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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當人類眼睛觀看同時存在的幾個色彩時，不會僅對各單一色彩發生感覺，而是同時對所有相關色彩，

共同產生「色相對比」、「彩度對比」、「明度對比」三種「色彩對比」的色彩感覺。亦即根據這些色

彩的「色相相互關係對比」、「彩度相互關係對比」、「明度相互關係對比」，來感知這些色彩的互相

搭配結果。所以作者就在前期研究，根據人類眼睛同時觀看 3 個色彩的「色相相互關係」、「彩度相互

關係」、「明度相互關係」，建立色彩搭配關係的「實驗樣本群集」，再由所建立的「實驗樣本群集」，

抽取合適的許多個「實驗樣本」，組成「配色調查樣本」；最後提出「配色調查樣本」組成模式。 

可是若僅根據配色調查目的，就要在所選取的「實驗樣本群集」中，抽取合適的「實驗樣本」組成

「配色調查樣本」，仍然太困難。因為相關變數仍太多。所以本文研究目的，就試圖藉由組成變數的合

理控制，發展出具系統性的組成修正模式，希望能有效降低「配色調查樣本」組成的困難度。經重複測

試，發現“配色調查樣本均勻共用色彩樣本”是一項重要的變數控制，且能有效達到組成簡化的目的。

於是就延續前期研究所提出的「配色調查樣本」組成模式架構下，試圖控制該項重要變數。經由變數控

制後，就可以將一些不合理的排列結果，在「配色調查樣本」組成之前，先將其刪除，最後達到大幅度

簡化「配色調查樣本」組成模式的目的。 

 

關鍵詞：調查樣本、實驗樣本、色彩樣本 

 

一、研究動機 

   

太田昭雄、河原英介[2]曾提過：當人類眼睛觀看同時存在的幾個色彩時，不會僅對各單一色彩發生

感覺，而是同時對所有的相關色彩，共同產生「色相對比」、「彩度對比」、「明度對比」三種「色彩

對比」的色彩感覺。意思是說，當人類眼睛同時觀看幾個色彩時，觀看者的腦部感知，是根據色彩三屬

性的關係，來解讀這些同時被觀看到的色彩。所謂「色彩三屬性」，是指色彩學中的色相（Hue）、彩

度（Chroma）、明度（Value）三屬性[4,5,6]。亦即觀看者的腦部，是根據同時被觀看色彩的「色相相

互關係對比」、「彩度相互關係對比」、「明度相互關係對比」來感知這幾個色彩的互相搭配結果。 

假設在配色調查過程，主持人每次同時出示 3 個色彩（大小相同、形狀相同）。當受測者觀看同時

出現的 3 個色彩時，並非僅單純的立即將 3 個色彩互作對比，而是在受測者腦海中，會自動將 3 個色彩

的搭配，拆解成 3 個色彩的「色相相互關係的對比」、「彩度相互關係的對比」、「明度相互關係的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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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7]，等色相、彩度、明度關係對比完成後，再將色相、彩度、明度關係對比結果，整合成 3 個色彩

的配色對比感覺。這種複雜的思維歷程，可用來說明為何色彩配色時，我們經常需要想像色相的關係和

明暗程度的關係，才容易達到配色的效果。 

可是縱觀所有配色書籍、配色事典、配色研究的內容，都未曾發現有人根據以上事實的「色相相互

關係對比」、「彩度相互關係對比」、「明度相互關係對比」來排列配色樣本。所以作者就在前期研究

[8]，根據人類眼睛同時觀看 3 個色彩的「色相相互關係」、「彩度相互關係」、「明度相互關係」，建

立色彩搭配關係的「實驗樣本群集」，再由所建立的「實驗樣本群集」抽取合適的許多個「實驗樣本」

組成「配色調查樣本」；最後提出「配色調查樣本」組成模式。可是若僅根據配色調查目的，就要在所

選取的「實驗樣本群集」中，抽取合適的「實驗樣本」組成「配色調查樣本」，仍然太困難。因為相關

變數仍太多。所以本文研究目的，就試圖藉由組成變數的合理控制，發展出具系統性的組成修正模式，

希望能有效降低「配色調查樣本」組成的困難度。意思是說，在前期研究所提出的「配色調查樣本」組

成模式架構下，再試圖找到其他合理的條件設定，經由該合理條件設定的控制，可以將一些不合理的排

列結果，在「配色調查樣本」組成之前，就先將其刪除，最後達到組成模式的簡化目的。 

經過不斷重複測試結果，發現“配色調查樣本均勻共用色彩樣本”是一項重要的組成變數控制，且

能達到組成簡化的目的。因為配色調查時，都根據配色調查目的選擇「色彩樣本」，再將所選擇的「色

彩樣本」經重複排列，最後組成「配色調查樣本」，供受測者調查。其中「色彩樣本」是根據配色調查

目的產生，且「配色調查樣本」的組成元素是「色彩樣本」，因比在配色調查過程，「配色調查樣本」

應均勻共用所有「色彩樣本」，才算合理。若舉實例說明：如附註 5 表 3 的「配色調查樣本」組成，計

有 32 個「色彩樣本」各使用 4 次，16 個「色彩樣本」各使用了 3次，但卻有 16 個「色彩樣本」各使用

了 1 次。如此懸殊的分配，相當不合理，可能造成整個「配色調查樣本」組成的失敗。 

於是本文就延續前期研究「配色調查樣本」組成模式架構，再試圖控制“配色調查樣本均勻共用色

彩樣本”該項組成變數，希望藉由研究成果，能有效大幅降低「配色調查樣本」組成的困難度。研究步

驟分四階段依序進行，最後檢驗研究成果。假設經組成變數控制後，不僅能順利延續前期研究，又能大

幅度簡化「配色調查樣本」組成模式，未來只要將配色調查目的，簡易的導入本文研究步驟，就能輕易

得到明確的「配色調查樣本」組成，相信本文對配色調查或配色研究領域，必會有一定程度的貢獻。 

 

