ２６．５０ ２６．８２ ２６．５４ ３．５４ ３．２３ ３．３３
２７５６ ６０．３０ ６０．８０ ５８．００ ２６．２３ ２６．５２ ２６．２０ ３．５５ ３．２０ ３．２９
２８１２ ５８．９０ ５９．５０ ５７．８０ ２５．４０ ２５．７５ ２５．７３ ３．３９ ３．１５ ３．２８
２８３６ ５８．７０ ５９．１０ ５７．１０ ２５．１３ ２５．４３ ２５．２７ ３．３９ ３．１２ ３．２５
２８５５ ５８．３０ ５８．７０ ５６．９０ ２４．９４ ２５．２４ ２５．１９ ３．３４ ３．１１ ３．２２
２８７５ ５８．００ ５８．４０ ５６．３０ ２４．８２ ２５．０７ ２４．９３ ３．３４ ３．０８ ３．２０
２９０７ ５８．５０ ５８．９０ ５７．００ ２５．３２ ２５．５５ ２５．４８ ３．３４ ３．１０ ３．２３
２９５７ ５７．４０ ５７．８０ ５６．００ ２４．８４ ２５．１０ ２４．９９ ３．２８ ３．０４ ３．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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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不同相关色温下绿色三类反光膜的逆反射系数

色温／Ｋ 不同观测角／入射角时的逆反射系数／［ｃｄ·（ｌｘ·ｍ２）－１］
０．２°／－４°０．２°／１５°０．２°／３０°０．５°／－４°０．５°／１５°０．５°／３０° １°／－４° １°／１５° １°／３０°

２５８７ ７２．８０ ７３．７０ ６８．６０ ２４．４４ ２５．０９ ２４．２０ ４．００ ３．６６ ３．６８
２６０４ ７４．１０ ７４．７０ ６９．６０ ２４．９４ ２５．５６ ２４．５３ ４．１１ ３．７３ ３．７１
２６５３ ７２．４０ ７３．３０ ６７．７０ ２４．４５ ２４．９８ ２３．８７ ４．１１ ３．６５ ３．６２
２７０４ ７３．１０ ７４．００ ６８．８０ ２４．５３ ２５．２０ ２４．２４ ４．０４ ３．６７ ３．７０
２７５６ ７４．００ ７４．７０ ６９．００ ２４．９６ ２５．５０ ２４．４１ ４．２０ ３．７３ ３．６９
２８１２ ７４．４０ ７５．８０ ７１．４０ ２４．７７ ２５．６０ ２４．９０ ４．０８ ３．７７ ３．８６
２８３６ ７４．６０ ７５．７０ ７０．９０ ２４．６１ ２５．３３ ２４．５１ ４．１２ ３．７９ ３．８５
２８５５ ７５．００ ７６．２０ ７１．５０ ２４．７４ ２５．４９ ２４．７１ ４．１３ ３．７７ ３．８７
２８７５ ７５．２０ ７６．４０ ７１．６０ ２４．８１ ２５．５６ ２４．７７ ４．１５ ３．７９ ３．８８
２９０７ ７６．６０ ７７．７０ ７２．９０ ２５．６２ ２６．３７ ２５．５４ ４．２０ ３．８４ ３．９３
２９５７ ７５．９０ ７７．１０ ７２．７０ ２５．３４ ２６．１３ ２５．４４ ４．１４ ３．８１ ３．９３

表５　不同相关色温下蓝色三类反光膜的逆反射系数

色温／Ｋ 不同观测角／入射角时的逆反射系数／［ｃｄ·（ｌｘ·ｍ２）－１］
０．２°／－４°０．２°／１５°０．２°／３０°０．５°／－４°０．５°／１５°０．５°／３０° １°／－４° １°／１５° １°／３０°

