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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ZOColorEdge CG245W显示器呈色性能研究
汪丽霞，陈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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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专业显示器呈色性能为研究对象，设计了一套系统的专业显示器性能测试方法，采用正交试验分析方

法来分析色温、亮度和Gamma值对显示器色彩再现能力的影响，为显示器确定合适的校准条件。此外，还对显示器的

空间均匀性和时间稳定性进行测试，以更好地将显示器应用于软打样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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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ing on Color Property of the Monitor EIZO ColorEdge CG245W
WANG Li-xia, CHEN peng

(College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Zhejiang Industry & Trade Vocational College, Wenzhou, 325003,China)

Abstract: Studying on the color property of the hot professional monitor, the paper designs a set of integral test method to evalu-

ate the influence of color temperature, brightness and gamma on color reproduction property for EIZO ColorEdge CG245W by orthog-

onal experimental design, and finds out the best calibration condition. Furthermore, it tests spatial uniformity and the time base stabili-

ty of the monitor, which is a guidance on how to make better use of the monitor in soft proofing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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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2006 年 6 月和 11 月，香港和上海分别举行了

“虚拟打样技术研讨会及测试分享会”，向印刷行业

表明虚拟打样（即软打样）技术已经进入了应用阶

段。近年来，随着色彩管理技术的发展，一些大中

型印刷企业也逐渐认识到软打样成本低、速度快的

优势，纷纷采购LCD显示器用作软打样。但软打样

仍然受到技术上的局限，譬如受到设备性能的限

制，要求显示器有足够的尺寸和分辨率，能够准

确、稳定地模拟印刷品的颜色[1]。然而，随着显示

技术的发展，一批高档显示器 （如 EIZO、Apple
等）应运而生，其中以EIZO ColorEdge系列显示器

最受欢迎，它以色域宽、均匀性好、稳定性高等特

点成为软打样的首选。

1 实验

没有经过校准的显示器所显示出来的颜色是不

准确的，不能应用于软打样。因此，需要定期对显

示器的色温、亮度和Gamma值进行校准。通过实验

选择不同色温、亮度和Gamma值的参数组合对显示

器进行校准，以确定最佳校准参数。此外，在显示

器状态良好的基础上，对其空间均匀性和时间稳定

性进行研究，从而为业内正确使用该显示器提供

参考。

1.1实验条件

显示器：EIZO ColorEdge CG245W；

测量仪器：Eye-One pro；
校准软件：ColorNavigator；
色彩分析软件：UDACT；
系统：Mac OS X；

环境光源： PHILPS TL-D 90 Graphica 36W/
950。
1.2实验过程

1.2.1校准参数分析实验

显示器的色彩再现性能与设定的色温、亮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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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Ugra/FOGRA-Medienkeil CMYK-EPS V2.0

