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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

本标准修改采用ＩＳＯ３８６４１：２００２《图形符号———安全色和安全标志———第１部分：工作场所和公

共区域中安全标志的设计原则》（英文版）。

本标准与ＩＳＯ３８６４１：２００２相比，主要存在如下技术性差异：

———补充了安全色和对比色色度性能和光度性能的测量方法；

———补充了安全色的使用导则。

本标准代替ＧＢ２８９３—２００１《安全色》。

本标准与ＧＢ２８９３—２００１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按照ＧＢ／Ｔ１．１《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的要求重新起草了标准

文本；

———参照ＩＳＯ３８６４１：２００２《图形符号———安全色和安全标志———第１部分：工作场所和公共区域

中安全标志的设计原则》，对安全色的颜色表征、技术要求进行了修订、补充；

———根据我国相关标准，对部分术语和定义及附录进行了修订。

本标准的附录Ａ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安全生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北京市劳动保护科学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汪彤、宋冰雪、谢昱姝、朱伟、代宝乾、王培怡、吕良海、白永强、陈晓玲、王山、

陈虹桥。

本标准１９８２年首次发布，２００１年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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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全　　色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传递安全信息的颜色、安全色的测试方法和使用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公共场所、生产经营单位和交通运输、建筑、仓储等行业以及消防等领域所使用的信

号和标志的表面色。

本标准不适用于灯光信号和航海、内河航运以及其他目的而使用的颜色。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２８９４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ＧＢ／Ｔ３９７８　标准照明体和几何条件

ＧＢ／Ｔ３９７９　物体色的测量方法

ＧＢ５７６８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ＧＢ１３４９５　消防安全标志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安全色　狊犪犳犲狋狔犮狅犾狅狌狉

传递安全信息含义的颜色，包括红、蓝、黄、绿四种颜色。

３．２

　　对比色　犮狅狀狋狉犪狊狋犮狅犾狅狌狉

使安全色更加醒目的反衬色，包括黑、白两种颜色。

３．３

　　安全标记　狊犪犳犲狋狔犿犪狉犽犻狀犵

采用安全色和（或）对比色传递安全信息或者使某个对象或地点变得醒目的标记。

３．４

　　色域　犮狅犾狅狌狉犵犪犿狌狋

能够满足一定条件的颜色集合在色品图或色空间内的范围。

３．５

　　亮度　犾狌犿犻狀犪狀犮犲

在发光面、被照射面或光传播断面上的某点，从包括该点的微小面元在某方向微小立体面内的光通

量除以微小面元的正投影面积与该微小立体角乘积所得的商。

３．６

　　亮度因数　犾狌犿犻狀犪狀犮犲犳犪犮狋狅狉

在规定的照明和观测条件下，非自发光体表面上某一点的给定方向的亮度犔ｖｓ与同一条件下完全反

射或完全透射的漫射体的亮度犔ｖｎ之比。亮度因数以βｖ表示。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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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ｖ＝
犔ｖｓ
犔ｖｎ

…………………………（１）

３．７

　　亮度对比度　犾狌犿犻狀犪狀犮犲犮狅狀狋狉犪狊狋

对比色亮度犔１ 与安全色亮度犔２ 的比值，其中犔１ 大于犔２。亮度对比度以犽表示。

犽＝
犔１
犔２

…………………………（２）

３．８

　　逆反射　狉犲狋狉狅狉犲犳犾犲犮狋犻狅狀

反射光线从靠近入射光线的反方向返回的反射。当入射光线的方向在较大范围内变化时，仍能保

持这种性质。

３．９

　　光强度系数　犮狅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狋狅犳犾狌犿犻狀狅狌狊犻狀狋犲狀狊犻狋狔