二、文獻探討 

2-1  「配色調查樣本」的色彩關係解析[9] 

以下重要觀念，摘自作者前期研究。首先簡單說明配色調查的「實驗樣本」和「配色調查樣本」定

義。配色調查時，會先將幾個色彩組成一個樣本，然後再出示該些色彩組成的樣本，供受測者觀看，本

文稱為「實驗樣本」。本文每個「實驗樣本」各同時出示 3 個色彩。如圖 1 就是 1 個「實驗樣本」的示

意圖，由小寫英文字母搭配數位值組成，而有時也會以圖 2 代表 1 個「實驗樣本」的通式。但配色調查

時，不會僅出示 1 個「實驗樣本」，而是事先將許多個特性相近的「實驗樣本」組成一群體，再對受測

者作配色調查，本文稱為一組「配色調查樣本」群集。 

太田昭雄、河原英介[2]曾提過，當人們眼睛觀看共同存在的色彩時，不會僅對各單一的色彩發生感

覺，而是同時對所有相關色彩，共同產生「同時對比」的色彩感覺，而人們眼睛的這種「同時對比」色

彩感覺，又分成「色相對比」、「彩度對比」、「明度對比」三種「色彩對比」感覺。亦即幾個色彩同

時出現，並非僅是簡單的色彩間關係而已，而是具有更值得深入探討的「色相相互間關係」、「彩度相

互間關係」、「明度相互間關係」。若將該三種「色彩對比」關係應用在本文，表示色彩調查時，受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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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會根據「實驗樣本」同時出示的 3 個色彩間的「色相相互間關係」、「彩度相互間關係」、「明度相

互間關係」，對「實驗樣本」的 3個色彩進行「色相對比」、「彩度對比」、「明度對比」。 

舉實例說明。若將圖 1「實驗樣本」的 3 個 H 數位值互作位置更動，而 C 數位值位置、L 數位值位

置不變，再對相同受測者進行配色調查，此時因 3 個色彩已與原先的 3 個色彩不同，所以受測者會產生

不同於圖 1 的色彩感覺，這種現象導因於受測者眼睛的「色相對比」不同。同理，將圖 1「實驗樣本」

的 3 個 C 數位值互作位置更動，而 H 數位值位置、L 數位值位置不變，受測者也會產生不同於圖 1 的色

彩感覺，這種現象導因於受測者眼睛的「彩度對比」不同。再同理，將圖 1實驗樣本的 3個 L 數位值互

作位置更動，而 H 數位值位置、C 數位值位置不變，受測者也會產生不同於圖 1的色彩感覺，這種現象

導因於受測者眼睛的「明度對比」不同。由此可知，不同色彩間的「色相相互關係」、「彩度相互關係」、

「明度相互關係」之排列程序，才是配色調查「實驗樣本」色彩排列的最重要條件。亦即表示，配色調

查的「實驗樣本」應先根據不同色彩間的「色相相互關係」、「彩度相互關係」、「明度相互關係」作

組合。 

可是以上所提及內容，僅是單個「實驗樣本」的色彩組成關係。因為配色調查時，都會根據配色調

查目的，組合許多個特性相近的「實驗樣本」，供調查受測者觀看。而這些許多個「實驗樣本」共同組

成群集時，由於組成目的的相同，除了群集中每單個「實驗樣本」都存在自身的「色相相互關係」、「彩

度相互關係」、「明度相互關係」的相互搭配關係外，也會同時涉及不同「實驗樣本」間之不同「色相

相互關係」的相互搭配關係、與不同「彩度相互關係」的相互搭配關係、與不同「明度相互關係」的相

互搭配關係。同時也會涉及單個「實驗樣本」的「色相相互關係」、「彩度相互關係」、「明度相互關

係」搭配結果，與同一群集其他單個「實驗樣本」的「色相相互關係」、「彩度相互關係」、「明度相

互關係」搭配結果之間的相互組成關係。試想，若未經系統化的組織整理，如何能從交錯混雜的盤疊關

係中，抽取出符合配色目的的「實驗樣本」，來組成「配色調查樣本」。 

 

三、研究方法 

3-1  前期研究相關內容[10] 

