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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论 
PCQC计算机色彩品质控制系统是集现代光学、计算机技术于一体的高科技产品，用

来对企业进行标准化、规范化、数据化的色彩管理。颜色是一种有关感觉和主观解释的问

题，人眼对颜色的微小差别是非常敏感的，它随着环境条件（如照明、样品的质地、甚至

人的情绪）而变化，尤其是人与人之间存在差别，因此需要用数字来表示颜色从而对色彩

质量进行标准化管理控制，这就是 PCQC所能做到的。另外由于手提式分光光度计自带

记忆卡，用户可在任何现场离线测定样品的光谱反射率后再回工作室进行管理控制。其功

能包括： 

 

－测量样品获取色样的各种色度指标,包括白度和黄度。 

－色差分析与评定： 

－分析两个色样之间的色差情况，进行定性（偏离方向）分析和定量（偏离大小）分

析，其色彩空间，色差公式及各种光源可根据用户需要任选，并打印出报表与图解。 

－色差月累积分析：用户对某客户来样做连续生产时，可观察色差的分布及走势，考察

掌握生产质量情况。 

－自动评定合格不合格 

－色强度 

－测定两个色料之间的百分色强度（色含量），以便对色料进货和新品种色料进行管

理。 

－分色 

对不同批次已产生色差的样品进行归类，使落入同一特征色差范围，同一范围的样品

可视为无色差样品使用，减少浪费。 

－色样库管理: 

－储存处方及生产信息 

－可根据订单颜色从用户原来存档的处方中自动迅速检索出与之最接近的处方以及生

产信息，进行成本比较，选择最佳处方，从而缩短生产周期，降低生产成本。 

－荧屏色模拟物体色 

颜色系统有二类，一是自身能发色的光源色系统，二是只能反射入射光而显色的物体

色。计算机显示屏上显示的颜色属于光源色，色样的色光属于物体色。光源色遵循加色

法原则，物体色遵循减色法原则。PCQC系统采用两个颜色的转换技术将测到的物体

色在显示器上模拟显示，给用户一个直观的感觉。 



第一部分 速查手册 

 
第一章 系统的基本操作流程 

 
启动 

用户资料设置① 

指定样品文件名① 

显示参数设置① 

――通讯参数设置――测量参数设置① 

――仪器校正――测量② 

    表色系、色差公式和容差设置 

      ――颜色指标分析 

      ――色差分析 

      ――强度分析 

      ――散射力分析 

      ――存样库检索 

 

说明：①仅在初次使用、或更改相关信息时设置 

      ②有新的样品需要测量时使用 



第二章 准备工作 
2.1 启动 

用通讯电缆连接好测色仪和计算机，打开测色仪电源，对于手提式分光测色计，

请将仪器设置到通信状态。 

    系统使用了 USB 型的软件锁进行自我保护，因此，在每次使用 PCQC 系统前，

必须将随软件发行的软件锁插入到计算机上任意一个 USB插口上。 

 

 
图 2.1 系统的桌面图标 

 

    双击桌面上的 PCQC 图标，或者点击“开始－所有程序－PCQC 色彩品质控制系

统－PCQC色彩品质控制系统”，即可进入本软件系统。 

 
图 2.2 系统主界面 

 
 

2.2 初次安装后的准备工作 
2.2.1用户资料设置用户资料设置用户资料设置用户资料设置 

   用户在安装好系统后，首先要做的是，设置好自己单位的名称、地址等信息，以

便将来的各类报告打印得完整、美观。 

    



 
图 2.3 用户资料设置 

操作步骤： 

【第一步】选择“设置－用户资料设置”菜单。 

【第二步】输入用户单位的中文、英文名称和地址。 

【第三步】设置报表上各项的字体、大小、颜色和对齐方式，一般选择默认即可。 

          单位中文名称的默认值是，黑体，蓝色，小一号，居中。 

          单位英文名称的默认值是，Courier New，粗体，蓝色，小二号，居中。 

          单位中英文地址的默认值是，Arial，黑色，8磅，一左一右。 

          报告中中文名称的默认值是，黑体，黑色，小二号，加下划线。 

          报告中英文名称的默认值是，Courier New，粗体，黑色，四号，加下划

线。 

          报告中正文字体的默认值是，Arial，黑色，10磅（不建议修改）。 

【第四步】选择彩色打印，还是黑白打印 

【第五步】个性化“强度”的名称，可以选择“强度”、“力份”、“力度”，或自由输入（限

二个中文字）。 

【第六步】确认保存设置。 

 

注：本文中的单位名称和地址均为虚构，如有重合，纯属巧合。 



图 2.4 打印报告样张 

 

2.2.2 指定样品文件名指定样品文件名指定样品文件名指定样品文件名 

   系统所有对样品信息的操作，都是建立在数据库文件的基础之上的，为此，必须

指定标样、试样，和存样的存放位置和名称。系统初次启动时，会自动建立三个默认

的空白数据库文件，用户可以使用这些文件，也可以建立自己个性化的文件名称，如

果这些个性化文件还没有生成，系统会提示用户建立之，并且在以后使用中会记住这

些文件名，直至用户再次修改。 

操作步骤： 

【第一步】选择“文件－指定标样文件名”菜单，输入个性化的标样文件名。 



【第二步】选择“文件－指定试样文件名”菜单，输入个性化的试样文件名。 

【第三步】选择“文件－指定存样库文件名”菜单，输入个性化的存样库文件名。 

 

 2.2.3 显示参数设置显示参数设置显示参数设置显示参数设置 

    一般用户对样品的分析结果，都会有一些常用的设定，例如，常用光源/观察

者、测光方式、反射/透射，以及强度计算的波长起止范围等，这里就是指定这些常用

的设定，使得用户不必每次开机都要烦琐地设置。 

 
图 2.5 显示参数设置 

操作步骤： 

【第一步】选择“设置－显示参数设置”菜单。 

【第二步】选择用户需要的各个选项。 

【第三步】确认保存设置。 

 

 2.2.4 通讯参数设置通讯参数设置通讯参数设置通讯参数设置 

    系统是通过控制 KonicaMinolta 分光测色仪来获取样品颜色的光谱数据，因此，

必须正确连接计算机和测色仪，并且设置正确的通讯参数，系统才能正常工作。 



 
图 2.6 通讯参数设置 

操作步骤： 

【第一步】选择“设置－通讯参数设置”菜单。 

【第二步】选择“测色仪”型号。 

    注意：当使用 KonicaMinolta CM-3600/3300d 时，请首先将随仪器发行的仪器

驱动程序和数据盘(UnitDriver 和 CalibrationData)上的全部文件，复制到 PCQC 的

CM3600文件夹之内，缺省文件夹名称是 C:\Pcqc32\CM3600。 

【第三步】选择“串行口”，确定计算机和仪器连接的通讯端口。 

    注意：当使用 KonicaMinolta CM-700/600d 测色仪时，请首先将仪器连接到计

算机上的任意一个 USB 端口，或者使用蓝牙方式，开启仪器电源，待计算机发现新硬

件，使用本软件配备的驱动程序 kmsecm700.inf（在本软件的安装文件夹内，缺省为

C:\Pcqc32），配置好系统资源之后，右击“我的电脑－属性－硬件－设备管理器－通

讯端口”，观察计算机分配给仪器的通讯端口号。 

【第四步】按需选择“波特率”、“校验位”、“数据位”、“停止位”，一般选择使用缺省值

即可。 

【第五步】勾选“测试样品编号自动加 1”，可以在测量样品时，免除每次必须键入样

品编号的步骤。 

【第六步】如果仪器已经连接到计算机，并且已经开启了电源，可以勾选“确认时，

测试仪器是否连接”选项。 

【第七步】确认保存设置。如果第六步勾选的话，系统会调用显示仪器目前的状态。 

 

