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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ＣＩＥＬＡＢ色空间的红葡萄酒颜色直观表征

李运奎１　韩富亮１　张予林１　王　华１，２

（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葡萄酒学院，陕西杨凌 ７１２１００；２．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合阳）葡萄试验示范站，合阳 ７１５３０１）

摘要：现有红葡萄酒颜色特征的表征方法，很难形象地描述和传递葡萄酒颜色信息。基于 ＣＩＥＬＡＢ色空间，构建了

高清色彩平面（Ｌ＝６０），以红葡萄酒颜色的彩度分布图、明度分布图和特征颜色图，并结合可见吸收光谱图，直观

地表征红葡萄酒的颜色特征。采用该方法和传统的 ＣＩＥＬＡＢ参数分析法，对我国各产区 １０款陈酿型赤霞珠干红葡

萄酒颜色特征的研究表明，该方法可以完整而直观地呈现 ＣＩＥＬＡＢ参数信息，并可给出具体的酒样特征颜色；供试

酒样间颜色特征差异显著，但都存在颜色过快老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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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颜色是葡萄酒的重要感官特征，与香气和口感

等不同，颜色往往是影响消费者选购决策最直接的

因素，它与葡萄酒品质、类型、贮存性，甚至营养价值

等都有重要关系
［１－２］

。葡萄酒颜色的研究对葡萄酒



酿造工艺优化、过程质量控制、品质鉴别与提升、风

格特色认定等有重要意义
［３－４］

。目前相关研究包括

葡萄酒颜色的影响因素
［３－１１］

，如花色苷、单体酚等

关键成分的组成与含量，葡萄品种、栽培与管理措

施、原料成熟度状况、酿造工艺以及陈酿条件等；葡

萄酒颜色演化规律
［５］
；葡萄酒颜色特征的描述与评

价等
［３，１２－１３］

。

葡萄酒颜色特征方面的研究，传统的 Ｇｌｏｒｉｅｓ参
数法采用色度与色调描述葡萄酒颜色，这 ２个参数
由酒样在４２０、５２０、６２０ｎｍ波长处的吸光度计算而

来
［１３］
。该方法由于实验简便，并能从一定程度上反

映酒样的颜色状况而曾被广泛采用。ＣＩＥＬＡＢ色空
间法抓住颜色的 ３个基本属性：色调、色度和明度，
根据酒样在 ４５０、５２０、５７０、６３０ｎｍ波长处的吸光度

计算得到３个彼此独立的参数 Ｌ（明度）、ａ（红／

绿色彩通道）和 ｂ（黄／蓝色彩通道）［３，１４－１６］，并将

其与三维坐标轴对应从而构建 ＣＩＥＬＡＢ色空间。任
意颜色都可以在该空间中找到其对应的一点，颜色

的色彩变化用 ａ和 ｂ参数描述，层次变化用 Ｌ参

数描述。由于它是一种基于人类生理特征而设计的

能完备描述人类视觉色域、与设备无关并具有较好

视觉均匀性的颜色系统，ＣＩＥＬＡＢ色空间法已成为

最流行的葡萄酒颜色评价方法
［３－４，１７－１８］

。

ＣＩＥＬＡＢ色空间为葡萄酒颜色特征的直观表征
创造了条件。然而，当前的研究一般只简单地比较

Ｌ、ａ与 ｂ等各参数数值、变化规律、与关键成分

含量相关性等，很难形象化和直观性地描述和传递

葡萄酒颜色信息。王宏等
［３］
对 １０个新红葡萄酒的

ＣＩＥＬＡＢ参数进行了计算，并初步在 ＣＩＥＬＡＢ空间中

采用色度和明度图表征红葡萄酒颜色，陈晓艺等
［１２］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红葡萄酒颜色进行了量化分

级。ＢＯＩＳＩＥＲ等［１３］
给出了２３０个酒样在 ＣＩＥＬＡＢ色

空间中的分布情况。这些研究尝试在 ＣＩＥＬＡＢ色空
间中直观表达葡萄酒 色度和明度 等 信 息，使

ＣＩＥＬＡＢ参数以可视的图像呈现。本文一方面构建
高清（２８８０像素 ×２８８０像素）ＣＩＥＬＡＢ色空间彩度
和明度分布图，并进一步给出各酒样的特征颜色，

挖掘酒样在 ４００～７８０ｎｍ可见光区吸收光谱的颜

色信息，直观表征葡萄酒颜色特征。另一方面，目

前对国内各产区红葡萄酒颜色特征的报道较少，

尤其对同品种不同产区红葡萄酒颜色特征的报道

更少，本文研究国内各产区陈酿型赤霞珠干红葡

萄酒的颜色特征，以期为相关研究和生产提供

参考。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与试剂
以云南、新疆、甘肃、宁夏、河北、陕西和山东几