3-1.1  建立「全部實驗樣本群集」 

因本文延續自作者的前期研究，所以有必要將本文相關的前期研究內容作簡略說明。首先設定「色

彩樣本」。圖 3「CIE Lab 色彩模型」是符合視覺等間距的色彩空間[11,17]。若在「CIE Lab 色彩模型」

內部，選取等間距（ ）的色彩點為「色彩樣本」，不僅可符合色彩

取樣的等間距條件，亦可符合「分裂式階層群集法」依相等距離關係分裂群集的需求。圖 4 是各色彩體

系的組成模式[3]。因「CIE Lab 色彩模型」亦根據圖 4 模式建構而成，故若在「CIE Lab 色彩模型」a 軸

和 b 軸做任意取點，都可由 a 軸值和 b 軸值，計算轉換成色相 H(Hue)值和彩度 C(Chroma)值，計算轉換

公式如下[1,12]： 

 

彩度 c 值=  

色相角 h 值= ( b/a )  當 a>0 且 b>0 時  
 
且 L 軸的 L(Light)值恰等於明度 V(value)值。由此得知，若本文在「CIE Lab 色彩模型」做等間距的色彩

取樣，經計算轉換後，恰可得到等間距「色彩樣本」取樣的色相、彩度、明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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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實驗樣本示意圖  圖 2 實驗樣本通式示意圖 
 
 
 
 
 

 

 

 
 

圖 3 CIE Lab 色彩模型  圖 4 色彩體系組成模式     圖 5  群集所有「實驗樣本 

(Fairchild M. D.,1998)(太田昭雄、河原英介，1996)       」的樹狀展開示意圖 

 

因「CIE Lab 色彩模型」數位值需由實體測量取得[13]，所以本文就藉由美國 Gretag Macbeth 公司”

Eye-One DISPLAY 螢幕校準器”量測螢幕顯示色彩之數位值範圍，選取等間距的 L 值、a 值、b 值，再

根據上式公式，計算轉換成各色相 H 值、彩度 C 值、明度 L 值，再將 H 值、C 值、L 值交錯排列成各「色

彩樣本」，供本文研究推演用。為了容易推演，以下僅選取 4個 L 值、4個 a 值、4 個 b 值，計算轉換成

4 個 H 值、4個 C 值、4個 L 值，組成 4╳4╳4 = 64 個色彩樣本。 

1.L 軸選取 30、 45、 60、 75 四個數位值。 

2.a 軸選取 a-60、a-20、a20、a60 四個數位值。 

3.b 軸選取 b-60、b-20、b20、b60 四個數位值。 

經計算轉換結果，可得到下列的 4個 H 值、4個 C 值、4個 L 值： 

1.色相 H：h45 、h135 、h225 、h315  四個數位值。 

2.彩度 C：c-85、c-28、c28、c85 四個數位值。 

3.明度 L： 30、 45、 60、 75 四個數位值。 

結果共同組成下列的 4╳4╳4 = 64 個色彩樣本。 

 

表 1 64 個色彩樣本 

h045c-85 30 h045c-85 45 h045c-85 60 h045c-85 75 h045c-28 30 h045c-28 45 h045c-28 60 h045c-28 75 
h045c28 30 h045c28 45 h045c28 60 h045c28 75 h045c85 30 h045c85 45 h045c85 60 h045c85 75 
h135c-85 30 h135c-85 45 h135c-85 60 h135c-85 75 h135c-28 30 h135c-28 45 h135c-28 60 h135c-28 75 
h135c28 30 h135c28 45 h135c28 60 h135c28 75 h135c85 30 h135c85 45 h135c85 60 h135c85 75 
h225c-85 30 h225c-85 45 h225c-85 60 h225c-85 75 h225c-28 30 h225c-28 45 h225c-28 60 h225c-28 75 
h225c28 30 h225c28 45 h225c28 60 h225c28 75 h225c85 30 h225c85 45 h225c85 60 h225c85 75 
h315c-85 30 h315c-85 45 h315c-85 60 h315c-85 75 h315c-28 30 h315c-28 45 h315c-28 60 h315c-28 75 
h315c28 30 h315c28 45 h315c28 60 h315c28 75 h315c85 30 h315c85 45 h315c85 60 h315c85 75 

 

因每單個「實驗樣本」各由 3 個「色彩樣本」組成。若由該四個 H 數位值中，各任意抽取 3個（可

重複抽取），會產生附註 1 的 20 種「H 相互關係」排列方式。但根據 2-1 單元的原理，將排列中的 3

個 H 數位值位置互作更動，會讓受測者產生不同的配色感覺；所以需再將附註 1 的 20 種「H 相互關係」

的各 3個 H 數位值，各互作位置更動，最後產生附註 2 的 64 種「H 相互關係」排列方式。記錄為  

H01C01L01 
H02C02L02 
H03C03L03 

h045c-28 45 
h135c28 60 
h225c85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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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理，若由該四個 C 數位值中，各任意抽取 3 個，再各互作位置更動，最後產生附註 3 的

64 種「C 相互關係」排列方式，記錄為 ～ 。再同理，若由該四個 L 數位值中，各任意

抽取 3 個，再各互作位置更動，最後產生附註 4 的 64 種「L 相互關係」排列方式，記錄為 ～

。 

接著將「H 相互關係」、「C 相互關係」、「L 相互關係」的所有排列方式，互作交錯搭配。因每

單個「實驗樣本」都各由 1 種「H 相互關係」搭配 1 種「C 相互關係」，再搭配 1 種「L 相互關係」所

形成，故總共可組成 64╳64╳64 = 262144 個不同的「實驗樣本」。 

 