２５８７ ２９．９８ ３０．４２ ２７．４１ ９．８３ １０．１９ ９．４６ １．７１ １．４９ １．４７
２６０４ ３０．６２ ３１．０７ ２７．９６ １０．０８ １０．３５ ９．６３ １．７６ １．５３ １．５０
２６５３ ３０．４５ ３０．９０ ２７．８７ １０．００ １０．２８ ９．５８ １．７４ １．５２ １．４８
２７０４ ３０．９７ ３１．３１ ２８．０５ １０．２３ １０．４３ ９．６４ １．８４ １．５４ １．４９
２７５６ ３１．４０ ３１．８３ ２８．８３ １０．３０ １０．６３ ９．９０ １．７９ １．５６ １．５３
２８１２ ３２．０７ ３２．７７ ２９．９８ １０．４３ １０．８４ １０．１９ １．７９ １．６１ １．６０
２８３６ ３２．３１ ３２．８５ ２９．７９ １０．４３ １０．７５ １０．０６ １．８３ １．６２ １．５９
２８５５ ３２．２５ ３２．９０ ３０．０４ １０．３８ １０．７７ １０．１３ １．８２ １．６１ １．６２
２８７５ ３２．６６ ３３．２２ ３０．２１ １０．５３ １０．８８ １０．２１ １．８４ １．６４ １．６２
２９０７ ３３．２１ ３３．８７ ３０．９４ １０．８５ １１．２４ １０．５８ １．８６ １．６５ １．６５
２９５７ ３２．９６ ３３．７１ ３１．０５ １０．７５ １１．１９ １０．６０ １．８３ １．６４ １．６５

３　数据分析
以标准Ａ光源的相关色温２８５６Ｋ作为试验标

准工况，将相关色温为２８５６Ｋ时的逆反射系数作
为标准值，计算不同相关色温下逆反射系数的示值
相对误差。图１为白色三类反光膜逆反射系数的测
量误差。由表１、图１可知：白色三类反光膜的逆反
射系数随着相关色温的升高总体呈减小趋势。相关
色温为２６００～２７００时白色三类反光膜逆反射系
数的偏差变化较小，在２８５６Ｋ附近逆反射系数随
相关色温变化的幅度较大。相关色温为２８１２Ｋ
时，示值误差绝对值最大为３．７５％，最小为１．０６％；
相关色温为２９００Ｋ时，示值误差绝对值最大为
２．１１％，最小为０．５０％。

图１　白色三类反光膜逆反射系数的测量误差

图２为黄色三类反光膜逆反射系数的测量误
差。由表２、图２可知：黄色三类反光膜的逆反射系
数随着相关色温的升高总体呈减小趋势，且相对误
差减小。相关色温为２８１２～２８７５Ｋ时，黄色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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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光膜逆反射系数的偏差总体较小，偏差的变化总
体较小；在２７５６Ｋ、２５８７Ｋ附近逆反射系数随相关
色温的变化幅度较大。相关色温为２７５６Ｋ时，示
值误差绝对值最大为７．２３％，最小为０．４４％；相关色
温为２５８７Ｋ时，示值误差绝对值最大为７．２３％，最
小为４．１８％。

图２　黄色三类反光膜逆反射系数的测量误差

图３为红色三类反光膜逆反射系数的测量误
差。由表３、图３可知：红色三类反光膜的逆反射系
数随着相关色温的升高总体呈减小趋势，且相对误
差减小。相关色温为２８３６～２８７５Ｋ时，红色三类
反光膜逆反射系数的偏差总体较小，偏差的变化总
体较小。在２６０４Ｋ附近逆反射系数随相关色温的
变化幅度较大，示值误差绝对值最大为１３．０３％，最
小为９．６７％；相关色温小于２６５３Ｋ时，示值误差普
遍大于６．０％。

图３　红色三类反光膜逆反射系数的测量误差

图４为绿色三类反光膜逆反射系数的测量误
差。由表４、图４可知：绿色三类反光膜的逆反射系
数随着相关色温的升高总体呈增大趋势，且相对误
差增大。相关色温为２８３６～２８７５Ｋ时，绿色三类
反光膜逆反射系数的偏差总体较小，偏差的变化总
体较小。在相关色温为２６５３Ｋ附近逆反射系数随
相关色温的变化幅度较大，示值误差绝对值最大为
６．４６％，最小为０．４８％。

