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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子微机 C R T 屏幕色标卡的原理及实现
.

,

王 晋棠

(纺织工程系 )

摘要 论述 了微机 C R T 屏幕 C IE 色标卡的实现原理
,

介绍 了相应的软件
,

并列 出

了用 T u r b o C 语言编制的程序主要部分清单
。

关键词 色标卡
;
CI 乙 v G A

0 前 言

大家知道
,

正常人眼可分辨约一千万种不同的颜色
。

为了标识这么多种不同的颜色
,

需

要有精确的数字化颜色标定系统
,

.

现在有很多颜色标定系统 ,如 q E ( x 以
,

y 万色标系统
,

孟

塞尔色标系统
、

奥斯瓦尔德色标系统
、

O S A 匀色标系统等
。

它们中有的在国际上通用
,

有的

在某个国家内通用
。

但是在纺织印染等某些领域中还使用着各
’

自的色样系统
,

这些系统不是

精确数字化的
,

使用领域是很窄的
。

随着计算机辅助设计及计算机配色在纺织印染业的推广

使用
,

迫切需要在纺织部门推广应用通用的精确数字化的颜色标定系统
。

为此首先要有一套

相应的色标卡
。

目前孟塞尔色标卡在国内较为多见
,

但 CI E (x
,
y

,

Y ) 色标卡在国内尚不多

见
。

本文论述了在具有 V G A (V id e o G r a p h ie s A r r a y )显示器的 IBM p C 2 5 6 兼容机上实现

CI E (x
,
y

,

Y ) 色标卡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

‘ 一 ’

1 V G A 显示器获得各种彩色子集的方法

自 IB M PC 个人计算机 问世以来
,

随着 PC / X T
、

PC / A T
、

PS /2 及各种 2 8 6
、

3 8母兼容机

的出现
,

与 Pc 机配套的各种性能的图形显示器也相继开发成功
。

主要有 c G A 彩色图形显

示器
、

M D A 单色图形显示器
、

H er o ul e s
单色图形显示器

、

E G A 增强型图形显示器
、

V G A 彩

色显示器及 X G A 彩色显示器等
。

1 9 9。年 IB M 公司推出的 X G A 彩色显示器在国内还不多

见
,

但基本 的及扩展的 V G A 彩色显示器在国内使用很普遍
,

连改 良型的 2 86 机也配备了

V G A 彩色显示器
。

V G A 彩色显示器具有优 良的彩色图形性能
。

它具有多种彩色和单色的文字显示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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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感兴趣的是它具有各种不同分辨率和不同颜色数的图形显示模式
。

作为图形模式中较常

用的是模式 1 2h
,

因为这种模式分辨率较高 (64 0 x 4 8 0 )
,

能在屏幕上同时显示 16 种颜色
,

而

且由于 v G A 的特性
,

这 16 种颜色可按用户要求从 2 6 2 1 4 4 种颜色
’

中选出
。

v G A 模式 1 2h 时
,

属性控制器把从显示存储器中读出的象 素值转为调色寄存器的 内

容 (6 位
,

其值为 0一 6 3 )
‘

象素值与调色寄存器的值是一一对应
,

象素值是 0一 1 5
,

而调色寄

存器 的值分别对应是 。
、

i
、

2
、

3
、

4
、

5
、

2 0
、

7
、

5 6
、

5 7
、

5 8
、

5 9
、

6 0
、

6 1
、

6 2
、

及 6 3
.

V G A 有一张颜色

对照表
,

表中有 2 5 6 个颜色寄存器
。

每个寄存器均为 18 位
,

其中红
、

绿
、

蓝三原色值各占 6

位
。

在模式 1 2 h 时
,

只用 16 个颜色寄存器
,

其余的颜色寄存器不被使用
。

这 16 个颜色寄存

器的索引号是与调色寄存器的值相对应的
,

即 。
、

1 , z 、s
、

4
、

5
、

2 0
、

7
、

5 6
、

5 7
、

5 5
、

5 9
、

6 0
、

6 2
、

6 2
、

及 63
.

例如当象素值是 8 时
,

调色寄存器的值为 56
,

而该象素的颜色 由 56 号颜色寄存器的

值决定
。

每个颜色寄存器的内容可以被应用程序改变
,

它的取值范围是 。一 2 62 1 43
,

这是 因

为 2 1 8
一 2 6 2 1 4 4 一 2 5 6K

,

而三原色的取值范 围都是 。一 63
.

三原色取值不同就会对应有不同

的颜色
,

三个原色值表示这三种原色在这颜色中所占的相对分量
。

这样最多可有 2 5 6K 种颜

色可变
。

由于只用到 16 个颜色寄存器
,

因此在一屏幕上最多只能同时显示 16 色
,

这 16 种颜

色组成了一个彩色子集
。

改变这 16 个颜色寄存器的值便可得到一个新的彩色子集
。

通过寄

存器 3C 8 h 和 3 C gh 改写颜色寄存器的内容是得到新彩色子集的方法之一
。

写索引号 (如 56

号 )到 3C 8h
,

然后连续写三个字节 (每个字节 6 位有效 )数据到 3C gh
,
这

.

