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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法优化计算犔犈犇光源相关色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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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色温和相关色温是ＬＥＤ光源的重要参量。从原始光谱数据到色品坐标 （狌，狏）再到色温和相关色温的计算

过程相当复杂，需要一种优化算法来简化计算量。因此，从色温的色度学定义出发，简要分析了直接内插法、逐点

法和函数曲线拟合法三种色温计算的经典算法，并分别指出了它们的优缺点，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二分法这种新的

色温优化算法。详细介绍了二分法的基本思想、程序流程等。利用软件编程实现这几种算法，通过普朗克黑体辐

射公式计算得到一系列色温的理论光谱和白光ＬＥＤ仪器实际测试光谱，对比二分法和各种经典算法的速度和结

果，证明了二分法是一种适合于计算机程序化实现的高精度高速度的色温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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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黑体辐射光源的色温是黑体的绝对温度。当光

源的光色与某一温度下黑体辐射光源光色最为接近

时，后者的色温即为光源的相关色温［１］。光源的色

温是影响照明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不同色温的光

源给人们带来的生理和心理的影响是不同的。因

此，在居室照明设计，光源设计以及摄影等行业色温

这一概念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２，３］。在ＬＥＤ色度

学软件中，计算ＬＥＤ光源色温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程

序。而传统的色温算法存在着很多缺陷［４］，譬如精

度低［５］，计算量大等。因此，设计开发一种优化算法

十分必要，能有效提高色温计算的精度和速度。传

统的方法一般都是利用解析近似的方法求得色温，

这些方法虽然计算量少，但是误差也是很明显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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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精确的逐点查表找最小距离的方法却有巨大的