图４　绿色三类反光膜逆反射系数的测量误差

图５为蓝色三类反光膜逆反射系数的测量误
差。由表５、图５可知：蓝色三类反光膜的逆反射系
数随着相关色温的升高总体呈增大趋势，且相对误
差增大。相关色温为２８１２～２８７５Ｋ时，蓝色三类
反光膜逆反射系数的偏差总体较小。在相关色温为
２６００Ｋ附近逆反射系数随相关色温的变化幅度较
大，示值误差绝对值最大为９．２６％，最小为２．８９％。

图５　蓝色三类反光膜逆反射系数的测量误差

不同颜色反光膜在不同相关色温下的逆反射系
数平均值见表６，标准差见表７，偏差系数见表８。

由表６～８可知：１）白色、黄色反光膜的逆反射
系数平均值大于红色、绿色和蓝色反光膜。２）反光
膜逆反射系数标准差最大值为４．４２ｃｄ／（ｌｘ·ｍ２），
最小为０．０７ｃｄ／（ｌｘ·ｍ２）；白色、黄色反光膜的标准
差较大。仅通过标准差无法准确分辨相关色温的影
响。３）对同一颜色反光膜逆反射系数的偏差系数
求和，得白色反光膜的偏差系数之和为１１．２７％，黄
色为２０．２４％，红色为３９．４８％，绿色为１７．２６％，蓝色
为３２．８４％，以偏差系数衡量，逆反射测量结果受相
关色温影响的排序为红色＞蓝色＞黄色＞绿色＞白
色。总体上看，白色反光膜的偏差系数在１．００％左
右，最大不超过２．００％，与文献［５］的结论相符；红
色、蓝色、绿色、黄色反光膜的偏差系数为１．４６％～
４．８８％，不同程度受到相关色温变化的影响，与文
献［６］的结论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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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不同颜色反光膜的逆反射系数平均值

反光膜颜色 不同观测角／入射角时逆反射系数平均值／［ｃｄ·（ｌｘ·ｍ２）－１］
０．２°／－４°０．２°／１５°０．２°／３０°０．５°／－４°０．５°／１５°０．５°／３０° １°／－４° １°／１５° １°／３０°

白色 ２８５．１８ ２８９．０９ ２８０．０９ １１９．０２ １２１．２５ １２０．７１ １２．４６ １２．０３ １２．６０
黄色 ２３３．１８ ２３６．６４ ２２８．２７ ９５．８２ ９８．２２ ９６．９２ １１．１６ １０．５７ １１．３２
红色 ６０．２５ ６０．７１ ５８．４６ ２６．０５ ２６．３４ ２６．１８ ３．４７ ３．２０ ３．３１
绿色 ７４．３７ ７５．３９ ７０．４３ ２４．８４ ２５．５３ ２４．６５ ４．１２ ３．７５ ３．７９
蓝色 ３１．７２ ３２．２６ ２９．２８ １０．３５ １０．６９ １０．００ １．８０ １．５８ １．５６

表７　不同颜色反光膜的逆反射系数标准差

反光膜颜色 不同观测角／入射角时逆反射系数标准差／［ｃｄ·（ｌｘ·ｍ２）－１］
０．２°／－４°０．２°／１５°０．２°／３０°０．５°／－４°０．５°／１５°０．５°／３０° １°／－４° １°／１５° １°／３０°

白色 ２．８６ ３．２１ ３．６２ １．２６ １．３２ １．５３ ０．２０ ０．１６ ０．１９
黄色 ４．４２ ４．０１ ４．２０ ２．３４ ２．４１ ３．５５ ０．２４ ０．２２ ０．２３
红色 ２．５８ ２．６２ ２．２７ １．２７ １．２７ １．２３ ０．１６ ０．１３ ０．１３
绿色 １．２９ １．４３ １．７６ ０．３７ ０．４１ ０．５１ ０．０６ ０．０６ ０．１１
蓝色 １．０９ １．２０ １．３０ ０．３１ ０．３５ ０．３９ ０．０５ ０．０６ ０．０７

表８　不同反光膜的逆反射系数偏差系数

反光膜颜色 不同观测角／入射角时逆反射系数偏差系数／％
０．２°／－４°０．２°／１５°０．２°／３０°０．５°／－４°０．５°／１５°０．５°／３０° １°／－４° １°／１５° １°／３０°