样便改写了 56 号颜

色寄存器的值
。

这里三个字节的数据
,

第一个为红色值
,

第二个为绿色值
,

第 三个为蓝色值
,

每个值均为 6 位
。

这样一个一个地改写颜色寄存器的值便可得到新的彩色子集
。

另一种得

到新彩色子集的方法是利用 BI O S 中 IN T l o h
、

子功能 1 0 h
,

即
’

输入参数
:
A H 一 1 0h

,

A L 一 1 0h
,

BX 一颜色寄存器索引号

D H = 红色值 (o一 6 3 )
,

C H 一绿色值 (o一 6 3 )

C L 一 蓝色值 (0 一 6 3)

返回值
:

无

这里 BX 的值为需改写的颜色寄存器的索引号
。

这样一个一个地改写颜色寄存器的值也可

得到新的彩色子集
。

2 监视器 R G B 原色系统与 CIE
一
X Y Z 原色系统的转换

在屏幕上每一种颜色都对应着一组红
、

绿
、

蓝三原色的值
。

用一组红
、

绿
、

蓝三原色来标

识屏幕上显示的某一种颜色
,

这是一种颜色标识方法
,

许多 C A D 系统中都使用这种标识方

法
。

但这种标识方法缺乏通用性
,

因为监视器 R G B 原色系统不同于 电视 P A L 原色系统
,

也

不同于国际通用的CI E
一
X Y Z 原色系统

。

为了增加通用性
,

应该用国际通用的 CI E ( x
,
y

,

Y )

值来标识
。

要将屏幕上显示的各种颜色以 CI E ( x
,
y

,

Y )值标识
,

必须将每一种颜色的三原

色分量值转换成相应的 C IE (x
,
y

,

Y ) 值
,

这里 x 和 y 是某颜色在 CI E 色度图上的坐标值
,

Y

是亮度值
。

监视器 R G B 原色系统三原色的 CI E 坐标值分别是
:

红 x R ~ 0
.

6 2 8 , y R
= 0

.

3 4 6
, z R

= 0
.

0 2 6

绿 x e
= 0

.

2 6 8
,
少e = 0

.

5 8 8
, z G

= 0
.

1 4 4

j

\

白~ - - - - - - - - - -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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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 x B
= 0

.

1 5 0
,

y B
= 0

.

0 7 0
, z B

= 0
.

7 8 0

这 系统 的参 照 白光是 CI E 标准 照明体 D
6 。 ,

其

1
.

0 0 0
,

Z w = 1
.

0 8 9
.

CIE 三刺激值为 X w ~ 0
.

9 50
,

Y w -

如果 已知某颜色 C 在监视器 R G B 原色系统中的三原色相对分量 R
。 、

G
。

和 B
。 ,

则颜色 C

在 C IE
一

x Y Z 原色系统中的三刺激值 X
。 、

Y
。

和 z
。

可用下式计算
:

尺GcBc匕dQ山Q�,
.�
匕01上00口0004 7 6

2 6 2

0 2 0

0
.

2 9 9

0
.

6 5 6

0
.

1 6 1

n��UO

一一

Xc矶zc

而颜色 C 在 C IE 色度图上的坐标值及亮度值为

X
。

x 一 又 + Y
。

+ zc
·

Y
。

y 一 x
。

+ Y
。

+ Zc

Y
。

r 一 旎

3 关于 C o lo r a t一a s 软件

Col or at la s
是运用上述原理和方法开发了一个应用软件

,

它是用 T 盯bo C 2
.

0 编程的
。

应用这个软件
,

能在具有 V G A 卡的 I BM PC 28 6 各种兼容机的屏幕上显示 22 5 页色标卡
,

每页上有 15 个色标样
,

每个色标样下都有该色标样的 C I E (x
, y ,

Y ) 值
,

它们的背景色按规

定为中性灰色 (Y 一 。
,

2 0)
.

这样共有 3 3 7 5 个色标样
。

C o lo r a t la s 程序首先设置显示模式为 V G A 1 2 h
,

然后 利用 B IO S 中 I N T l o h
、

子 功能

1 0h 得到 2 25 个彩色子集
,

并把各个色标样的三原色分量值
,

转换成相应的 C IE (x
, y ,

Y ) 值

将这 2 25 个彩色子集逐页地在屏幕上显示出来
。

这里把其中最主要子函数的程序清单列出

如下
:

V o id S e t b e o lo r ( v o id )

u n io n R E G S r e g s ;

in t i
,

]
,

k
, a ,

b ; 份

in t r s
[ 〕= {1

,

2
,

3
,

4
,

5
,

2 0
,

7
,

5 6
,

5 7
,

5 8
, ’

5 9
,

6 0
,

6 1
,

6 2
,

6 3 } ;

in t e
[〕= {6 3

,

5 8
,

5 4
,

4 9
,

4 5
,

4 0
,

3 6
,

3 1
,

2 7 ,

2 2
,

1 8
,

1 3
,

9
,

4
,

0 } ;

r e g s
.

h
.

a h = OX 1 0 ;

r e g s
.

h
.

a l一 o X l o ;

r e g s
.

x
.

b x 一 o ;
_

r e g s
.

h
.

d h 三 1 3 ;

r e g s
.

h
.

e h = 1 5 1
r e g s

.

h
.

e l= 1 3 ;

i n t 8 6 ( oX l o
,

& r e g s ,

& r e g s ) ;

—
一一- ‘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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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一

(i = 1 ; i < =
,

1 5 ; + + i )

{
a = c

〔i 一 1〕
;

.

fo r (少 ~ 1 ; j < ~ 1 5 ; + 十 j)

{

b 一
。

〔j 一 1〕

fb r ,(k 一 l ; k < 于 1 5 ; + + k )

{
r e g s

.

h
.

a h 一 0 X 1 0 ;
’

r e g s
.

h
·

a l于 0 X 1 0 ;

r e g s
·

x
.

b x 一 r s
[k 一 1〕

;

r e g s
.

h
.

d h 二 a ;

r e g s
.

h
.

e h “ b ;

r e g s
·

h
, el一 c

[k 一 1〕
;

in t 8 6 (o X z o
,

乙 r e g s ,

& r已9 5 ) ;

}

C o lo r D em o () ;

}

其 中 Col 。:
D e m o( )是计算和显示子 函数

,

这里不再详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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