3-1.2 「全部實驗樣本群集」分裂 

接著利用「分裂式階層群集法( Hierarchical Partitioning Clustering )」[14,15,16]，將「全部實驗樣本

群集」分類成各具不同關係特性的「實驗樣本群集」。根據 2-1 原理，將「H 相互關係」、「C 相互關

係」、「L 相互關係」的相互搭配關係，對「全部實驗樣本群集」，進行階層群集分裂。經第一階層、

第二階層第三階層群集分裂，結果共得到 98 個分支的「實驗樣本群集」。前期研究再選取群集分裂結果

的其中 7 個「實驗樣本群集」為範例，進行「H 相互關係」、「C 相互關係」、「L 相互關係」搜尋。

搜尋結果如下：  

1.  群集（該群集中的每個「實驗樣本」的 3 個 H 數位值全相同、3 個 C 數

位值全相同、3 個 L 數位值全不相同）。經程式搜尋後，計搜尋到註 2 的  1,14,51,64) 4 種  

關係、註3的 1,14,51,64) 4種  關係、註4的 7,8,11,12,18,20,21, 24,26,27,29,31,34,36,38,39,41,44,45,47,53, 

54,57,58) 24 種  關係相互搭配。結果總計有 4╳4╳24 = 384 個「實驗樣本」屬於該群集。 

2.  群集（該群集中的每個「實驗樣本」的 3 個 H 數位值全相同、3 個 C 數

位值全不相同、3 個 L 數位值全相同）。經程式搜尋後，計搜尋到註 2 的  1,14,51,64) 4 種  

關係、註3的  7,8,11,12,18,20,21,24,26,27,29,31,34,36,38,39,41,44,45,47,53,54,57,58) 24種  關係、註4的  

1,14,51,64) 4 種  關係相互搭配。結果總計有 4╳24╳4 = 384 個「實驗樣本」屬於該群集。 

3.  群集（該群集中的每個「實驗樣本」的 3 個 H 數位值全不相同、3 個 C
數位值全相同、3 個 L 數位值全相同）。經程式搜尋後，計搜尋到註 2 的  7,8,11,12,18,20,21,24,26, 

27,29,31,34,36,38,39,41,44,45,47,53,54,57,58) 24 種  關係、註 3 的  1,14,51,64) 4 種 關係、註 4

的  1,14,51,64) 4 種  關係相互搭配。結果總計有 24╳4╳4 = 384 個「實驗樣本」屬於該

群集。 

4.  群集（該群集中的每個「實驗樣本」的 3 個 H 數位值全相同、3 個 C 數

位值全不相同、3 個 L 數位值全不相同）。經程式搜尋後，計搜尋到註 2 的  1,14,51,64) 4 種  

關係、註3的  7,8,11,12,18,20,21,24,26,27,29,31,34,36,38,39,41,44,45,47,53,54,57,58) 24種  關係、註4的  

7,8,11,12,18,20,21,24,26,27,29,31,34,36,38,39,41,44,45,47,53,54,57,58) 24 種  關係相互搭配。結果總共計有 4╳24╳

24 = 2304 個「實驗樣本」屬於該群集。 

5.  群集（該群集中的每個「實驗樣本」的 3 個 H 數位值全不相同、3 個 C
數位值全相同、3 個 L 數位值全不相同）。經程式搜尋後，計搜尋到註 2 的  

7,8,11,12,18,20,21,24,26,27,29,31,34,36,38,39,41,44,45,47,53,54,57,58) 24 種  關係、註 3 的  1,14,51,64) 4 種

關係、註 4 的  7,8,11,12,18,20,21,24,26,27,29,31,34,36,38,39,41,44,45,47,53,54,57,58) 24 種  關係相

互搭配。結果總共計有 24╳4╳24 = 2304 個「實驗樣本」屬於該群集。 

6.  群集（該群集中的每個「實驗樣本」的 3 個 H 數位值全不相同、3 個 C
數位值全不相同、3 個 L 數位值全相同）。經程式搜尋後，計搜尋到註 2 的  

7,8,11,12,18,20,21,24,26,27,29,31,34,36,38,39,41,44,45,47,53,54,57,58) 24 種  關係、註 3 的  7,8,11,12,18,20,21,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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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9,31,34,36,38,39,41,44,45,47,53,54,57,58) 24 種  關係、註 4 的  1,14,51,64) 4 種  關係相互搭

配。結果總共計有 24╳24╳4 = 2304 個「實驗樣本」屬於該群集。 

7.  群集（該群集中的每個「實驗樣本」的 3 個 H 數位值全不相同、3 個 C
數位值全不相同、3個 L 數位值全不相同）。經程式搜尋後，計搜尋到註 2 的  7,8,11,12,18,20,21,24,26,27, 

29,31,34,36,38,39,41,44,45,47,53,54,57,58) 24 種  關係、註 3 的  7,8,11,12,18,20,21,24,26,27,29,31,34,36,38,39,41,44, 

45,47,53,54,57,58) 24 種  關係、註 4 的  7,8,11,12,18,20,21,24,26,27,29,31,34,36,38,39,41,44,45,47,53,54,57,58) 24

種  關係相互搭配。結果總共計有 24╳24╳24 = 13824 個「實驗樣本」屬於該群集。 

 

