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 

                                               GY/T 85-1988 

广播用电视图象监视器的测试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符合我国彩色电视广播标准的黑白及彩色图象监视器(以下简称监视器)。 

    本标准所规定的是监视器基本性能的测试方法。 

1  测试信号 

1.1  2T正弦平方波和条脉冲信号(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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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T正弦平方波和条脉冲信号 

    注：(1) B3脉冲沿建立时间约为 2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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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场频方波信号(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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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场方波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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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Y/T 85-1988 

1.3  带消隐的扫频信号 

1.4  多波群信号(见图 3) 

 

图 3  多波群信号 

 

l.5  阶梯波信号(见图 4) 

  

 

(a) 平均图象电平为 50％的时阶梯波信号 

 

 

 

(b)平均图象电平为 12.5％的时阶梯波信号 

 

 

 

(c)平均图象电平为 87.5％时的阶梯波信号 

 

图 4  阶梯波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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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彩条信号(见图 5) 

 

 

 

图 5  100／0／75／0彩条信号波形图 

 

1.7  15KHz方波信号(见图 6) 

 

 

图 6 

 

1.8  平场信号(见图 7) 

 

 

 

图 7  平场信号 

1.9  白底黑格信号：12×l6 

1.10  黑底白格信号：12×16 

1.11  彩色测试图信号 

1.12  单频信号 

  在视频频带内的各个单一频率的信号。 

1.13  十阶梯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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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测试环境条件 

    测试应在下面的条件下进行： 

    温度：15～35℃ 

    相对湿度：45％～75％ 

    气压：86Kpa～106Kpa 

3  测试仪器的一般连接示意图(见图 8)和测试前的准备 

 

图 8 

    按图 8将各种仪器与监视器连接好，将监视器调到正常工作状态。 

4  测试项目及其方法 

4.1反射损耗 

    在频域中，任一频率 f处的阻抗 Z(f)，相对于标称阻抗 Z。的反射损耗 

Zo + Z(f)
P = 20lg dB

Zo - Z(f)
     （1） 

    监视器在视频通道中作为一个单元在相互连接时其输入点上对地不平衡阻抗的标称值应为 75Ω。     

    此时： 

+Z(f)
-Z(f)

75
P 20 lg

75
= dB         (2) 

    在时域时，反射损耗用下列公式计算 

A1P 20 lg
Aa

= dB          (3) 

    式中：A1——入射信号幅度的峰一峰值； 

          A2——反射信号幅度的峰一峰值。 

    测试方法： 

    频域法——用反射电桥在规定的频带内测量并取其最小值。 

    时域法——用图 1中 B1信号，测得入射信号和反射信号幅度的峰峰值后，用上述公式计算。 

    当反射损耗与频率无关时，两种方法测得的结果在数量上相同。当两种方法测量的结果有差别时，

以频域法为准。 

4.2  亮度信号的波形失真 

4.2.1  定义 

    当具有限定频谱的测试信号通过亮度通道时所产生的波形失真。 

    测量四种信号的波形失真： 

    a.行频条脉冲失真 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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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2T正弦平方波失真 Kp； 

    c.2T正弦平方波与条脉冲幅度比 Kpb； 

    d.场频方波失真 K50。 

4.2.2  测试方法 

    在标准输入电平条件下，监视器输入端分别加上相应的 2T 正弦平方波及条脉冲信号、场频方波

信号及副载波填充的 10T和条脉冲信号。用示波器测量显象管被亮度信号激励的各个电极上的波形失

真。 

4.2.2.1  行频条脉冲波形失真 Kb 

    在监视器输入端加上图 1所示行频条脉冲信号。此时，监视器的输出波形如图 9所示。从条脉冲

半幅值点 m1、m2各去掉 1/μs宽度的两点间，测量条脉冲信号顶部倾斜度 a，Kb系数用
a

2
与条脉冲点

B处幅度 b的百分比来表示，即： 

                          
a

Kb =
2b

 ×100%            (4) 

