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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注意事项
请在使用前仔细阅读本使用说明书以及仪器和计算机使用说明书，正确，　
安全地使用本产品。

本说明书中使用的应用程序名称等正式名称

（正文中的标示）	 （正式名称）

Windows,	Windows	XP	 Microsof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Operating	System

Windows,	Windows	7	 Microsoft®	Windows®	7	Professional	Operating	System

Windows,	Windows	8	 Microsoft®	Windows®	8	Pro	Operating	System

Excel	 Microsoft®	Excel®

Word	 Microsoft®	Word®

关于商标
●	Microsoft，Windows，Windows	XP，Windows	7，Windows	8和 Excel是美国微软公司（Microsoft	

Corporation）在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注册商标。
●	Intel，Pentium 是英特尔公司（Intel	Corporation）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注册商标。		另外，

本说明书中提及的其他公司名称和产品名称都是其各自公司的注册商标或商标。

使用本说明书的注意事项
●	严禁擅自转载本说明书中的部分内容或全部内容。
●	本说明书的内容将来可能发生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	虽然我们已尽最大努力保证本说明书内容的精确性，但如果您发现任何内容差错，错误或

遗漏部分，请与购买本产品时的经销商联系。
●	尽管有上述条件，但是柯尼卡美能达对由于未遵照本说明书中的使用说明引起的任何问题

概不负责，敬请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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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数据管理软件 CA-S25w 能够将二维色彩亮度计 CA-2500 系列与计算机连接，然后进行测量，对测量数据用多

种图表显示并进行保存。

另外，本使用说明书是以阅读者已掌握Windows 的基本操作为前提编写而成的。

使用说明书

●	安装本软件到计算机上的同时，会安装本说明书的 PDF 文件，并注册到Windows 的开始菜单中。	

	 ＜开始菜单	-	所有程序	-	KONICA	MINOLTA	-	CA-S25w	-	Manual ＞

●	安装用 CD-ROM光盘中还包含了日语以外其他语言版本的使用说明书 PDF 文件以及“二维色彩亮度计 CA-

2500系列使用说明书”的PDF文件。

●	PDF 文件必须安装 Adobe 公司的 Adobe	Reader®后才能打开。最新的 Adobe	Reader®可以从 Adobe 公司网站

上免费下载。也可以使用安装用 CD-ROM光盘中附带的 Adobe	Reader®安装程序直接安装。

	（例）	如果 CD-ROM光盘在 E盘，则路径为 E:/Adobe Reader/CHI
●	当您在使用本软件时，请选择菜单栏“帮助”中的“软件手册”打开使用说明书。

软件使用规定

本软件的使用规定记载在安装时联机显示的“软件使用许可协议”对话框中。并且，仅当您同意此协议内容时，

方可安装本软件。

使用注意事项

●	本应用程序软件在Windows	XP 或Windows	7 或Windows	8 操作系统中运行。此外，这两种操作系统均不包

含在本软件中。

●	安装本软件前，必须先在计算机上安装上述任一种操作系统（OS）。

●	将 CD-ROM/DVD-ROM光盘插入 DVD-ROM驱动器中时，请按照正确的方向笔直地轻轻插入。

●	请保持 CD-ROM/DVD-ROM光盘清洁且没有划痕。如果光盘的录制面赃污或标签面有划痕，可能会导致读盘

错误。

●	请注意不要将 CD-ROM/DVD-ROM光盘放置于温度急剧变化或者有凝露的环境中。

●	请不要将 CD-ROM/DVD-ROM光盘暴露于阳光直射或靠近加热器等高温的地方。

●	请勿用力挤压或扔掷 CD-ROM/DVD-ROM光盘。

●	请勿使 CD-ROM/DVD-ROM光盘接触水、酒精和稀释剂等。

●	请在计算机处于开启状态时从光驱中取出 CD-ROM/DVD-ROM光盘。

存放注意事项

●	使用完 CD-ROM/DVD-ROM	光盘后，请将其放回包装盒并妥善保存。

●	不要将 CD-ROM/DVD-ROM	光盘放在暴露于阳光直射或靠近加热器等热源的地方。

●	切勿将 CD-ROM/DVD-ROM	光盘存放于湿度大的地方。

☆	虽然我们已尽最大努力保证产品内容的准确性，但如果您有疑问或不明之处，请与购买本产品时的经销商或

者“服务指南”中记载的咨询窗口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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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系统（OS）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SP3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x64	Edition	SP2

	 Windows	7	Professional	32bit	(x86)

	 Windows	7	Professional	64bit	(x64)

	 Windows	8	Pro	32bit	(x86)、Windows	8	Pro	64bit	(x64)

	 ☆上述操作系统的日语，英语，中文（简体字）版

●电脑的系统配置必须是上述操作系统的推荐配置或者下述规格中的较高配置。

CPU	 Pentium	4		2.8	GHZ 同等级以上

内存	 1024	MB 以上

硬盘	 系统驱动器（安装了操作系统的驱动器）需要有 80MB 以上的可用空间。另外，每个镜头都需要有

以下可用空间，用于安装校正数据。

	 ●使用标准镜头时	约 540	MB

	 ●使用广角镜头时	约 470	MB

	 ●使用长焦镜头时	约 1.3	GB

	 如要将测量数据保存到硬盘中，还需要有其他可用空间

	 ●例如，有 10 个测量数据时需要约 110	MB

	 ●参考点设定文件，测量条件文件等设定文件用时需要约 1	MB

显示器	 可显示 1280×768 点以上 /65536 色（High	Color.16bit）以上的显示器

其他	 CD-ROM驱动器 1台（安装时需要）

	 DVD-ROM驱动器 1台（安装校正数据时需要）

	 ※	以上 2点可以用能够读取 CD-R 介质以及DVD-R 介质的复合式光碟机 1台代替

	 USB 端口（连接仪器时需要）

1.2	控制对象

仪器	 CA-2000，CA-2500

1.3	语言

显示语言	 日语，英语，中文（简体字）

	 （安装时选择一种语言）

1.	 系统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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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仪器控制功能	 测量，同步测量，测量数据采集，测量条件（曝光）设置

测量流程	 普通测量，参考点测量

测量点数	 980×980

色空间模式	 XYZ，Lvxy，Lvu’v’，T⊿uv，T⊿uv（JIS），主波长，刺激纯度，Ev

显示模式	 虚拟色彩图，RGB图像，色度图，参考点，剖面图，变色	

	 （3D图形，柱状图，多界面	→	仅与 CA-S20w连接时）

数据管理	 以原始格式（文件扩展名为 pca）读取 / 保存文档（测量数据）文件

	 保存图表设置等

	 以原始格式读取 / 保存其他文件（参考点设置文件，用户校正系数文件和测量条件文件）

	 可以读取先前产品（CA-S20w(Ver.1.3 以及 Ver.2.3 或更高版本）的数据文件

	 以文件夹为单位管理文件

2.	 主要功能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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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软件 （P.26）

连接仪器 （P.28）

打开文件（新文件或者

已经保存的文件）
（P.31）

测量准备 （P.36）

测量 （P.44）

评价范围，设置参考点

数据图表分析

（P.46）

（P.56）

解除（断开）仪器的连接 （P.29）

输出数据，保存数据 （P.32、74）

3.	 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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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主界面的结构

本软件的主界面（=分析界面）如下。

（主界面）

③

⑥① ②

⑤

④

①	菜单栏（参照 4.2）	

通过菜单结构显示数据管理软件 CA-S25w 的各种功能。

②	工具栏（参照 4.3）

显示与 CA-S25w 常用功能相对应的图标，并执行选择的功能。

③	数据列表窗口

以清单形式状显示测量数据。操作，观察选择的数据。

④	数据视图窗口

将在数据清单中选择的数据用RGB图像显示。该窗口能够确认测量的图像，并且能够确认分析界面中现在的显示范围等。

⑤	状态栏（参照 4.4）

⑥	分析界面

4.	 主界面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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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菜单栏

与其他Windows 软件一样，在界面顶部显示菜单栏。

下面将列出菜单栏中的可用功能以及手册中描述这些功能的相应页码。

菜单 機功能概述

文件（&F）

新建 (&N) 新建项目（	II正篇		参照 2.5） Ctrl+N

打开 (&O) 打开项目（	II正篇		参照 2.4） Ctrl+O

关闭 (&C) 关闭项目

保存 (&S) 对项目覆盖保存（	II正篇		参照 2.5.2） Ctrl+S

※未打开文件时，不能使用

另存为 (&A)... 给项目命名并保存（	II正篇		参照 2.5.2）

※未打开文件时，不能使用

导入 (&I)… 导入 CA-S20w 文件（	II正篇		参照 8.3）

开始项目 (&T)… 显示开始界面（	II正篇		参照 2.4）

最近使用的项目 过去打开的项目履历

结束 (&X) 退出应用程序

编辑 (&E)

数据输出设置 (&A)… 复制数值数据至剪贴板中，并保存文本时的输出设定（	II正篇		参照 8.4）

选项设置 (&O)… 设定参照文件夹路径，亮度单位（	II正篇		参照 1.2）

查看 (&V)

数据属性 (&P) 转换显示 / 隐藏（	II正篇		参照 4.3）

数据视图 (&V) 转换显示 / 隐藏（	II正篇		参照 4.2）

数据列表 (&L) 转换显示 / 隐藏（	II正篇		参照 4.1）

工具栏 (&T) 转换显示 / 隐藏（参照 4.3）

状态栏 (&S) 转换显示 / 隐藏（参照 4.4）

仪器 (&I)

连接 (&C)… 连接仪器（	II正篇		参照 2.1）

※连接状态下不能使用

F5

断开 (&D) 断开仪器（	II正篇		参照 2.2）

※断开状态下不能使用

Shift+F5

测量准备 (&S)… 进行测量相关的设定以及测量（	II正篇		参照 5.1）

※在断开状态下或者未打开文件时，不能使用

F2

测量 (&M)… 进行测量（	II正篇		参照 5.2）

※在断开状态下或者未打开文件时，不能使用

F4

用户校正 (&U)… 制作用户校正数据（	II正篇		参照 8.6）

仪器信息（I） 观察仪器的信息

※断开状态下不能使用

帮助 (&H)

关于 (&A)… 显示软件版本信息（	II正篇		参照 8.1）

手册 (&S)… 打开 CA-S25w 使用说明书的快捷方式

硬件手册 (&H)… 打开 CA-2500 使用说明书的快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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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工具栏

显示与本软件常用功能相对应的按钮。

仅用鼠标点击按钮，便能执行数据管理软件 CA-S25w 的指令。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将鼠标指针移动至按钮上方，便能显示该图标的功能说明。

①	测量设置	 打开“测量准备”界面。

②	测量	 进行测量。

③	新建	 新建项目。

④	打开	 打开保存过的项目，显示对话框。

⑤	保存	 对项目文件覆盖保存。

⑥	另存为	 给项目文件重命名并保存。

⑦	连接，断开	 转换连接，断开。

		

4.4	状态栏

显示本软件的状况。

	 ①	 ②	 ③

①	连接状态	 这是显示连接，断开状态的图标。在连接状态下，显示机型名称以及主体编号。

②	分辨率	 显示现在数据显示时的分辨率。

③	单位制	 显示亮度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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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试着使用一下吧　 Ⅰ 简明指南篇	
此处设置了代表性作业流程，并按照作业流程进行了基本的操作说明。

（前提是已经将软件 CA-S25w以及仪器 CA-2500/CA-2000 的 USB 驱动器安装至计算机（PC）上。）

	【作业流程】

1.	测量 	
	 	

↓
2.	仿真色下的图像观察 	
	 	

↓
3.	获取参考点值，截面分析 	
	 	

↓
4.	将数据输入 Excel 中

进行测量并获取数据。

用仿真色确认并观察数据图像。

确认参考点值，并截面分析。

将需要的数据输出至 Excel 中，并进行详细分析或

者形成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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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结果：	完成连接

	 创建项目

1.	 测量

	①	连接

1	 将仪器接通电源，并打开 CA-S25w。
显示“选项设置”对话框。

※	“选项设置”对话框详情→参照操作指南		II正	篇		1.2。

2	 将已经安装 CA-S25w 的计算机（PC）和仪器 CA-2500
（或者 CA-2000）用 USB 线连接。

3	 点击 [ 确定 ] 按钮。	 	
正确识别仪器后，显示出“连接”对话框。

※	“连接”对话框的详情→参照操作指南		II正	篇		2.1。

4	 存在多台连接主体（仪器）时，选择使用的主体（编
号）。	

5	 希望使用的仪器镜头标记为“△”时，将存入所显示主
机序号相应校正数据的 DVD 插入计算机的 DVD 驱动

器中，并点击 [ 正在安装校正数据 ] 按钮。

开始自动安装。

※	校正数据的安装方法详情→	参照“数据管理软件	CA-

S25w	安装指南”。

6	 选择与仪器上所安装镜头相同的镜头种类后，点击 [ 连
接 ] 按钮。

显示“仪器信息”的对话框时，暂且不进行任何操作将

其关闭。

显示“开始项目”对话框。

7	 点击 [ 新项目 ] 按钮。

8	 输入项目名称，并点击 [ 确定 ] 按钮。
显示主界面。

3

5										6

4

6

7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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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结果：	测量时的条件设定	

	②	校准，对焦		

1	 点击主界面左上方的。	 	[ 测量准备 ]按钮。

关闭“测量准备”界面。

2	 点击	 [ 取景器 ] 标签

3	 移动调整亮度的滑动条，调节取景器图像的亮度。

4	 一边观察取景器图像，一边调整测量对象物的位置。	
此外，旋转连接仪器的镜头对焦环，进行对焦。

※	“取景器”界面的详情→参照操作指南		II正	篇		5.1.1.1。

所得结果：	完成测量对象物和仪器的校准。

	 完成对焦。

	③	设定测量条件	 	 	

1	 点击	 	[ 测量条件 ] 标签。

※	“测量条件”界面的详情→参照操作指南		II正	篇		5.1.2.1。

2	 调整滑动条，使其与连接仪器的镜头的对焦环距离指
标一致。

3	 除此之外的测量条件设定为保持默认状态。
同步频率	 ：无设定

曝光模式	 ：自动曝光

用户校正	 ：无

累积次数	 ：1次

测量构成	 ：XYZ

Smear 补偿	 ：无

1

2

4 3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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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确认设置	 	 	

1	 点击	 	[ 确认设置 ] 标签。

※	“确认设置”界面的详情→参照操作指南 5.1.3.1

2	 输入数据名称以及注释。

3	 点击	 	[ 测量 ] 按钮。

执行测量。

4	 完成测量后，“测量准备”界面自动关闭。

	

所得结果：	数据名称，注释

	 测量数据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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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仿真色下的图像观察

在分析界面的	 	[ 仿真色 ] 标签下，首先确认测量数据。

用仿真色显示测量获得的数据（图像）。

1	 点击分析界面的	 [ 仿真色 ] 标签。

※	“仿真色”界面的详情→参照操作指南		II正	篇		7.2.1

2	 点击工具栏的	 [ 仿真色 ] 按钮，进行黑白和彩色的

转换。

能够确认是否正确获得测量数据，并且能

够直接观察到有无色彩不均匀及其不均匀

的状态。

【彩色的情况】

【黑白的情况】

1 2

所得结果：	判断是否进行了正确测量

	 不均匀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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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获取参考点值，截面分析