大产区共１０款２０１１年份陈酿型赤霞珠干红葡萄酒
为试材。酒石酸钾钠、硫酸铜、葡萄糖、氢氧化钠、

碘、碘化钾、盐酸、硫酸、淀粉、邻苯二甲酸氢钾、酚酞

与亚甲基蓝等药品均为分析纯，由上海阿拉丁生化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实验用水为去离子水。

１２　仪器与设备
ＵＶ １７５０型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日本岛津公

司；芯硅谷一次性无菌针式过滤器及 ０４５μｍ微孔
滤膜由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１３　方法
酒精度、残糖、干浸出物、总二氧化硫与游离二

氧化硫、ｐＨ值、总酸和挥发酸含量的测定方法参照
文献［１９］。

去离子水作参比，将葡萄酒样品经 ０４５μｍ滤
膜过滤后，采用２ｍｍ光程玻璃比色皿，用ＵＶ １７５０
型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扫描酒样在可见光区 ４００～
７８０ｎｍ内的吸收光谱，间隔１ｎｍ，每酒样重复３次。

ＣＩＥＬＡＢ参数计算选用 １０°观察者视场，Ｄ６５标
准白光源

［３，１７］
。将吸收光谱中４５０、５２０、５７０、６３０ｎｍ

波长处的吸光度校正到１ｃｍ光程后，参数 Ｌ、ａ与
ｂ ［３，１４，２０－２１］计算公式为

Ｌ ＝１１６ (ｆ ＹＹ )
ｎ
－１６ （１）

ａ (＝５００ (ｆ ＸＸ )
ｎ
－ (ｆ ＹＹ ) )

ｎ
（２）

ｂ (＝２００ (ｆ ＹＹ )
ｎ
－ (ｆ ＺＺ ) )

ｎ
（３）

其中　Ｘ＝１９７１７Ｔ４５０＋１８８４Ｔ５２０＋４２５３９Ｔ５７０＋
３２４７４Ｔ６３０－１８４１ （４）

Ｙ＝７９５０Ｔ４５０＋３４７６４Ｔ５２０＋４２７３６Ｔ５７０＋
１５７５９Ｔ６３０－１１８０ （５）

Ｚ＝１０３５１８Ｔ４５０＋４１９０Ｔ５２０＋０２５１Ｔ５７０－
１８３１Ｔ６３０＋０８１８ （６）

Ｔｉ＝１０
－Ａｉ　（ｉ＝４５０，５２０，５７０，６３０） （７）

ｆ（Ｉ）＝

１
３槡Ｉ （Ｉ＞０００８９）
８４１
１０８
Ｉ＋４
２９

（Ｉ≤０００８９{ ）
（８）

式中　Ａｉ———吸光度　　Ｔｉ———透光率
Ｘ、Ｙ、Ｚ———样品三刺激值
Ｘｎ、Ｙｎ、Ｚｎ———Ｄ６５标准白光三刺激值，取

９４８２５、１０００００、１０７３８１
进一步根据样品 Ｌ、ａ和 ｂ计算样品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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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ｂ、色调 ｈａｂ和色差 ΔＥ

ａｂ
［３，２０］

，公式为

Ｃａｂ＝ ａ２＋ｂ槡
２

（９）

ｈａｂ＝ａｒｃｔａｎ
ｂ

ａ
（１０）

ΔＥａｂ＝ （ΔＬ）２＋（Δａ）２＋（Δｂ）槡
２
（１１）

其中 ΔＬ ＝Ｌ１ －Ｌ

２ （１２）

Δａ ＝ａ１ －ａ

２ （１３）

Δｂ ＝ｂ１ －ｂ

２ （１４）

式中下标“１”和“２”分别表示参照酒样和一般酒样。
１４　数据处理

使用 ＯｒｉｇｉｎＰｒｏ８、ＩＢＭ ＳＰＳ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２２以及
Ｆｉｒｅｗｏｒｋｓ８完成吸收光谱绘制、数据统计分析、高清
ＣＩＥＬＡＢ色空间彩度和明度分布图以及葡萄酒特征
颜色图绘制。