逆反射在观测方向的光强度犐除以投向逆反射体且落在垂直于入射方向的平面的光照度犈┻
之商，

即：

犚＝
犐
犈┻

…………………………（３）

　　式中：

犚———光强度系数，单位为坎德拉每勒克斯（ｃｄ·ｌｘ－１）；

犐———光强度，单位为坎德拉（ｃｄ）；

犈┻
———垂直方向照度，单位为勒克斯（ｌｘ）。

３．１０

　　逆反射系数　犮狅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狋狅犳狉犲狋狉狅狉犲犳犾犲犮狋犻狅狀

逆反射面的逆反射光强度系数犚除以它的面积犃 之商，即：

犚′＝
犚
犃
＝

犐
犈┻ ×犃

…………………………（４）

犐＝犈犱
２ …………………………（５）

　　式中：

犚′———逆反射系数，单位为坎德拉每勒克斯平方米（ｃｄ·ｌｘ－１·ｍ－２）；

犚———光强度系数，单位为坎德拉每勒克斯（ｃｄ·ｌｘ－１）；

犃———试样被测面积，单位为平方米（ｍ２）；

犐———光强度，单位为坎德拉（ｃｄ）；

犈┻
———垂直方向照度，单位为勒克斯（ｌｘ）；

犈———照度，单位为勒克斯（ｌｘ）；

犱———照明光源至接受方向的距离，单位为米（ｍ）。

４　颜色表征

４．１　安全色

４．１．１　红色

传递禁止、停止、危险或提示消防设备、设施的信息。

４．１．２　蓝色

传递必须遵守规定的指令性信息。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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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３　黄色

传递注意、警告的信息。

４．１．４　绿色

传递安全的提示性信息。

４．２　对比色

安全色与对比色同时使用时，应按表１规定搭配使用。

表１　安全色的对比色

安全色 对比色

红色 白色

蓝色 白色

黄色 黑色

绿色 白色

４．２．１　黑色

黑色用于安全标志的文字、图形符号和警告标志的几何边框。

４．２．２　白色

白色用于安全标志中红、蓝、绿的背景色，也可用于安全标志的文字和图形符号。

４．３　安全色与对比色的相间条纹

相间条纹为等宽条纹，倾斜约４５°。

４．３．１　红色与白色相间条纹

表示禁止或提示消防设备、设施位置的安全标记。

４．３．２　黄色与黑色相间条纹

表示危险位置的安全标记。

４．３．３　蓝色与白色相间条纹

表示指令的安全标记，传递必须遵守规定的信息。

４．３．４　绿色与白色相间条纹

表示安全环境的安全标记。

５　技术要求

安全色的色度范围应如图１和表２所示。

满足精确颜色要求的安全色色度范围应符合表３的要求。

磷光色的对比色和亮度因数应如图１和表４所示。

含有逆反射材料的最小逆反射系数如表５所示。

对于透照材料，狓和狔坐标应在表２所给出的颜色范围内，亮度对比度应在表６所给出范围内。

满足以下条件，则认为安全色不符合要求：

ａ）　使用中的逆反射材料（表５）：光度值降低到所要求最小值的５０％以下，或者色度坐标落在表２

所给定范围的边界之外；

ｂ）　使用中的荧光材料：色度坐标落在表２所给定范围的边界之外。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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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安全色和对比色的色品区域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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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普通材料、发光材料、逆反射材料和组合材料的色度坐标和亮度因数

颜色

许用颜色范围的角点色度坐标

（标准照明体犇６５，２°视场）

１ ２ ３ ４

亮度因数β

普通材料 发光材料
逆反射材料ａ

类型１ 类型２

组合材料

红
狓 ０．７３５ ０．６８１ ０．５７９ ０．６５５

狔 ０．２６５ ０．２３９ ０．３４１ ０．３４５
≥０．０７ ≥０．０３ ≥０．０５ ≥０．０３ ≥０．２５

蓝
狓 ０．０４９ ０．１７２ ０．２１０ ０．１３７

狔 ０．１２５ ０．１９８ ０．１６０ ０．０３８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３

黄
狓 ０．５４５ ０．４９４ ０．４４４ ０．４８１

狔 ０．４５４ ０．４２６ ０．４７６ ０．５１８
≥０．４５ ≥０．８０ ≥０．２７ ≥０．１６ ≥０．７０

绿
狓 ０．２０１ ０．２８５ ０．１７０ ０．０２６

狔 ０．７７６ ０．４４１ ０．３６４ ０．３９９
≥０．１２ ≥０．４０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３５