在	 	[ 仿真色 ] 标签下确认数据图像后，下一步进入以下步骤。

①	获取参考点值	 评价亮度均一性，形成分析报告等。

②	截面分析	 详细分析不均匀程度等。

	①	获取参考点值

1	 点击	 [ 参考点 ] 标签。

2	 点击工具栏的	 	[ 评估区域 / 参考点设置 ] 按钮。

显示“评估区域 / 参考点设置”界面。

3	 在“评 估 区 域 / 参 考 点 设 置”界 面 下， 点 击	
[ 参考点 ] 标签。

※	“评估区域 / 参考点设置”界面的详情→参照操作指南　　

　	II正	篇		6.2.1。

4	 点击 [ 点的排列配置 ]。
显示“点的排列配置”界面。

5	 设置点的配置数量，尺寸和形状等后，点击[确定 ]按钮。
返回 [ 评估区域 / 参考点设置 ] 界面后，点击 [ 确定 ]

按钮关闭界面。

此处针对配置默认的 3×3个圆点，继续进行说明。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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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确认参考点值。
返回“观察”界面后，显示参考点区域内的平均值作为参

考点值。	

※	[ 参考点 ] 标签界面的详情→参照操作指南		II正	篇		7.3.1。

参考点 1

参考点 2

所得结果：	点的配置

	 参考点区域以内的平均值（参考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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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截面分析	 	

1	 点击	 [ 截面图 ] 标签。

能够显示指定地方或者指定直线部分的纵横截面。

※	“截面图”界面的详情→参照操作指南		II正	篇		7.4.1。

2	 希望确认指定地方的纵横截面时，选择 [ 标

记 ] 按钮，点击希望在取景器区域中指定的地方。	

显示 +标记，并显示其纵横方向上的截面图。

※	标记的删除方法→参照操作指南		II正	篇		7.4.2.2。

3	 希望确认指定直线部分的纵横截面时，选择	 	[ 任

意截面 ] 按钮，在取景器区域中希望指定的地方按住

鼠标拖动。在鼠标拖动的范围拉出直线，显示其纵横

方向上的截面线。

※	任意直线的删除方法→参照操作指南		II正	篇		7.4.2.3。

	注　意		 截面图的亮度级别描绘亮度的绝对值。

	 因此设定了多个评估区域时，有时仿真色的显示

和截面图的亮度级别会不匹配。

1

2

2

任意直线

3

所得结果：	指定地方的数据截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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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将数据输入 Excel 中

能够将在仿真色，参考点，截面图的各个界面下显示的数据，用文本或图像输入 Excel 和 Word 等中，并且进行详细地分析

并制作报告。

	①	输出数值数据	 	

能够将各个像素的数据或者参考点值，截面数据作为文本进行复制，粘贴到 Excel 和 Word 等中。

1	 点击分析界面工具栏上的	 [ 复制数值 ] 按钮，从

下拉菜单中选择想选的数据。	

2	 粘贴到 Excel 的单元格中。	
右图为粘贴参考点结果的样子。

以此为基础，能够继续进行详细的数值计算，分析等。

1

所得结果：	输出指定数值数据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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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输出图像数据

能够复制显示的图像，并将其粘贴至 Excel 和 Word 等中。

1	 点击分析界面工具栏上的	 [ 图像复制 ] 按钮后，

能够将图像复制并粘贴到图像的剪贴板上。

2	 粘贴到 Excel 或 Word 等中。
右图为粘贴“截面图”界面图像的样子。在此基础上，

能够制作报告资料等。

1

保存 CA-S25w 中设定的测量条件等

时，点击工具栏的	 [ 保存 ] 后，

保存“项目”。

	参　考	　所谓“项目”……	

在本软件中，关于测量条件以及数据保存方

法等各种信息管理，使用“项目”这一概念。

※“项目”的详情→参照操作指南

	 		II正	篇		3.1。

所得结果：	复制指定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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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数据管理软件 CA-S25w 的安装方法，请参照安装指南。

安装结束后，选择开始菜单中的数据管理软件 CA-S25w。或者选择项目文件后，启动软件。启动后，会显示以下启动画面。

版本信息

1.1	初次启动时

初次启动数据管理软件 CA-S25w 时，先显示“选项设置”对话框。

1.2	选项设置

设置各种文件的默认保存位置和亮度单位。

利用显示切换标签切换至“路径”页面和“单位”页面。

启动时显示	 如果取消选中☑，下次启动后将不会显示“选项设置”对话框。

	参　考		 也可以从菜单栏的“编辑”⇒“选项设置”进入“选项设置”对话框。

1.	 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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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路径”页面

校正数据	 显示 DVD 中所提供校正数据的保存位置和校正数据参照目标的路径。从指定的路径中

参照校正数据，进行各种修正。

测量条件文件	 显示测量条件文件参照目标的路径。

评估区域 / 参考点设置文件	 显示评估区域 / 参考点设置文件参照目标的路径。

用户校正文件	 显示用户校正文件参照目标的路径。有关用户校正文件的设置，请参照“8.6”。

	

［参照］

如果按下此按钮，

就会显示“参照文件夹”对

话框。

按下“确定”结束后，更新

路径。

1.2.2	“单位”页面

亮度单位	 请选择 Lv	（cd/m2），Ev	（lx）或 Lv（ft-L），Ev（f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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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连接

启动时 CA-2500/CA-2000 通过 USB电缆与电脑连接，如果安装了USB驱动程序，就会显示“连接”对话框。如果未连接仪器，

就会跳过“连接”对话框，进入“开始画面”对话框（2.4）

	参　考		 也可以从菜单栏的“测量”⇒“连接”进入“连接”对话框。

“连接”对话框的说明

连接列表	 画面显示时，会识别显示电脑上连接的 CA-2500 或者 CA-2000。列表中显示的信息（列

的项目）如下所示。

主体序号 显示主体编号。

机型 CA-2000，CA-2500

标准 根据仪器的校正信息和安装状况显示可以使用的镜头。状态有以下 3

种，分别按镜头显示。广角

望远 ○ 可以使用的状态

△ 因未安装校正数据，或校正数据陈旧，不能使用

－ 不能作为器此使用的镜头

微距 1

微距 2

［正在安装校正数据...］	 初次使用 CA-2500/CA-2000 时，必须安装附带的校正数据（DVD）。

	 无法在校正数据未安装的状态下连接。

	 将校正数据（DVD）插入 DVD 驱动器后，只需按下［安装校正数据］按钮，就会自动开

始安装。

	 安装结束后，对于已安装校正数据的镜头，会在连接列表上显示表示可以使用的“○”

符号，同时［连接］按钮变为有效。

	注　意		 仪器中存储有校正日期和时间，如果该日期和时间与校正数据（DVD）中记录的日期和

时间不一致，就会判断成“校正数据不正确”，在连接列表中显示“△”。

	 委托本公司进行修理，检查，校正等工作后，校正数据可能会被更新，因此归还 CA-

2500/CA-2000 后初次使用时，请务必重新安装最新的校正数据（DVD）。

2.	 连接和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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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头种类	 请从连接列表中显示为“○ ( 可以使用 )”的镜头中选择测量时使用的镜头。选项有以下

5种。

	 “标准镜头”，“广角镜头”，“望远镜头”，“微距 1”，“微距 2”

	参　考		 CA-2500/CA-2000 按物镜种类预备了固定的校正系数，可以使用这些系数计算测量数

据。为了能够使用正确的校正系数，获得正确的测量数据，必须指定与仪器主体上所安装镜头相

同的镜头种类。

［连接］	 请在连接列表上确认要使用的 CA-2500/CA-2000 主体编号，并确认正处于已选择镜头

种类的状态，然后按下［连接］按钮。

2.2	断开

此处将针对解除连接的方法进行说明。

操作步骤

１	从菜单栏的“仪器”中选择“断开”。

２	双击电脑画面右下角的“安全删除硬件”图标。

显示“安全删除硬件”对话框。

３	指定停止 CA-2500。

断开与 CA-2500/CA-2000 的连接后，可以拔出 USB 电缆。

	注　意		 拔出 USB 电缆时，请务必按照上述操作解除连接后再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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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仪器信息

初次启动时，如果超出自检间隔，就会显示“仪器信息”画面。

此处可以查看仪器的信息。

另外，也可以从菜单栏的“仪器”⇒“仪器信息”进入此处。

“仪器信息”对话框的说明

仪器信息	 可以查看机型名，主体序号和对仪器实施最新校正操作的时间。

	 出厂时本公司出厂时的校正操作日期会作为整体校正日存储在仪器中。

	 之后，委托本公司进行维护后，就会变成完成该校正作业的日期。

仪器自检	 可以进行简易自检，确认连接中的 CA-2500/CA-2000 的测量精度是否良好。如果

按下［说明］此按钮，就会显示自检相关的详细说明。

自检间隔（日）	 可以将自检间隔设置为“30 日”或者“90 日”，定期进行自检。

	 本公司出厂时预设了“30 日”，如果超过 30 日，仪器启动时就会显示“仪器信息”画面，

提醒进行自检。

上次自检日	 显示上次自检的日期。

	 如果购买后从未进行过自检，就会显示整体校正日。

	 按下［开始自检］按钮后，开始自检。（参照 8.5。）

	 自检前将镜头盖盖到镜头连接部分上后，确认仪器是否已连接到电脑上。

进行定期校正通知	 带有时，如果超过定期校正的时间，会显示信息。

	 （参照 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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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开始画面

显示“开始项目”对话框后，如果是初次使用，请选择“新项目”。下次启动后，可以从“新项目”，“已有项目”或者“最近

使用的项目”中选择。

“开始项目”对话框的说明

［新项目］	 新项目时按下此按钮。

	 进入“新项目”“新建项目”对话框（2.5.1）。

［已有项目］	 打开已创建保存的项目时按下此按钮。

最近使用的项目	 最多会显示最近使用的5个项目名，可以从中选择一个。

	参　考		 也可以从从菜单栏的“文件”	⇒“开始项目”进入“开始项目”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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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创建项目

2.5.1	新建项目

在“开始项目”对话框中选择“新项目”后，显示“新项目”对话框。

“新项目”对话框的说明

项目名	 请输入项目名。

位置	 如果按下	 	此按钮，就会显示保存项目的位置。

以项目名创建文件夹	 选中时，在指定的位置创建文件夹后，再创建项目文件。

［确定］	 如果按下此按钮，就会进入“主”画面“分析”画面（7.1）.

2.5.2	项目保存

选择菜单栏的“文件”⇒“另存为”后，显示保存位置。

※	此时只保存项目文件，不保存数据文件。

	 保存时，请选择菜单栏的“文件”⇒“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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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概要

在本软件 CA-S25w 中，关于测量条件和数据保存方法等各种信息管理，使用了“项目”这一概念。

“项目文件”是指“集中存储以后测量时的测量条件等设置的程序包”。

测量后的数据会形成“数据文件”，在测量结束时自动保存到与“项目文件”相同的文件夹内。

每个测量数据都会创建一个“数据文件”。

“项目文件”会参照同一文件夹内的“数据文件”，并将其显示在“分析”画面中。

而“项目文件”本身并不记录测量数据。

项目

	 －测量条件（测量时使用）	 －“测量准备”画面上的设定

	 －评估区域 / 参考点设置	 －“测量准备”画面上的设定	

	 －用户校正数据	 －“测量准备”画面上的设定

	 －图表设置

	 －其他　各项设置

3.	 项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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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数据列表窗口

从菜单栏的“显示”中选择“数据列表”后，显示数据列表窗口。

在数据列表中，用列表显示所指定的文件夹内保存的数据文件。

①

②

③

①	工具栏

有以下 4个工具。如果将鼠标停留在工具栏上，就会显示该图标所示功能的说明。

	数据高级设置	 如果按下此按钮，就会进入“数据高级设置”（5.3）。

	评估区域 / 参考点设置	 如果按下此按钮，就会进入“评估区域・参考点”画面（6.1.1）（6.2.1）。

	删除	 如果按下此按钮，就会显示删除确认画面。

	 如果按下 [ 确定 ] 按钮，就会从数据列表内删除所选数据。

	列表更新	 如果按下此按钮，就会检索指定路径内的数据文件，然后用列表显示。

	 列表更新中状态栏中会显示进度条。

	 		提示信息		资源管理器中也可以管理数据文件（删除和复制）。在资源管理器中操作数据文件后，

请更新列表。

②	项目文件的保存路径

显示项目文件的保存位置。数据保存在此文件夹内。如果将鼠标停留在画面上，就会显示工具提示信息。

③	列表显示

打开项目时，会检索项目文件保存路径内的数据文件，然后用列表显示。

数据名 显示文件名。名称可直接修改，文件名也会被修改。

日期和时间 显示测量时的日期和时间。

注释 注释可直接修改。

可以一次选择多条数据，也可以统一设置。设置时显示的数据会排到变所选数据的首位。

4.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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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右键菜单

如果将光标放到列表窗口上右键点击，就会显示以下菜单。

・评估区域 /参考点设置	 显示“评估区域・参考点”画面（6.1.1）（6.2.1）。

・数据高级设置	 显示“数据高级设置”画面（5.3）。

・数值复制	 将数值复制到剪贴板中。有“全区域”，“评估区域”，“参考点结果”3种。

・文本保存 (&X)	 显示“文件保存”画面，将数值保存到文本文件中。有“全区域”，“评估区域”，“参考点

结果”3种。

・删除	 删除所选的数据文件。

4.2	数据视图窗口

从菜单栏的“显示”中选择“数据视图”后，显示数据视图窗口。

显示数据列表中所选数据的 RGB 图像（滤镜测量时为单色图像）

显示区域边框的大小会随着分析界面内显示区域的改变而改变。

①

评估区域显示

（黄色边框）

参考点显示

（9个○）

显示区域

（红色边框）

①	工具栏

有以下 3个工具。如果将鼠标停留在工具栏上，就会显示该图标所示功能的说明。

	评估区域显示	 如果按下此按钮，就会在评估区域（黄色边框）的显示 / 不显示之间切换。

	参考点区域显示	 如果按下此按钮，就会参考点的显示 / 不显示之间切换。

	图像复制	 将图像复制到剪贴板中。

4.3	数据属性窗口

从菜单栏的“显示”中选择“数据属性”后，显示数据属性

窗口。

在数据属性窗口中，以测量数据为单位显示“数据属性”，“测

量条件”，“仪器信息”等各类信息。

可以从右键菜单中复制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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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进入“主”画面（“分析”画面）进行测量准备。

5.1	“测量准备”画面

在“主”画面（“分析”画面）中按下［测量准备］按钮后，显示由“取景器”，“测量条件”，“确认设置”画面组成的“测量准备”

画面。

	注　意		 初次启动“测量准备”画面时，点击 [ 测量准备 ] 按钮后，首先会出现“取景器黑色测量中”画面，然后显示“测量准备”画面。

5.1.1	“取景器”画面

5.1.1.1	画面概要

①	取景器区域

在窗口上实时显示摄影图像。

②	图像朝向

按照与所选插图朝向对应的角度旋转取景器的图像。测量数据也变为旋转后的状态。

无	 一般的状态。

90°	 图像顺时针旋转 90°后显示。

180°	 图像顺时针旋转 180°后显示。

270°	 图像顺时针旋转 270°后显示。

③	亮度调节

亮度调节	 通过将滑动条的滑块移向■黑暗方向，□明亮方向来调节取景器图像的亮度。另外，

不移动滑块而是点击滑动条的任意位置也可调节亮度。

同步频率	 测量对象物为像闪烁光一样间断发光的物体时，取景器图像的亮度会忽明忽暗。此时，

建议进行同步测量。

	 请按下 [ 设置 ] 按钮，调用““同步频率设置”画面”（5.1.1.2）。

④	对焦辅助・定位辅助

对焦辅助	 选择标签后，在视图上显示截面线以及与该截面线对应的截面图。（参照 5.1.1.3）

定位辅助	 选择标签后，在视图上显示微调边框以及与该区域对应的图像。（参照 5.1.1.4）

⑤

①

②

③

④

⑥

⑧ ⑦

5.	 测量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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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工具栏