白色 １．００ １．１１ １．２９ １．０６ １．０９ １．２７ １．６１ １．３３ １．５１
黄色 １．９０ １．６９ １．８４ ２．４４ ２．４５ ３．６６ ２．１５ ２．０８ ２．０３
红色 ４．２８ ４．３２ ３．８８ ４．８８ ４．８２ ４．７０ ４．６１ ４．０６ ３．９３
绿色 １．７３ １．９０ ２．５０ １．４９ １．６１ ２．０７ １．４６ １．６０ ２．９０
蓝色 ３．４４ ３．７２ ４．４４ ３．００ ３．２７ ３．９０ ２．７８ ３．８０ ４．４９

４　不确定度分析
在对逆反射系数测量结果进行不确定度评定

时，相关色温引入的不确定度分量常用非统计分析
的方法进行Ｂ类评定。方法如下：根据有关信息或
经验判断被测量对象的可能值区间，假设被测量值
的概率分布，根据概率分布和要求的概率狆确定包
含因子犽，则Ｂ类不确定度可由下式得到：
狌＝α／犽

式中：α为被测量对象可能值区间的半宽度。
设概率分布为矩形分布，则犽取槡３。对于白色

三类反光膜，若相关色温偏差取５０Ｋ，逆反射系数
可能值区间的半宽度最大值为３ｃｄ／（ｌｘ·ｍ２），不确
定度分量最大为１．７３２ｃｄ／（ｌｘ·ｍ２）；对于黄色三类
反光膜，若相关色温偏差取５０Ｋ，逆反射系数可能
值区间的半宽度最大值为３ｃｄ／（ｌｘ·ｍ２），不确定度
分量最大为１．７３２ｃｄ／（ｌｘ·ｍ２）；对于红色三类反光
膜，若相关色温偏差取５０Ｋ，逆反射系数可能值区

间的半宽度最大值为０．９ｃｄ／（ｌｘ·ｍ２），不确定度分
量最大为０．５２０ｃｄ／（ｌｘ·ｍ２）；对于绿色三类反光
膜，若相关色温偏差取５０Ｋ，逆反射系数可能值区
间的半宽度最大值为１．６ｃｄ／（ｌｘ·ｍ２），不确定度分
量最大为０．９２４ｃｄ／（ｌｘ·ｍ２）；对于蓝色三类反光
膜，若相关色温偏差取５０Ｋ，逆反射系数可能值区
间的半宽度最大值为０．９６ｃｄ／（ｌｘ·ｍ２），不确定度
分量最大为０．５５４ｃｄ／（ｌｘ·ｍ２）。按照不确定度分
量大小排序，白色＝黄色＞绿色＞蓝色＞红色。

５　结论
（１）相关色温变化对不同颜色三类反光膜逆反

射测量结果的影响不同。相关色温偏离时，白色、黄
色、红色三类反光膜的逆反射系数总体减小，绿色、
蓝色反光膜总体增加。红色反光膜测量结果的偏差
系数总体大于４％，约为白色反光膜测量结果偏差
系数的４倍。

（２）白色三类反光膜在相关色温偏离较大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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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较小范围内受影响的规律相反。总体上看，在相
关色温为２５００～３１００Ｋ的较大区间内，白色三类
反光膜的逆反射测量结果受相关色温偏离的影响较
小；在２８５６Ｋ±５０Ｋ的较小区间内，白色三类反光
膜的逆反射测量结果受相关色温偏离的影响较大。

（３）有色反光膜逆反射测量结果随相关色温变
化的趋势反映了光源光谱分布变化趋势。相关色温
升高时，波长较小的分量增加，波长较大的分量减
少，故黄色和红色反光膜的逆反射测量结果降低，蓝
色和绿色反光膜的逆反射测量结果升高。

（４）相关色温变化对逆反射测量的影响总体
较显著。相关色温偏离的半宽度为５０Ｋ时，各色
反光膜的逆反射系数示值误差不大于４．５％，不确
定度分量最大为１．７３２ｃｄ／（ｌｘ·ｍ２）。因此，对测
量结果精度要求较高时，应保证相关色温稳定在
２８５６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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