计算量。因此，在色温计算中计算量和精确度是互

相牵制的两个因素。二分法是一个广泛应用的计算

方法，本文利用二分法很好地在这两个因素之间找

到了一个平衡点，即利用很少的计算量，获得了逐点

法的精确度。

２　色温（相关色温）经典计算法

２．１　内插法

内插法［６，７］的思想是：试图寻求距离被测光源

的色坐标点最近的两条等色温线，利用几何作图法

估算出该色坐标点的相关色温。

由于在ＣＩＥ１９６０ＵＣＳ色度图中，如图１所示，

所有等色温线均为垂直于黑体轨迹的直线，其斜率

犽，是随着相关色温犜变化的，犽＝－１／犾，其中犾为黑

体色轨迹与该等温线交点（垂足）处的切线的斜率。

图１ ＣＩＥ１９６０ＵＣＳ色度图中的黑体轨迹和等色温线
［６］

Ｆｉｇ．１ ＢｌａｃｋｂｏｄｙｌｏｃｕｓａｎｄＩｓｏｔｈｅｒｍｓｉｎＣＩＥ１９６０ＵＣＳ

ｃｈｒｏｍａｔｉｃｉｔｙ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
［６］

当找到距离被测光源色坐标点 （狌，狏）的最近的

两条等温线后，就可以利用公式求出近似相关色温

犜ｃ。该方法的精度依赖于分区的数量，分区越多，则

内插的精度就越高，但是同时计算量也相应增大。本

文对黑体轨迹均匀地分了３０个区，即３１条等温线。

２．２　逐点法

根据定义，得到 狌，（ ）狏 色坐标后，逐点比较其与

黑体轨迹点的距离，取最小值点对应色温即为相关

色温值。该方法优点是精确度高，缺点是计算量极

其庞 大，由 于 黑 体 轨 迹 色 温 是 从 １０００ Ｋ 到

２５０００Ｋ，每一个色温对应一个色坐标点，因此需要

计算２４０００多个距离。

２．３　曲线拟合法

曲线拟合法［８～１０］的主要思路是，利用解析函数

拟合色温计算中的一些变量和自变量，解析函数式

可以方便地使用牛顿迭代法等算法得到最小距离点

等结果，从而避免了逐点查找比较带来的计算量的

增大，也不失为一种好的算法。比如Ｊ．Ｌ．Ｇａｒｄｎｅｒ

的７阶多项式曲线拟合
［８］，该作者利用７阶多项式，

拟合了黑体温度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Ｋ之间的辐射轨迹和

色温犜与色坐标狌的函数关系，便于牛顿迭代法的

使用和程序的实现。

这种方法的优点是计算量小，一般只需３４步迭

代就可得出结果。但是由于解析函数曲线的拟合度无

法重现黑体辐射轨迹，尤其在高温部分，所以缺点是结

果误差偏大，曲线拟合范围只局限于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Ｋ之

间，超出１００００Ｋ则误差迅速增加。

３　二分法优化色温算法

综合２节中几种算法发现，计算色温的数学模

型就是寻找ＣＩＥ１９６０ＵＣＳ色度图中黑体辐射轨迹

上与被测色坐标点的最近距离点，提高算法速度的

关键，归根结底就是利用一种筛选算法能迅速去除

黑体辐射轨迹的最小距离点以外的区域，而利用二

分法就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整个程序的流程如

图２所示。设待测光源的色坐标为 （狌狉，狏狉）。

图２ 程序流程框图

Ｆｉｇ．２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ｇｒａｍ

第一步：判断色坐标点所在分区。实验证明，一

般光源色温落在１０００２５０００Ｋ之间，对ＬＥＤ而言，色

温一般落在２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Ｋ之间。由于等温线垂直于

黑体轨迹，按照这个思想，可以将色度图分为四个区，

如图３所示。１区中色温归为２５０００Ｋ，３区中色温归

为１０００Ｋ，其中两条分界线分别垂直于黑体轨迹中

１０００Ｋ和２５０００Ｋ的色温坐标。当光源的色坐标点

落在１区和３区时，可直接给出相应的结果。（色温

大于等于２５０００Ｋ和小于等于１０００Ｋ）算法的关键是

计算落在２区和４区的色坐标的色温值。

第二步：计算距离。取黑体轨迹上中点的色坐

标 （狌１，狏１），则此点将整个黑体轨迹曲线分为两部

２９７２



１０期 林　岳等：　二分法优化计算ＬＥＤ光源相关色温

图３ 二分法分区图

Ｆｉｇ．３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ｓｐａｃｅ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ｄｉｃｈｏｔｏｍｙ

分，设色温大的一侧为犃段，色温小的一侧为犅段。

如图４所示。计算（狌狉，狏狉）与（狌１，狏１）的距离犇１：

犇１ ＝ （狌狉－狌１）
２
＋（狏狉－狏１）槡

２。 （１）

图４ 二分法分区比较长度图示

Ｆｉｇ．４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ｄｉｃｈｏｔｏｍｙｓｐａｃｅ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再取与 （狌１，狏１）相邻（即色温相差一度）的点的

色坐标，设为（狌２，狏２），并计算其与待测光源的色坐

标的距离犇２。（此处取色温比大１Ｋ的点）

犇２ ＝ （狌狉－狌２）
２
＋（狏狉－狏２）槡

２。 （２）

　　第三步：确定区间段。比较犇１与犇２的大小：若

犇１ ＜犇２，则舍掉犃段的所有色坐标；反之则舍掉犅

段的色坐标，剩下的段为新的区间段。

第四步：判断并迭代。确定新区间段的中点并

再次运用第二步中的比较距离法，逐渐缩小范围直

至剩余最后两个点，则可以直接比较此两点与待测

光源坐标的距离从而确定色温。由于本算法的核心

是比较均匀色度图上的距离，按照此方法理论上可

将误差缩小至１Ｋ。

４　二分法与传统方法的比较

４．１　黑体辐射理论光谱测量

利用黑体辐射公式犘（犱，犜）＝犮１犱
－５（犲犮ｚ２

／λ犜
－１）－

１

得出了一系列不同色温的光谱，波长范围从３８０ｎｍ到

７８０ｎｍ，利用 ＭＡＴＬＡＢＲ２００８ａ编程实现上述几种算

法并分别计算色温，结果如表１所示。其中．犜ｃ为逐点

法；犜ｌ为曲线拟合法；犜狀为内插法；犜２为二分法；犛为标

准差。

犛＝
∑
９

狀＝１

犜狓狀－犜０（ ）狀
２

槡 ９
，结果取整。犜狓狀 为某一种

算法第狀次结果，犜０狀 为第狀个理论色温值犜ｂ。

表１ 几种算法结果比较（黑体辐射）

Ｔａｂｌｅ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ａｍｏ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ｏｍｅ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ｂｌａｃｋｂｏｄｙ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ＮＯ． 狌 狏 犜ｂ／Ｋ 犜ｃ／Ｋ 犜ｌ／Ｋ 犜ｎ／Ｋ 犜２／Ｋ