 2.2.5 测量参数设置测量参数设置测量参数设置测量参数设置 

    一般用户会使用常用的测量参数，例如，测量的平均次数、紫外 UV 的含量、反

射/透射、含光方式 SCI/SCE、样品罩大小 LAV/MAV/SAV 的选择，这些测量参数可

以存储在仪器内，并由仪器记忆，若用户不改变这些参数时，不必每次使用这个功

能。 



 
图 2.7 测量参数的读取和设置 

操作步骤： 

【第一步】选择“设置－测量参数设置”菜单 

【第二步】选择用户需要的各个选项。 

【第三步】注意核对仪器上的样品罩、SCI/SCE 开关（如果有的话）是否在需要的

位置上。 

【第四步】确认保存设置。 

 

2.3 日常使用中的准备工作 
    启动――仪器状态――仪器校正――测量 

        ――表色系、色差公式和容差设置 

        …… 

    如果用户已经正常使用 PCQC 软件系统，则只要按照上面流程的步骤进行准备

工作，具体方法请参照第三章、第四章中的有关内容。 

 

 2.3.1 仪器状态仪器状态仪器状态仪器状态 

图 2.8 仪器状态 



    当本次使用需要用到仪器时，可以用来观察仪器的当前状态，如果发现仪器的某

个状态不符合当前的测量要求，则可以使用测量参数设置、仪器校正等方法来改变

之。 

    如果在系统的使用中，由于某个方法的失误，造成系统控制仪器报告错误，这

时，也可以调用“仪器状态”来恢复系统对仪器的正确确认。 

操作步骤： 

【第一步】选择“设置－仪器状态”菜单 

【第二步】观察仪器状态 

【第三步】确认退出 



第三章 样品测量 
3.1 校正仪器 
    一般来说，仪器的电源每开关一次，都应该再次做仪器的白板校正，对于

KonicaMinolta 的台式测色仪，电源每开关一次，还必须再次做仪器的零位校正。而对

于便携式测色仪，可以不要求每次做零位校正。 

3.1.1 零位校正零位校正零位校正零位校正 

    顾名思义，零位校正，是让仪器将测量时得不到反射光的状态当成仪器的零位。

因此，校正时，应该在测量口安放随仪器提供的黑阱，如果便携式测色仪没有配备零

位校正用的黑阱的话，则在零位校正时，只需要将测量口对准一米以外没有反射体的

空中即可。 

 
图 3.1 零位校正 

   仪器在零位校正时，一般需要闪光三次，请把持好仪器，耐心等待校正结束。 

操作步骤： 

【第一步】选择“测量－零位校正”菜单。 

【第二步】安放好黑阱，或将仪器测量口对准一米以外没有反射体的空中。 

【第三步】“开始”校正。 

【第四步】等待校正完成。 

 

3.1.2 白板校正白板校正白板校正白板校正 

   使用标准白板，近似作为完全漫反射体来为仪器的 100%值进行校正。 



 
图 3.2 白板校正 

   仪器在白板校正时，一般需要闪光三次，请耐心等待校正结束。 

操作步骤： 

【第一步】选择“测量－白板校正”菜单。 

【第二步】安放好白板，  

【第三步】“开始”校正。 

【第四步】等待校正完成。 

   当随机配备的白板被污染或丢失时，可以重新购买一个标准白板，也可以使用用

户自己的白板，当白板被更换时，请使用“设置白板数据”功能为仪器设置新的白板系

列号和白板数据，具体操作请参考第二部分第四章的相关内容。 

   对于 KonicaMinolta CM-700/600d，系统同时支持标准白板和用户白板，可以按

照需要在“测量参数设置”中切换使用。 

    



3.2 样品测量 
    通过“仪器状态”确认仪器已经在正确的测量参数状态，并且已经完成校正，则可

以开始进行样品颜色的光谱测量。 

 

 3.2.1 调用方式调用方式调用方式调用方式 

    样品测量，可以通过二种途径进行。一是直接通过菜单项调用，二是在各个功能

模块中，点击标样或试样信息框内的“测量”按钮调用。例如： 

1、 选择“测量－标样测量”菜单，则测量结果会存储到标样文件内，此样品将被当做

标样使用。 

2、 选择“测量－试样测量”菜单，则测量结果会存储到试样文件内，此样品将被当做

试样使用。 

3、 在色差分析、强度分析、散射力分析、存样库编辑、色度指标分析、白度、黄度

模块中，均可以直接调用测量模块，既可以存储到相应文件，也可以不存储，仅

返回光谱数据供临时分析使用。 

   

3.2.2 测量界面测量界面测量界面测量界面 

各个仪器的测量界面，根据仪器性能的差异，略有不同，但一般均有单次测

量、平均测量、存储等基本功能。下面举三个例子介绍。 

 1、CM-3600d 

图 3.3 CM-3600d的测量界面 

输入被测样品的编号及备注信息，在仪器上放置好样品，直接点击“测量”，则该

样品的光谱数据立即显示到相应的位置，此时，可以勾选“色彩仿真”在屏幕上观看模

拟色效果，也可以勾选“反射率图”，观看该样品的反射率曲线。点击“存储”，则将本次

测量数据存入文件，完成这个样品的测量，可以继续测量下一个样品。如果不想存储

这次测量数据，则可以选择点击“测量”继续下一个单次测量，或点击“平均开始”准备下

一次平均测量，或直接点击“退出”，结束本次测量。 

输入被测样品的编号及备注信息，在仪器上放置好样品，点击“平均开始”，系统

做好了多次平均测量的准备，用户此时可以点击“测量”，屏幕上显示样品上该处的颜

色值，然后移动样品，换个位置对准仪器的测量口，继续点击“测量”，再移动样品测

量，如此反复，当用户觉得测量点数足够时，点击“平均结束”，系统会将这多次测量

的平均结果显示在屏幕上，用户可以选择存储这个平均结果，或者放弃，继续下次测

量或退出。 

2、CM-2600d 



图 3.4 CM-2600d的测量界面 

测量方法基本上和 CM-3600d 的相同，不过，这里除了可以点击“测量”外，还可

以手持仪器对准样品上测量点后，直接按下仪器上的测量按钮来测量。 

测量结果出来后，可以点击 SCI/SCE下拉列表框，来观看相应的反射率数据。 

3、CM-700d 

图 3.5 CM-700d的测量界面 



   和 CM-2600d 不同的是，当需要使用仪器上的测量按钮时，请先勾选“遥控测

量”。 

   若用户勾选“自动存储”，则在单次测量时，系统会直接存储测量结果而不需要用

户确认，样品编号自动加 1。这样，方便用户手持仪器对不同样品进行快速测量。 

 