２　结果与分析

经分析，１０款酒样酒精度、残糖、干浸出物、总
二氧化硫和挥发酸等常规理化指标符合 ＧＢ／Ｔ
１５０３７—２００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酒样颜色特征
进行分析和直观表征。

２１　ＣＩＥＬＡＢ参数分析
根据酒样在４００～７８０ｎｍ可见光区的光吸收情

况，提取４５０、５２０、５７０、６３０ｎｍ波长处的吸光度并校
正到１ｃｍ光程后，利用式（１）～（３）、（８）～（１１）计
算 ＣＩＥＬＡＢ颜色参数 Ｌ、ａ、ｂ、Ｃａｂ、ｈａｂ和 ΔＥ


ａｂ，结

果如表１所示。明度 Ｌ代表酒样明暗程度，取值０～
１００［１７］。由表１可见，供试酒样整体明度较低，酒体光
泽度一般。酒样间明度差异显著，４号酒样最高，为

３９２，颜色最明亮；１０号酒样最低，为１２５，颜色最暗。
红／绿色彩通道 ａ代表酒样红绿色程度，在人

眼色域内，取值 －１００（绿色）～１００（红色）［１７］。由
表１可见，供试酒样的 ａ较高，在 ４３２～５４０之
间，说明酒体颜色中红色分量都较大；彼此间差异显

著，其中最大者为 ４号酒样，最小者为 １０号酒样。
黄／蓝色彩通道 ｂ代表酒样黄蓝色程度，取值 －１００
（蓝色）～１００（黄色）［１７］。由表 １可见，供试酒样的
ｂ较高，在１３１～５８０之间，说明酒体颜色中黄色
分量较大；彼此间差异显著，其中最大者为 ４号酒
样，最小者为１０号酒样。

色度 Ｃａｂ包含 ａ
和 ｂ分量的贡献，表征颜色集

中于色调的程度，等效于吸收光谱集中于波峰的情

况，其值越大，颜色越集中，色彩饱和度越高
［３，１８］

。

由表１可见，供试酒样的色度较高，在 ４５１～７９２
之间，说明酒体色彩饱和性较好；彼此间差异显著，

其中最大者为４号酒样，最小者为１０号酒样。色调
ｈａｂ是色彩的首要也是最重要的特征，表征色彩的总
体倾向，等效于吸收光谱的波峰位置，取值 ０°（或
３６０°）、９０°、１８０°和２７０°分别为红色、黄色、绿色和蓝
色色调

［３，１７－１８］
。对红葡萄酒而言，ｈａｂ一般介于 ０°～

９０°之间，其值越小代表酒体越倾向于呈紫红或宝石
红（新红葡萄酒的颜色特征），其值越大代表酒体越

倾向于瓦红或砖红（陈酿红葡萄酒的颜色特征）。

由表 １可见，供试酒样的 ｈａｂ值较高，在 １６９°～
４７０°之间，说明酒体颜色已不再是新红葡萄酒的紫
红色，正向陈酿红葡萄酒的瓦红色发展。酒样间 ｈａｂ
差异显著，其中最大者为 ４号酒样，最小者为 １０号
酒样。