工具分别代表如下意思。

鼠标指针在按钮上时，会显示该图标所示功能的说明。

选择	 可以选择，表示模式解除。

	 可以编辑截面线和定位边框。

网格的显示 /不显示	 在取景器区域中网格的显示 / 不显示之间切换。

放大	 操作 ON时，如果将鼠标光标放到画面上，鼠标指针的形状就会变为“放大”。可以通过

拖拽指定要放大的区域，然后放大显示该区域的图像。

	 另外，左键点击鼠标可以继续放大，最大可放大至32倍。

	 （同时按住“Shift 键”和“Ctrl 键”左键点击也可以实现相同的功能。）

缩小	 操作 ON时，如果将鼠标光标放到画面上，鼠标指针的形状就会变为“缩小”。

	 另外，左键点击鼠标可以继续缩小，返回到全区域显示。

	 （同时按住“shift 键”和“Ctrl 键”右键点击也可以实现相同的功能。）

全区域显示	 如果按下此按钮，就会返回全区域显示。

移动	 操作 ON时，如果将鼠标光标放到画面上，鼠标指针的形状就会变为“移动”。点击鼠标

时抓住图像，按拖拽的量移动该区域。

	 （按住“空格键”拖拽也可以实现相同的功能。）

⑥	截面线

截面显示行或列中较长的一方。

⑦	测量条件文件的保存

保存已设置的测量条件。对象项目如下所示。

・图像朝向 ・测量构成

・对焦环距离指标 ・Smear 补偿

・曝光控制的各项设置 ・曝光设置区域

・用户校正应用设置 ・评估条件应用设置

・累积次数

⑧	测量条件文件的导入

打开已保存的测量条件文件。对象项目如下所示。

・图像朝向 ・测量构成

・对焦环距离指标 ・Smear 补偿

・曝光控制的各项设置 ・曝光设置区域

・用户校正应用设置 ・评估条件应用设置

・累积次数

5.1.1.2	“同步频率设置”画面

可以手动输入同步频率。

同步频率

同步频率的可输入范围为 4.0000 ～ 2,000.0000	Hz

	注　意		 修改同步频率设置时，会出现“取景器黑色测量中”画面，

然后重新导入曝光时间表。此时，取景器图像的亮度也会

发生改变。如果遇到这种情况，请重新调节成适宜的亮度。

	参　考		 测量显示器或荧光灯等会按一定周期反复闪烁的对象物时，因为该闪烁和仪器拍摄时机的关系，取景器图像的亮度有时会忽明

忽暗。此时，可以根据对象物的闪烁周期进行拍摄，防止或减少忽明忽暗。测量对象物为显示器时，一般可以通过设置垂直同

步频率的值来防止忽明忽暗。（可以提高测量值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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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3	对焦辅助

决定测量对象物和 CA-2500/CA-2000 的距离后，进行对焦。

旋转镜头的对焦环，一边确认监视器图像，一边定位到所希望的位置（通常为图像显示最清晰的位置）上。

此时，图像的对比度状态可以在“对焦辅助”标签中进行确认。

　焦距未对准时	 ：形成变化平缓的截面图，即使在亮度不同的部位也不会出现明显分界。

　焦距对准时	 ：形成在亮度不同的部位出现明显分界的截面图。

	参　考		 如果“取景器”画面和截面线并用，可以更简单地对焦。

对焦时显示的截面图表示取景器图像上用红线显示的截面线亮度。

截面线可以通过鼠标编辑来移动，修改大小或朝向。（默认设置为中央横线）

另外，截面线不需要使用所有视角，可以指定部分视角后放大显示。

蓝线位于所设亮度的

峰值位置。

5.1.1.4	定位辅助

可以通过定位辅助显示功能，轻松地对朝向测量对象物的 CA-2500/CA-2000 位置，倾斜度和仰角等进行微调。

操作手順

１	按下工具栏的［显示 / 不显示网格］按钮后，变为显示状态。

目的是以网格上的网眼位置为标准，调节测量对象物的位置。

２	点击 [ 定位辅助 ] 标签，放大显示矩形测量对象物体的四角边框后，重新配置测量对象物，使其四角进入下图所示的

红色四角边框中。

	参　考	　请同时“		III键功能补充说明篇		1.	测量准备（对焦 / 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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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测量条件”画面

5.1.2.1	画面概要

“取景器”画面的设置结束后，请按下［测量条件］按钮。

显示“测量条件”画面。

①	取景器区域　

显示曝光范围。

默认值为全区域，请用鼠标点击并拖动蓝色边框来调整范围。

外部光线等照射到想要测量的区域以外时，可以将其从曝光设置区域中剔除来减少该影响。

②	曝光设置区域

显示曝光区域信息。

③	对焦环距离指标　

进行 CA-2500/CA-2000 主体的对焦后，通过滑动条设置符合镜头对焦环距离指标的距离。

	参　考		 CA-2500/CA-2000 给每个物镜的距离指标都预备了固定的校正系数，可以使用这些系数计算测量数据。为了能够使用正确的校正

系数，获得正确的测量数据，必须设置符合距离指标的距离。

对焦环
距离指标

		镜头罩

镜头

［通过滑动条设置符合镜头对焦环距离指标的距离］

④	曝光控制

同步频率	 测量对象物的光源间歇发光导致测量数据不稳定时，请进行同步测量。

	 按下［设置...］按钮后，显示“同步频率设置”画面（5.1.1.2）

⑦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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曝光模式	 有以下 3个选项。

　▶自动曝光	 CA-2500/CA-2000 主体根据测量对象物的亮度自动决定最佳曝光。

	 	一般情况下请使用此设置。

　▶手动曝光	 无论测量对象物的亮度如何，都要固定曝光程度时，请使用此设置。

	 此时，请从“快门速度”中选择设置所希望的曝光量。

	注　意		 手动曝光中可能会因曝光过度或者光量不足而无法正确测量。

	参　考		 在反复测量同一被摄物体等情况下，事先就知道最佳的快门速度，不需要搜索最佳曝光，

因此使用手动曝光在想要缩短测量时间等情况下会十分方便。

　▶多重曝光	 这种方法会自动切换曝光量进行多次测量，自动按每种像素从多次测量数据中选择最

佳曝光量的数据，并通过合成这些数据，获得在所有像素中以最佳曝光量测量的数据。

	参　考		 测量像汽车仪表板这种明亮区域和黑暗区域同时存在的测量对象物时，如果在明亮区

域内调节曝光量，在黑暗区域内的曝光就会不足，会出现类似这种仅一次测量无法得到全像素中

最佳曝光量的测量数据的情况。此时如果使用多重曝光就会十分方便。

	参　考		 在多重曝光中会进行多次测量，因此测量时间较长。

如想缩短测量时间，请设置较少的累积次数。

	参　考		 可以在自动曝光模式或多重曝光模式中设置进行曝光调节的区域（曝光设置区域）。

快门速度	 只有曝光模式中选择了“手动曝光”时，才会显示选项，请选择其中一项。

曝光检查	 只有曝光模式中选择了“手动曝光”时，按钮才会有效。

	 如果按下此按钮，就会以当前所选的快门速度进行曝光检查。

	 曝光检查过程中会显示进度画面。

	 曝光检查结束后，显示检查结果信息（超过的像素数和适宜的快门速度）。

⑤	使用用户校正文件

使用	 进行用户校正时使用。

	 如果已保存用户校正文件，可以使用该文件。

	 有关用户校正数据的设置方法，请参阅“8.6	用户校正”。

⑥	其他

累积次数	 可以通过设置 CA-2500/CA-2000 输出的累积次数来减少干扰的影响。

	 可以从“1次”“4次”“16 次”“64 次”“256 次”中选择一项或者手动输入 1～ 256 范围

内的任意数字作为累积次数。

	 按所设次数反复测量，求出测量数据的平均值。

	 增大累积次数	⇒	 虽然测量时间会变长，但可以获得稳定的数据。
	 减少累积次数	⇒	 虽然测量数据的重复性（稳定性）会降低，但可以缩短测量时间。

测量构成	 有以下 4个选项。

　▶ XYZ	 同时使用 CA-2500/CA-2000 中内置的 3种滤镜（X,Y,Z）进行测量。

	 可以获得亮度，色度两方面的数据。另外，产品目录中记载的 CA-2500/CA-2000 性能

是用这 3种滤镜测量后的性能。一般情况下请选择这种测量模式。

　▶ X	 仅用 X滤镜测量。

　▶ Y	 仅用 Y滤镜测量。

　▶ Z	 仅用 Z滤镜测量。

	 想要缩短测量时间等情况下使用。

	 另外，因为是用单色滤镜测量，所以可以获得使用各滤镜的光量信息，但无法获得色

度信息。

	注　意		 同时使用XYZ3种滤镜测量的X值 /Y 值 /Z 值与分别使用X/Y/Z 各滤镜测量的X值 /Y 值

/Z 值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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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　考		 想要获得正确的数据或者获得亮度，色度两方面的数据时，请选择 XYZ 模式。测量值

只需获得光量信息的相对值而且想要尽可能缩短测量时间时，请用 X/Y/Z 其中一个滤镜测量。

Smear 补偿	 可以从以下 3个选项中选择设置。

	 “无”“单纯修正”“近似修正”	

	 如果拍摄区域内有非常亮的光源，基于 CCD 传感器的特性，该光源会形成上下方向的

竖条状杂斑，称为 Smear。

	 CA-2500/CA-2000 中使用的 CCD 传感器内置了修正用像素，此像素用于修正这种 Smear

现象。利用该修正用像素数据进行修正后，可以降低Smear对测量值的影响（误差）。

	 但是，CA-2500/CA-2000 的性能（产品目录规格）是在无 Smear 补偿的状态下记载的。

　▶无	 不会进行 Smear 补偿。

　▶单纯修正	 通过直接将 Smear 补偿用像素的数据当作修正用数据进行修正计算，从而减少 Smear

的影响。受 Smear 补偿用像素的干扰成分影响，补偿后的整个图像会出现少许竖条纹

状的杂斑。

　▶近似修正	 通过校平 Smear 补偿用像素的数据后进行修正计算，从而减少 Smear 的影响。与单纯

修正相比，此方法可以抑制修正后的竖条纹状杂斑。但是，相邻像素间的光量相差很

大时，反而会在其连接处附近因校平产生竖条纹状杂斑。

⑦	工具栏

工具分别代表如下意思。

鼠标指针在按钮上时，会显示该图标所示功能的说明。

选择	 可以选择，表示模式解除。

	 可以编辑截面线和定位边框。

网格	 在取景器区域中网格的显示 / 不显示之间切换。

放大	 操作 ON时，如果将鼠标光标放到画面上，鼠标指针的形状就会变为“放大”。可以通

过拖拽指定要放大的区域，然后放大显示该区域的图像。

	 另外，左键点击鼠标可以继续放大，最大可放大至 32 倍。

	 （同时按住“Shift 键”和“Ctrl 键”左键点击也可以实现相同的功能。）

缩小	 操作 ON时，如果将鼠标光标放到画面上，鼠标指针的形状就会变为“缩小”。

	 另外，左键点击鼠标可以继续缩小，返回到全区域显示。

	 （同时按住“shift 键”和“Ctrl 键”右键点击也可以实现相同的功能。）

全区域显示	 如果按下此按钮，就会返回全区域显示。

移动	 操作 ON时，如果将鼠标光标放到画面上，鼠标指针的形状就会变为“移动”。点击鼠

标时抓住图像，按拖拽的量移动该区域。

	 （按住“空格键”拖拽也可以实现相同的功能。）

	 整个曝光设置区域	 操作 ON时，曝光设置区域为全部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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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确认设置画面

5.1.3.1	画面概要

“测量条件”画面的设置结束后，请按下［确认设置］按钮。

显示“确认测量”画面。

①	取景器区域

在窗口上实时显示摄影图像。

②	测量条件

显示之前设置的各个测量条件。此处不能编辑各测量条件。

如要编辑，请返回“测量条件”画面（5.1.2）。

③	数据名

可以在测量时自动添加测量数据的名称。

在此处设置自动添加名称的格式。下表的字符串会作为特殊符号处理，置换成对应内容的字符串。

其中“DATA$N”，“$Y-$M-$D-$h-$m-$s”事先预备了参考格式，可以从下拉列表框中选择。

另外，如果在 50 个字符以内，也可以用任意字符命名。

［	i	］	 如果将鼠标停留在按钮上，就会显示可以使用的符号和内容的说明。

$N 自动生成的测量数据编号（连续的编号）

（开始编号可以在 0～ 9999 的范围内任意设置）

$Y 测量年

$M 测量月

$D 测量日

$h 测量时的时

$m 测量时的分

$s 测量时的秒

编号	 只有数据名中带有符号“$N”时才可以编辑。

	 编号可以在 0～ 9,999 之间设置。

	 达到上限时，重新从 0开始编号。

④	注释

可任意输入注释，最多可输入 256 个字符。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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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使用评估区域 / 参考点设置文件

使用	 评估区域 / 参考点设置时可以导入已保存的文件。

	 文件正常打开后，请更新文件名，然后选中应用框。

⑥	数据高级设置

［数据高级设置］	 可以设置测量数据的分辨率，下溢错误，图像修正，照度值换算时的反射率。

	 如果按下此按钮，就会显示“数据设置”画面。

	 取得测量数据后也能设置。

※设置方法→参照“5.3	数据高级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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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测量执行

按下“测量”按钮后的测量过程中显示“测量中”对话框。

①

②

③

①	测量时间

会显示大概的测量时间。

※时间有时会因电脑规格不同而出现差异。

②	进度显示	

用进度条显示进度。

③	停止

［停止］	 如果按下此按钮，就会停止测量。

5.3	数据高级设置

也可以从数据列表窗口的工具栏“数据设置”进入“数据高级设置”画面。

此处是获得测量数据后的设定。

5.3.1	“分辨率”页面

数据分辨率	 点击此标签时显示。

	 从以下 3 种中选择显示测量数据时的图像

显示分辨率。

	 “980×980”，“490×490”，“196×196”※

单位	=	pixel（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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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下溢错误”页面