3-1.3 組成「配色調查樣本」 

首先定義「配色調查樣本」。因為配色調查時，通常每個「實驗樣本」僅讓受測者回答一個相關問

題，但每次配色調查，不會僅出示 1 個「實驗樣本」供受測者觀看，而會事先組合許多個相似特性條件

的「實驗樣本」，在配色調查過程，由主持人按順序逐個示出，供受測者觀看，受測者每觀看一個「實

驗樣本」，需立即依題目順序填上觀察結果，直到回答了所有調查題目止。以上過程具相似特性條件的

許多個「實驗樣本」，本文定義為一組「配色調查樣本」。若配色調查目的，需要重複多次以上過程，

就需要多組相似特性的「實驗樣本」組成，則稱為多組「配色調查樣本」。 

因上述的搜尋，是將各特性條件「實驗樣本群集」，各拆成「H 相互關係」、「C 相互關係」、「L
相互關係」三項分別說明。所以接著必須再將搜尋結果的各種「H 相互關係」、「C 相互關係」、「L
相互關係」，交錯建構成各「實驗樣本群集」。若取  群集作實例說明；組

合方法是將  群集，經程式搜尋後的 4 種「H 相互關係」、4種「C 相互關係」、

24 種「L 相互關係」，沿著 H、C、L 順序，作樹狀結構展開的建構，如圖 5 所示。未來只要順著圖 5

的 H、C、L 樹狀展開順序，都能找到「實驗樣本群集」中的任一「實驗樣本」。 

3-2 組成變數的合理控制 

雖然以上的前期研究，己提出「配色調查樣本」組成模式，但若僅根據配色調查目的，就要在所選

取的「實驗樣本群集」中，抽取合適的許多個「實驗樣本」組成「配色調查樣本」，仍然太困難。因為

相關變數仍太多。此時若想有效降低「配色調查樣本」組成的困難度，可能需要藉由組成變數的合理控

制，將一些不合理的排列結果，在「配色調查樣本」組成之前，就先將其刪除，最後才能達到組成模式

的簡化目的。 

經過不斷重複測試結果，發現“配色調查樣本共勻使用色彩樣本”是一項重要的組成變數控制，且

能達到組成簡化的目的。因為在配色調查過程，「配色調查樣本」應均勻共用所有「色彩樣本」，才算

合理。於是本文後半部分，就試圖控制“配色調查樣本均勻共用色彩樣本”該項組成變數，希望經由研

究推演後，能有效大幅降低「配色調查樣本」組成的困難度。 

 

3-2.1 組成的「實驗樣本」個數 

首先探討由幾個「實驗樣本」組成一組「配色調查樣本」。大部分色彩調查都會依據色彩調查目的，

來考量由幾個「實驗樣本」組成「配色調查樣本」。可是除了色彩調查目的考量外，還有下列因素會涉

及「配色調查樣本」組成結果。 

1.前期研究（3-1-1 單元）曾各選取 4 個 H 數位值、4 個 C 數位值、4個 L 數位值，共同組成 4╳4╳4 = 

64 個「色彩樣本」。再由 64 個色彩樣本中，任意選取 3 個「色彩樣本」組成１個「實驗樣本」。使

得每單個「實驗樣本」的 3 個色彩關係，是屬於 1 種「H 相互關係」搭配 1 種「C 相互關係」，再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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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 1 種「L 相互關係」的相互搭配關係。 

2.根據以上條件，（3-1-1 單元）排列出 64 種「H 相互關係」、64 種「C 相互關係」、64 種「L 相互關

係」。若將全部 64 種「H 相互關係」搭配全部 64 種「C 相互關係」，再搭配全部 64 種「L 相互關係」，

會得到 262144 個「實驗樣本」的「全部實驗樣本群集」。 

3.（3-1-2 單元）接著依不同配色關係特性，進行「全部實驗樣本群集」的階層群集分裂。再由分裂後

的配色關係特性「實驗樣本群集」中，抽取許多個「實驗樣本」組成「配色調查樣本」。使得每個參

與「配色調查樣本」組成的「實驗樣本」，除了各存在自身的「H 相互關係」、「C 相互關係」、「L
相互關係」搭配關係外，也會涉及不同「實驗樣本」之間不同「H 相互關係」的相互搭配關係、與不

同「C 相互關係」的相互搭配關係、與不同「L 相互關係」的相互搭配關係。因為以上的「H 相互關

係」、「C 相互關係」、「L 相互關係」都是 64 個，而各由 64 個相互搭配的結果，應該是“64”的

倍數個。 

 

經以上的 4 項敘述，可以發現下列事實： 

1.“64”該數字不斷重複出現。 

2.「色彩樣本」有 64 個，而單個「實驗樣本」各出示 3 個「色彩樣本」。因 64 與 3 的最小公倍數為 64

╳3 = 192。表示若要讓 64 個「色彩樣本」，各均勻的出現，則每個「色彩樣本」要各出現“3”的倍

數次數才可。同時也表示，當每個「實驗樣本」各出示 3 個「色彩樣本」時，「配色調查樣本」組成

若要能均勻共用 64 個「色彩樣本」，其參與「配色調查樣本」組成的「實驗樣本」應該為“64”的倍

數個。 

3.此時「配色調查樣本」組成所使用的全部「色彩樣本」次數，應是 64╳3 = 192 的倍數次數，且每個

「色彩樣本」均勻出現的次數都是“3”的倍數次數。 

表示在前期研究的條件下，”64”的倍數個（即 64、128、192……）「實驗樣本」，應是組成一組

「配色調查樣本」的理想基數。基於單純原則，本文就採用 64 個「實驗樣本」組成一組「配色調查樣本」，

當做範例。於是本文「配色調查樣本」組成的配色關係條件設定，整理如下： 

1.由上述交錯建構的「實驗樣本群集」中，各抽取 64 個「實驗樣本」組成一組「配色調查樣本」。 

2.此時每組「配色調查樣本」需均勻共用 64 個「色彩樣本」，且每個「色彩樣本」會各均勻出現 3 數次。 

 