 
 

图 9 

 

    或在输出端示波器上将条脉冲调到与 Kb刻度板(图 10)在 A、B、M1、M2点重合，测出条顶的最大

偏移处的 Kb，条脉冲顶部最初和最后 lμs除外。 

 

 
图 10  kb，kPb刻度板 

 

4.2.2.2  2T正弦平方波失真 Kp 

    在监视器输入端加上 2T正弦平方波信号。此时，监视器输出的波形如图 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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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调整示波器以获得便于测量的波形。波形的最大幅度为 b，波形的半幅度值点应对称地分布在垂

直轴的两边。首先测量波形半幅值点之间的时间差 T，并用毫微秒来表示，则 Kp系数为： 

t - 2T
Kp =

10T
×100%            (5) 

    然后，测出在 2T正弦平方波两侧的振铃峰值到水平轴的幅度，如图 11所示。 

    在 2T脉冲两侧第一个振铃处：K′p=a′／4b×l00％，           (6) 

    在 2T脉冲两侧第二个振铃处：K″p=a″／2b×l00％，           (7) 

    在 2T脉冲两侧第三个振铃处：K′′′p=a′′′／b×l00％。    (8) 

4.2.2.3  2T正弦平方波和条脉冲信号幅度比 Kpb 

    把图 1 的 2T 正弦平方波 B1和条脉冲 B3加到监视器输入端。此时，监视器的输出波形如图 12 所

示。 

 

 
图 12  监视器输出波形 

 

    调整示波器，使其获得便于测量的波形。A点为黑电平点，B点为条信号的中点，测量 2T正弦平

方波幅度 a，条脉冲幅度 b，则 Kpb系数为 

b - a
Kpb =

4a
×100%            (9) 

4.2.2.4  亮度通道的色度载波响应 

    在监视器输入端加入 2T 正弦平方波和条脉冲信号。按 Kpb 系数的测量调整示波器，记下条信号

的幅度 b。然后，加入副载波填充的 10T正弦平方波和条脉冲信号，监视器的输出波形如图 1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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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监视器的输出波形 

 

    测量条脉冲中点附近彩色副载波的峰峰值 a，a 与条脉冲的幅度 b 的比值，即为亮度通道对彩色

副载波的响应 J，用百分数来表示： 

a
J =

b
 ×100%                 (10) 

4.2.2.5  场频方波信号响应 K50 

    在监视器输入端加入场频方波信号。此时，监视器的输出波形如图 14所示。 

 

 
图 14 

 

    调整示波器，使其获得便于测量的波形。A 点和 B 点分别在 50Hz 方波正负顶的中点上，记下其

幅度 b。在距每一个阶跃半幅值 ml、m2为 250μs的两点间，测量方波顶面(白电平)倾斜 a，则 K50系

数为： 

a
K50 =

4b
×100%                 (11) 

4.3  亮度通道的频率响应 

4.3.1  定义 

    当不同频率的测试信号通过亮度通道时所产生的幅度相对变化。 

4.3.2  测试方法 

    在标准输入电子条件下，监视器输入端加上带消隐的扫频信号或多波群信号。用示波器测量显象

管被亮度信号激励的各个电极上的波形响应。然后分别以 0.5MHz 处或白条的幅度为基准，计算出最

大误差百分比。 

4.4  亮度信号行时间的非线性 

4.4.1  定义 

    在行扫描期间，当具有从黑电平到白电平变化的测试信号通过亮度通道时，由于电路的非线性引

起的失真。利用在行期间由黑到白的五阶梯信号，并在中间几行插入处于黑电平和白电平的信号，可

得到在不同平均电平时的最大偏差。 

4.4.2  测试方法 

    在标准输入电平条件下，监视器分别加上如图 4(b)和图 4(c)所示的平均图象电平分别为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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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87.5％的五阶梯信号，调整监视器到标准图象输出。用示波器显示显象管被亮度信号激励的电极