下溢错误	 点击此标签时显示。

	 测量像汽车仪表板上字符这种测量评估区域内明暗同时存在的对象物时，光量较少的

部分会因曝光不足而导致数据偏差增大，显示这些数据后，也难以观测结果。

	 因此，通过设置“阈值”，评估区域内未达到规定光量的区域就可以作为“下溢错误”处理。

判断为“下溢错误”的像素，不会进行亮度和色度运算也不显示结果。另外，还会从统

计值运算中排除

处理下溢错误	 如要设置，请选中☑。

阈值设置	 从 Y（Lv），X，Z中任意选择一个。

	 阈值（%）输入 0.01到 100.00 范围内的数字，

保留小数点后 2位小数。

	 如果阈值为 100%，评估区域内的所有像素

都变为无效，如果阈值为 0%，只有评估区

域内的最小值像素变为无效。

5.3.3	“图像修正”页面

请在测量显示器等长方形的测量对象时使用。

图像校正是根据长方形的纵横长度比进行校正运算。在校正

前的图像中，对能够正确判断纵横的范围内的仰角正常地发

挥作用。

	注　意		 请根据测量对象的配置数均等分割画面，然后配置到分

割后的各个区域中央附近。此时的显示分辨率越大越好

（980×980 像素）。

修正图像	 要设置时请选中。

配置数	 行列可分别从 1到 12的整数中选择并输入。

阈值（Y）	 可以输入 0.1 到 100.0 范围内的数字，保留

小数点后 2位小数。

修正后的长度	 行列可分别输入 0.01到 10,000.00 范围内的

数字，保留小数点后 2位小数。

	注　意		 遇到以下情况时，不进行图像校正运算。

	 ・对焦环的距离指标无限大时

	 ・属于用 CSV 格式导入的数据时

5.3.4	“照度值换算”页面

“照度值换算”页面	 点击此标签时显示。

	 将亮度值换算成照度值显示后，可以根据

CA-2500/CA-2000 的测量值（亮度）测量测

量对象物的照度。

反射率（%）	 设置照度值换算中使用的反射率数据。测

量对象物测量面的反射率请输入 0.01 到

100.00 范围内的数字，保留小数点后 2位小

数。

☆照度值可根据下列等式得出。

　照度值（Ev）=

	 亮度值（Lv）	×	π	/ 反射率

［配置数为行 2×列 1时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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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取得的测量数据可以进行评估区域（矩形）设置和参考点设置。

在数据列表窗口的工具栏中选择	 “评估区域 / 参考点设置”后，显示由“评估区域”，“参考点”，“确认结果”画面组成的“评

估区域 / 参考点设置”画面。

6.1	评估区域设置

按下“评估区域 / 参考点设置”对话框中的“评估区域”按钮。

6.1.1	画面概要

（手动时）

（自动时）

①

①

④

④

②

⑥ ⑤

②

③

③

6.	 评估区域・参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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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视图

测量对象物用 RGB 图像显示。

也可切换成黑白图像。

②	自动配置的条件

只在自动配置评估区域时使用。

※设置方法的详细内容→参照操作指南 6.1.2“自动配置的条件设置”画面

③	评估区域列表

显示设置了评估区域的数据区域。可以选择多条数据。

显示项目如下所示：

“数据编号”　　　“坐标”…“左”“上”“右”“下”　　　“宽”　　　“高”

④	工具栏

工具分别代表如下意思。

鼠标指针在按钮上时，会显示该图标所示功能的说明。

选择	 可以选择，表示模式解除。

	 可以编辑评估区域。

网格	 在数据区域中网格的显示 / 不显示之间切换。

切换彩色 / 黑白	 在彩色和黑白之间切换图像显示。

放大	 操作 ON时，如果将鼠标光标放到画面上，鼠标指针的形状就会变为“放大”。可以通

过拖拽指定要放大的区域，然后放大显示该区域的图像。

	 另外，左键点击鼠标可以继续放大，最大可放大至 32 倍。

	 （同时按住“Shift 键”和“Ctrl 键”左键点击也可以实现相同的功能。）

缩小	 操作 ON时，如果将鼠标光标放到画面上，鼠标指针的形状就会变为“缩小”。

	 另外，左键点击鼠标可以继续缩小，返回到全区域显示。

	 （同时按住“shift 键”和“Ctrl 键”右键点击也可以实现相同的功能。）

全区域显示	 如果按下此按钮，就会返回全区域显示。

移动	 操作 ON时，如果将鼠标光标放到画面上，鼠标指针的形状就会变为“移动”。点击鼠

标时抓住图像，按拖拽的量移动该区域。

	 （按住“空格键”拖拽也可以实现相同的功能。）

新建	 可以配置新的评估区域。手动设置评估区域时使用。（参照“6.1.4	评估区域的手动配置”）

评估区域设为全区域	 将评估区域设为全区域。

还原	 如果按下此按钮，就会返回到之前的状态。状态最多可以返回 20 次。

删除	 删除所选的区域。

配置方法的切换	 操作 ON时，会显示自动配置边框，然后根据边框和条件，自动配置评估区域。

⑤	评估区域 / 参考点设置文件的保存

保存评估区域 / 参考点区域的设置文件。可在测量时使用该设置。

⑥	评估区域 / 参考点设置文件的导入

打开已保存的评估区域 / 参考点设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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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自动配置的条件设置	

1	 ［检测条件］如果按下此按钮，就会显示“自动配置的条件设置”对话框。

配置数　

行×列	 行列最多可分别输入 12 个。

阈值（Y）	 可以在 0.0 ～ 100.0 之间以 0.1%间距输入。

启动评估区域的自动配置功能，（根据检测边框和配置条件）在取景器内描绘矩形。

6.1.3	评估区域和参考点区域的个数限制

根据评估区域数，决定如下可配置的参考点。

评估区域数 参考点数（每个评估区域）

4个以下 	 2500 个以下	（50×50）

25 个以下 	 400 个以下	（20×20）

100 个以下 	 100 个以下	（10×10）

144 个以下 	 25 个以下	（5×5）

6.1.4	评估区域的手动配置

1	 关闭工具栏的 [ 自动 ]。

2	 点击工具栏的 [ 新建 ]。

3	 用鼠标在数据视图内的 RGB 图像上拖拽，设置评估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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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参考点设置

6.2.1	画面概要

从“评估区域 / 参考点设置”画面上按下 [ 参考点 ] 按钮。

	注意		 该画面中无法进行评估区域的编辑作业。

①	数据视图

評用评估区域 RGB 图像显示。也可切换成黑白图像。

②	参考点列表

显示评估区域中设置了参考点的区域。

列表上显示的横轴项目如下所示。

	注意		 能够配置参考点的评估区域只有第 1个。其他区域（第 2个之后）会按与第 1个相同的条件配置参考点。

数据编号

坐标	 按左，上，右，下的顺序

（用评估区域对应的	 列表上所选的数据（1行）会反映到视图上。

		相对坐标显示。）	 也可从列表上选择多条数据。

③	［点的排列配置］

如果按下此按钮，就会显示“点的排列配置”对话框（6.2.2）

④	“设置新配置点的尺寸”

如果按下此按钮，就会显示“设定新配置的点的尺寸”对话框（6.2.3）

⑤	工具栏

分别代表如下意思。

鼠标指针在按钮上时，会显示该图标所示功能的说明。

选择	 可以选择，表示模式解除。

网格的显示 / 不显示	 在数据区域中网格的显示 / 不显示之间切换

切换彩色 / 黑白	 在彩色和黑白之间切换图像显示。

①

⑥

⑤
③
④

②

⑧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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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 / 外框显示	 十字。在外框的显示 / 不显示之间切换。

放大	 操作 ON时，如果将鼠标光标放到画面上，鼠标指针的形状就会变为“放大”。可以通

过拖拽指定要放大的区域，然后放大显示该区域的图像。

	 另外，左键点击鼠标可以继续放大，最大可放大至 32 倍。

	 （同时按住“Shift 键”和“Ctrl 键”左键点击也可以实现相同的功能。）

缩小	 操作 ON时，如果将鼠标光标放到画面上，鼠标指针的形状就会变为“缩小”。

	 另外，左键点击鼠标可以继续缩小，返回到全区域显示。

	 （同时按住“shift 键”和“Ctrl 键”右键点击也可以实现相同的功能。）

全区域显示	 如果按下此按钮，就会返回全区域显示。

移动	 操作 ON时，如果将鼠标光标放到画面上，鼠标指针的形状就会变为“移动”。点击鼠

标时抓住图像，按拖拽的量移动该区域。

	 （按住“空格键”拖拽也可以实现相同的功能。）

新建（圆）	 如果在 ON状态下点击取景器，就会将设定新配置的点的尺寸（6.2.3）中设置的圆配置

成参考点区域。另外，还可以通过任意拖拽进行配置。

新建（矩形）	 如果在 ON状态下点击取景器，就会将设定新配置的点的尺寸（6.2.3）中设置的矩形配

置成参考点区域。另外，还可以通过任意拖拽进行配置。

新建（任意）	 如果在 ON状态下点击取景器，就会配置任意形状（多边形）的参考点区域。通过反复

点击设置顶点，双击的位置变为最后的顶点。

	参　考		 用任意形状（多边形）配置参考点时，评估区域会无法修改大小。

还原	 如果按下此按钮，就会返回到之前的状态。状态最多可以返回 20 次。

删除	 如果按下此按钮，就会从列表内删除所选的参考点区域。

排列配置	 如果为 ON，就会按排列配置的条件配置参考点。即使参考点的尺寸有一点不同，也会

按评估区域进行排列配置。

⑥	参考点信息

显示参考点区域列表中选择的数据（参考点值）。

Lv，x，y，Tcp，⊿ uv	 複选择多条数据时，显示为“----”。

⑦	评估区域 / 参考点设置文件的保存

保存评估区域 / 参考点区域的设置文件。可在测量时使用该设置。

⑧	评估区域 / 参考点设置文件的导入

打开已保存的评估区域 / 参考点设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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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点的排列配置

可以自动排列圆形或者矩形的参考点测量区域。

［点的排列配置］如果按下此按钮，就会显示“参考点排列设置”对话框。

①

②

③

④

⑤

①	数据视图

显示所选数据的图像。

②	评估区域

显示评估区域的坐标信息。

③	配置数

参考点测量区域在行列上分别可设置最多 50 个。

④	尺寸和形状

形状	 从○圆　○矩形　中选择参考点测量区域的形状。

尺寸 ( 像素 )	 形状选择了圆时，请输入参考点测量区域。

	 形状选择了矩形时，请输入长和宽。

⑤	重置

设置评估区域的重置量（空隙尺寸）。

输入方法	 绝对值…直接使用输入的数值。

	 相对值…按与评估区域的比率决定重置。

要输入的数值	 绝对值…输入分辨率以下的数字（整数）。

	 相对值…输入 2以上 100 以下的数字，保留小数点后 2位小数。

将边框的端部作为点的中心	 选中时，重置的位置为最顶端参考点区域的中心。

	 未选中时，重置的位置为最顶端参考点区域的外周。

［确定］	 如果按下此按钮，就会确定设置，然后关闭对话框。

	 工具栏的［排列配置］为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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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设定新配置的点的尺寸

新建参考点测量区域时的对话框。

［设定新配置的点的尺寸］	 如果按下此按钮，就会显示“设置新配置点的尺寸”对话框。

圆的直径	 从 10 以上 200 以下的整数中选择输入。

矩形的宽 / 高	 从 10 以上 200 以下的整数中选择输入。

确定	 如果按下此按钮，就会保存设置。

	 新建（圆）、新建（矩形）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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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确认参考点结果

6.3.1	画面概要

显示参考点测量结果的画面。

从“评估区域 / 参考点设置”画面上按下 [ 确认结果 ] 按钮。

①	取景器视图	

通过 RGB 图像显示评估区域和参考点设置区域。

②	结果列表	

按评估区域显示各标签中的数据。

显示各参考点区域内的平均值。

显示项目可通过③的［显示项目设置］按钮进行设置。（参照“6.3.2	显示项目设置”）

	参　考		 如果配置了多个评估区域，可能会超出参考点区域。此时，超出的像素不用于运算。上溢、下溢、运算错误的像素相同。

另外，会因参考点的大小、参考点的数量不同，处理时间上出现差异。

③	［显示项目设置 ...］

如果按下此按钮，就会显示“显示项目设置”对话框（6.3.2）。

④	评估区域 / 参考点设置文件的保存

保存评估区域 / 参考点区域的设置文件。可在测量时使用该设置。

⑤	评估区域 / 参考点设置文件的导入

打开已保存的评估区域 / 参考点设置文件。

⑥	［参考点高级设置 ...］

如果点击结果列表的任意数据，然后再点击按钮，就会显示“参考点高级设置”对话框。

（参照“6.3.3	参考点高级设置”）

⑤ ④

①

③

②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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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显示项目设置

设置结果列表中列的项目。

①

②

①	显示项目	

根据从以下 15 种中选择的项目显示图像。

X y Tcp（JIS）

Y u’ ⊿ uv（JIS）
Z v’ 特征波长（※）

Lv Tcp 激发纯度

x ⊿ uv Ev

②	显示统计值

「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标准偏差」「均匀性」

☆①显示项目，②显示统计值的按钮功能是通用的。

［->］	 如果在选中项目的状态下按下此按钮，项目就会向右侧移动，登记到选择项目列表中。

［<-］	 如果在选中右侧项目的状态下按下此按钮，就会从选择项目列表（右侧）中删除该项目。

［全部删除］	 如果按下此按钮，就会删除选择项目列表内的所有项目。

［顶端］	 如果按下此按钮，选择项目列表中所选的项目就会移动到顶端。

	 如果原本就选择了顶端的项目，即使按下此按钮也不会移动。

［往上］	 如果按下此按钮，选择项目列表中所选的项目就会往上移一位。

［往下］	 如果按下此按钮，选择项目列表中所选的项目就会往下移一位。

［底端］		 如果按下此按钮，选择项目列表中所选的项目就会移动到底端。

	 如果原本就选择了底端的项目，即使按下此按钮也不会移动。

［确定］	 如果按下此按钮，就会确定设置，然后关闭画面。

	参　考	　※	补充特征波长的情况下，输出带有负

号的值。

	 关于补充特征波长，请参考“其他”篇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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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参考点高级设置

下面介绍可以于每个参考点分别设置的 2个功能。

6.3.3.1	下溢错误

在仅提取参考点区域内测量对象物的发光部分进行评估时使用。

处理下溢错误	 要设置时请选中。

阈值设置	 从 Y(Lv),	X,	Z 中任意选择一个。

	 阈值（%）输入 0.01	到 100.00	范围内的数字，保留小数点后 2位小数。

	 如果阈值为 100%，评估区域内的所有像素都变为无效，如果阈值为 0%，只有评估区

域内的最小值像素变为无效。

将设置应用于相同编号的参考点	 如果选中，就会在全部评估区域中相同编号的参考点中反映相同的设定。

6.3.3.2	用户校正

应用于用户校正	 要设置时请选中。

校正数据

　校正前	 请根据以下条件输入数值。

Lv 0.05<=　<=100000（亮度单位 cd/m2 时）

x 0.0000<　<1.0000

y 0.0000<　<1.0000

　校正后	 请根据以下条件输入数值。

Lv 0.05<=　<=100000（亮度单位 cd/m2 时）

x 0.0000<　<1.0000

y 0.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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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分析”画面的图像，从各种切入口评估测量结果。

7.1	“分析”画面

①	显示切换标签

有“仿真色”，“参考点”，“截面图”，“色度图”4个标签。

②	显示区域

仿真色	 如果按下此按钮，就会显示仿真色页面。

参考点	 如果按下此按钮，就会显示参考点页面。

截面图	 如果按下此按钮，就会显示截面图页面。

色度图	 如果按下此按钮，就会显示色度图页面。

③	表色值选择

根据从以下 13 种中选择的项目显示图像。

X Lv u’ ⊿ uv Ev

Y x v’ 特征波长

Z y Tcp 激发纯度

④	工具栏

分别具有以下功能。

选择	 可以选择，表示模式解除。

网格	 在网格的显示 / 不显示之间切换。

放大	 操作 ON时，如果将鼠标光标放到画面上，鼠标指针的形状就会变为“放大”。可以通过

拖拽指定要放大的区域，然后放大显示该区域的图像。

	 另外，左键点击鼠标可以继续放大，最大可放大至32倍。

	 （同时按住“Shift 键”和“Ctrl 键”左键点击也可以实现相同的功能。）

缩小	 操作 ON时，如果将鼠标光标放到画面上，鼠标指针的形状就会变为“缩小”。

	 另外，左键点击鼠标可以继续缩小，返回到全区域显示。

	 （同时按住“shift 键”和“Ctrl 键”右键点击也可以实现相同的功能。）

7.	“分析”画面

①

②

④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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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域显示	 如果按下此按钮，就会返回全区域显示。