白
狓 ０．３５０ ０．３０５ ０．２９５ ０．３４０

狔 ０．３６０ ０．３１５ ０．３２５ ０．３７０
≥０．７５ ≥１．０ ≥０．３５ ≥０．２７ —

黑
狓 ０．３８５ ０．３００ ０．２６０ ０．３４５

狔 ０．３５５ ０．２７０ ０．３１０ ０．３９５
≤０．０３ — — — —

　　ａ 根据逆反射系数确定逆反射材料的类型。

表３　普通材料和逆反射材料在色度图中更小范围的色度坐标

颜色

许用颜色范围的角点色度坐标（标准照明体犇６５，２°视场）

普通材料
逆反射材料ａ

类型１ 类型２

１ ２ ３ ４ １ ２ ３ ４ １ ２ ３ ４

红
狓 ０．６６０ ０．６１０ ０．７００ ０．７３５ ０．６６０ ０．６１０ ０．７００ ０．７３５ ０．６６０ ０．６１０ ０．７００ ０．７３５

狔 ０．３４０ ０．３４０ ０．２５０ ０．２６５ ０．３４０ ０．３４０ ０．２５０ ０．２６５ ０．３４０ ０．３４０ ０．２５０ ０．２６５

蓝
狓 ０．１４０ ０．１６０ ０．１６０ ０．１４０ ０．１３０ ０．１６０ ０．１６０ ０．１３０ ０．１３０ ０．１６０ ０．１６０ ０．１３０

狔 ０．１４０ ０．１４０ ０．１６０ ０．１６０ ０．０８６ ０．０８６ ０．１２０ ０．１２０ ０．０９０ ０．０９０ ０．１４０ ０．１４０

黄
狓 ０．４９４ ０．４７０ ０．４９３ ０．５２２ ０．４９４ ０．４７０ ０．４９３ ０．５２２ ０．４９４ ０．４７０ ０．５１３ ０．５４５

狔 ０．５０５ ０．４８０ ０．４５７ ０．４７７ ０．５０５ ０．４８０ ０．４５７ ０．４７７ ０．５０５ ０．４８０ ０．４３７ ０．４５４

绿
狓 ０．２３０ ０．２６０ ０．２６０ ０．２３０ ０．１１０ ０．１５０ ０．１５０ ０．１１０ ０．１１０ ０．１７０ ０．１７０ ０．１１０

狔 ０．４４０ ０．４４０ ０．４７０ ０．４７０ ０．４１５ ０．４１５ ０．４５５ ０．４５５ ０．４１５ ０．４１５ ０．５００ ０．５００

白
狓 ０．３０５ ０．３３５ ０．３２５ ０．２９５ ０．３０５ ０．３３５ ０．３２５ ０．２９５ ０．３０５ ０．３３５ ０．３２５ ０．２９５

狔 ０．３１５ ０．３４５ ０．３５５ ０．３２５ ０．３１５ ０．３４５ ０．３５５ ０．３２５ ０．３１５ ０．３４５ ０．３５５ ０．３２５

　　ａ 根据逆反射系数确定逆反射材料的类型。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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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昼光条件下磷光材料对比色的色度坐标