第四章 表色系、色差公式和容差设置 
    通常表色系和色差公式的选用，会随着行业的不同而有所侧重，而容差，也许对每件

产品均会有不同的标准。为此，系统提供的灵活的设置，供用户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必

要的设置。 

 

4.1 通用设置 

图

4.1 表色系、色差公式和容差设置 

系统提供了 CIE L*a*b*、L*C*h°、XYZ、Yxy、Hunter Lab、DIN Lab99、LCh99七

种表色系，以及 CIE △E*、CMC、△E1994、△E2000、DIN △E99五种色差公式的选

择，其中 CMC、△E1994和△E2000公式中的权重系数也可以由用户自己定义。 

对应于表色系三个值各正负二个方向，加上色差，共有七个容差值可以由用户设定。 

这里的设置会影响到除标样私有设置以外的所有样品间的色差评判。 

也可以勾选“不使用标样设置”来屏蔽标样私有设置，使用统一的色差评判方法。 

“预设值”，是最常用的一组设置，方便初学者使用。 

操作步骤： 

【第一步】选择“设置－表色系、色差公式和容差设置”菜单。 

【第二步】点击“表色系”下拉列表框，选择使用的表色系。 

【第三步】在“容差值”栏目，输入该表色系下三个值允许的正负容差。 

【第四步】点击“色差公式”下拉列表框，选择使用的色差公式。 

【第五步】在“色差公式中的系数”栏目，输入合适的系数值，没有特殊要求的，可以选用

默认值。 

【第六步】在“容差值”栏目，输入选定色差的容差值。 

【第七步】确认保存设置。 

注：选择 L*a*b*、L*C*h°、XYZ和 Yxy表色系，在色度指标分析和色差分析的显示和打

印时，都显示 L*a*b*色度图；选择 Hunter Lab则显示 Hunter Lab色度图，；选择 Lab99

和 LCh99则显示 Lab99色度图。 



 

4.2 系统寄存器设置 
    也许用户会针对不同的产品类别，使用不同的设置，为了方便用户记忆和使用，系统

提供了 15个可以命名的寄存器，来存放这些不同场合使用的设置值。 

  1、写入寄存器 

操作步骤： 

【第一步】按 4.1节的方法，设置好表色系、色差公式和容差。 

【第二步】点击“软件寄存器号”，选择欲保存的寄存器号。 

【第三步】输入“注释”，或者称之为“名称”。 

【第四步】点击“写入寄存器”，保存设置。 

  2、从寄存器读入 

操作步骤： 

【第一步】点击“软件寄存器号”，选择欲读出的寄存器号。 

【第二步】点击“从寄存器读入”，读出先前保存的设置值。 

【第三步】观察“注释”，以及各个设置值，是否是所需要的。 

【第四步】如果是，点击“确认”，将这组设置设定为当前色差分析时使用。 

          如果不是，重复第一步，或者直接手工设置各个值。 

注：1、若所选寄存器中还没有设置值，则点击读入会提示。 

2、若所选寄存器中已经有设置值，则点击写入会提示是否覆盖。 

 

4.3 标样专用设置 
   特定标样，也许有特定的判别标准，系统提供了方便，可以为每一个标样保存它

私有的设置值。 

   色差分析时，如果标样是具有私有设置的，那么此时的表色系、色差公式和容

差，都会自动根据该标样的设置来要求。 

   标样私有设置，可以勾选“不使用标样设置”被屏蔽。 

  1、写入标样 

操作步骤： 

【第一步】按 4.1节的方法，设置好表色系、色差公式和容差。 

【第二步】点击“标样编号”下拉列表框，选择欲保存设置的标样。 

【第三步】点击“写入标样”，将当前的设置保存到该标样。 

  2、从标样读入 

操作步骤： 

【第一步】点击“标样编号”下拉列表框，选择被观察的标样。 

【第二步】点击“从标样读入”，读出该标样的私有设置值。 

【第三步】观察浏览该标样的私有设置。 

【第四步】如果需要，可以点击“确认”，将该标样私有设置保存为通用设置。 

【第五步】如果觉得该标样不必再保留私有设置，则可以点击“删除标样容差”，将该

标样的私有设置删除。 

 

注：1、若所选标样还没有设置值，则点击读入会提示。 

2、若所选标样已经有设置值，则点击写入会提示是否覆盖。 

3、下拉列表框列出的标样，仅仅是当前标样数据文件中所包含的标样。 

 



第五章 颜色指标 
5.1 色度 

系统打开试样数据文件，选取符合“反射率/透射率”、测光模式“SCI/SCE,45/0”、指定

光源/观察者等设定条件的样品，提供 CIE L*a*b*、L*C*h°、XYZ、Yxy、Hunter Lab、

DIN Lab99、LCh99七种表色系下的色度指标值。 

当用户改变“反射率/透射率”、测光模式“SCI/SCE,45/0”、指定光源/观察者等设定条件

时，系统会重新打开试样数据文件，搜索出符合指定条件的样品。 

用户也可以在此调用测量功能，实时测量样品数据加入试样数据库，或者不保存，仅

返回符合当前设置的样品数据供即时分析。 

图 5.1 色度指标分析 

操作步骤： 

【第一步】选择“其它测量指标－色度指标”菜单。 

【第二步】点击“编号”或“备注”下拉列表框，也可以点击“记录移动”顺序查看，选定所需要

的样品。 

【第三步】记录移动的同时，已经显示相应表色系下的指标值。 

【第四步】点击“指标名”下拉列表框，显示其它没有显示的色度指标。 

【第五步】屏幕上显示的色度图、色彩仿真图，和反射率图，均可以双击放大独立观看。 

【第六步】选择“打印”，可以打印出该样品的中文或英文色度指标分析报告。 

【第七步】选择“导出”，可以将该样品的光谱数据、测试条件等放入存样库文件，以便保

存该样品，及以后编辑该样品的工艺数据。 

【第八步】点击“试样选择”，跳出试样选择窗口，可以在试样数据文件中选择一组特定的

样品，将其色度指标计算结果打印在同一页纸张上。 



注：系统会记忆用户使用习惯，下次打开色度分析窗口，“指标名”和“光源/观察者”会设定

在这次关闭窗口前的状态。 

 