移动	 操作 ON时，如果将鼠标光标放到画面上，鼠标指针的形状就会变为“移动”。点击鼠

标时抓住图像，按拖拽的量移动该区域。

	 （按住“空格键”拖拽也可以实现相同的功能。）

数值复制	 如果按下此按钮，就会显示要复制区域的选项，然后根据所选内容，将测量数据复制

到剪贴板中。

	 选项有以下 4种。

全区域 全区域数据

评估区域 评估区域内的全部数据

显示区域 显示区域内的全部数据

统计值 各评估区域的统计值

图像复制	 如果按下此按钮，就会将当前显示的图像复制到剪贴板中。

图表设置	 如果按下此按钮，就会显示“图表设置”画面（7.2.2）

切换彩色 / 黑白	 如果按下此按钮，就会在彩色和黑白之间切换显示区域。

灰度控制区域	 如果按下此按钮，就会显示灰度控制对象区域的选项。虽然当前所选的内容已事先选中，

但可以进行切换。

	 如要修改灰度控制内容，可以在“图表设置”画面的“仿真色”（7.2.2.1）中进行修改。

全区域 全区域数据

评估区域 评估区域内的全部数据

显示区域 显示区域内的全部数据

等高线	ON/OFF	 如果按下此按钮，就会将当前显示的图像复制到剪贴板中。

	 如果按下此按钮，就会显示“等高线”画面（7.2.2.2）。

变色	 操作 ON的状态下，会在已设置的内容中显示变色线。

	 有关设置的内容，请“变色”画面（7.3.2.3）。

评估条件设置	 如果按下此按钮，就会显示“评估区域・参考点”画面（6.1.1）。

标记	 操作 ON时，如果将鼠标光标放到评估区域上，鼠标指针的形状就会变为“标记设置”。

如果用左键点击，就会在该位置上标上“+”标记，并以该位置为中心，显示各纵横线对

应的截面图。按住“Shift 键”点击也可以实现相同的功能。另外，标记最多可设置20个。

任意截面	 操作ON时，如果将鼠标光标放到评估区域上，鼠标指针的形状就会变为“任意截面设置”。

如果用左键点击，就会在该位置上标上“+”标记，并且可以描绘以该位置为起点以拖拽

后的位置为终点的截面显示线。同时还会显示该截面图。

参考点结果	 操作 ON时，会在色度图上显示参考点结果。

操作对象切换	 将操作的主区域切换为仿真色或色度。

	 工具栏的操作针对所选图表执行。

	 操作 ON时，在色度图上指定区域后，仿真色上的相同区域也会用不同的颜色显示。（参

照 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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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界面中的工具栏矩阵

编号 图标的名称 仿真色 参考点 截面图 色度图

1 	选择 ○ ○ ○ ○

2 	网格的 ○ ○ ○ ○

3 	放大 ○ ○ ○ ○

4 	缩小 ○ ○ ○ ○

5 	全区域 ○ ○ ○ ○

6 	移动 ○ ○ ○ ○

7 	数值复制 ○ ○ ○ ○

8 	图像复制 ○ ○ ○ ○

9 	图表设置 ○ ○ ○ ○

10 	切换彩色 / 黑白 ○ ○ ○ ○

11 	灰度控制区域 ○ ○ ○ ○

12 	等高线 ○ - - -

13 	变色 - ○ - -

14 	评估条件设置 - ○ - -

15 	标记 - - ○ -

16 	任意截面 - - ○ -

17 	参考点结果 - - - ○

18 	操作对象切换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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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仿真色页面

此处将针对仿真色页面进行说明。

仿真色页面

大多用于“确认是否已正确测量”，“确认测量数据的值分布（杂斑）”，“观察数据图像以便导入分析”等用途。

	参　考		 “	III键功能补充说明篇		2.	仿真色的分析”中记载了高级运用方法，请一并参照。

7.2.1	版面构成

①

②

⑤ ⑥

④③

①	显示区域

用仿真色显示评估区域的图像。

有多个评估区域时，在对象物上分别用编号显示。

②	光标位置信息

如果将鼠标放在评估区域上，就会显示其像素位置和表色值。

③	灰度控制条

上部有灰度最大值控制用滑动条，下部有灰度最小值控制用的滑动条。

复选框 ON时为自动标尺，OFF 时可以分别在最大值，最小值中输入数值。最大值，最小值的初始值中复选框都 ON。

但是，无论有无都可以调节滑动条，一旦滑块的位置发生变更，就会取消选中。

④	统计

用列表显示统计值。

统计值按评估区域显示。

⑤	工具栏

機有关功能请参照 “7.1	“分析”画面	④	工具栏”。

⑥	表色值选择

有关功能请参照 “7.1	“分析”画面	③	表色值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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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图表设置

7.2.2.1	仿真色

如果按下工具栏的	 “图表设置”按钮，就会显示“图表设置”画面。

此处将针对“仿真色”页面进行说明。

①	灰度

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从固定选项中的选择的方法，另一种是输入任意数字的方法。

固定时 256，128，64，32，16，8，4

输入任意数字 2以上 256 以下

②	灰度栏的存储设置

最大值	 时自动设置，未选中时手动输入任意数值。

最小值	 时自动设置，未选中时手动输入任意数值。

间隔	 根据灰度，最大值，最小值自动计算后显示。不能进行编辑作业。

③	配色模式

选择“黑白”或“彩色”。

④	预警色的设置

上溢	 因测量后的图像过亮而无法显示颜色时，可以从颜色类型中自由设置显示该区域的颜

色。

下溢	 因测量后的图像过暗而无法显示颜色时，可以从颜色类型中设置显示该区域的颜色。

运算错误	 测量后的图像无法进行色彩计算时，可以从颜色类型中设置显示该区域的颜色。

分别点击空白部分后，会显示“颜色设置”画面，请设置任意的颜色。

⑤	彩色栏

显示与① , ③的设置对应的内容。此处不能进行编辑作业

	参　考			評设置了多个评估区域时，请按评估区域进行灰度控制。

⑥	网格线的间距

选中时将自动设置，未选中时要手动输入 5到 100 的任意数字。

⑦	显示评估区域号

评估区域有多个时，显示编号。

①

②

⑦

⑥

③

⑤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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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2	等高线

如果按下工具栏的	 “图表设置”按钮，就会显示“图表设置”画面。

此处将针对“等高线”页面进行说明。

显示等高线	 想要显示等高线时选中。

	 	 	 	 	注意		 放大率超过 4倍时，不显示。

等高线的粗细	 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从固定选项中的选择的方法，另一种是输入任意数字的方法。

固定时 32，16，8，4

输入任意数字 2以上 32 以下

	参　考		 进行灰度控制的刻度设置（7.2.2.1）时，如有多个评估区域，请按评估区域进行设置。此时，需要事先将“灰度控制区域”设置成“评

估区域”。

	 如下图所示，所选的评估区域会变为滑动条的控制对象。

	 如果选择了没有评估区域的部位，就会变为全部评估区域通用的控制对象。

	 □选择一个评估区域时

		

	 □选择全部评估区域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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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	右键菜单

如果在分析界面上的任何部位用右键点击光标，就会显示以下菜单。

	评估区域 / 参考点设置文件 显示“评估区域 / 参考点设置”画面（6.1.1）（6.2.1）。

	数据高级设置 ... 显示“数据高级设置”画面（5.3）。

数值复制
将数据复制到剪贴板中。此时的格式，请参照“8.4.1	数值复制的格式”。

参照“8.4.1	数值复制的格式”。

全区域

评估区域

显示区域

统计值 各评估区域的统计值

文本保存
显示“文件保存”画面，将数值保存到文本文件中。此时的格式和扩展名，

请参照“8.4.2	数值的文本保存”。

全区域

评估区域

显示区域

统计值 各评估区域的统计值

	图像复制

	图表设置 显示“图表设置”画面（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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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参考点

此处将针对参考点页面进行说明。

7.3.1	版面构成

①	显示区域

用仿真色显示评估区域的图像。

有多个评估区域时，在对象物上分别用编号显示。

②	光标位置信息

如果将鼠标放在评估区域上，就会显示其像素位置和表色值。

③	灰度控制条

上部有灰度最大值控制用滑动条，下部有灰度最小值控制用的滑动条。

复选框 ON时为自动标尺，OFF 时可以分别在最大值，最小值中输入数值。最大值，最小值的初始值中复选框都 ON。

但是，无论有无都可以调节滑动条，一旦滑块的位置发生变更，就会取消选中。

④	参考点列表（参照 6.2.1）

请参照“6.2.1	画面概要	②	参考点列表”。

⑤	工具栏

请参照“7.1	“分析”画面	④	工具栏”。

⑥	表色值选择

请参照“7.1	“分析”画面	③	表色值选择”。

⑤

①

②

⑥

④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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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图表设置

此处将针对参考点页面的图表设置方法进行说明。

如果按下工具栏的	 “图表设置”按钮，就会显示“图表设置”画面。

7.3.2.1	仿真色

詳細请参照“7.2.2.1	仿真色”。

7.3.2.2	参考点

请按下“图表设置”对话框中的 [ 参考点 [ 按钮。

如果点击参考点区域，就会显示“颜色设置”画面。

颜色设定

　　参考点区域	 点击此框后，会显示“颜色设置”画面，可以设置颜色。

　　用户校准应用	 点击框后，会出现“颜色设置”画面，可设置要应用用户校正的参考点的标识颜色。

　　根据错误像素	 要设置时，请选中“显示”。

	 之后点击框，会出现“颜色”画面，可设置参考点内下溢错误像素的标识颜色。

编号

　　显示参考点编号	 要设置时，请选中。可以在参考点区域附近显示编号。

　　格式	 请在以下 5种格式中选择 1种。

	 仅编号 ,　［编号］,　＜编号＞ ,　	- 编号 -,　" 编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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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3	变色

显示相对于各参考点测量区域参考值的变色程度。

请按下“图表设置”对话框中的 [ 变色 ] 按钮。

①

②

③

④

⑤

①	显示 / 不显示变色线

显示变色线	 如果选中，就会在仿真色上显示变色线。箭头方向变为色度图上的变色方向。另外，

以下各项目也会变为有效。

	 ※测量构成中，X测量、Y测量、Z测量时不显示。

②	参考值

［表色系］	 设置作为变色参考的表色系。

	 选择 Lvxy	或者	Lvu’v’。

○使用各评估区域的中心值	 選如果选择，就会把各评估区域的中心值当作参考值。

○使用输入值	 選如果选择，就会把下侧文本框中输入的值当作参考值。

③	线的格式

线的类型	 选择线的种类。

线的颜色	 设置线的颜色。

　　○指定色	 如果选择，点击右侧的框后就会出现“颜色设置”画面，并在框中显示所设置的颜色。

　　○色度空间的颜色	 如果选择，就会用与色度图上的空间色相同的颜色显示。

④	变色线的长度（与评估区域长度的比）

相对比 (%)	 输入显示评估区域较长一方为 100 时的变色线长度。可以输入 1到 100 的数字，请设

置成容易看清的长度。

⑤	圆显示

显示圆	 如果选中，超过色差的界限值判定时就会用圆强调显示。

	 	可以输入 0.0001 到 1.0000 的数字。（（色度界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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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	右键菜单

如果在分析界面上的任何部位用右键点击光标，就会显示以下菜单。

	评估区域 / 参考点设置文件 显示“评估区域 / 参考点设置”画面（6.1.1）（6.2.1）。

	数据设置 显示“数据高级设置”画面（5.3）。

数值复制
将数据复制到剪贴板中。此时的格式，请参照“8.4.1	数值复制的格式”。

参照“8.4.1	数值复制的格式”。

全区域

评估区域

显示区域

统计值 各评估区域的统计值

参考点结果
显示“文件保存”画面，将数值保存到文本文件中。此时的格式和扩展名，

请参照“8.4.2	数值的文本保存”。

文本保存

全区域

评估区域

显示区域 各评估区域的统计值

统计值

参考点结果 显示“图表设置”画面（7.2.2）。

	图像复制

	图表设置 显示“图表设置”画面（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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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截面图

此处将针对截面图页面进行说明。

7.4.1	版面构成

①	显示区

用仿真色显示评估区域的图像。

有多个评估区域时，在对象物上分别用编号显示。

②	光标位置信息

如果将鼠标放在评估区域上，就会显示其像素位置和表色值。

③	灰度控制条

上部有灰度最大值控制用滑动条，下部有灰度最小值控制用的滑动条。

复选框 ON时为自动标尺，OFF 时可以分别在最大值，最小值中输入数值。最大值，最小值的初始值中复选框都 ON。

但是，无论有无☑都可以调节滑动条，一旦滑块的位置发生变更，☑就会取消选中。

④	截面图

显示测量图像内光标位置的纵方向 / 横方向的截面。

在工具栏的“标记”或“任意截面”为操作 ON的状态下点击测量图像内部时，也同样会显示纵方向 / 横方向的截面。

在工具栏的“放大”为操作 ON的状态下点击测量图像内部时，也会显示该区域的横截面。

⑤	工具栏

请参照“7.1	“分析”画面	④	工具栏”。

⑥	表色值选择

请参照“7.1	“分析”画面	③	表色值选择”。

⑦	统计值

用列表显示统计值。统计值按评估区域显示。

⑤

①

④

②

③ ⑦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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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	图表设置

此处将针对截面图页面的图表设置方法进行说明。

如果按下工具栏的	 “图表设置”按钮，就会显示“图表设置”画面。

7.4.2.1	仿真色

詳細请参照“7.2.2.1	仿真色”。

7.4.2.2	标记

请按下“图表设置”对话框中的 [ 标记 ] 按钮。

列表	 在横轴中显示以下项目。

　　编号	 数据编号从 1开始编号。

　　ｘ坐标	 显示位置信息。

　　ｙ坐标	 显示位置信息。

　　	 任何坐标都可以直接输入数值。

　　标识颜色	 再次显示标记的颜色。

［删除］	 如果按下此按钮，就会删除所选的数据。

［显示颜色］	 如果按下此按钮，就可以任意设置所选数据的颜色。

	 如果将光标放到列表显示颜色的位置上双击，就会显示“颜色设置”画面。

［全部删除］	 如果按下此按钮，就会删除列表上的全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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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3	任意直线