表 １　酒样 ＣＩＥＬＡＢ参数

Ｔａｂ．１　ＣＩＥＬＡＢ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ｔｅｎｗｉｎｅｓａｍｐｌｅｓ

序号 Ｌ ａ ｂ Ｃａｂ ｈａｂ／（°） ΔＥａｂ

１ ３３５±０３ｃ ５１３±０７ｂ ４８７±１０ｂ ７０７±１２ｂ ４３５±０２ｂ ４２１±２９ｂ

２ １５４±０８ｈ ４６４±０５ｄ １９７±１７ｇ ５０４±１２ｆｇ ２２９±１５ｇ ７８±１３ｅ

３ ２３１±１３ｅ ４６２±０５ｄ ３２８±２３ｄｅ ５６７±１７ｅ ３５４±１６ｄ ２２６±３７ｃｄ

４ ３９２±１３ａ ５４０±２０ａ ５８０±２６ａ ７９２±３２ａ ４７０±０４ａ ５３３±４０ａ

５ ２１１±０８ｆ ５０９±０５ｂ ３１０±１５ｅ ５９６±１２ｄ ３１３±１０ｅ ２１３±３４ｄ

６ ２４６±０６ｄ ５０４±０６ｂｃ ３５７±１３ｄ ６１７±１２ｄ ３５３±０６ｄ ２６６±２１ｃ

７ １５７±１１ｈ ４４５±０９ｅ １９５±２２ｇ ４８６±１７ｇ ２３７±２０ｇ ７３±４３ｅ

８ １７６±０６ｇ ４６０±０６ｄ ２３７±１２ｆ ５１７±１０ｆ ２７２±０９ｆ １２１±０５ｅ

９ ３５７±０５ｂ ４９２±０３ｃ ４２９±０９ｃ ６５３±０６ｃ ４１１±０６ｃ ３８３±２７ｂ

１０ １２５±０８ｉ ４３２±０４ｅ １３１±１６ｈ ４５１±０９ｈ １６９±１８ｈ ０ｆ

　　注：１～１０表示来自云南、新疆１、甘肃１、宁夏、河北１、河北２、陕西、山东、甘肃２与新疆２（数字表示子产区）产区的赤霞珠干红葡萄酒，下

同；计算色差时，选取１０号酒样为参照；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 Ｄｕｎｃａｎ多重比较在 Ｐ＜００５水平差异显著。

　　总色差 ΔＥａｂ包含 Ｌ
、ａ和 ｂ ３个分量的贡

献，表征酒样间颜色总体差异程度，其值越大，差异

越显著，一般来说，６以上的色差将带来强烈的色彩
差异感

［３，１７］
。当选择 １０号酒样作为参比时，由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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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供试酒样的色差较大，在 ７３～５３３之间，说
明尽管酒样年份相同，但由于产区、原料状况和酿造

工艺等差异，酒体颜色差异显著。与参考酒样差异

最大的是 ４号酒样，色差为 ５３３；差异最小的是 ７
号酒样，色差为 ７３，已达到引起强烈色彩差异的
程度。

传统的从 ＣＩＥＬＡＢ参数数据分析葡萄酒颜色特
征，面临数据数量庞大、纷繁复杂且缺乏直观性和形

象化的问题。以下将构建高清 ＣＩＥＬＡＢ彩度和明度
分布图，以及各酒样特征颜色，挖掘酒样吸收光谱的

颜色信息，更直观和形象地表征葡萄酒颜色特征。

２２　ＣＩＥＬＡＢ彩度与明度分布图
ＣＩＥＬＡＢ空间中的任何一个颜色，可以分解为 ３

个正交的独立参数 Ｌ、ａ和 ｂ。其中 Ｌ体现颜色
的明暗和层次，ａ和 ｂ体现颜色的色彩。单独分
析这２类参数有利于直观表征颜色特征。

首先分析色彩参数 ａ和 ｂ。当 Ｌ取定值时，
ａ和 ｂ将确定一个色彩平面，随着 Ｌ从０～１００连
续变化而出现的众多色彩平面便组成了 ＣＩＥＬＡＢ色
空间。本文将多个酒样的颜色在某色彩平面上的投

影图称为酒样颜色的彩度分布图。取 Ｌ＝６０，由于
红葡萄酒 ｈａｂ一般介于 ０°～９０°之间，只需绘制色彩

平面的第一象限（ａ的范围为０～６０，ｂ的范围为
０～６０，２８８０像素 ×２８８０像素），再将 １０个酒样的
颜色投影到此平面，从而得到１０个酒样颜色的彩度
分布图，如图 １所示。表 １中的 ａ、ｂ、Ｃａｂ、ｈａｂ和

ΔＥａｂ等参数的信息及彼此关系，酒体的颜色特征等
都被直观地呈现出来。供试酒样红色分量较大，最

大与最小者分别为 ４号和 １０号酒样。供试酒样间
的黄色分量差异较红色分量更大，１０号酒样的 ｂ

最小，黄色色调较弱；４号酒样的 ｂ最大，黄色色调
明显。各颜色投影点到原点的距离即为相应酒样的

色度 Ｃａｂ，其所在直线与 ａ
轴夹角即为色调 ｈａｂ。各

酒样色彩饱和度高，４号酒样最高，１０号酒样最低。
各酒样色调差异较大，１０号酒样呈现明显的紫红
色，黄色色调贡献弱；４号酒样呈橙红色，黄色色调
贡献明显。总色差 ΔＥａｂ与颜色投影点间的距离相
关，距离越大，色差越大。此时无需选择某个酒样作