上的波形，测量阶梯的每一台阶电压 a与标称幅度的偏差，如图 15所示。 

 

 

 

图 15 

 

    图中，b为黑电平与白电子之间的图象信号幅度，阶梯的标称幅度为
5

b
。记录其中最大(amax)和最

小(amin)的阶梯幅度，求出最大偏差 b／5-a。 

亮度信号的行时间的非线性失真 Br为： 

b - 5a
Br =

5b
×100%           (12) 

4.5  色度信号的解调误差 

4.5.1  定义 

    解调误差包含下列三个方面： 

    a.解调角误差： 

    各同步解调器用的本振副载波相位与被解调色度信号负载波相位的偏差； 

    b.相位配合误差 

    梳状滤波器中的色度副载波的时延成分和未时延成分的相位配合误差； 

    c.幅度配合误差 

    梳状滤波器中的色度信号的时延成分和未时延成分的幅度配合误差。 

4.5.2  测量方法 

    在标准输入电平的条件下，监视器输入端的信号为在各交替行上为彩条信号，在各中间行上为黑

色电平，其波形如图 16。 

 

 

 

图 16  监视器输入波形 

4.5.2.1  解调角误差     

    把示波器接到监视器中可测量(R—Y)色差信号的适当电路点上。去掉输入信号中(R—Y)调制分

量，调整色同步副载波的平均相位。使相邻两行的平均串色输出为最小，如图 1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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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去掉 R—Y分量时剩下的串色分量 

 

    记下所需相移Ф的大小和符号(逆时针方向为正，顺时针方向为负)，做为(R—Y)的解调角误差。  

    同样，再把示波器接到可测量(B—Y)色差信号的适当电路点上。去掉输入信号中的(B—Y)调制分

量，调整色同步负载波的平均相位，使相邻二行的平均串色输出为最小。记下所需相移的大小和符号，

作为(B—Y)的解调角误差。 

4.5.2.2  相位配合误差 

    将示波器接到监视器中可测量(B—Y)色差信号的适当电路点上，去掉编码器的(B—Y)调制分量，

调整色同步副载波平均相位，使相邻两行的串色各自为最小，记下某行所需的相移Φ2，其差值ΔΦ=

Φ1-Φ2做为相位配合误差。 

4.5.2.3  幅度配合误差 

在上面测量(B—Y)解调角误差的基础上，接入输入信号中(B—Y)调制分量，断掉(R—Y)调制分量。

在示波器上测出相邻两行(B—Y)色差信号的幅度，如图 18所示。 

 

 

 

图 18  相邻两行(B—r)色差信号的幅度 

 

    其中，幅度较大的记为 A，幅度较小的记为 B。则直通信号成分与时延信号成分的幅度配合误差  

可按下式计算： 

∆
B

u =(1- )
A
×100%              (13) 

4.6  矩阵变换误差 

4.6.1  定义 

    某种色差或基色信号通常是由一定比例的各种输入信号经矩阵电路变换而成。当获得正确输出信

号而所需的输入信号比例不正确时，称为矩阵变换误差。 

    对监视器的(G—Y)矩阵及基色矩阵进行测量。 

4.6.2  测量方法 

    在标准输入电平条件下，监视器输入端加上规定电平的 15KHz方波。 

4.6.2.1  G—Y矩阵误差的测量 

    将加到编码器各输入端的信号调整到规定电平。G为最大图象信号幅度的 14％，B为 50％，R为

零。编码器输入信号的波形，如图 19所示。把示波器接到测量 G—Y的适当的电路点上，当 G—Y矩

阵有误差时，其图形如图 20所示。调整编码器 G输入端的信号幅度值到示波器上显示的 15KHz方波

幅度等于零为止，如图 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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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编码器输入信号波形 

 

 

 