5.2 白度 
白度指数表示了一个样品白的程度，一个完全反射的漫射体（理想白表面）的白

度指数为 100，当样品表面与理想白表面之间差别增大时，该样品的白度指数相应减

小。 

系统打开试样数据文件，选取全部样品，提供 CIE 2°、CIE 10°、ASTM  E 313、

R457蓝光、和 Hunter Lab五种白度指数。 

用户也可以在此调用测量功能，实时测量样品数据加入试样数据库，或者不保存，仅

返回样品数据供即时分析。 

 
图 5.2 白度分析 

操作步骤： 

【第一步】选择“其它测量指标－白度”菜单。 

【第二步】点击“编号”或“备注”下拉列表框，也可以点击“记录移动”顺序查看，选定所需要

的样品。 

【第三步】点击“指标名”，显示不同的白度指数。这里显示的“光源/观察者”是定义该白度

指数时所确定的，若样品没有反射率数据，则其光源/观察者和定义不匹配时，白度就显示

无值。 

【第四步】选择“打印”，可以打印出该样品的中文或英文白度度指标分析报告。 

注：系统会记忆用户使用习惯，下次打开白度分析窗口，“指标名”会设定在这次关闭窗口

前的状态。 

 

5.3 黄度 
系统打开试样数据文件，选取全部样品，提供 ASTM  E 313、ASTM D 1925二种黄

度指数。 

用户也可以在此调用测量功能，实时测量样品数据加入试样数据库，或者不保存，仅

返回样品数据供即时分析。 



 
图 5.3 黄度分析 

操作步骤： 

【第一步】选择“其它测量指标－黄度”菜单。 

【第二步】点击“编号”或“备注”下拉列表框，也可以点击“记录移动”顺序查看，选定所需要

的样品。 

【第三步】点击“指标名”，显示不同的黄度指数。这里显示的“光源/观察者”是定义该白度

指数时所确定的，若样品没有反射率数据，则其光源/观察者和定义不匹配时，黄度就显示

无值。 

【第四步】选择“打印”，可以打印出该样品的中文或英文黄度度指标分析报告。 

注：系统会记忆用户使用习惯，下次打开黄度分析窗口，“指标名”会设定在这次关闭窗口

前的状态。 

 



第六章 色差分析 
    色差分析，是人们使用仪器来辨别颜色的一个主要目的，一般用途是，快速、客观地

量化颜色间的差别；简单、直观地得到样品间在不同光源条件下的色差；检索颜色最接近

的样品；将不同批次生产的产品按色相归类等。 

 

6.1 一对一分析 
系统打开标样和试样数据文件，选取符合“反射率/透射率”、测光模式

“SCI/SCE,45/0”、指定光源/观察者等设定条件的样品，在第四章的表色系、色差公式和容

差设置中设定的表色系和色差公式下，显示和打印色差值。 

当用户改变“反射率/透射率”、测光模式“SCI/SCE,45/0”、指定光源/观察者等设定条件

时，系统会重新打开标样和试样数据文件，搜索出符合指定条件的样品。 

用户也可以在此调用测量功能，实时测量样品数据加入标样或试样数据库，或者不保

存，仅返回符合当前设置的样品数据供即时色差分析。 

图 6.1 色差分析 

操作步骤： 

【第一步】选择“测量－色差测量和分析”菜单。 

【第二步】分别在标样和试样信息框内，点击“编号”或“备注”下拉列表框，也可以点击“记

录移动”顺序查看，选定所需要的标样和试样。 

【第三步】记录移动的同时，已经显示相应表色系下的色差值。 

【第四步】可以双击色差值显示区域，显示可能有的相关色差。 

【第五步】在色差显示区域停留光标，会显示容差范围，并表明是通用设置还是标样私有

设置。 

【第六步】色差评判结果（标样私有设置的，底色会以浅蓝色显示），一般是以合格/不合

格显示，双击之，在可能的条件下（△L*a*b*＋△E*，并且 D65/10），可以显示为色差

等级。 

【第七步】屏幕上显示的色度图、色彩仿真图，和反射率图，均可以双击放大独立观看。 



【第八步】选择“打印”，跳出打印选择窗口，可以选择打印这对样品的中文、中英文或英

文色差指标分析报告。 

 

6.2 同色异谱指数 
在上节的色差分析界面上，点击“同色异谱指数”，会跳出标样和试样在二个参考光源

下面的同色异谱指数显示窗。在色差分析打印的报告中，也有同色异谱指数项。 

图 6.2 同色异谱指数 

 

6.3 标样库检索 
当用户拿到一个新的样品时，可以利用“标样库检索”，快速找到与之最接近的标样。 

在图 6.1的色差分析界面上，点击“标样库检索”，标样就会按照与当前试样的色差大

小来进行排序。 

 

6.4 多对多分析 
为了方便一个标样和多个试样之间的色差分布或色差走势，也为了方便成批打印，系

统提供了多个标样和多个试样的色差分析和打印功能。 



图 6.3 色差累积分析 

操作步骤： 

【第一步】选择“测量－色差累积分析”菜单。 

【第二步】勾选标样（最多 10个）和试样（最多 200个）。 

【第三步】点击“色彩仿真”，可以观看光标所在标样和所选试样之间的屏幕色差，给用户

一个直观的感觉。 

【第四步】点击“色差分布”，可以观察所选试样对标样的色差分布，如果是选取每日生产

的产品来进行比较，可以观察色差走势。（T1-6.4.jpg） 

【第五步】点击“反射率图”，可以观察标样和试样间的反射率曲线。 

【第六步】点击“显示色差”，可以显示多个标样和所选试样间的色差列表。（T1-6.5.jpg） 

【第七步】点击“打印色差”，跳出打印对话窗口，可以选择打印多个标样和所选试样之间

的色差、合格判别、等级、或 555检索结果。 

 

6.5 分色（555 检索） 
对于不同批次已产生色差的样品进行色差归类，将落入同一特征色差范围的样品视为

无色差样品使用，这就是 555检索的意义所在。 

一个标样和一个试样的 555分析，方法类似于色差分析，不同的是选择“其它测量指

标－分色”来启动模块，在 555分析时，系统会强制设定表色系为 CIE △L*a*b*，屏蔽标

样自带的私有设置。 

    多个标样和多个试样的 555分析，在色差累积分析中的打印中实现。要成批打印 555

分析结果，请用户先将表色系设定为 CIE △L*a*b*，并且屏蔽标样自带的私有设置。 

 

6.6 报告打印 
   色差分析结果的报告打印，是使用 PCQC 系统的主要目的之一，为此，系统设计

了三种一对一格式，并分别能够以中文、英文、中英文双语打印。色差的批量打印，



系统会自动分页，减轻用户在选择上的负担。下面是一些打印样张。 









第七章 强度分析 
7.1 反射式强度 

色料力份是指使用色料与标准色料之间的相对强度，用同一浓度两个样品之间的

色深度比值来体现，主要用于检验相同色料不同批次之间色料力度差异。也可以用于

判定工艺条件、色料相同情况下不同白料对色深度的影响。 

本功能用于计算试样文件中一个试样与标样文件中的一个标样之间的百分色强度

(色含量)，以便对色料进货进行管理。可选择"色度力份"及"外观力份"二种方法进行计

算，所谓的色度力份是指以标样的"色特征点"(即反射率曲线上的最大吸收处)为计算依

据;而外观力份是以整个可见光谱为计算依据的，它在不考虑色相差时比较符合人们对

样品间的深浅感受。 

力份（强度）的波长计算范围，可在菜单“设置－显示参数设置”中由用户设定为

可见光波段 400-700nm或仪器所测量的全波段。 

图 7.1 强度分析 

操作步骤： 

【第一步】选择“其它测量指标－力份（强度）”菜单。 

【第二步】分别在标样和试样信息框内，点击“编号”或“备注”下拉列表框，也可以点击“记

录移动”顺序查看，选定所需要的标样和试样。 

【第三步】记录移动的同时，已经显示相应的力份值。 

【第四步】可以点选显示“色度力份”或者“外观力份”。 

【第五步】点击“色差”，可以显示试样和标样之间的色差。 

【第六步】屏幕上显示的色彩仿真图和反射率图，均可以双击放大独立观看。 

【第七步】选择“打印”，跳出打印选择窗口，可以选择打印这对样品的中文、中英文或英

文力份分析报告。如果色料标称含量不同，可以输入，则打印结果是同等含量下的力份分

析结果报告。打印样张见图 7.2。 



图 7.2 力份分析报告 

 