3-2.2  均勻共用色彩樣本原理 

因「配色調查樣本」組成會涉及不同「實驗樣本」間的「H 相互關係」相互搭配、與不同「實驗樣

本」間的「C 相互關係」相互搭配、與不同「實驗樣本」間的「L 相互關係」相互搭配，和該三種搭配

關係的相互交錯搭配。所以欲探討「配色調查樣本」“均勻共用色彩樣本”條件，最佳辦法，應由「H
相互關係」、「C 相互關係」、「L 相互關係」三項的相互搭配順序為考慮基礎，才能根本解決問題。 

1.因上述設定由 64 個「實驗樣本」組成一組「配色調查樣本」，所以最合理的「配色調查樣本」組成方

式，應該由 4 種「H 相互關係」搭配 4 種「C 相互關係」，再搭配 4 種「L 相互關係」形成。而圖 5

的  群集的所有「實驗樣本」是由 4 種「H 相互關係」、4種「C 相互關係」

和 24 種「L 相互關係」，按 H、C、L 順序組成。表示圖 5的 4 種「H 相互關係」會全部被選取，圖 5

的 4 種「C 相互關係」也會全部被選取；但圖 5的 24 種「L 相互關係」僅有 4 種會被選取。 

2.接著將被選取的 4種「H 相互關係」、4 種「C 相互關係」、4 種「L 相互關係」，試圖排列成「配色

調查樣本」。圖 6 中有 64 個小格子，每個小格子代表 1 個「實驗樣本」。首先將所選取的 4種「H 相

互關係」重複排列在 64 個格子中，因僅有 4 種「H 相互關係」，而卻有 64 個小格子，表示每種「H
相互關係」都會重複排列 16 次。再將所選取的 4 種「C 相互關係」重複排列在 64 個格子中，表示每

種「C 相互關係」也都重複排列 16 次。再將所選取的 4 種「L 相互關係」重複排列在 64 個格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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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每種「L 相互關係」也都重複排列 16 次。 

3.可是將所選取的 4 種「H 相互關係」、4 種「C 相互關係」、4 種「L 相互關係」，各重複 16 次排列

在圖 6的 64 個小格子過程中，並非僅是任意重複排列而已。經屢次測試之後發現，若要達到“均勻共

用色彩樣本”效果，應該讓以上 4種「H 相互關係」、4 種「C 相互關係」、4種「L 相互關係」，在

重複排列過程，儘量達到排列間的最簡化結果。圖 7 即為其中一例：將 4 種「H 相互關係」、4種「C
相互關係」、4 種「L 相互關係」，各依最簡單順序做秩序性的重複出現，且各由不同方向開始排列。

以下對圖 7 略作說明： 

  
 
 
 

4 種 H 相互關係    4 種 C 相互關係     4 種 L 相互關係 
的排列順序參考    的排列順序參考     的排列順序參考 

圖 6 64 個「實驗樣本」排列示意圖       圖 7 4 種 H、C、L 相互關係互做秩序排列的順序參考範例 
 

a.圖 7 左圖，將 64 個小格子區分成左上、左下、右上、右下四個區域，每個區域按順序各填入 1 種「H
相互關係」。表示左上區域的 16 個小格子都填上第 1 種「H 相互關係」，右上區域的 16 個小格子