请按下“图表设置”对话框中的 [ 任意直线 ] 按钮。

列表	 在横轴中显示以下项目。

　　编号	 数据编号从 1开始编号。

　　起点：x坐标	 截面显示线的起点位置信息。

　　起点：y坐标	 截面显示线的起点位置信息。

　　终点：x坐标	 截面显示线的终点位置信息。

　　终点：y坐标	 截面显示线的终点位置信息。

	 任何坐标都可以直接输入数值。

　　标识颜色	 再次显示截面显示线的颜色。

［删除］	 如果按下此按钮，就会删除所选的数据。

［显示颜色］	 如果按下此按钮，就可以任意设置所选数据的颜色。

	 如果将光标放到列表显示颜色的位置上双击，就会显示“颜色设置”画面。

［全部删除］	 如果按下此按钮，就会删除列表上的全部数据

7.4.3	右键菜单

如果在分析界面上的任何部位用右键点击光标，就会显示以下菜单。

	评估区域 / 参考点设置文件 显示“评估区域 / 参考点设置”画面（6.1.1）（6.2.1）。

	数据高级设置 ... 显示“数据高级设置”画面（5.3）。

数值复制 将数据复制到剪贴板中。此时的格式，请参照“8.4.1	数值复制的格式”。

全区域

评估区域

显示区域

统计值 各评估区域的统计值

截面线

文本保存
显示“文件保存”画面，将数值保存到文本文件中。此时的格式和扩展名，

请参照“8.4.2	数值的文本保存”。

全区域

评估区域

显示区域

统计值 各评估区域的统计值

截面线

	图像复制

	图表设置 显示“图表设置”画面（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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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色度图

此处将针对色度图页面进行说明。

7.5.1	版面构成

①	显示区域

用仿真色显示评估区域的图像。

有多个评估区域时，在对象物上分别用编号显示。

②	光标位置信息

如果将鼠标放在评估区域上，就会显示其像素位置和表色值。

③	灰度控制条

上部有灰度最大值控制用滑动条，下部有灰度最小值控制用的滑动条。

复选框 ON时为自动标尺，OFF 时可以分别在最大值，最小值中输入数值。最大值，最小值的初始值中复选框都 ON。

但是，无论有无☑都可以调节滑动条，一旦滑块的位置发生变更，☑就会取消选中。

④	色度图

显示工具栏的“图表设置”中所选的色度图。

可以选择 Xy 图表或者 u’v’图表。

⑤	工具栏

请参照“7.1	“分析”画面	④	工具栏”。

⑥	表色值选择

请参照“7.1	“分析”画面	③	 表色值选择”。

④③

⑤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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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2	图表设置

此处将针对色度图页面的图表设置方法进行说明。

如果按下工具栏的	 “图表设置”按钮，就会显示“图表设置”画面。

7.5.2.1	仿真色

詳細请参照“7.2.2.1	仿真色”。

7.5.2.2	色度图

请按下“图表设置”对话框中的“色度图”按钮。

色度图的种类

色度图的种类	 请选择 xy 图表或者 u’v’图表。此处设置的色度图会在分析界面上显示。

显示设置

显示色空间	 如果选中，就会用颜色显示色度图内的色空间。

显示网格	 如果选中，就会在色度图上显示网格。

网格线的间距	 默认值为 0.05，可以设置大于 0.000 小于 1.000 的数值。

颜色设定

选择时的颜色	 点击框后，会出现“颜色”画面，可设置颜色。

范围选择

固定范围	 要设置时，请选中。起点和终点的坐标位置可以设置大于0.0000小于 1.0000的数值。

	 如果固定区域，就无法在色度图上任意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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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3	作为操作对象的图表

如上所述，工具栏的“操作对象切换”为 ON 	状态时，如果在色度图上通过鼠标拖拽指定区域，那么相同区域内的数

据就会在仿真色上以不同的颜色显示。

工具栏的“操作对象切换”为 OFF 	状态时，如果在仿真色上通过鼠标拖拽指定区域，那么相同区域内的数据就会在色

度图上以不同的颜色显示。

＜仿真色主画面＞

擬在仿真色上选择区域后，会用不同的颜色显示该区域内的数据

　　

＜色度图主画面＞

在色度图上选择区域后，会用不同的颜色显示该区域内的数据

　　

	参　考		 此处所说的“不同的颜色”是指“7.5.2.2	色度图”的颜色设定中选择的颜色。

7.5.4	右键菜单

如果在分析界面上的任何部位用右键点击光标，就会显示以下菜单。

	评估区域 / 参考点设置文件 显示“评估区域 / 参考点设置”画面（6.1.1）（6.2.1）。

	数据高级设置 ... 显示“数据高级设置”画面（5.3）。

数值复制
将数据复制到剪贴板中。此时的格式，请参照“8.4.1	数值复制的格式”。

参照“8.4.1	数值复制的格式”。

全区域

评估区域

显示区域

统计值 各评估区域的统计值

文本保存
显示“文件保存”画面，将数值保存到文本文件中。此时的格式和扩展名，

请参照“8.4.2	数值的文本保存”。

全区域

评估区域

显示区域

统计值 各评估区域的统计值

	图像复制

	图表设置 显示“图表设置”画面（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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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版本信息

操作步骤

１	从菜单栏的“帮助”中选择“关于 (A)...”。

显示以下画面，并在画面右下角显示色彩管理软件 CA-S25w 的版本信息。

版本信息

8.2	调用使用说明书

操作步骤

１	从菜单栏的“帮助”中选择“软件操作手册”。

显示 PDF 格式的说明书。

	参　考		在 Adobe	Reader 中，“环境设置”的因特网项目中“在浏览器中显示 PDF”需要打 。

8.3	文件的导入

可以在用数据管理软件 CA-S25w 创建的数据文件基础上，打开用已有软件 CA-S20w（对象为 Version	1.3 以及 Version	2.3

以后版本）创建的数据文件（扩展名为mcl）。

可以沿用数据文件的“评估区域”和“参考点设置”。

另外，还可以导入 csv 文件。为此需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1)	数值复制的格式要符合“8.4.1.1	全区域”。

	 2)	文件名要如下命名，并保存在同一位置。

	 （文件名）_X.csv	=	X	数据 ,		（文件名）_Y.csv	=	Y	数据 ,		（文件名）_Z.csv	=	Z	数据

检索一种 csv 文件时，也会同时检索其他两种文件并导入。

	参　考		 在将分辨率为 196×196 或 490×490 的 CA-S20w（Version	1.3 及 Version	2.3 以后版本）、csv 文件、CA-S25w（Version	1.0）

的数据导入 CA-S25w（Version	1.1）时，数据的分辨率会全部被变换为 980×980。

操作步骤

１	从菜单栏的“文件”中选择“导入”。

显示“打开文件”对话框。

２	从文件的种类中选择（*mcl）或（*csv）。

３	选择想要打开的文件，点击［打开］。

8.	 其他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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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数据输出设置

在数据输出时的项目中，用数字表示的项目可以单独设置小数点后的显示位数。

操作步骤

１	从菜单栏的“编辑”中选择“数据输出设置”。

显示“数据输出设置”画面。

２	对显示位数进行设置。

“数据输出设置”画面的说明

小数点后的位数

　　位数	 可以按项目输入或者选择 0～ 6的数字。

	 ※应用到显示和数值复制中。

警告的输出设置

　　上溢	 输入 10 个半角字符以内的字符或数值。

　　下溢	 输入 10 个半角字符以内的字符或数值。

　　运算错误	 输入 10 个半角字符以内的字符或数值。

	 ※适用于数值复制。

图像复制

　　使用背景色填充	 如果选中就会在有填充背景色的状态下输出图像复制，如果未选中就会在透明背景色

的状态下输出图像复制。

8.4.1	数值复制的格式

将数值复制到剪贴板上时，可以在分析界面上右键点击光标后，选择“数值复制”进行复制，复制时的格式分别如下所示。

※分析界面上“右键菜单”的详细内容请参照以下内容。

・仿真色画面（7.2.3），截面图（7.3.3），参考点（7.4.3），色度图（7.5.4）

8.4.1.1	全区域

规	格

以左上角为起点，复制面数据。

0 1 2 3 ～ 150

0 36.04 36.04 36.04 36.04 ～ 36.12

1 36.04 36.04 36.04 36.05 ～ 36.34

： ： ： ： ： ～ ：

150 36.04 36.04 36.04 36.04 ～ 3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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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1.2	评估区域，或显示区域

规	格

範以区域的左上角为起点，复制面数据。

392 393 394 395 ～ 500

50 36.04 36.04 36.04 36.04 ～ 36.12

51 36.04 36.04 36.04 36.05 ～ 36.34

： ： ： ： ： ～ ：

156 36.04 36.04 36.04 36.04 ～ 36.06

8.4.1.3	有多个评估区域时

复制所选区域的数据。如果是全区域，则按评估区域编号的顺序进行复制。

规	格

範以区域的左上角为起点，复制面数据。

［1］

评估区域 1的输出块

［2］

评估区域 2的输出块

8.4.1.4	统计值

规	格

範以区域的左上角为起点，复制面数据。

区域坐标 左上ｘ坐标			左上ｙ坐标			右下ｘ坐标			右下ｙ坐标

灰阶最大

灰阶最少

最大值 45.37

最小值 3.19

平均值 23.36

标准偏差 10.61

8.4.1.5	有多个评估区域时

复制所选区域的数据。如果是全区域，则按评估区域编号的顺序进行复制。

规	格

範复制区域的统计值。

［1］

评估区域 1的输出块

［2］

评估区域 2的输出块

8.4.1.6	截面

规	格

复制所设标记和任意 2点的截面。

标记时如左侧 2列所示，任意 2点时如右侧 2列所示。

（仅线段内数据会输出数值。线段外为“0”。）

(y 轴方向，x轴方向的顺序 )

x1 250 0 250 250

y1 0 150 100 100

x2 250 979 400 400

y2 979 150 300 300

0 30.44 20.32 0 0

1 30.43 20.35 0 0

：

M 30.45 20.12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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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1.7	参考点结果

规	格

输出显示项目设置相应的表色值数据。

X Y Z

1 33.35 29.94 31.83

2 22.78 20.02 14.22

3 22.66 18.95 12.03

：

25 39.38	 37.07	 36.46

Max. 43.62 40.55 43.82

Min. 12.87 10.95 10.95

Ave. 28.81 25.65 22.59

Std. 9.73 10.21 13.78

8.4.1.8	有多个评估区域时

复制所选区域的数据。如果是全区域，则按评估区域编号的顺序进行复制。

规	格

範复制区域的参考点结果。

［1］

区域 1的输出块

［2］

区域 2的输出块

［参考］各观察画面与数值复制选项的关系係

仿真色 参考点 截面图 色度图

全区域 ○ ○ ○ ○

评估区域 ○ ○ ○ ○

显示区域 ○ ○ ○ ○

统计值 ○ ○ ○ ○

截面 ─ ─ ○ ─

参考点结果 ─ ○ ─ ─

8.4.2	数值的文本保存

用文本保存数值时，可以在观分析界面右键点击光标后，选择“文本保存”进行保存，保存时的格式与将数值复制到剪贴板中

时一样，扩展名为 txt 和 csv。

※分析界面上“右键菜单”的详细内容请参照以下内容。

・仿真色画面（7.2.3），截面图（7.3.3），参考点（7.4.3），色度图（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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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自检结果

如果按下“仪器信息”画面的［自检开始］按钮，就会显示“自检前的确认”对话框。

［开始］	 如果按下此按钮，就会进入自检中画面，开始自检。

［取消］	 如果按下此按钮，就会取消自检，进入“仪器信息”画面。

8.5.1	自检执行中

自检结束需要约 5分钟时间，此处会显示剩余时间。

［取消］	 如果按下此按钮，就会停止自检。

8.5.2	自检结果（正常）

自检结束后仪器正常时的画面。

［关闭］	 如果按下此按钮，就会进入“仪器信息”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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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3	自检结果（异常）

自检结束后仪器发现异常时的画面。

若显示此画面，请向购买时的经销店咨询。

如果自检时发生错误，就会显示该信息。

［关闭］	 如果按下此按钮，就会进入“仪器信息”画面。

8.5.4	定期校正通知

超过定期校正的时间时显示。（※需要设置。参照“2.3	仪器信息”。）

至下次显示的间隔（日）	 可以从下述选项中设定距离下一次信息显示的间隔。

	 1 日、　7日、　30 日、　半年、　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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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用户校正

此处将针对使用用户校正功能测量时的设置方法进行说明。

操作步骤

１	从菜单栏的“仪器”中选择“用户校正”。

显示“用户校正”对话框。

有以下 5个选项。

请从“单点校正”，“RGB 校正”，“WRGB 校正”，“校正每个色度域”，“编辑已有文件”中选择一项。

新建保存的用户校正文件可以在“测量条件”画面中设置测量条件时调用。（“5.1.2.1	画面概要”	⑤	使用用户校正文件）

8.6.1	编辑已有文件

○编辑已有文件	 如要编辑已设置的数据，请选择此处并按下［…］按钮。

	 对象文件为 ucl,	c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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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2	单点校正

①

②

③

①	名称

请输入 50 个字符以内。

②	校正信息

校正前	 请根据以下条件输入数值。另外，也可以从剪贴板粘贴。

Lv 0.05<=　<=100000（亮度单位 cd/m2 时）

x 0.0000<　<1.0000

y 0.0000<　<1.0000

校正后	 请根据以下条件输入数值。另外，也可以从剪贴板粘贴。

Lv 0.05<=　<=100000（亮度单位 cd/m2 时）

x 0.0000<　<1.0000

y 0.0000<　<1.0000

③	［生成］按钮

校正前值，校正后值和名称全部输入后，变为有效。

按下此按钮时	 以所输入的名称，创建用户校正文件。如果输入内容不正确，就会显示信息，请按照

指示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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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3	RGB 校正

①

②

③

①	名称

请输入 50 个字符以内。

②	校正信息

校正前	 请根据以下条件输入数值。另外，也可以从剪贴板粘贴。

Lv 0.05<=　<=100000（亮度单位 cd/m2 时）

x 0.0000<　<1.0000

y 0.0000<　<1.0000

校正后	 请根据以下条件输入数值。另外，也可以从剪贴板粘贴。

Lv 0.05<=　<=100000（亮度单位 cd/m2 时）

x 0.0000<　<1.0000

y 0.0000<　<1.0000

③	［生成］按钮

校正前值，校正后值和名称全部输入后，变为有效。

按下此按钮时	 以所输入的名称，创建用户校正文件。如果输入内容不正确，就会显示信息，请按照

指示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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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4	WRGB 校正

①

②

③

①	名称

请输入 50 个字符以内。

②	校正信息

	校正前	 请根据以下条件输入数值。另外，也可以从剪贴板粘贴。

Lv 0.05<=　<=100000（亮度单位 cd/m2 时）

x 0.0000<　<1.0000

y 0.0000<　<1.0000

校正后	 请根据以下条件输入数值。另外，也可以从剪贴板粘贴。

Lv 0.05<=　<=100000（亮度单位 cd/m2 时）

x 0.0000<　<1.0000

y 0.0000<　<1.0000

③	［生成］按钮	

校正前值，校正后值和名称全部输入后，变为有效。

按下此按钮时	 以所输入的名称，创建用户校正文件。如果输入内容不正确，就会显示信息，请按照

指示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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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5	校正每个色度域

按色度区域进行用户校正的功能。

如果用于测量汽车组合仪表等使用了多色 LED 的测量对象，色度的测量准确度会提高。

①

②

⑥

⑤

④

③

③

①	名称

请输入 50 个字符以内。

②	校正数据列表

以清单形式显示登记的数据。登记数最大为 20 个。

显示的项目如下。

登记的数据之间出现区域重叠时，使用编号较小的数据。

	 编号	 名称	 校正前（Lv）	 校正前（x）	 校正前（y）	 校正后（Lv）	 校正后（x）	 校正后（y）

③	色度图	

选择的数据的范围显示在色度图上。

④	［追加 ...］	

按下按钮后，显示“色度域数据创建画面”（8.6.5.1）。

⑤	［编辑］

按下按钮后，显示“色度域数据创建画面”（8.6.5.1）。

⑥	［删除］

按下按钮后，选择的数据将会从列表中删除。

⑦	［生成］

校正前值，校正后值和名称全部输入后，变为有效。

按下此按钮时	 以所输入的名称，创建用户校正文件。如果输入内容不正确，就会显示信息，请按照

指示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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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5.1	色度域数据创建画面