7.2 透射强度 
透射强度是指使用色料与标准色料所配制的标准溶液之间的相对强度，用同一浓

度两个样品之间的色深度(最大吸光度)比值来体现，主要用于检验相同色料不同批次

之间色料强度差异。 

本功能用于计算试样文件中一个试样与标样文件中的一个标样之间的百分色强度

(色含量)，以便对色料进货进行管理。可以用透射率曲线和吸光度曲线及标样的"色特

征点"(即吸光度曲线上的极大值)处的吸光度比值来表示。 



KonicaMinolta 的台式分光测色仪 CM-3500d、CM-3600d 和 CM-3700d，可以测

量液体的透射率，所以，只有选择了台式测色仪，系统才显示有透射强度分析菜单。 

图 7.3 透射强度分析 

操作步骤： 

【第一步】选择“其它测量指标－透射法强度”菜单。 

【第二步】分别在标样和试样信息框内，点击“编号”或“备注”下拉列表框，选定所需要的标

样和试样。 

【第三步】记录移动的同时，显示吸光度曲线上极大值处的透射强度值。 

【第四步】点击“打印”，则打印吸光度曲线和透射强度值。 

【第五步】若要打印一个标样对多个试样的透射强度报告，则先点击“试样选择”选定试

样，然后点击“打印”，即可选择打印一对一，或者一对多的透射强度报告。 



图 7.4 透射强度报告 

 



第八章 散射力分析 
    散射力，是指颜料散射入射光的能力，因此具有加入这种颜料后色漆具有不透明度和

亮度的能力。相对散射力，则是指试样的散射指数和标样的散射指数之比，以百分比表

示。 

    系统根据 GB/T 1706-2006, GB/T 13451.2-92, ISO 787/24-1995(E)来计算相对散射

力。 

图 8.1 相对散射力分析 

操作步骤： 

【第一步】选择“其它测量指标－散射力分析”菜单。 

【第二步】分别在标样和试样信息框内，点击“编号”或“备注”下拉列表框，也可以点击“记

录移动”顺序查看，选定所需要的标样和试样。 

【第三步】记录移动的同时，直接显示试样相对于标样的相对散射力。 

【第四步】选择“打印”，跳出打印选择窗口，可以选择打印这对样品的中文、中英文或英

文相对散射力分析报告。 



图 8.2 相对散射力报告打印样张 

 



 

第九章 存样库检索 
存样库检索，可以让用户针对客户的来样，从自己的存样数据库中快速找出最接近的

生产过的样品，并从中提取相应的工艺资料。 

图 9.1 存样库检索 

操作步骤： 

【第一步】选择“存样库－存样库检索”菜单。 

【第二步】在试样信息框内，点击“编号”或“备注”下拉列表框，也可以点击“记录移动”顺序

查看，选定所需要的试样。 

【第三步】点击“存样库检索”，系统将存样按照与试样的色差排队，显示最接近于试样的

存样的色差信息和存样的工艺资料。可以查看接近程度依次递减的存样资料。 

【第四步】可以双击色差值显示区域，显示可能有的相关色差。 

【第五步】点击“打印资料”，可以打印试样信息、存样和试样的色差，以及存样的工艺资

料信息。打印样张见图 9.2。 



图 9.2 存样资料打印样张 

 



第二部分 操作手册 
 

第一章 系统构成 
 

1.1 设备要求 
运行 PCQC系统，需要兼容 IBM-PC 的计算机一台；操作系统为中文版WINDOWS 

95/98/2000/2003/XP；打印机一台；KonicaMinolta分光测色仪一台。 

     

1.2 支持的测色仪 

 
图 1.1 KonicaMinolta分光测色仪 

PCQC系统支持柯尼卡美能达(KonicaMinolta)的全系列分光测色仪， 

台式为 3000 系列，型号有:CM-3700d，CM-3600d，CM-3500，CM-3300d，
CM-3200d; 

手提式 700/600系列，型号有:CM-700d，CM-600d; 

2000 系列，型号有 :CM-2002，CM-2022，CM-2300d，CM-2500c，

CM-2500d，CM-2600d; 

500 系列，型号有 :CM-508d，CM-508i，CM-508c，CM-503i，CM-

503c，CM-525i。 

台式分光测色仪充分体现柯尼卡美能达高精度的光学技术，利用了世界最先进的

颜色测量技术，采用计算机进行自动控制。 

手提式分光测色仪使用了超小型光谱感应器和混合式 IC 模拟电路，可在 4ms 内

同时测量全部波长范围的光谱反射率，从数据处理到结果显示所有操作都集中在一部

机上完成。单机操作可便于在任何现场测量，记忆卡将全部户外数据带回实验室。 

柯尼卡美能达 CM-700/600d 测色仪使用蓝牙无线连接，或者使用 USB 电缆与计

算机连接。3000、2000、500 系列使用通讯电缆通过 RS-232 串行口与 PC 计算机相

连接，在使用 RS-232 电缆连接时，请先关闭测色仪和计算机两边的电源，以免损伤

机器。 



第二章 系统的安装和启动 
2.1 安装 

PCQC系统用光盘安装，安装时将光盘插入驱动器，在Windows主菜单中选择"开

始--运行"，敲入 X:PcqcSetup回车(X为光驱盘符)，按提示一般选择缺省项即可顺利安装

完毕。安装完成后，在Windows的开始—程序菜单上生成一个 PCQC计算机品质控制

项、桌面上生成一个 PCQC启动图标。参见第一部分图 2.1 系统启动菜单和桌面图标。 

PCQC 系统采用软件锁进行保护，使用前，请安装随光盘提供的软件锁驱动程序，

根据实际情况请选择并口驱动或 USB驱动。 

对于 CM-3600d，再将随机盘(UnitDriver 和 CalibrationData)上的所有文件复制到

本软件的运行目录（缺省为 C:\PCQC32）下的 CM3600子目录下。 

对于 CM-700/600d，请首先将仪器连接到计算机上的任意一个 USB 端口，或者

使用蓝牙方式，开启仪器电源，待计算机发现新硬件，使用本软件配备的驱动程序

kmsecm700.inf（在本软件的安装文件夹内，缺省为 C:\Pcqc32），配置好系统资源

之后，右击“我的电脑－属性－硬件－设备管理器－通讯端口”，观察计算机分配给仪

器的通讯端口号。 

 