都填上第 2 種「H 相互關係」，左下區域的 16 個小格子都填上第 3種「H 相互關係」，右下區域的

16 個小格子都填上第 4 種「H 相互關係」。 

b.圖 7 中圖，將 64 個小格子區分成上下 8 個區域，每個區域按順序各填入 1 種「C 相互關係」。表示

第 1、第 5 區域的 16 個小格子都填上第 1 種「C 相互關係」，第 2、第 6 區域的 16 個小格子都填上

第 2 種「C 相互關係」，第 3、第 7 區域的 16 個小格子都填上第 3 種「C 相互關係」，第 4、第 8

區域的 16 個小格子都填上第 4種「C 相互關係」。 

c.圖 7 右圖，將 64 個小格子區分成左右 8 個區域，每個區域按順序各填入 1 種「L 相互關係」。表示

第 1、第 5 區域的 16 個小格子都填上第 1 種「L 相互關係」，第 2、第 6 區域的 16 個小格子都填上

第 2 種「L 相互關係」，第 3、第 7 區域的 16 個小格子都填上第 3 種「L 相互關係」，第 4、第 8

區域的 16 個小格子都填上第 4種「L 相互關係」。 

d.因為圖 7 的左圖、中圖、右圖排列方式，讓 4 種「H 相互關係」、4 種「C 相互關係」、4種「L 相

互關係」，在彼此相互排列過程，可以儘量減少互相重複的機會，而達到排列間的最簡化結果。 

4.除外，尚有 1 個小問題待解決。如附註 5 的表 2、表 3「配色調查樣本」，都符合圖 7 的最簡化排列法。

可是表 2 的 64 個「實驗樣本」可均勻共用 64 個「色彩樣本」，但表 3 的 64 個「實驗樣本」卻仍無法

均勻共用 64 個「色彩樣本」。若仔細觀察，會發現兩者最大的不同，是表 2 和表 3 的各 4 種「L 相互

關係」的 L 數位值關係方式不同。 

若將表 2、表 3「配色調查樣本」的 4 種「H 相互關係」、4 種「C 相互關係」、4 種「L 相互關

係」，各排成一列（圖 8、圖 9），互作比較，將會有下列發現： 

a.圖 8（表 2）、圖 9（表 3）的第 1列示意圖比較。表 2、表 3的各第 1 個 H 數位值（最左邊數位值）

都完全不同；表 2、表 3 的各第 2 個 H 數位值（中間數位值）也都完全不同；表 2、表 3 的各第 3

個 H 數位值（最右邊數位值）也都完全不同。 

b.圖 8（表 2）、圖 9（表 3）的第 2 列示意圖比較。表 2、表 3 的各第 1 個 C 數位值都完全不同；表

2、表 3 的各第 2 個 C 數位值也都完全不同；表 2、表 3的各第 3 個 C 數位值也都完全不同。 

c.圖 8（表 2）、圖 9（表 3）的第 3列示意圖比較。雖表 2、表 3 的各第 2個 L 數位值（中間數位值）

都完全不同；但表 2 的各第 1 個 L 數位值完全不同，表 3 的各第 1個 L 數位值（最左邊數位值）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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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全不同；且表 2的各第 3 個 L 數位值完全不同，而表 3 的各第 3個 L 數位值（最右邊數位值）

卻也不完全不同。 

 
  
 
 
 
 
圖 8 表 2 的 H、C、L 相互關係之比較範例 

 
 
 
 
、 
 
圖 9 表 3 的 H、C、L 相互關係之比較範例    圖 10 符合圖 8條件的 4種「L 相互關係」之程式搜尋比對過程圖 

 
經圖 8（表 2）和圖 9（表 3）互作比較後，於是可得到下列結果： 

a.因為圖 8（表 2）的各 4 種「H 相互關係」、4 種「C 相互關係」、4 種「L 相互關係」的第 1 個數

位值都完全不同、第 2 個數位值也都完全不同、第 3 個數位值也都完全不同。將如此條件的各 4 種

「H 相互關係」、「C 相互關係」、「L 相互關係」，搭配圖 7 的最簡化排列，會使得「配色調查

樣本」的組成結果，符合“均勻共用色彩樣本”的條件設定。 

b.可是圖 9（表 3）的 4 種「H 相互關係」、4 種「C 相互關係」、4 種「L 相互關係」的第 1 個數位

值、或第 2 個數位值、或第 3 個數位值，有無法符合“完全不同”的情形。若將如此條件的各 4 種

「H 相互關係」、「C 相互關係」、「L 相互關係」，即使搭配圖 7，仍無法達到最簡化排列的目的。 

5.接著檢查  群集的各 4 種「H 相互關係」、「C 相互關係」、「L 相互關係」

的數位值關係。 

a.  群集僅有 4 種「H 相互關係」，當 4 種「H 相互關係」全部被選取時，

也正巧符合圖 8 條件要求。 

b.  群集僅有 4 種「C 相互關係」，當 4 種「C 相互關係」全部被選取時，

也正巧符合圖 8 條件要求。 

c.可是  群集有 24 種「L 相互關係」。因表 2是選取註 4的  18,31,45,36) 

4 種「L 相互關係」參與排列，而該 4 種「L 相互關係」正巧符合圖 8 條件要求。可是表 3 是選取註

4 的  57,39,53,24) 4 種「L 相互關係」參與排列，而該 4種「L 相互關係」的第 1 個數位值、第

2 個數位值、第 3 個數位值、第 4 個數位值，並不完全不同，無法符合圖 8 條件的要求，結果造成

「配色調查樣本」組成條件的不符合。 

 

3-2.3 4 種相互關係的搜尋 

若考慮 3-2-2 原理，會發現範例的七類群集具有下列共同特性： 

1.當群集具  特性時（3 個 H 數位值全相同），僅有 4 種「H 相互關係」類型，即註 2 的

1,14,51,64)。可以直接選取該 4 種「H 相互關係」參與「配色調查樣本」組成，且組成結果將符合 



56                                                  配色調查樣本均勻共用色彩樣本之模式研究 

 

圖 8 條件要求。 

2.當群集具  特性時（3 個 C 數位值全相同），僅有 4 種「C 相互關係」類型，即註 3 的  

1,14,51,64)。可以直接選取該 4 種「C 相互關係」參與「配色調查樣本」組成，且組成結果將符合圖 8條

件要求。 

3.當群集具  特性時（3 個 L 數位值全相同），僅有 4 種「L 相互關係」類型，即註 4 的  

1,14,51,64)。可以直接選取該 4 種「L 相互關係」參與「配色調查樣本」組成，且組成結果將符合圖 8條

件要求。 

4.當群集具  特性時（3 個 H 數位值全不同），會有 24 種「H 相互關係」類型，即註 2的  

7,8,11,12,18,20,21,24,26,27,29,31,34,36,38,39,41,44,45,47,53,54,57,58)。當由以上 24 種「H 相互關係」，抽取 4 種，參與