Gamma值等参数有关。色温反映显示器上白色区域

的颜色状态，色温低则显示器显示的颜色偏黄，色

温高则偏蓝；显示器的亮度被定义为全白颜色下的

亮度值，更高的亮度让使用者对画面会有更直观的

感受，但长时间过高的亮度对视觉伤害很大；Gam⁃
ma 值影响图像亮调与暗调的显示效果，影响显示

器对各梯级的对比度和层次的显示，Gamma值小时

亮调的级差拉得较大，对表现较亮的颜色有利，而

Gamma值大时暗调级差拉开得较大，对表现较暗的

颜色有利[2]。

实际上，CY/T3-1999 《色评价照明和观察条

件》中推荐了D50、D65两种标准观色光源；液晶

显示器亮度介于 120 cd/m2~160 cd/m2之间能在健康

和视觉效果上得到一个折中点；Gamma 值的选取

一般在 1.8~2.6[3-4]。因此，实验以色温为 5 000 K、

6 500 K，照度为 120 cd/m2、140 cd/m2、160 cd/m2，

Gamma 值为 1.8、2.2、2.6 形成 18 种组合，在开机

预热半小时后，先清洁屏幕，并将显示器倾斜，然

后使用ColorNavigator和Eye-One pro对显示器EIZO
ColorEdge CG245 W进行 18 次校准，并分别在每次

校准后通过UDACT检测校准后Ugra/FOGRA-Medi⁃
enkeil CMYK-EPS V2.0 中 ISO 典型色块（如图 1 所

示）的显示效果，最后根据显色效果利用正交试验

方法分析各校准参数对显示器呈色的影响，并为

EIZO ColorEdge CG245 W 确定最佳的校准参数

组合。

1.2.2空间均匀性实验

显示器的空间均匀性也会影响整体呈色效果，故

ISO 12646要求显示器最小亮度与最大亮度差不大于

10%[5]。实验在使用最佳校准参数组合对EIZO Col⁃
orEdge CG245 W实施校准后，根据日本电子机械工业

会规定的九点测量法（如图2所示） [6]，使用UDACT
检测屏幕分别显示白色、中性灰色、黑色三种颜色

时，屏幕上其他八个点与中间点比较的亮度差。

1.2.3时间稳定性实验

显示器在开机后要达到状态稳定，需要一个预

热时间；显示器在校准一段时间后，会由于衰减色

彩也会有一定的漂移。这两种变化均表现为显示器

的时间稳定性。因为显示器呈色波动的客观存在，

业内一般要求用做软打样的显示器每次开机预热半

小时后再使用，至少每周校准一次。事实上，很多

印刷企业为了节约开机等待时间，更愿意选择软打

样显示器不关机。另外，因为生产繁忙多数印刷企

业也根本无法做到以每周一次的频率对显示器实施

校准。以上种种实际的做法不仅会缩短显示器的使

用寿命，还可能影响显示器的呈色准确性。因此，

需要对显示器的时间稳定性进行研究，确定其最佳

的开机预热时间和校准频率，以更好地满足生产

需要。

通常，检测显示器所显示颜色的稳定性是通过

测量显示器在不同时间显示同一颜色的色差大小，

色差越大，则显示器显色稳定性越差；反之，稳定

性越好。本实验监测EIZO ColorEdge CG245W开机

预热达到稳定的时间长度和特性文件准确性能维持

的时间长度。分别在开机1 分钟、3 分钟、7 分钟、

10 分钟、15 分钟、30 分钟后，使用 UDACT 及

Eye-One Pro检测显示器上的显色效果与 ISO标准颜

色比较的色差；在校准显示器1天、5天、9天后直

至到显示器呈色色差超出 ISO 的宽容度，使用

UDACT及Eye-One Pro检测显示器上的显色效果与

ISO标准颜色比较的色差。

2 实验结果分析

2.1不同校准参数组合分析

使用不同的校准参数组合对显示器 EIZO Col⁃

图2 日本电子机械工业会规定的九点测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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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Edge CG245W 实施校准后，该显示器显示图 1
Ugra/FOGRA-Medienkeil CMYK-EPS V2.0 测控条中