2.2 启动 
运行 PCQC 计算机色彩品质控制软件，首先插好软件锁，双击桌面上的 PCQC

图标，或者点击“开始－所有程序－PCQC 色彩品质控制系统－PCQC 色彩品质控制

系统”，即可进入本软件系统。参见第一部分图 2.2 系统启动界面。 



第三章 系统设置 
3.1 设置连线的仪器 

参见第一部分图 3.1 通讯参数设置。 

选择“设置－通讯参数设置”菜单。 

根据用户购买的仪器型号，正确选择测色仪，以及和计算机连接的通讯端口号，通讯

速率、数据位和停止位。KonicaMinolta测色仪的许多型号，波特率、数据位和停止位是

可以调节的，请注意将这里的数据设置为仪器上相应的值。一般情况下，这里的默认值也

是仪器的默认值。对于 CM-3600d和 CM-700/600d，请按照第二章的方法先正确安装。 

对于测量光谱间隔为 20nm的仪器，系统提供了一个选项，用户可以选择是插值到

10nm计算，还是就按 20nm来计算样品的三刺激值，推荐插值到 10nm来计算。 

“超时控制”，是当计算机和仪器之间的通讯遇到问题时，计算机等待的最大时间，一

般情况下，设置为 3秒，已经够了。 

“计算机速度”，是计算机速度和仪器速度的一个平衡值，一般不需要设置，接受默认

值即可。 

“测试样品编号自动加 1”，用于连续测量时，可以免去用户每次测量输入编号的手工

操作。 

“确认时，测试仪器是否连接”，如果仪器已经连接到计算机，并且已经打开电源，则

当结束本次设置时，系统自动调用“测量－仪器状态”菜单，测试仪器当前的校正状态。 

注意:对于手提式分光测色仪，请将仪器设置到通信状态。 

“确认”，完成本次设置，退出当前窗口。 

“取消”，取消本次设置，退出当前窗口。 

    具体操作请参考第一部分第 2.2.4节。 

 

3.2 显示参数设置 
参见第一部分图 3.2 显示参数设置。 

系统支持 11 种光源，分别是 D65, D50, A, C, F2(CWF), F6, F7, F8, F10, 

F11(TL84), F12，2°和 10°二个观察者。 

选择“设置－显示参数设置”菜单。 

    系统在这里设置一些全局参数，一些参数作为其它功能模块的初始值，而某些参数只

能在这里设定。 

涉及到色差分析和色度计算的场合，这里设置的“主光源/观察者”、“含光方式”、

“测量方式”，是作为初始值使用，在那些功能模块中，可以由用户实时再设定。 

为同色异谱指数分析使用的二个参考光源，则只能在此设定。 

色料强度，一般仅在可见光范围内才有意义，但特殊场合也可能会延伸到整个光

谱范围。“力份计算范围选择”，给用户一个自主选择的机会。只能这里设定，也是全

局应用。 
 
 

3.3 色差等级表设置 



 
图 3.3 色差等级表设置 

这里的设定，用于在色差分析中给色差确定等级。系统默认的是国标等级的上限，用户也

可以按需设定自己的企业等级标准。 

    选择“设置－色差等级设置”菜单。 

    “预设值”，即是国标等级的上限。 

    “色差等级表”，显示一下 GB250-1995（ISO 105/A02-1993）等级表。 

“确认”，完成本次设置，退出当前窗口。 

“取消”，取消本次设置，退出当前窗口。 

 
 

3.4 文件设置 

 
图 3.4 指定系统使用的文件 

    PCQC系统对标样、试样、和存样的操作，大都是建立在使用文件的基础之上的，因

此，一般要求，用户在使用前，应该设置好各个文件。标样文件，默认的是

TargetData.rfl，试样文件，默认的是 SampleData.rfl，存样文件，默认的是

TechData.lib。用户可以定义自己的各个文件。 

当所指定的文件不存在时，系统提示是否创建?若是则创建，若否则取消该次指

定，相应文件名不变。 

当所指定的文件存在时，系统先做文件结构的完整性测试，若通过，则完成指定



试样文件名，若不通过，提示文件格式错，取消该次指定，相应文件名不变。 

当正确指定试样文件名后，菜单项色样库编辑，色度指标计算，白度指数计算，

黄度指数计算转为可用。 

当正确指定标样文件名后，菜单项色差分析，色差累积分析，555 分色转为可

用。 

当正确指定存样库文件名后，菜单项存样库编辑，存样库检索转为可用。 

 



第四章 仪器的使用 
4.1 仪器初始化 
    一般情况下，仪器在出厂前，都配备了随机的标准白板，相应的标准白板数据也已经

写入仪器，用户不需要再作任何改动。如果有兴趣的，可以观察一下白板数据。 

    仪器使用久了，如果白板被污染、或者遗失，当用户购买了新的白板时，这时就需要

用户自己将新的白板数据写入仪器。 

    KonicaMinolta早期的仪器型号 CM-500系列和 CM-2000系列内部不存储白板的编

号，只存储白板数据，随后的仪器则既存储白板数据，也存储白板的系列编号。 

    PCQC系统对 CM-500和 CM-2000系列的测色仪，设置和读出白板数据使用同一个

模块进行操作，当用户将 SCI/SCE开关拨到 SCI(SCE)时，系统就设置/读出 SCI(SCE)的

白板数据。启动菜单是“设置－初始化－设置白板数据”。 

    PCQC对台式测色仪（CM-3500d和 CM-3700d），首先是设置白板的序列号，然后

再设置白板数据；读出检查白板数据和白板编号则同时进行。启动菜单是“设置－初始化－

设置白板系列号”、“设置－初始化－设置白板数据”、和“设置－初始化－白板数据读出”。 

对于 CM-3600d，其白板数据并不存储在仪器内，因此设置白板数据的过程只要将随

白板发行的数据文件复制到 PCQC系统的 CM3600文件夹下，然后为仪器设置新的白板

序列号即可。启动菜单是“设置－初始化－设置白板系列号”、和“设置－初始化－白板数据

读出”。 

    PCQC对新型号的手提式测色仪（CM-2300d, CM-2500C, CM-2500d, CM-

2600d），则同时设置白板序列号和白板数据，检查白板数据时也是同时读出。启动菜单

分别是，“设置－初始化－设置白板数据”和“设置－初始化－白板数据读出”。 

    PCQC对最新的手提式测色仪 CM-600d和 CM-700d，则不仅支持标准白板数据的设

置和读出，还支持用户白板数据的设置和读出，标准白板数据和用户白板数据在用一个界

面上使用不同的命令按钮来操作。启动菜单分别是，“设置－初始化－设置白板数据”和“设

置－初始化－白板数据读出”。 

 