１＃ ０．２７２２ ０．３５４１ ２５００ ２５００ ２５００ ２５０１ ２５００

２＃ ０．２３５７ ０．３４０８ ３５００ ３５００ ３５０２ ３４９０ ３５００

３＃ ０．２１６０ ０．３２７４ ４６００ ４６００ ４５９６ ４５９４ ４６００

４＃ ０．２０８６ ０．３２０２ ５３００ ５２９９ ５２９７ ５２９６ ５２９９

５＃ ０．２０３３ ０．３１４１ ６０００ ５９９９ ６０００ ５９８０ ５９９９

６＃ ０．１９８１ ０．３０７１ ７０００ ６９９８ ７００５ ６９７２ ６９９８

７＃ ０．１９４６ ０．２９６９ ８０００ ７９９６ ８００６ ７９８５ ７９９６

８＃ ０．１９２１ ０．２９３３ ９０００ ８９９４ ８９９５ ８９７０ ８９９４

９＃ ０．１９０３ ０．２９３３ １００００ ９９９２ ９９６９ ９９９２ ９９９２

犛 ４ １１ １７ ４

　　从表１我们可以得到结论：精确度方面，曲线拟

合法与逐点法比在不同色温段都有一定误差，最大

达到８Ｋ左右（７００５Ｋ），而且到了１００００Ｋ以上色

温误差迅速上升达到几十Ｋ。内插法误差始终有十

几Ｋ的误差。二分法始终和作为标准的逐点法一

致。比较各种算法的标准差，可以发现二分法和逐

点法最小，而曲线拟合法和内插法要大得多。计算

量方面，逐点法计算量最大，要计算２１０００个距离。

而曲线拟合法由于使用了牛顿迭代法，故计算量最

少，４５次迭代。内插法的计算量取决于分区的多

少，在本程序中要计算３０次。二分法的计算量只和

黑体轨迹的总点数有关，为犖＝２×ｌｂ２２１０００≈３０次。

乘以两倍是因为每次判断下一个二分分区方向时候

需要多计算一个相邻点的距离。

４．２　实际ＬＥＤ光谱测试

选用了几个不同色温段的大功率白光ＬＥＤ光

源，使用德国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ｓ公司的ＬＥＤ测试

系统进行测试，１０＃１３＃ ＬＥＤ为厦门华联电子有

３９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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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提供，１４＃１８＃ ＬＥＤ为台湾亿光电子有限

公司提供。所有数据均是在正向电流３５０ｍＡ，热

沉温度２５℃条件下测得。同时，我们导出仪器测试

的光谱数据，利用二分法以及本文提及的其他方法

再次计算色温，将数据列表进行评测，如表２所示。

其中犜ｅ 为仪器检测值；犜ｃ 为逐点法；犜ｌ为曲线拟

合法；犜狀 为内插法；犜２ 为二分法；犛为标准差。

犛＝
∑
９

狀＝１

犜狓狀－犜０（ ）狀
２

槡 ９
，结果取整。犜狓狀 为某一种算

法第狀次结果，犜０狀 为第狀号ＬＥＤ的仪器测得色温

值犜ｅ。

表二 几种算法结果比较（白光ＬＥＤ）

Ｔａｂｌｅ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ａｍｏ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ｏｍｅ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ＷｈｉｔｅＬＥＤ）

ＮＯ． 狓 狔 犜ｅ／Ｋ 犜ｃ／Ｋ 犜ｌ／Ｋ 犜狀／Ｋ 犜２／Ｋ

１０＃ ０．３５５０ ０．３８４４ ４７８８ ４７８５ ４７７９ ４７９５ ４７８５

１１＃ ０．３４８５ ０．３７７０ ４９６３ ４９６２ ４９５５ ４９９２ ４９６２

１２＃ ０．３５８０ ０．３９１１ ４７２１ ４７１９ ４７１４ ４７２８ ４７１９

１３＃ ０．３５７２ ０．３９０６ ４７４１ ４７４３ ４７３７ ４７５３ ４７４３

１４＃ ０．３２０４ ０．３４１４ ６０５１ ６０４６ ６０４３ ６０８５ ６０４６

１５＃ ０．３２０８ ０．３３９７ ６０３５ ６０３４ ６０３２ ６０６１ ６０３４

１６＃ ０．３２１４ ０．３４０８ ６００７ ６００５ ６００２ ６０３１ ６００５

１７＃ ０．３２２１ ０．３４１６ ５９６７ ５９６７ ５９６４ ５９８９ ５９６７

１８＃ ０．３２１０ ０．３４２１ ６０１９ ６０１９ ６０１６ ６０５４ ６０１９

犛 ２ ６ ２４ ２

　　从表２可以清楚地看出，和仪器检测值相比，二

分法的误差大多数在±２Ｋ左右；曲线拟合法则大

约在±７Ｋ，个别管子（１０＃）的误差达到了近９Ｋ，

这是由于局部色温段解析函数有较大拟合偏差造成

的；内插法则始终存在十几Ｋ的误差。依次计算各

种算法的标准差，二分法的标准差最小，曲线拟合法

其次而内插法最大，因此相比另外两种算法二分法

仍是最精确的算法。

５　结　　论

二分法作为一种新的计算色温的算法，紧扣色

温的标准定义，和以往的几种典型算法相比，在保持

了逐点法的高精度的基础上，大大减少了计算量。

在相同精度下，二分法的计算量是逐点法的０．１４％。

它在精度和计算量上均超过了分区内插法。虽然它

的计算量还是比曲线拟合法大，但是它的高精度性

是曲线拟合法所不可比拟的。并且曲线拟合法仅拟

合了１００００Ｋ以下的黑体轨迹曲线，１００００Ｋ以上

误差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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