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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世界超高清视频产业联盟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TCL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TCL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视源股份有限公司、

海信视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电子标准化研究院、OPPO广东移动通讯有限公司、深圳创维-RGB电子

有限公司、中国信通院、北京数字电视国家工程实验室、中移(杭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浪潮智能终端

有限公司、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西安诺瓦星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洲明科技、深圳市奥拓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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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高清交互显示器 第 2部分 环境光感应性能测量方法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具有环境光亮度、色温感应能力的固定放置的超高清显示产品的感应性能的标准测量

条件和测量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可根据环境光的照度和色温进行显示输出调节的显示类产品的设计和检验，如TV，桌

面显示器，商用显示产品等。具有类似功能的移动显示产品也可参考采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环境光 ambient light 

指在特定场景下显示产品表面所接受到的周围所有光源的直射或反射光线的总和。 

 3.2 

    感应 sensing 

指显示产品受环境光的变化影响所引起的自动调整光学输出的反应。 

4 测量装置 

本文件的测量将使用到以下的光源和光测量设备： 

a) 光源：光源使用可调亮度和色温的 LED灯或面光源，其输出照度调节范围需不小于 0-1000 lux，

其色温调节范围需不小于 2500~8500 K； 

b) 照度计：测量范围需与光源输出范围相匹配； 

c) 光测量设备：接触式亮色度计，测量范围需与显示输出范围相匹配。 

测量时光源、照度计、光测量设备和交互显示器的相对位置设置如图 1所示。光源可位于顶部或正

前方，光源照射方向与交互显示器中心显示面法线夹角建议在 30 度之内，以保证传感器的有效接

收。正面照射时 LED灯的四角与中间照度均匀性应满足一定的要求,建议非均匀性不大于 20 %。光

测量设备贴近交互显示器进行测量。在已知单一传感器位置的情况下，可测量传感器所在位置的照

度，否则测量屏幕中心点的照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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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引序号说明： 

1——交互显示器（DUT）； 

2——固定支撑装置； 

3——照度计或接触式光测量设备； 

4——面光源； 

5——LED点光源； 

6——可升降移动支撑装置； 

7——导轨。 

图1 测量装置示意图 

5 测量条件 

环境条件 5.1 

应在下列温度、湿度和气压条件范围内进行测量： 

—— 环境温度：15 ℃～35 ℃； 

—— 相对湿度：25 %～75 %； 

—— 大气压力：86 KPa～106 KPa。 

如使用不同的环境条件，应在测试报告中予以注明。 

电源 5.2 

测量应在额定电源电压条件下，测量时电源电压的变化为±2 %；当采用交流电网供电时，电源频

率的波动为±2 %，谐波分量不超过 5 %。 

预热条件 5.3 

测量前应对显示产品进行足够的预热，预热时间不少于15分钟。 

基础照度条件 5.4 

测量应在暗环境中进行，被测显示器表面上的环境照度应小于1 l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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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测量方法 

环境光照度感应范围及调节等级 6.1 

6.1.1 目的 

本项测量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交互显示器能够响应的环境光照度变化的范围以及显示亮度随环境亮

度变化的输出等级数量。 

6.1.2 步骤 

感应范围和等级的测量步骤如下： 

a) 屏幕显示全白画面； 

b) 固定环境光色温为 6500 K； 

c) 环境光照度设定从 0 lux 开始，调节光源亮度，待中心点处照度读数平稳后，传感器每 20 s

进行一次读数，进行 3次以上读数，使其平均值与预设照度接近，作为此时的环境光照度值; 

d) 使用光测量设备测量交互显示器屏幕亮度，记为 L1； 

e) 按 50 lux 的间隔逐步增加光源亮度，重复步骤 b)和 c），得到各照度条件下的屏幕亮度 Li，

直到照度达到测试的最大值。 

f) 测试的最大值建议到 250 lux，如果此时交互显示器的亮度增加比率超过 20 %，可继续增加

环境光照度进行，直到亮度增加比率不足 20 %。 

6.1.3 数据处理 

根据测量数据，获得屏幕亮度随环境光亮度的变化关系图，以屏幕亮度开始变化和终止变化时的环

境光照度，分别作为交互显示器能够响应的环境光的最小和最大值，即可得到环境光亮度响应范围；同

时计算屏幕亮度值有明显变化的数量，得到响应等级。 

 