46个色块的Lab值与 ISO标准值之间的平均色差△E
（式1）见表1。

（式1）

为了直观分析色温、亮度和Gamma值对显示器

呈色准确性的影响，对表 1中的数据进行统计，得

到正交试验分析结果见表2，其中Ki （见式2）为第

i种实验参数的平均色差之和，ki （见式 3）为Ki的

平均值，Ri （见式4）为第 i种实验参数的极差，反

映了第 i种参数波动时实验结果的变动幅度。Ri越

大，说明该参数对实验结果的影响越大[7]。

（式2）

（式3）
（式4）

从表1和表2的结果看，色温对显示器呈色的影

响最大，Gamma次之，亮度对显示器呈色几乎没有

影响；在该台EIZO ColorEdge CG245W进行显示器

校准时，选择校准目标亮度在 120 cd/m2~160 cd/m2

任意值、色温为 5 000 K、Gamma为 1.8时，均具有

最佳的显示器呈色效果。

2.2空间均匀性分析

检测屏幕分别显示白色、中性灰色、黑色三种

颜色时，屏幕上其他八个点与中间点比较的亮度比

如表 3 所示。由检测结果分析，由于 EIZO Col⁃
orEdge CG245 W显示器采用的是背投光源，不需要

偏转磁场，受自身重力的影响较小，上下亮度差别

不大，上下最大亮度差为7%，低于 ISO 12646 10%
的标准[5]；四周相对于中间的亮度略有差别，通过

统计发现最大亮度差为 9% （≤10%），则说明该显

示器空间均匀性较好。

2.3时间稳定性分析

开机后和校准结束后持续监测显示器显示上图

1所示的46个色块的呈色效果见表4和表5。
以检测时间为横坐标，平均色差、最大色差为

纵坐标，绘制色差变化曲线图（如图3）。
结合表4和图3可以看出，在开机后的10 分钟

内，EIZO ColorEdge CG245 W显示器呈现的色块颜

色会有较大的变化，其中：46个色块与 ISO标准颜

色比较的最大色差从 11.7变为 8.7，平均色差从 3.9

组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色温（光源）

D50
D65
D50
D65
D50
D65
D50
D65
D50
D65
D50
D65
D50
D65
D50
D65
D50
D65

照度

120
120
120
120
120
120
140
140
140
140
140
140
160
160
160
160
160
160

Gamma
1.8
1.8
2.2
2.2
2.6
2.6
1.8
1.8
2.2
2.2
2.6
2.6
1.8
1.8
2.2
2.2
2.6
2.6

平均色差△E
2.1
4.9
3

5.3
3.4
5.7
2.1
4.8
3.1
5.2
3.8
5.3
2.2
4.6
3.2
5.4
3.6
5

表1 不同校准参数组合下的平均色差△E

色温

亮度

Gamma

D50
D65
120
140
160
1.8
2.2
2.6

Ki

26.5
46.2
24.4
24.3
24

20.7
25.2
26.8

ki

2.9
5.1
4.1
4.1
4.0
3.5
4.2
4.5

Ri

2.2

0.1

1.0

表2 校准参数的影响分析

表3 屏幕九点亮度比较情况

白

灰

黑

102%
106%
109%
103%
105%
109%
103%
105%
109%

98%
100%
103%
99%

100%
104%
99%

100%
104%

96%
96%

101%
96%
95%

101%
96%
96%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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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为 2.3；但开机 10 分钟后，最大色差和平均色差

的起伏均很小，仅为 0.1左右。因此，可认为：该

台 EIZO ColorEdge CG245 W 在开机 10 分钟后呈色

基本稳定，即可用于软打样。

由表5可以看出，在对EIZO ColorEdge CG245 W
实施校准后的15天内，该显示器显示典型色块的平

均色差和最大色差均有一定的变化，平均色差从

2.1 升至 3.2 （≤4），最大色差从 8.6 升至 9.5 （≤
10）均在 ISO 12646规定的范围内[5]。然而，在实施

校准20天后的数据显示最大色差已超出了 ISO的宽

容度范围，需重新对该显示器实施校准。所以，在

实际工作中，对该台显示器应每间隔半个月左右校

准一次，而无需每周校准一次，从而避免重复

劳动。

3 小结

文章对显示器呈色性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通

过实验分析不同校准目标对EIZO ColorEdge G245 W
显示器呈色准确性的影响，并对该显示器的空间均

匀性进行了检测，最后连续监测不同时段显示器的

呈色效果。该研究表明：在三个校准参数中，色温

对显示器呈色的影响最大，Gamma值次之，亮度最

小（几乎没有影响）。因此，在进行软打样前，应

根据显示器的呈色准确性确定色温和Gamma值的最

佳校准目标值，根据观察条件的需要选择适当的最

佳亮度校准目标值。与此同时，显示器的空间一致

性以及时间稳定性也是其重要的呈色性能指标，可

通过九点亮度测量法对显示器的空间均匀性进行检

测，在开机后和校准后通过多次检测其显示典型色

块的准确性以确定显示器的开机预热时间和校准周

期。本研究的实验方法具有普遍适用性，相信会为

更好地应用和普及软打样技术起到一定的推动

作用。

表4 开机后的呈色效果变化情况

时间

1分钟后

3分钟后

7分钟后

10分钟后

15分钟后

30分钟后

平均色差

3.9
3.2
2.6
2.3
2.2
2.2

最大色差

11.7
10.8
9.4
8.7
8.6
8.7

表5 校准后的呈色效果变化情况

时间

0天后

1天后

3天后

7天后

10天后

15天后

20天后

平均色差

2.1
2.1
2.3
2.2
2.5
3.2
3.5

最大色差

8.6
8.7
9.0
9.1
9.3
9.5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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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开机后显示器的呈色变化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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