磷光材料的对比色 许用颜色范围的角点色度坐标［标准照明体犇６５（几何条件４５／０），２°视场］ 亮度因数β

浅黄的白
狓 ０．３９０ ０．３２０ ０．３２０

狔 ０．４１０ ０．３４０ ０．４１０
＞０．７５

白
狓 ０．３５０ ０．３０５ ０．２９５ ０．３４０

狔 ０．３６０ ０．３１５ ０．３２５ ０．３７０
＞０．７５

表５　最小逆反射系数犚′

观测角 入射角

最小逆反射系数ａ

（单位：ｃｄ·ｌｘ－１·ｍ－２，光源：标准照明体Ａ）

类型１ 类型２

白 黄 红 绿 蓝 白 黄 红 绿 蓝

１２′

５° ７０ ５０ １４．５ ９ ４ ２５０ １７０ ４５ ４５ ２０

３０° ３０ ２２ ６ ３．５ １．７ １５０ １００ ２５ ２５ １１

４０° １０ ７ ２ １．５ ０．５ １１０ ７０ １６ １６ ８

２０′

５° ５０ ３５ １０ ７ ２ １８０ １２２ ２５ ２１ １４

３０° ２４ １６ ４ ３ １ １００ ６７ １４ １１ ７

４０° ９ ６ １．８ １．２ ０．４ ９５ ６４ １３ １１ ７

２°

５° ５ ３ ０．８ ０．６ ０．２ ５ ３ ０．８ ０．６ ０．２

３０° ２．５ １．５ ０．４ ０．３ ０．１ ２．５ １．５ ０．４ ０．３ ０．１

４０° １．５ １．０ ０．３ ０．２ ０．０６ １．５ １．０ ０．３ ０．２ ０．０６

　　ａ 印刷在标志上的彩色部分，其逆反射系数不应小于表５中所给数值的８０％。

表６　透照材料的亮度对比度

安全色 红 蓝 黄 绿

对比色 白 白 黑 白

亮度对比度犽 ５＜犽＜１５ ５＜犽＜１５ ａ ５＜犽＜１５

　　注：在安全色和对比色内部，亮度的均匀度是通过颜色内部最小亮度与最大亮度的比来衡量的，其比值应大于１∶５。

　　ａ 黑色作为对比色或符号色是不透明的。

６　测量方法

安全色和对比色的色度性能测量方法见６．１，光度性能测量方法见６．２。

６．１　色度性能

安全色和对比色的色度性能按ＧＢ／Ｔ３９７９中规定的方法测出试样的各角点色度坐标。

６．２　光度性能

６．２．１　测量装置

测量原理如图２所示。

采用ＧＢ／Ｔ３９７８规定的标准Ａ光源，光探测器应符合犞（λ）的要求。光探测器安装在光源上方并

与光源处于同一平面内。

试样参考中心对光源孔径张角及对光探测器孔径张角应分别不大于１２′。试样整个受照区域内的

垂直照度不均匀性小于５％，试样参考轴相对于光源轴的入射角（β）应能在０°～４０°范围内变化。观测轴

相对于照明轴之间的观测角（α）应能在０．２°～２°范围内改变。

６

犌犅２８９３—２００８



图２　逆反射系数的测量原理

６．２．２　测量过程

ａ）　光探测器置于试样参考中心上正对着光源，测得试样面上的垂直照度犈┻
；

ｂ）　再将上述光探测器置于图２的位置上，移动光探测器使其观测角为α，转动试样使入射角等于

β，测出α和β角上试样的照度犈；

ｃ）　测得试样参考中心平面与光探测器孔径面间的距离犱和被测试样的面积犃；

ｄ）　最后将上述犈┻
、犈、犱和犃 分别代入式（４）和式（５）中，计算出不同观测角和入射角条件下的逆

反射系数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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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安全色的使用导则

犃．１　安全色

犃．１．１　红色

各种禁止标志（参照ＧＢ２８９４）；交通禁令标志（参照ＧＢ５７６８）；消防设备标志（参照ＧＢ１３４９５）；机

械的停止按钮、刹车及停车装置的操纵手柄；机械设备转动部件的裸露部位；仪表刻度盘上极限位置的

刻度；各种危险信号旗等。

犃．１．２　黄色

各种警告标志（参照ＧＢ２８９４）；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中警告标志（参照ＧＢ５７６８）；警告信号旗等。

犃．１．３　蓝色

各种指令标志（参照ＧＢ２８９４）；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中指示标志（参照ＧＢ５７６８）等。

犃．１．４　绿色

各种提示标志（参照ＧＢ２８９４）；机器启动按钮；安全信号旗；急救站、疏散通道、避险处、应急避难场

所等。

犃．２　安全色与对比色相间条纹

犃．２．１　红色与白色相间条纹

应用于交通运输等方面所使用的防护栏杆及隔离墩；液化石油气汽车槽车的条纹；固定禁止标志的

标志杆上的色带（如图Ａ．１）等。

犃．２．２　黄色与黑色相间条纹

应用于各种机械在工作或移动时容易碰撞的部位，如移动式起重机的外伸腿、起重臂端部、起重吊

钩和配重；剪板机的压紧装置；冲床的滑块等有暂时或永久性危险的场所或设备；固定警告标志的标志

杆上的色带（如图Ａ．１）等。

设备所涂条纹的倾斜方向应以中心线为轴线对称，如图Ａ．２所示。两个相对运动（剪切或挤压）棱

边上条纹的倾斜方向应相反，如图Ａ．３所示。

图犃．１　安全标志杆上的色带

８

犌犅２８９３—２００８



图犃．２　以设备中心为轴线对称的相间条纹示意图

图犃．３　相对运动棱边上条纹的倾斜方向示意图

犃．２．３　蓝色与白色相间条纹

应用于道路交通的指示性导向标志（如图Ａ．４）；固定指令标志的标志杆上的色带（如图Ａ．１）等。

图犃．４　指示性导向标志

犃．２．４　绿色与白色相间条纹

应用于固定提示标志杆上的色带（如图Ａ．１）等。

犃．２．５　相间条纹宽度

安全色与对比色相间的条纹宽度应相等，即各占５０％，斜度与基准面成４５°。宽度一般为１００ｍｍ，

但可根据设备大小和安全标志位置的不同，采用不同的宽度，在较小的面积上其宽度可适当的缩小，每

种颜色不能少于两条。

犃．３　使用要求

使用安全色时要考虑周围的亮度及同其他颜色的关系，要使安全色能正确辨认。在明亮的环境中，

照明光源应接近自然白昼光如犇６５光源；在黑暗的环境中为避免眩光或干扰应减少亮度。

犃．４　检查与维修

凡涂有安全色的部位，每半年应检查一次，应保持整洁、明亮，如有变色、褪色等不符合安全色范围，

逆反射系数低于７０％或安全色的使用环境改变时，应及时重涂或更换，以保证安全色正确、醒目，达到

安全警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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