4.2 参数设置 
    KonicaMinolta早期的仪器型号 CM-500系列和 CM-2000系列，其 SCI/SCE设置是

由仪器上的 SCI/SCE开关来设定的，而测量孔的大小是由仪器型号决定的，也就是说，

不同的 SCI/SCE、测量孔口径的配备，派生出许多的同系列机型。因此，选定了这些早期

型号，测量参数也随之而定，PCQC系统也就不再需要设置这些测量参数了。 

    台式测色仪（CM-3500d、CM-3600d和 CM-3700d），装备了三种不同测量口径的

样品罩，SCI和 SCE可以由软件决定，CM-3600d还可以同时在 SCI和 SCE模式下测

量。台式测色仪也可以根据需要选用反射率测量，或者对液体进行透射率测量，对于 CM-

3700d和 CM-3600d，还可以开启紫外通过门的大小来适应含荧光颜料成分的样品测量。

这些测量参数，PCQC都提供了相应的设置方法。启动菜单是，“设置－测量参数设置”。 

    CM-2300d和 CM-2500C，只有一种测量口径，SCI/SCE同时测量，测量时，PCQC

同时存储对应于 SCI和 SCE的反射率数据，因此也不再需要设置测量参数。 

    CM-2600d和 CM-2500d，可以选择测量口径（仅 CM-2600d），紫外含量（仅 CM-

2600d），系统提供了设置方法，可以进行上述选项的选择，也可以选择仅测量 SCI，或

SCI/SCE同时测量。启动菜单是“设置－测量参数设置”。 

    CM-700d和 CM-600d，可以选择测量口径（仅 CM-700d），SCI/SCE模式，使用

标准白板还是用户白板。启动菜单是“设置－测量参数设置”。 

    有些仪器，PCQC提供了设置平均测量次数的选择，这里的平均测量次数，是指仪器

对同一测量点进行快速多次测量，然后输出平均测量结果，由于 PCQC系统在样品测量

功能中提供了平均测量功能，可以在同一测量点、也可以在不同测量点上进行平均测量，

况且测量时间间隔完全由操作者决定，因此，建议设置仪器本身的平均测量次数为 1（默

认状态）。 

    具体操作请参考第一部分第 2.2.5节。 



4.3 仪器状态 
    PCQC系统的这个功能用来了解仪器当前的电压/充电状态、机内数据存储量、

SCI/SCE模式、装备的样品罩等测量参数、以及零位和白板校正状态。以决定是否进行更

换电池（连接市电）、测量、校正、或者测量参数设置。 

    当由于某种操作使得系统不能利用仪器正常测量时，也可以利用这个功能来恢复

PCQC系统对仪器状态的初始化确认，重置系统参数，使系统能够正确控制仪器动作。 

    启动菜单是“设置－仪器状态”。 

 

4.4 仪器的校正 
    仪器在开机后测量前，一般必须进行校正，台式测色仪必须进行零位校正和白板校

正，手提式测色仪平常只需要白板校正，当发现测量数据异常时，可以进行零位校正。 

    具体操作请参考第一部分第 3.1节。 

 

4.5 仪器内测量数据的读出 
    对于 KonicaMinolta的手提式测色仪，单机测量时，机内存储器可以存储一定数量的

试样数据和标样数据，当和计算机连接时，PCQC便可以将这些试样和标样测量数据读入

到系统的试样文件或标样文件内。 

 
图 4.1 仪器试样数据上传电脑 

仪器内的试样数据读出后写入系统的试样文件，启动菜单是“数据－仪器试样数据上传

电脑”。 

 
图 4.2 仪器标样数据上传电脑 

仪器内的标样数据读出后写入系统的标样文件，启动菜单是“数据－仪器标样数据上传



电脑”。 

    系统可以一次读出多个试样（标样），用户指定一个“编号前缀”，点击“开始读出”，则

从仪器内“起始样品号”开始，读出“样品数”个试样（标样）数据，在系统的试样（标样）文

件内，以“编号前缀.001”开始依次编号存储。 

    CM-2600d和 CM-2500d，仪器内试样数据是按照“环境 Cond”或“任务 Task”组织的，

因此，数据读出时，用户必须指定读出的是哪个 Cond或 Task内的。 

    对于 CM-2300d、CM-2500c、CM-2500d和 CM-2600d，可以点击“全部删除”，来删

除仪器内全部的试样或者标样数据。 

    对于 CM-700d和 CM-600d，点击“开始删除”，可以选择性地删除“起始样品号”开始的

“样品数”个试样（标样）数据。点击“全部删除”，可以删除仪器内全部的试样或者标样数

据。 

    点击“中止”，可以在读出或删除的过程中，中止读出或删除操作。 

    KonicaMinolta的台式仪器，没有机内存储数据的功能。 

 

4.6 标样数据写入仪器 
    为了方便仪器单机使用，PCQC系统对 CM-2300d、CM-2500c、CM-2600/2500d、

和 CM-700/600d设计了在计算机上设置仪器标样和容差的功能。 

    其中，CM-2300d仪器内仅存储一组容差值，而 CM-2500c、CM-2600/2500d、CM-

700/600d可以对每个标样独立设置容差值。 

    CM-700/600d的容差设置，系统单独设计了设置模块，请参考本章第 4.7.3节。 

 
图 4.3 CM-2300d的标样数据写入仪器 



图 4.4 CM-2500c的标样数据写入仪器 



图 4.5 CM-2600/2500d的标样数据写入仪器 



图 4.6 CM-700/600d的标样数据写入仪器 

    标样数据取自系统的标样数据文件，系统同时设置仪器内标样的 SCI/SCE数据

（CM-2500c只有 45/0一组数据），用户先在 SCI和 SCE下拉列表框中选择欲写入仪器

的标样数据。系统会根据仪器当前的样品罩大小设置，自动从标样文件中选择匹配的标

样，用户可以人为更改。系统可以将反射率数据、也可以将色度数据写入仪器。当选择写

入色度数据时，系统先调用标样文件内标样数据计算好色度数据，显示在上传信息框内，

用户可以手工编辑之，而选择写入反射率时，系统会直接读取标样的反射率数据写入仪

器，需要手工编辑的用户，可以调用“标样编辑”功能来手工编辑标样反射率数据。 

容差数据，由用户实时编辑输入。 

用户还必须为仪器指定判别色差时用到的主光源/观察者，和一个参考光源。 

当用户选择好数据源之后，键入仪器内需要被设置的标样号，点击“上传到仪器”，即

可以为仪器设置好标样数据和相应的容差数据。 

 

4.7 单机使用 
   为了方便仪器单机使用，PCQC系统支持 CM-700/600d几乎所有的内部指令，CM-

700/600d在仪器上的设置操作，几乎全部可以在计算机上方便地完成。 

 

  4.7.1 设置仪器测量设置仪器测量设置仪器测量设置仪器测量条件条件条件条件 



 
图 4.7 设置仪器测量条件 

    可以从仪器读入当前的仪器测量参数，也可以按需设置仪器的测量参数。 

    启动菜单是“设置－初始化－设置仪器测量条件”。 

 