①

⑤
②

③

④

①	名称

请输入 50 个字符以内。

②	指定范围

指定进行校正的范围。

［追加］	 请根据以下条件，分别输入 x及 y 的数值。

x 0.0000<　<1.0000

y 0.0000<　<1.0000

	 按下按钮后，输入的数值将反映到③的列表中。

	 如果输入的数值不正确，会显示相关的错误信息，并无法被追加。

	 如果根据追加的数据无法生成图形，会显示相关的错误信息，并无法被追加。

③	列表	

以清单形式显示②中登记的数据。列表可以登记最多 10 个数据。

显示的项目如下。

	 编号	 x	 y

［删除］	 如果在列表上选择数据的状态下按下按钮，选择的数据会从列表中删除。

	 如果由于数据被删除导致无法生成图形，会显示相关的错误信息，并无法被删除。

④	校正数据	

校正前	 请根据以下条件输入数值。

Lv 0.05<=　<=100000（亮度单位 cd/m2 时）

x 0.0000<　<1.0000

y 0.0000<　<1.0000

校正后	 请根据以下条件输入数值。

Lv 0.05<=　<=100000（亮度单位 cd/m2 时）

x 0.0000<　<1.0000

y 0.0000<　<1.0000

⑤	色度图

以图形形式显示列表登记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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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补充说明　	Ⅲ 键功能补充说明篇	

为了更好地理解和使用本软件，此处将列举以下 4个按键功能进行补充说明。

	【作业流程】

1.	测量准备（对焦 / 定位） 	
	 	

↓
2.	仿真色的分析 	
	 	

↓
3.	多样品分析和参考点设置 	
	 	

↓
4.	数据管理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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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测量准备（对焦 / 定位）

以测量对象物为平板电脑等液晶画面时为例，针对对焦和定位操作的要点进行说明。

首先，请点击“测量准备”画面的 [ 取景器 ] 标签。

①		对焦

决定测量对象物和仪器的距离后，进行对焦。

1	 旋转仪器上所安装物镜的对焦环，一边确认监视器图
像，一边定位到所希望的位置（通常为图像显示最清

晰的位置）上。

2	 此时，图像的对比度状态可以在 [ 对焦辅助 ] 标签画面
中进行确认。

焦距未对准时，就会形成变化平缓的截面图，即使在

亮度不同的部位也不会出现明显分界。

焦距对准时，就会形成在亮度不同的部位出现明显分界的

截面图。

	参　考	 	如果同时使用监视器图像和截面图，就可以更简

单地对焦。

[ 取景器 ] 标签

“对焦辅助”标签画面

对焦环
距离指标

		镜头罩

镜头

蓝线位于所设亮度的

峰值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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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焦时显示的截面图表示监视器图像上用红线显示的任意直线亮度。可以通过鼠标操作移动任意直线，修改任意直线
的大小或朝向。（默认值为中央横线）另外，任意直线不需要使用所有视角，可以指定部分视角后放大显示。

②	定位

调节测量对象物和仪器的位置，倾斜度和仰角等。

1	 首先将网格显示设为 ON，大致定位后，再以网眼的位
置为标准配置测量对象物。

2	 如果点击 [ 定位辅助 ] 标签，就会放大显示矩形测量对
象物的四角。

配置测量对象物，使其四角进入右图所示的红色四角

边框中。

	参　考	 	放大显示四角后，可以轻松地对位置，倾斜度和仰

角等进行微调。

	 <a> 正对配置时	 <b> 右侧较高时	 <c> 上下有仰角时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功能，本图的表现稍为夸张。

请反复调节，直到①～②达到最佳的状态。

1

2

a

c

b

d

a

c

b

d

a

c

b

d

a

c

b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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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仿真色的分析

[ 仿真色 ] 标签画面

在●在测量后确认是否已正确测量　●	确认数据的值分布（杂斑）　●	观察数据图像以便导入分析

等用途中作为其中一个主要功能使用。

此处将针对可以应用于该用途的操作进行说明。

①	想要强调有杂斑的部位进行观察时

1	 原本应该相同的亮度中有杂斑时，如要强调杂斑的程
度进行观察，可以移动图像右侧的灰度栏，强调浓淡。

[仿真色 ] 标签

强调的浓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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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想要放大图像的一部分进行观察时

如要放大该部分进行观察，

1	 按下工具栏的 [ 放大 ] 按钮。

2	 点击想要放大的部位。

3	 放大显示该部位。

1

2

3
放大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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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多样品分析和参考点设置

此处将以在视角内配置多个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液晶画面进行一次性测量评估时为例进行说明。

请打开“评估区域 / 参考点设置”画面。

①	评估区域设置

为了识别多个发光的被摄物体（智能手机等），分别针对各被摄物体设置评估区域。

※有关画面的说明，请参照		II正	篇	　6.1.1	画面概要。

	参　考		CA-S25w 中有自动配置功能，只需指定配置数和阈值，就可以自动检测发光部分，分配评估区域。

1	 按下 [ 检测条件 ] 按钮。
显示“自动配置的条件设置”画面。

2	 输入自动配置的条件。

右图实例中，配置数设为行×列 2×2，阈值设为

30%。

	参　考		无法顺利配置时，能够通过

	 	 ・修改检测区域

	 	 ・修改阈值

	 	 检测出。

如果自动配置设为 ON，就会瞬时启动自动检测功能，

描绘出所提取的矩形。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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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参考点设置

连续在各评估区域中设置参考点。针对 1号评估区域设置参考点。

在 CA-S25w 中，1号评估区域中所设的参考点也会以相同的条件复制到其他评估区域中。此处将针对

设置基于 VESA 定义的 9个参考点的步骤进行说明。

VESA（Video	Electronics	Standards	Association)

电脑和工作站等视频周边仪器相关的业界标准化团体（国际非盈

利组织），由世界各地 170 多家成员公司投票选出的董事会负责

运营。

1	 按下［点的排列配置 ..］按钮。
显示“点的排列配置”话框。

2	 在 1号评估区域内设置参考点。
在新排列画面中将配置数设置成 3×3，选中“将边框

的端部作为点的中心”。

此外，尺寸，形状和重置则根据 VESA 进行设置。

其内容会实时反映到左侧的画面中。

3	 设置结束后，按下［确定］按钮。
参考点设置也会复制到其他评估区域中。

4	 如果选择[结果确认]标签，可以确认各评估区域，各参考
点的表色值。

表示评估区域编号的标签。

表示参考点编号。

右图中显示的是各参考点的 Lv,	x,	y 值。

通过参考点编辑改变参考点的大小或者移动参考点时，

参考点值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5	 确认结束后，按下［确定］按钮。
关闭“评估区域 / 参考点设置”画面。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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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数据管理的例子

此处将针对测量后对之前测量中积累的数据进行分类，整理时的思路进行说明。

另外还会针对“项目”的概念进行说明。

每测量一次就会创建一个数据文件。数据文件名与设成“数据名”的名称相同。

项目文件参照同一文件夹内的数据文件后，显示“分析”画面。

在上图中，如要在“项目文件 A”中参照“数据文件 4”，请将“数据文件 4”复制或者移动到与“项目文件 A”相同的文件夹中。

即使是用不同项目测量的数据，如果在测量后进行复制或移动，数据列表窗口中也会只显示所希望的数据。

如要在项目打开过程中复制数据文件，可以点击数据列表窗口工

具栏的“更新”图标，更新到最新的状态。

复制后的数据文件

更新图标

文件夹
数据文件 1

数据文件

数据文件 3

项目文件 A

参照 另外的文件夹

数据文件 4

项目文件 B 参照

因为文件夹不同，所以不能参照

文件夹
数据文件 1

数据文件 2

数据文件 3

项目文件 A

参照 另外的文件夹

数据文件 4

数据文件 4

项目文件 B 参照

因为在同一文件夹下，
所以可以参照 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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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ra 测量软件 CA-Mura 是二维色彩亮度计 CA-2500 的专用 *软件（零售），采用索尼株式会社开发的“Mura 定量评估手法”，

显示出更加接近人体感受的“Mura 指数”和“Mura 指数图像”。

通过将测量对象物的Mura 程度数值化，使得原本通过目视凭借人体感受或经验的Mura 可以用统一参考值管理评估。

该“Mura指数”有“亮度Mura”、“色度Mura”和“综合Mura”3种，其中“综合Mura”是将“亮度Mura”和“色度Mura”混合后的值，

可以实现“亮度Mura”、“色度Mura”无法分别单独进行的评估，使之更加接近人体感受。

*即使是二维色彩亮度计 CA-2000，也要有数据管理软件 CA-S25w 才能使用。

※	有关数据管理软件 CA-S25w、CA-Mura 软件的安装方法，请参照各自的安装指南。

	注意		 CA-Mura 软件是将使用色彩管理软件 CA-S25w 获得的测量数据换算成Mura 数据后显示，CA-Mura 软件无法单独获得测量数据。

1.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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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启动

有关Mura 测量软件 CA-Mura 的安装方法，请参照“CA-Mura 安装指南”。

如果 CA-Mura 已正常安装，色彩管理软件 CA-S25w 菜单栏的工具中就会显示	“CA-Mura”。

请在从数据列表中选择了任意数据的状态下点击“CA-Mura”。

接着会出现“处理设定”对话框，请在各个项目中输入，然后按下［OK］按钮。（参照下述内容）

所选的测量数据将被换算成Mura 数据并显示在主画面上。选择了多个数据时，可以在 CA-Mura 画面上切换该数据。

CA-Mura 使用未加工的测量数据。

用没有反映数据高级设置（分辨率、下溢错误、图像校正）的数据进行计算。

处理设置

测量对象的宽度 (W)	 请以 mm为单位输入测量对象的宽度。

设定范围 0.00	<		<=	10,000.00

测量对象的高度 (H)	 请以 mm为单位输入测量对象的高度。

设定范围 0.00	<		<=	10,000.00

观察距离（VD）	 请以 mm为单位输入观察距离。从此处设定的距离来看的评估。

设定范围 0.00	<		<=	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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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画面

②

③

⑩

④

⑤

⑥

① ⑦ ⑧ ⑨

11

12

13

14

①	数据名

显示当前所选的测量数据名。

②	数据

显示当前所选的测量数据图像。

黄色的线...........可以在图像上编辑边框，使用所指定的框内的数据，计算Mura 评估值。边框使用 CA-S25w 中设定的评估区

域数据。可以在 CA-Mura 的画面上变更边框，但评估区域不会变更。另外，存在多个评估区域时，使用第 1

个评估区域。

红色的线...........显示当前所显示的区域。

③	［再次计算］

如果按下此按钮，就会显示当前所选数据的Mura 数值。

变更边框、阈值、高级设置的参数后，如果不再次计算，就不会更新结果。

④	列表

[Mura]

综合 Mura 亮度 Mura 和色度Mura 的综合

亮度Mura 亮度 Mura

色度 Mura 色度 Mura

[ 亮度 Mura 指标 ]

L* 边缘面积 阈值以上的像素数的比例

不均匀亮度面积 阈值以上的像素数的比例

最大亮度差 明暗部的最大值

[ 色度Mura 指标 ]

C* 边缘面积 阈值以上的像素数的比例

不均匀色度面积 阈值以上的像素数的比例

最大色度差 色度的最大值

※各个值都可以通过右键菜单复制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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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高级设置

点击此按钮后，显示高级设置页面。（详细内容请参照“4.	高级设置”。）

⑥	数据操作

CA-Mura 软件启动时从 CA-S25w 软件的数据列表中选择了多个数据时有效的按钮。

［＜	前一数据］	 如果按下此按钮，就会选择前一条数据。

［下一数据	＞］	 如果按下此按钮，就会选择后一条数据。

⑦	工具栏

工具分别代表如下意思。操作亮度Mura 评估指数和色度Mura 评估指数中显示的 4个图像时使用。

选择	 可选择的状态。

放大	 操作 ON时，如果将鼠标光标放到画面上，鼠标指针的形状就会变为“放大”。可以通过

拖拽指定要放大的区域，然后放大显示该区域的图像。

	 另外，左键点击鼠标可以继续放大，最大可放大至32倍。

缩小	 操作 ON时，如果将鼠标光标放到画面上，鼠标指针的形状就会变为“缩小”。

	 另外，左键点击鼠标可以继续缩小，返回到全区域显示。

全区域显示	 如果按下此按钮，就会返回全区域显示。

移动	 操作 ON时，如果将鼠标光标放到画面上，鼠标指针的形状就会变为“移动”。点击鼠标

时抓住图像，按拖拽的量移动该区域。

⑧	读取、保存

读取	 如果按下此按钮，就会显示“打开文件”画面。

	 为了使用设定，必须按下“再次计算”按钮。

保存	 如果按下此按钮，就会显示“保存文件”画面。

	 保存已设定的Mura 设定。

⑨	［恢复初始设定］

如果按下此按钮，就会将设定恢复成出厂时的状态。为了使用设定，必须按下“再次计算”按钮。按下 CA-Mura 的14后，将

在下次启动时反映。

⑩	＜亮度Mura 指标：L* 边缘面积＞

图像	 显示 L*	边缘图像。可以通过右键菜单复制图像。

	 阈值以上的像素用白色显示，其他像素用黑色显示。

L* 边缘阈值	 可以在下述范围内设定阈值。

设定范围 0.0	<		<	5.0（大于 0.0 小于 5.0）

	 阈值越大判断越严（边缘数量减少），阈值越小判断越松（边缘数量增多）。

11	＜亮度Mura 指标：不均匀亮度面积＞

图像	 显示不均匀亮度面积图像。可以通过右键菜单复制图像。

	 明部阈值以上的像素用白色显示，暗部阈值以下的像素用黑色显示，其他用灰色显示。

明部阈值	 可以在下述范围内设定阈值。

设定范围 0.0	<		<	5.0（大于 0.0 小于 5.0）

暗部阈值	 可以在下述范围内设定阈值。

设定范围 0.0	<		<	5.0（大于 0.0 小于 5.0）

	 阈值越大判断越严，阈值越小判断越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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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色度Mura 指标：C* 边缘＞

图像	 显示 C*	边缘图像。可以通过右键菜单复制图像。

	 显示亮度的边缘图像。阈值以上的像素用白色显示，其他像素用黑色显示。

C* 边缘阈值	 可以在下述范围内设定阈值。

设定范围 0.0	<		<	5.0（大于 0.0 小于 5.0）

	 阈值越大判断越严，阈值越小判断越松。

13 	＜色度Mura 指标：不均匀色度面积＞

图像	 可以显示不均匀色度面积图像。可以通过右键菜单复制图像。

	 根据参考值的偏移方向分成 8种颜色。

色度阈值	 可以在下述范围内设定阈值。

设定范围 0.0	<		<	5.0（大于 0.0 小于 5.0）

	 阈值越大判断越严，阈值越小判断越松。

14 	［OK］

按下按钮后，将确定各种参数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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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高级设置

