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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介绍了染料与颜料的发展历史，也就是着色与配色的历史，从光物理光化学角度阐述了染料
与颜料的呈色机理，从心理学、生理学、物理学等方面对颜色的意义和作用以及有关测色与配色的理
论作了系统说明；以国际照明委员会推荐的色度学规定及测色方法讲明了颜色与色差的定量方法；推
荐出一批20世纪90年代的新型测色仪器，对计算机测配色原理与应用及在不同基质材料上的着色与配
色、着色剂的要求和选择、配色与酉访等都进行了详尽的叙述。
本书内容新颖、详实、系统、全面，可以供与着色有关的行业中的工程技术人员、技术工人参考，也
可以供相关大专院校师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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