图 20  监视器 G—Y信号波形(调整前) 

 

 

 

图 21  监视器 G—Y信号波形(调整后) 

 

    记下此时编码器 G输入端上的信号电平。则 G—Y矩阵误差为： 

∆
G - 0.14

G - Y = 3.63
0.75 - G

×100%             (14) 

4.6.2.2  基色矩阵误差的测量     

    将 60％最大图象信号幅度的 15KHz方波信号，加到编码器的 R、G和 B各输入端。接入示波器。

测量显象管各电极上的基色信号。对色差激励的电视机，可用差动输入示波器来测量。其波形如图

22所示。 

 

 

图 22  监视器基色信号波形 

 

    先把红基色信号的矩阵调正确。然后测量 G和 B基色信号矩阵的误差。用示波器测量显象管有关

电极上的红基色信号，记下信号电平。再去掉编码器 G和 B的输入信号，调整色饱和度旋钮，使输出

信号电平和编码器各输入端都加有输入信号时，有同样的信号电平，然后分别测量。 

    a.G矩阵误差的测量 

    把示波器按到能测量 G基色信号的显象管有关电极上。记下编码器的三个输入端同时加输入信号

时 G 基色信号输出电子 G1 和只有编码器的 G 输入端加有信号时的输出信号电平 G2。并用

×100来表示两种情况输出比的百分数，则 G矩阵误差为： η
2 1

G = G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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η
∆

G -100
G =

41
 ×100%                (15) 

    b.B矩阵误差的测量 

    把示波器接到能测量 B基色输出信号的显象管有关电极上。记下编码器三个输入端都加有输入信

号时的输出电平 B1和只有编码器的 B输入端加有信号时的输出信号电平 B2。并用 nB=B2／B1×100表示
两种情况输出比的百分数，则 B矩阵误差为： 

=
η

∆
B -100

B
89

×100%                 (16) 

4.7  直流分量恢复能力 

4.7.1  定义 

    当图象内容变化时，在显象管各相应控制极及与亮度信号，基色信号或色差信号中黑电平对应的

电平尽量保持不变的能力。 

4.7.2  测试方法 

    在标准输入电平的条件下，监视器输入端加上平场信号，然后按表 1 要求测试消隐电平(零线)

的变化，并根据表 1进行计算。 

表 1 

 

测试顺序  复合信号波形 图象信号波形 

输入信号为零

时所测出的零

线 

DC 
 

DC 

  
加指定输入的

白信号后测试

零线的变动 
 

 

计算  直流恢复率=
b - a

b
×100%    (17) 

 

    表中：P——图象信号 

          S——同步信号 

4.8  相邻行信号电平的不一致性 

4.8.1  定义 

    在时间上相继的各扫描行上显出信号或寄生信号的电平不同。 

4.8.2  测试方法 

  监视器输入端加上标准输入电平的彩条信号，记下任何时间上相继二行电平差 u。并将测得结

果用百分数表示。 

∆

4.9  相邻行信号阶跃处电平不一致性     

4.9.1  定义 

  在时间上相继的各扫描行上显示信号阶跃处电平的不同。 

4.9.2  测试方法 

  在标准输入电平条件下，在监视器输入端输入信号为，亮度通道为 50％APL的五上升阶梯信号，

在三个基色输入端依次加 2T正弦平方波和条脉冲信号，其电平为最大图象信号幅度的 50%，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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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监视器到标准图象输出。 

表  2 

输入信号 
测量点 

R G B Y 

KR(或 GR-Y) 50% 0 0 50%阶梯 

KC(或 GG-Y) 0 50% 0 50%阶梯 

KB(或 GB-Y) 0 0 50% 50%阶梯 

 

  示波器依次接到显象管每一被基色或色差信号激励的电极上。分别在输入端色同步信号平均相位

为标称值，导前 30°或滞后 30°三种情况下，测出各对应电极上的相邻两行的 2T正弦平方波和条脉

冲信号的峰峰值。如图 23所示。 

 