① ②

⑤
④

③

①	处理设置

测量对象的宽度 (W)	 请以 mm为单位输入测量对象的宽度。

设定范围 0.00	<		<=	10,000.00

测量对象的高度 (H)	 请以 mm为单位输入测量对象的高度。

设定范围 0.00	<		<=	10,000.00

观察距离（VD）	 请以 mm为单位输入观察距离。从此处设定的距离来看的评估。

设定范围 0.00	<		<=	50,000.00

中值滤镜	 可以从以下选项中设定。

设定范围 无、3×3

	 通常请在 3×3下使用。直接评估测量数据时，请选择“无”。

②	L*a*b* 转换WP

使用最频值	 复选框 ON时使用最频值。

XYZ	 复选框 OFF 时可以手动输入参考值。

设定范围 0.05<=		<=100,000.00

③	GMEV 参数

用于计算 GMEV 的系数。通常请直接使用初始值。

L* 边缘面积	 请根据下述条件设定数值。

设定范围 0	<=		<=	100

不均匀亮度面积	 请根据下述条件设定数值。

设定范围 0	<=		<=	100

最大亮度差	 请根据下述条件设定数值。

设定范围 0	<=		<=	100

C* 边缘面积	 请根据下述条件设定数值。

设定范围 0	<=		<=	100

不均匀色度面积	 请根据下述条件设定数值。

设定范围 0	<=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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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色度差	 请根据下述条件设定数值。

设定范围 0	<=		<=	100

④	LEV 参数

用于计算 LEV 的系数。通常请直接使用初始值。

L* 边缘面积	 请根据下述条件设定数值。

设定范围 0	<=		<=	100

不均匀亮度面积	 请根据下述条件设定数值。

设定范围 0	<=		<=	100

最大亮度差	 请根据下述条件设定数值。

设定范围 0	<=		<=	100

⑤	CEV 参数

用于计算 CEV 的系数。通常请直接使用初始值。

C* 边缘面积	 请根据下述条件设定数值。。

设定范围 0	<=		<=	100

不均匀色度面积	 请根据下述条件设定数值。

设定范围 0	<=		<=	100

最大色度差	 请根据下述条件设定数值。

设定范围 0	<=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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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同步测量

此处为方便理解以CRT为例进行说明。测量像PDP和CRT等一样会反复间歇发光的测量对象物时，只要设置相应的发光周期，

就能稳定地测量亮度，色度的分布。

下面是 CRT 测量时得到的测量结果的一个例子。左侧是忽略 CRT 的发光周期所拍摄的图像，右侧是根据发光周期在最佳曝

光时间下拍摄的图像。左侧图像因受 CRT 扫描的影响出现了本来没有的横纹杂斑，而右侧图像却没有产生类似杂斑。

	

如果是在电子束扫描下发光的 CRT，画面位置不同发光时机也不同，因此会受间歇发光影响而产生上图所示的杂斑。

另一方面，如果像 PDP 等一样整个画面同时闪烁，就不会产生像 CRT 一样的杂斑，但是每次测量的测量值都会不同。

下面是 PDP 测量时得到的测量结果的一个例子。用图表显示同步时和不同步时分别对同一部位连续进行 10 次测量后得到

的测量结果 ( 中央部分 100×100 像素的平均值 )。同步测量时可以稳定地测量亮度，色度，而不同步时测量值却出现了很

大的波动。

%0.51-

%0.01-

%0.5-

%0.0

%0.5

%0.01

%0.51

01987654321

不同步

同步

520.0-

020.0-

510.0-

010.0-

500.0-

000.0

500.0

010.0

510.0

020.0

520.0

01987654321

不同步

同步

050.0-

040.0-

030.0-

020.0-

010.0-

000.0

010.0

020.0

030.0

040.0

050.0

01987654321

不同步

同步

	 亮度	 色度

	 （用%表示 10 次测量平均值	 （10 次测量平均值对应的各测量值的差值）

	 对应的各测量值的差值）

	 x	 y

1.	 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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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用户校正

因本仪器的光谱灵敏度与 CIE1931 等色函数的差异，可能会产生亮度和色度的测量误差或者出现与客户所管理的参考值不

同的情况。遇到这种情况时，可以利用用户校正功能修正测量值。

一种是单色校正，另一种是 RGB 矩阵校正。前者只需针对一种颜色（例如白色）输入修正前后的亮度，色度值，就可以生

成修正系数，因此可以比较简便地实施用户校正。后者需要针对多种颜色（例如 RGB 或者 RGBW）输入修正前后的亮度，色

度值后计算修正系数，具有能够在较大的色度区域中获得较好修正效果的优点。

CA-2500/CA-2000 中会利用以单色校正或者 RGB 矩阵校正方法计算出的修正系数，在整个画面中统一进行修正计算，因此

可以修正整个画面的测量值。

1.3	LvT⊿uv

使用 LvT⊿uv 作为仪器的色空间可获得下列参数作为测量值。

　Lv	 : 亮度

　T	 : 相关色温

　⊿uv	 : 黑体轨迹的色差

在 LvT⊿uv 中，Lv 代表亮度，T和⊿uv 代表色彩。

〈相关色温 T和黑体轨迹⊿uv 色差的关系〉

色温指的是与某种光线具有同等色度坐标的黑体的温度（理想辐射体），但是色温仅代表黑体轨迹的颜色。

相关色温（Correlated	Color	Temperature) 是色温的广义诠释，用于表示稍微超出黑体轨迹范围的色彩。

如果某色彩位于等温线上，则等温线和黑体轨迹的交点指的就是该色彩的相关色温。等温线代表色度坐标上的曲线，是一

系列视觉上接近黑体轨迹上色温的色彩。

但是，由于色彩匹配温度线	上的所有色彩都有相同的相关色温，因此无法只用相关色温来说明色彩。

需要使用黑体轨迹相关色温 T的偏差⊿uv	来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uv 高出黑体轨迹，用“＋”表示，否则用“─”。

v

u

黑体轨迹

相关色温T

相关色温T和Δuv的关系

13000K

5000K

3000K

2300K

∆uv

0.35

0.30

0.20 0.25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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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特征波长，激发纯度

在下文所示的（x,	y）色度图中，VSCSR 曲线表示光谱轨迹，N表示白点。

在此区域中受光谱轨迹和直线 VN和 NR 包围的色彩就是光谱色，在纯紫轨迹 VR和白色点 N组成的三角形 NVR 中的色彩

就是非光谱色。

〈光谱色的特征波长和激发纯度〉

当测量所得的色度点为 C 时，对应 NC 延长线与光谱轨迹（曲线 VSCSR）的交点 S 的波长就是特征波长（dominant	

wavelength），用符号λd表示。直线 NC和 NS 的长度比指的就是激发纯度（excitation	purity），用符号 pe 表示。

〈非光谱色的补充特征波长和激发纯度〉

当测量所得的色度点为 C’时，NC’在 C’方向的延长线只与纯紫轨迹相交，而不与光谱轨迹相交。在这种情况下，对应

NC’在 N方向的延长线与光谱轨迹的交点 SC的波长指的就是补充特征波长（complementary	wavelength），用符号λC表示。

直线 NC’和 NS’的长度比指的就是激发纯度，用符号 pe’表示。

如果各个点都用以下坐标表示，（xn,	yn）:	N 的色度坐标，（x,	y）:	C 的色度坐标，（xλ,	yλ）:	S 的色度坐标，（x’,	y’）:	C’的色

度坐标，（xλ’,	yλ’）:	S’的色度坐标，即可根据下列等式得出非光谱色的刺激纯度。

	 x	-	xn	 	 y	-	yn
pe	=	 	 		=	
	 xλ	-	xn	 	 yλ	-	yn

	 x’		-	xn	 	 y’		-	yn
pe’	=	 	 		=	
	 xλ’		-	xn	 	 yλ’		-	yn

y

0.8

0.6

0.4

0.2

0
0.2 0.4 0.6 x

550 nm

600 nm

780 nm

500 nm

380 nm

S

Sc

C

C'
S'

N

V

光谱轨迹

纯紫轨迹

色度图中的特征波长

白色点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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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后没有正常工作时会显示错误信息。其原因（内容）和处置方法如下所示。

如果执行处置方法后还是显示错误信息，请断开CA-2500/CA-2000的电源，与购买时的经销店或者“服务指南”中记载的咨询窗

口联系。

2.	 错误信息

No. 错误信息 原因 ( 内容 ) 处置方法

1 CA-2500/CA-2000	通信异常。
请检查连接后，重新连接。

与 CA-2500/CA-2000 主体之间发生通信
上的异常。
自动断开与 CA-2500/CA-2000 主体的连
接。

请在菜单栏的“仪器”⇒	“连接”中执行
连接动作。

2 与 CA-2500/CA-2000 的连接失败。
请重新连接。

与 CA-2500/CA-2000 主体之间发生通信
上的异常。
自动断开与 CA-2500/CA-2000 主体的连
接。

请在菜单栏的“仪器”⇒	“连接”中执行
连接动作。

3 测量失败。
请重新连接。

与 CA-2500/CA-2000 主体之间发生通信
上的异常。
自动断开与 CA-2500/CA-2000 主体的连
接。

请在菜单栏的“仪器”⇒	“连接”中执行
连接动作。

4 温度错误。
请重启仪器。

CA-2500/CA-2000 主体内置的温度检测
监视器可能发生了故障。

请断开电源，稍等片刻后重新启动并执
行连接动作。

5 无法结束自检。
请重新执行自检。若继续显示此消息，
请向购买时的经销店咨询。

可能未与 CA-2500/CA-2000 的主体连
接。

请先确认 CA-2500/CA-2000 主体和电脑
之间是否已用 USB 电缆连接，然后重新
执行连接和仪器自检。

6 可能达到预警级别，需要注意。若达到
警报级别，将不能保持仪器的性能。

CA-2500/CA-2000 主体的测量精度正在
接近达不到规格的级别。

虽然不是立刻就无法维持仪器性能，但
建议尽早委托购买时的经销店或者制造
商进行维护。

7 仪器状态已达到预警级别。
若继续使用，测量精度可能达不到规格。
请向购买时的经销店咨询。

CA-2500/CA-2000 主体的测量精度几乎
已到了达不到规格的级别。

请立刻委托购买时的经销店或者制造商
进行维护。

8 所需文件缺失。
请重新安装软件。

识别软件的文件可能已损坏。 请重新安装软件。

9 滤镜切换中发生错误。
请重启仪器。

①	发现 CA-2500/CA-2000 主体异常。

②	有可能连接到错误的 AC适配器上。

①	请断开电源，稍等片刻后重新启动并
执行连接动作。

②	请确认是否使用了本公司指定的标
准附件或选配附件的 AC适配器（AC-
A312)。如果没有使用，请切断电源与
AC-A312 进行更换。

10 风扇没有启动。
请重启仪器。

①	发现CA-2500/CA-2000主体（冷却扇)
异常。

②	有可能连接到错误的 AC适配器上。

①	请断开电源，稍等片刻后重新启动并
执行连接动作。

②	请确认是否使用了本公司指定的标
准附件或选配附件的 AC适配器（AC-
A312)。如果没有使用，请切断电源与
AC-A312 进行更换。

11 马达没有正常启动。
请重启仪器。

①	发现 CA-2500/CA-2000 主体异常。

②	有可能连接到错误的 AC适配器上。

①	请断开电源，稍等片刻后重新启动并
执行连接动作。

②	请确认是否使用了本公司指定的标
准附件或选配附件的 AC适配器（AC-
A312)。如果没有使用，请切断电源与
AC-A312 进行更换。

12 保存在仪器内部的信息不正确。
请向购买时的经销店咨询。

CA-2500/CA-2000 主体中存储的信息不
正确。

请向购买时的经销店咨询。

13 已到需定期校正的时间。
请向购买时的经销店咨询。

已到建议定期检查，校正 CA-2500/CA-
2000 主体的时间。

请向购买时的经销店咨询。

14 无法存取文件。估计是文件不在能存取
的地方或为只读文件

可能文件不在能存取的地方或为只读文
件。

请确认文件或者文件所在文件夹的存取
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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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仪器发生异常时，请按下表所示方法进行处理。如果无法正常工作，可能是因为本仪器发生了故障，请与“服务指南”中

记载的邻近的咨询窗口联系。联系时请一并告知故障 No.。

3.	 故障检查

故 障

No.
状态 请确认 请执行

1 测量需要很长时间。 请确认累积次数。 设置了很多累积次数虽然可以提高重复性，

但同时测量时间也会变长。如果比较注重测

量时间，请设置较少的累积次数。

是否正在测量低亮度的测量对象物。 如果测量对象物的亮度较低，快门速度就会

变长，同时测量所需时间也会很长。这是为

了在适当光量下测量而积累微弱光，并不是

故障。

在增加累积次数的状态下进行低亮度测量时

需要相当长的测量时间。如要缩短测量时间，

请减少累积次数。

2 显示异常的数据。 镜头，主体镜头安装座的滤镜上是

否附有脏物等

请用干净的软布轻轻擦除。

是否隔断了外部光线。 请进行遮光，避免外部光线照入测量区域中。

荧光灯等是否照射到测量对象物上。 请进行遮光，避免照到测量区域中。特别是

低亮度画面的测量，即使是微弱的发光，漏光，

照射都会对测量结果造成很大的影响。

测量对象物是否有意料外的发光。 请观察测量对象物。特别是低亮度画面的测

量，即使是微弱的发光，漏光，照射都会对

测量结果造成很大的影响。

是否使用了附件以外的镜头。 请使用附带的镜头。

是否使用了序号不同的镜头。 请使用与主体序号相同的镜头。

镜头种类的设置是否正确。 请设置正在使用的镜头。

镜头对焦位置的设置是否正确。 请在软件中正确设置与使用情况相符的对焦

位置信息。

是否适当曝光。 手动曝光时，请在适当的曝光下测量。

请确认亮度单位和用户校正。 请根据目的正确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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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障

No.
状态 请确认 请执行

3 显示图案状的杂斑。 请稍微挪动 CA-2500/CA-2000 和测

量对象物之间的距离后，确认条纹

状的杂斑是否发生变化。

如果条纹状杂斑的状态发生了变化，说明产生

了叠栅条纹。请调节与测量对象物之间的测量

距离，修改为难以产生叠栅条纹的设置。

是否是圆条纹状图案。请稍微挪动

CA-2500/CA-2000 和测量对象物之间

的视角位置（上下左右）后，确认图

案的位置是否发生变化。

如果图案位置没有改变，说明是CA-2500/CA-

2000固有的图案，并不是故障。CA-2500/CA-

2000 中很少会含有图案状的杂斑。请稍微降

低显示灰度后再使用。

4 测量值偏差过大。

画像不光滑。

请确认是否在适当曝光下测量。 手动曝光下曝光不足时会出现很大偏差，因

此请在不会过度曝光的范围内尽可能加大光

量后再进行测量。

请确认是否正在测量低亮度。 越接近低亮度测量界限，所获得的视频信号

的干扰也会越大，会出现测量值偏差或者图

像不光滑等情况，但这并不是故障。

请确认累积次数是否变少。 减少累积次数虽然可以缩短测量时间，但也

会增大偏差或者形成粗糙的图像。如果与测

量时间相比更加注重减少偏差，请尽可能增

加累积次数。

5 用户校正没有正常发挥功能。 请确认用户校正的系数是否正确。 请使用与目的相符的用户校正方法，修正系

数。

6 数据的像素数过少

( 少于 980×980 像素 )。

请确认数据处理范围。如果设为在

全测量区域中进行特定区域的数据

处理时，像素数就会减少。

请根据目的，情况设置适宜的测量范围。

请确认显示分辨率。

显 示 分 辨 率 可 以 从 980×980，

490×490，196×196 三种中选择。

请根据目的，情况设置适宜的显示分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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