参考，通过彩度分布图可直观看出１０号与４号酒样
色差最大，７号与２号酒样色差最小。

其次分析明度 Ｌ。如图 １右侧图所示，左侧
Ｌ轴从０变化到１００（ａ＝０，ｂ＝０），酒样以带编号
的圆斑表示，依据 Ｌ排列圆斑位置，并给予相应明
暗程度的着色，由此构成了各酒样颜色的明度分布

图。从图中可以直观看出酒样颜色偏暗，酒样间差

异较大，４号酒样颜色最明亮，１０号最暗。

事实上，酒样所呈现的颜色是 Ｌ、ａ和 ｂ参数
综合呈现的结果，除了分解参数剖析各酒样颜色特

征外，在生产实践和研究中，更需要给出各酒样的特

征颜色。

图 １　酒样 ＣＩＥＬＡＢ彩度与明度分布图

Ｆｉｇ．１　Ｃｏｌｏｒｆｕｌｎｅｓｓ（ｌｅｆｔｐａｎｅｌ）ａｎｄｌｉｇｈｔｎｅｓｓ

（ｒｉｇｈｔｐａｎｅ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ｅｎｗｉｎｅｓａｍｐｌｅｓ
　
２３　酒样特征颜色图

传统的 ＣＩＥＬＡＢ颜色分析方法只能给出相关参
数数据，不能给出特征颜色，无法对酒样颜色进行直

观表征。如图２所示，酒样以带编号的圆斑表示，依
据 Ｌ排列圆斑位置，综合 Ｌ、ａ和 ｂ参数的贡献
给予圆斑相应的着色，由此给出了各酒样的特征颜

色，即在自然观察条件下的酒体颜色（自然白光、１０°
观察视角）。可见，４号酒样颜色亮丽，但黄色色调
较重，呈橙红色；１０号酒样颜色较暗，但红色色调
较重。

图 ２　酒样的特征颜色图

Ｆｉｇ．２　Ｆｅａｔｕｒｅｃｏｌｏｒｏｆｔｅｎｗｉｎｅｓａｍｐｌｅｓ
　
２４　酒样可见吸收光谱特征

在葡萄酒颜色特征的研究报道中，较少探讨酒

样在可见光区的吸收光谱特征。事实上，吸收光谱

是葡萄酒中所有有色成分所呈现的宏观的颜色特

征，与葡萄酒酒龄、酒种、成分、品种、工艺等有紧密

关系，并与 ＣＩＥＬＡＢ参数相关。１０个酒样在 ４００～
７８０ｎｍ可见光区的吸收光谱见图 ３。可见，各吸收
光谱曲线的总体趋势一致，升降幅度接近，这说明

１０款酒的酒龄相近，并推测花色苷等呈色成分的组
成比例相近。酒中有色物质对光的吸收主要集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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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酒样在可见光区的吸收光谱图

（吸光度已校正到 １ｃｍ光程）

Ｆｉｇ．３　Ｖｉｓｉｂｌｅ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ｓｐｅｃｔｒａｏｆｔｅｎｗｉｎｅｓａｍｐｌｅｓ
　
６３０ｎｍ以前。各吸收光谱在 ５２０ｎｍ附近都有微弱
的出峰，这反映了酒样中二甲花翠素３Ｏ葡萄糖苷
依然占据一定比例，但 ５２０ｎｍ处相比于 ４５０ｎｍ处
的吸光度相差并不大，说明酒样已经有一定的酒龄。