4.7.2 设置仪器显示参数设置仪器显示参数设置仪器显示参数设置仪器显示参数 



 
图 4.8 设置仪器显示参数 

    可以从仪器读入当前的仪器显示参数，也可以按需设置仪器的显示参数。 

    启动菜单是“设置－初始化－设置仪器显示参数”。 

 

  4.7.3 设置仪器容差数据设置仪器容差数据设置仪器容差数据设置仪器容差数据 



 
图 4.9 容差数据写入仪器 

    可以从仪器读入指定条件号（寄存器号）或者指定标样的容差设置，也可以按需设置

指定条件号（寄存器号）或者指定标样的容差设置。 

    对于 SCI 和 SCE，设置方法相同，在“测光类型”下拉列表框中选择后，分二次点击点

击“上传到仪器”，可以完成指定条件号（寄存器号）或者指定标样的 SCI 和 SCE 状态下

的容差设置。 

    系统也可以删除指定的条件号（寄存器号）或者指定标样的容差设置。 

    启动菜单是“设置－初始化－容差数据写入仪器”。 

 

4.8 测量孔防护板的打开和关闭 
    CM-3500d的测量孔是向上的，在校正和测量时，它的防护板会自动打开和关闭，平

时是处在关闭状态的，若要强行打开及关闭这些防护板，可以使用系统指令来完成。 

    选择“测量－打开窗盖”菜单，可以打开仪器的测量孔前的防护板。 

    选择“测量－关闭窗盖”菜单，可以关闭仪器的测量孔前的防护板。 

 



第五章 数据的录入和导出 
    系统的样品颜色数据，一般是由仪器测量获得，但系统也提供了手工编辑的功能。对

于试样和标样，系统可以输入/编辑其反射率数据，也可以输入/编辑其色度数据，并且可

以决定该样品颜色是由反射率数据、还是由色度数据来确定。 

    系统的存样颜色数据，可以由仪器测量获得，也可以在“色度指标”（“其它测量指标－

色度指标”）中，从试样文件中导入。而工艺数据，系统提供了单独的模块来录入。 

    为了方便用户对颜色数据和色差数据的后续处理，系统提供了导出功能，可以将颜色

数据和色差数据导出为 Excel、Access和纯文本格式。 

 

5.1 颜色数据的编辑录入 

 
图 5.1 颜色数据的编辑/录入 

    标样和试样的编辑/录入方式完全一样，仅启动菜单不同，分别是，“数据－标样数据

编辑”和“数据－试样数据编辑”。 

    选择“数据类型”为“光谱线”，或者“色度值”，二者只需输入其一即可。 

    输入/编辑数据是色度值时，用户可以输入 CIE L*a*b*、L*C*h°、XYZ、Yxy、Hunter 

Lab、DIN Lab99、和 LCh99七种表色系下的任意一组数据，系统会自动转换为 XYZ存

储。 

    根据用户拥有的反射率数据，系统提供了三种模式，分别是 360-740nm、10nm间

隔，400-700nm、10nm间隔，和 400-700nm、20nm间隔，当用户选择 20nm间隔录入

时，系统会插值到 10nm间隔存储。 

    当用户是输入反射率数据时，系统提供了快速录入模式，方便用户从其它场合复制拷

贝数据进来。 

紫外 UV含量，根据具体数据录入，当知道仪器不具有紫外测量功能时，请设置其为

99.9。 

    系统也提供了常规的移动、新增、更新、删除、刷新数据库等编辑功能。 



 

5.2 存样的工艺资料录入 

图 5.2 存样库编辑 

    启动菜单是“存样库－存样库编辑”。 

    存样的颜色数据来源，一是在本模块中直接测量获得，二是在“色度指标”中将试样数

据导入。 

    本模块的主要功能是让用户输入/编辑存样的工艺资料，存档后，便于日后检索查询。 

    系统在此提供了存样的色彩仿真图、Lab色度值和图、以及反射率图供用户了解存样

的相关信息。 

    系统也提供了常规的移动、新增、查找、更新、删除、刷新数据库等编辑功能。 

 

5.3 颜色数据的导出 



图

5.3 色度数据导出 

    启动菜单是“数据－导出－色度数据导出”。 

    本模块的主要功能是在试样文件中选择部分试样，导出其在各个表色系下的色度数据

为 Excel、Access或纯文本数据，也可以选择性地导出被选试样的反射率数据和其它附加

信息。 

    导出文件名，以及文件中的页、表、段名，可以由用户设定。 

当导出为 Excel格式时，要求系统中安装有 MS-Excel 97或以上版本的软件。 

一般情况下，导出数据，取二位小数点即可，当用户要导出 Yxy数据时，建议取四位

小数点。 

 

5.4 色差数据的导出 



图 5.4 色差数据导出 

    启动菜单是“数据－导出－色差数据导出”。 

    本模块的主要功能是在标样文件中选择一个标样，在试样文件中选择一个或多个试

样，将该标样的色度数据，以及被选试样与该标样之间在各个表色系下的色差数据，导出

为 Excel、Access或纯文本数据，也可以选择性地导出被选标样和试样的反射率数据和其

它附加信息。 

    导出文件名，以及文件中的页、表、段名，可以由用户设定。 

当导出为 Excel格式时，要求系统中安装有 MS-Excel 97或以上版本的软件。 

    一般情况下，导出数据，取二位小数点即可，当用户要导出 Yxy/△Yxy数据时，建议

取四位小数点。 

 

5.5 打印机设置和模拟显示 
   PCQC使用Windows标准的打印机驱动程序来打印各类报告，没有设计打印模拟显示

功能，用户若希望使用打印模拟显示，建议安装 FinePrint Software 公司的 pdfFactory产

品，下载地址：http://www.fineprint.com.cn/pdffactory.html，使用 pdfFactory的好处是不

仅能在屏幕上模拟显示打印结果，而且还能将模拟显示结果保存为一个 PDF文件，便于

将打印结果存档和电子传送。 

    选择“文件－打印机设置”菜单，可以对打印机进行设置，可以选择是直接打印，还是

输出为利用 pdfFactory来打印模拟。 



第六章 系统维护 
6.1 数据库压缩 

PCQC 的样品数据文件采用通用的 MS-Access 格式设计，access 数据文件的特

点是经过一定时间的增加和删除后，效率会降低，占用字节会加大，压缩后会改善。 

    选择“文件－压缩数据库”菜单，可以为指定的试样、标样、和存样数据文件进行压缩

优化。 

 

6.2 数据库修复 
    如果发现数据文件有错误不能继续使用，可以试图修复。 

    选择“文件－修复数据库”菜单，可以为指定的试样、标样、和存样数据文件试图修

复。 

 

6.3 数据的存放位置及备份 
    PCQC的配置文件.ini的存放位置在系统的安装文件夹内。 

PCQC系统的标样、试样、和存样数据文件缺省存放位置是在系统安装文件夹下的

data子文件夹内，但其可以选择存放在本机所在局域网内任意有读写权限的位置。 

用户使用过程中产生和积累的资料，就是上述这些文件，用户备份，就只需要备份这

些文件。 

建议在备份样品数据文件时，预先压缩这些文件，以优化和减少占用存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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