图2 屏幕亮度感应测试结果示例 

如图2例所示，起始变化环境光照度为130 lux，终止变化环境光照度为350 lux，则该交互显示器

能够响应的环境光的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130lux和350lux，故其环境光亮度响应范围为130 lux-350  

lux；同时根据屏幕亮度的变化态势，可以看到亮度有5个较为明显的阶跃变化，故该交互显示器的响应

等级为6。 

色域变化 6.2 

6.2.1 目的 

本项测量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交互显示器在响应环境光照度变化时，其显示色域的变化。 

6.2.2 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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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域变化的测量步骤如下： 

a) 屏幕显示全白画面； 

b) 固定环境光色温为 6500 K； 

c) 使用光测量设备分别在最低的响应亮度和最高响应亮度下在中心点测量屏幕色域，分别记为

Al和 Ah，以百分比表示。 

宜采用 1931 NTSC 色域。 

6.2.3 数据处理 

使用公式（1）计算最高和最低响应亮度之间的色域变化率R，以百分比表示。 

 𝑅 =
𝐴ℎ−𝐴1

𝐴ℎ
············································································ (1) 

式中： 

Al--最低响应亮度下中心点色域； 

Ah--最高响应亮度下中心点色域。 

环境光色温感应范围及调节等级 6.3 

6.3.1 目的 

本项测量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交互显示器能够感应的环境光色温变化的范围以及显示色温随环境色

温变化的输出等级数量。 

6.3.2 步骤 

环境光色温感应范围及调节等级测量步骤如下： 

a) 屏幕显示全白画面； 

b) 固定环境光照度为 300 lux； 

c) 环境光色温设置从 3000 K开始，逐步增加光源色温。每次改变光源色温后，待中心点处的光

测量设备读数平稳后，传感器每 20s 进行一次读数，进行 3 次以上读数，以其平均值作为此

时环境光色温的值； 

d) 使用光测量设备测量交互显示器屏幕中心点色温，记为 C1； 

e) 按 1000 K的间隔逐步增加环境色温，重复步骤 c）和 d），得到各色温条件下的屏幕色温 Ci，

直到环境光色温达到 8000 K。 

6.3.3 数据处理 

根据测量数据，获得屏幕色温随环境光色温的变化关系图3所示，以屏幕色温开始变化和终止变化

时的环境光色温，分别作为交互显示器能够响应的环境色温的最小和最大值，从而得到环境光色温响应

范围；同时计算屏幕色温有明显变化的值的数量，得到色温调节等级。 

如图3例所示，起始变化环境光色温为3000 K，终止变化环境光色温为6000 K，则该交互显示器能

够响应的环境光色温的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3000 K和6000 K，故其环境光色温感应范围为3000 K-6000 

K； 

从屏幕色温的变化来看，在其对应的色温调节范围6200 K-8800 K之间，有3个基本固定的数值，故

色温调节等级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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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屏幕色温感应测试结果示例 

局部遮蔽感应一致性（必要时） 6.4 

6.4.1 目的 

本项测量的目的，是为了在多传感器的场景下，获得交互显示器在不同的部分被遮挡以后对环境光

感应能力的一致性的表现。 

6.4.2 步骤 

局部遮蔽感应一致性测量步骤如下： 

a) 依次按照图 4 中 a)、b)、c)和 d) 的遮挡顺序，将光测量设备放置于屏幕未被遮挡部分的中

央，按 6.1.2 的步骤，分别得到图 2 中所示的测量结果。比较各测量结果的一致性，看是否

有明显的差异。 

 
a) 屏幕上侧被遮挡                     b）屏幕下侧被遮挡 

 
            c）屏幕左侧被遮挡                       d）屏幕右侧被遮挡 

图4 局部遮蔽感应一致性测试 

b) 依次按照图 4 中 a)、b)、c)和 d) 的遮挡顺序，将光测量设备放置于屏幕未被遮挡部分的中

央，按 6.3.2 的步骤，分别得到图 3 中所示的测量结果。比较各测量结果的一致性，看是否

有明显的差异。 

6.4.3 数据处理 

根据各曲线差异情况给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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