一般来说，随着陈酿的进行，单体花色苷逐渐向酰

化花色苷和吡喃花色苷等复杂花色苷转化
［５］
，相

应的吸收光谱特征是：５２０ｎｍ处的峰值逐渐降低，
甚至与 ４５０ｎｍ相平或更低。王宏等［３］

研究了 １０
款新红葡萄酒的吸收光谱，在５２０ｎｍ处出峰明显，
其吸光度较 ４５０ｎｍ处高出 ５０％左右；而陶永胜
　　　　

等
［４］
对 １２款 ３～２３ａ酒龄的红葡萄酒吸收光谱分

析表明，５２０ｎｍ处没有出峰，且其吸光度较４５０ｎｍ
处更低。

图３所示各酒样吸收光谱间差异较大的是吸光
度，最大的 ２号酒样吸光度是最小的 ９号酒样的
２倍左右，这反映了供试酒样间花色苷等呈色物质
含量的差异。对酒样成分分析表明，２号酒样总花
色苷和单体花色苷质量浓度分别为 １１４４ｍｇ／Ｌ和
５４４ｍｇ／Ｌ；９号酒样为 ７２３ｍｇ／Ｌ和 ３３１ｍｇ／Ｌ。
这种差异是产地生态条件、栽培管理措施、酿酒工艺

等差异的综合表现。

进一步研究 ５２０ｎｍ 处吸光 度、５２０ｎｍ 与
４５０ｎｍ处吸光度差、酒龄、总花色苷含量与 ＣＩＥＬＡＢ
参数间的相关关系，酒样包括本文的 １０款酒龄 ４ａ
的酒样、王宏等

［３］１０款酒龄１ａ的酒样、陶永胜等［４］

４款酒龄 ２０～２３ａ的酒样，结果见表 ２。可见，
５２０ｎｍ处出峰越明显，红葡萄酒越年轻、总花色苷
含量越高、酒体越亮丽、红色色调相比于黄色色调占

比越高、酒体紫红色越明显。结合图 ３推测，酒龄
４ａ左右是一个分水岭，更年轻的红葡萄酒 ５２０ｎｍ
处出峰明显，４ａ以上的红葡萄酒 ５２０ｎｍ处吸光度
比４５０ｎｍ处更低。

表 ２　吸收光谱与酒龄、花色苷含量、ＣＩＥＬＡＢ参数的相关系数

Ｔａｂ．２　Ｐｅａｒｓｏｎ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ｓｐｅｃｔｒａ，ｗｉｎｅａｇｅ，ｔｏｔａｌａｎｔｈｏｃｙａｎｉｎｓａｎｄＣＩＥＬＡＢ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Ａ５２０ Ａ５２０－Ａ４５０ 酒龄 总花色苷含量 Ｌ ａ ｂ Ｃａｂ ｈａｂ

Ａ５２０ １ ０９９０ －０５９０ ０９２２ ０８２３ －０８０３ －０７９１ －０８０５ －０８４３

Ａ５２０－Ａ４５０ １ －０５３９ ０９３０ ０８３８ －０７９７ －０７７６ －０７９２ －０８４０

酒龄 １ －０９０６ －０９６８ ０９６１ ０８３９ ０９２２ ０８７２

总花色苷含量 １ ０８１２ －０８４６ －０８６７ －０８６９ －０９０８

Ｌ １ －０９２５ －０６９９ －０８３６ －０７３８

ａ １ ０８８９ ０９７５ ０８８９

ｂ １ ０９６７ ０９８８

Ｃａｂ １ ０９５５

ｈａｂ １

　　注：代表在 Ｐ＜００１水平显著相关。

　　综合来看，运用高清 ＣＩＥＬＡＢ彩度分布图、明度
分布图、酒样特征颜色图以及可见吸收光谱图，在不

丢失 ＣＩＥＬＡＢ参数信息前提下，可以更直观和形象
地表征和认识红葡萄酒的颜色特征，为相关基础研

究、葡萄酒生产者以及消费者提供分析工具或参考。

３　结束语

构建了高清的 ＣＩＥＬＡＢ色空间色彩平面（Ｌ＝
６０），以酒样颜色的彩度分布图、明度分布图、酒样

特征颜色图和酒样可见吸收光谱图 ４种形式，直观
和形象地表征葡萄酒颜色特征。对我国各产区 １０
款 ４ａ酒龄的陈酿型赤霞珠干红葡萄酒的研究表
明：彩度和明度分布图可以完整给出 ＣＩＥＬＡＢ参数
信息，且更形象生动；酒样特征颜色图清晰地呈现了

酒体在自然观察条件下的具体颜色；酒样可见吸收

光谱图则直观地传递了酒龄、酒种、花色苷含量以及

ＣＩＥＬＡＢ参数等信息；供试酒样黄色色调占比较高，
酒体颜色过快老化问题明显。

００３ 农　业　机　械　学　报　　　　　　　　　　　　　　　　　２０１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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