 图 23  监视器阴极上的信号波形 

 

测量结果按下式计算： 

                    
/

/

2(a - a )

b + b
×100%             (18) 

4.10  彩色同步的稳定性 

4.10.1  定义 

彩色副载波恢复的锁相环路的彩色同步保持范围和彩色同步引入范围。 

a.彩色同步保持范围 

  彩色副载波振荡器的频率和相位，在已和色同步信号同步的情况下，能够继续保持彩色同步的频

率范围； 

    b.彩色同步引入范围 

    彩色副载波振荡器的频率和相位，在和色同步信号尚未同步的情况下，开始同步的频率范围。 

4.10.2  测量方法 

    在标准输入电平的条件下，输入端加上标准彩条信号。监视器调整到正常的工作状态。 

    先将彩色副载波频率调整旋钮调至 fs=4433618·75Hz，然后顺时针方向缓慢转动调整旋钮，用数

字频率计测出监视器开始失去彩色时的频率 f1；再逆时针方向转动调整旋钮，记下开始彩色同步时的

频率 f2；继续逆时针旋转，测出彩色失去同步时的频率 f3；再顺时针方向转动调整旋钮，记下彩色开

始同步时的频率 f4。彩色同步保持范围为：f1－f3彩色同步引入范围为：f2－f4。 

4.11  行同步稳定性 

4.11.1  定义 

    监视器行频振荡器的行同步保持范围和行同步引入范围。 

    a.行同步保持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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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视器的行频振荡器的频率和相位，在和行同步信号尚未同步的情况下，开始同步的频 

率范围。 

4.11.2  测试方法 

    在标准输入电平的条件下，给监视器输入端加上标准彩条信号。 

    先将监视器的行频调整旋钮调至 fH=15625Hz，然后顺时针方向缓慢转动调整旋钮，用数字频率计

测出监视器行不同步开始时的频率 fH1；再逆时针转动旋钮，记下恢复同步开始的频率 fH2；继续逆时

针旋转，测出行不同步开始时的频率 fH3；再顺时针旋转，记下时行同步开始时的频率 fH4。行同步的

保持范围为：fH1—fH3。行同步引入范围为：fH２—fH４。 

4.12  图象幅度稳定度 

4.12.1  定义 

    当射束电流变化时引起监视器显示图象幅度的变化。 

4.12.2  测试方法 

    在标准输入电平的条件下，给监视器输入端加上白底黑格信号。改变射束电流的大小，记下图象

垂直或水平幅度的变化，以大者计算。 

4.13  白平衡 

4.13.1  定义 

    监视器屏幕不同亮度的各部分不出现附加颜色，并符合规定的标准白色光源(D65)的程度。 

4.13.2  测试方法 

    在标准输入电平的条件下给监视器的输入端加上去掉彩色副载波的彩条信号，分别在有、无色同

步信号的情况下，用色度计测量各灰度级的色温。 

4.14  白场不均匀性 

4.14.1  定义 

    白平衡时，屏幕上发光亮度和色度的不均匀程度分别为白场亮度不均匀性和白场色度不均匀性，

统称白场不均匀性。 

4.14.2  测试方法 

    在标准输入电平条件下，给监视器输入端加上白底黑格图象信号。测出中心区域的亮度 B０和色

度坐标 X０、Y０。然后，测出规定的区域与中心区域亮度、色度差别最大的部位上的亮度 B1和色度坐

标 X1、Y1。 

    亮度不均匀性表示为： 

∆ 0 1

0 1

2(B - B )
B =

B + B
×100%                    (19) 

    色度不均匀性表示为： 

∆
0 1

X = X - X  

∆
0 1

Y = Y - Y  

4.15  色纯度 

4.15.1  定义 

    在监视器屏幕显示某一种基色时不受其它两种基色混杂的程度。 

4.15.2  测试方法 

    在标准输入电平条件下，监视器输入端加上白底黑格信号。依次使画面呈现一种基色，如有混色，

记下位置及混色程度。 

4.16  会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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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1  定义 

    彩色显象管的三个电子束，在整个荧光屏上聚集于同一组三基色荧光体上的程度。 

4.16.2  测试方法 

    在标准输入电平的条件下，监视器输入端加上白底黑格信号。在聚焦良好的条件下，测出红绿，

蓝绿、红蓝线会聚的间距，记下中心区 A和边缘区 B中三种情况下失会聚的最大间距 a或 b。见图 24

所示。会聚误差 d用 a与屏幕宽度 H之比(或 b与屏幕高度 V之比)的百分数来表示： 

       
a

d =
H
×100%                     (22) 

                          或 
b

d =
V
×100%                     (23) 

 

 

 

图 24  会聚误差测量 

注：(1) 中心区 A是指以屏幕中心为圆心，屏幕高度的 80%为直径的圆面积。 

    (2) 边缘区 B是指中心区外，以屏幕中心为圆心，水平宽度 H为直径的圆内面积。 

4.17  图象重现率 

4.17.1定义 

彩色监视器屏幕上能将输入图象显示的比率。 

4.17.2  测试方法 

    在标准输入电平的条件下，给监视器加上标准彩色测试图信号，观察荧光屏上的图象能否全部重

现。 

4.18最大亮度 

4.18.1  定义 

    监视器荧光屏上能呈现的最大亮度。 

4.18.2  测试方法 

    在标准输入电平的条件下，给监视器送入平场信号，用亮度计测荧光屏上的亮度。 

4.19  视频最大输出(不限幅情况下) 

4.19.1  定义 

    监视器的视频放大器所能提供的最大输出。 

4.19.2  测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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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标准输入电平的条件下，给监视器送入阶梯波信号，用示波器测试视放输出端的电压幅度。 

4.20  图象水平分辨率 

4.20.1  定义 

  监视器的图象在水平方向上分辨细节的程度。 

4.20.2  测试方法 

    在标准输入电平的条件下，给监视器加上不同频率的单频信号，在监视器荧光屏的中心附近，分

别读出水平方向的图象分辨率。 

4.21  亮度鉴别等级 

4.21.1  定义 

    监视器的荧光屏上能够鉴别的亮度等级。 

4.21.2  测试方法 

    在标准输入电平的条件下，给监视器加上十阶梯行频测试信号。在荧光屏上观察亮度级别的可鉴

别程度。 

4.22  图象几何失真 

4.22.1  定义 

    由于扫描的原因，造成荧光屏上显示图象的几何尺寸和形状的失真。 

4.22.2  测试方法 

    在标准输入电平的条件下，给监视器加上白底黑格信号，用标准尺板测量荧光屏上显示图象的偏

差(见图 25)，并根据下面的公式计算失真的误差值。取其大者为图象几何失真值。 

V

c
D =

a
×100%              (24) 

H

d
D =

b
×100%              (25) 

 

 

图 25 

 

    4.23  扫描非线性失真 

    4.23.1  定义 

    由于扫描的非线性使荧光屏上显示的图象产生失真。 

    4.23.2  测试方法 

    在标准输入电平的条件下，给监视器输入端加上白底黑格信号。测量荧光屏的图象，以中心部分

的间距为准，分别计算水平方向的非线性失真和垂直方向的非线性失真。 

    水平方向扫描非线性失真： 

fdsgvfdgdfdgv
H S

D =   ×100%                    (26) 
最大－最小

标准值 

    垂直方向扫描非线性失真： 

=
−

F S
D  ×100%                       (27) 

vfhb最大－最小

标准值 

附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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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由广播电影电视部标准化规划研究所归口。 

本标准由广播电影电视部技术局负责起草。 

本标准起草负责人：张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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