「配色調查樣本」組成時，可能產生符合圖 8 條件的組成結果，也可能產生不符合圖 8 條件的組成結

果。所以有必要進一步討論，如何由 24 種中抽取符合圖 8 條件的 4種「H 相互關係」。 

5.群集具  特性時（3 個 C 數位值全不同），會有 24 種「C 相互關係」類型，即註 3 的  

7,8,11,12,18,20,21,24,26,27,29,31,34,36,38,39,41,44,45,47,53,54,57,58)。當由以上 24 種「C 相互關係」，抽取 4 種，參與「配

色調查樣本」組成時，可能產生符合圖 8條件的組成結果，也可能產生不符合圖 8條件的組成結果。

所以也有必要進一步討論，如何由 24 種中抽取符合圖 8 條件的 4種「C 相互關係」。 

6.當群集具  特性時（3 個 L 數位值全不同），會有 24 種「L 相互關係」類型，即註 4的  

7,8,11,12,18,20,21,24,26,27,29,31,34,36,38,39,41,44,45,47,53,54,57,58)。當由以上 24 種「L 相互關係」，抽取 4 種，參與「配

色調查樣本」組成時，可能產生符合圖 8條件的組成結果，也可能產生不符合圖 8條件的組成結果。

所以也有必要進一步討論，如何由 24 種中抽取符合圖 8 條件的 4種「L 相互關係」。 
 

整理以上，可得知，僅有 4種相互關係類型者，只要直接選取，就能符合圖 8 條件。但若有 24 種相

互關係類型者，必須再進一步做搜尋。於是利用附註 6 程式，對 24 種「H 相互關係」、24 種「C 相互

關係」、24 種「L 相互關係」進行搜尋。為節省篇幅，僅以「L 相互關係」程式搜尋為範例。 

程式搜尋說明如下。程式搜尋比對過程如圖 10 示意圖。 

1.程式 1010 至 1040：記錄了 24 種「L 相互關係」。其中 1010 是將 30、 45、 60 三個 L 數位值，互作

位置更動的結果。1020 是將 45、 60、 75 三個 L 數位值，互作位置更動的結果。1030 是將 30、 45、

75 三個 L 數位值，互作位置更動的結果。1040 是將 30、 60、 75 三個 L 數位值，互作位置更動的

結果。 

2.程式 200：讀取程式 1010 至 1040 的 24 種「L 相互關係」的各 3 個 L 數位值。 

3.程式 500：依順序，在四個區域內，每次各抽取 1 種「L 相互關係」，互作比對。如果參與互作比對

的 4 種「L 相互關係」的第 1 個位置的 L 數位值全不同、且第 2 個位置的 L 數位值全不同、且第 3個

位置的 L 數位值全不同，則將參與互作比對的 4 種「L 相互關係」記錄下來；否則放棄。程式就根據

如此原理，將 1010 至 1040 四個區域內的各 6 個「L 相互關係」，全部依順序互作比對和記錄。 

 

搜尋結果，發現計有 24 種排列方法，符合圖 8 條件要求，分別在表 4 記錄成 24 行。以下取表 4 的

第 1 行記錄為例說明： 

1.表 4 第 1 行左邊欄位，記錄了「11, 24, 38, 57」。第 1 位數值“11”，表示程式蒐尋結果，恰符合

附註 4 的  11) 排列，即「 30、 45、 60」；於是將「 30、 45、 60」記錄在表 4 第 1 行的第

2 個欄位。第 2 位數值“24”，表示程式蒐尋結果，恰符合附註 4的  24) 排列，即「 45、 60、

75」；於是將「 45、 60、 75」記錄在表 4第 1 行的第 3個欄位。第 3位數值“38”，表示程式蒐

尋結果，恰符合附註 4 的  38) 排列，即「 75、 30、 45」；於是將「 75、 30、 45」記錄在

表 4 第 1 行的第 4 個欄位。第 4 位數值“57”，表示程式蒐尋結果，恰符合附註 4 的  57) 排列，

即「 60、 75、 30」；於是將「 60、 75、 30」記錄在表 4第 1 行的第 5個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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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表 4 第 1 行共 5 個欄位的記錄，表示經程式搜尋後，發現「 30、 45、 60」(  11))、「 45、 60、

75」(  24))、「 75、 30、 45」(  38))、「 60、 75、 30」(  57))4 種「L 相互關

係」，可符合圖 8 的條件要求。表示未來可選取該 4 種「L 相互關係」，參與「配色調查樣本」組成

最簡化排列。 

3.表 4 第 2 行至第 24 行的記錄方法，與第 1 行記錄方法完全相同。 

4.以上表示，當群集具  特性時，要由 24 種「L 相互關係」中抽取 4 種參與組成，僅有表 4 的

24 行排列方法，才能符合圖 8 的條件要求。 

根據相同原理、相同方法，當群集具  特性時，也僅有附註 7 表 5 的 24 種排列方法。當群

集具  特性時，也僅有附註 8 表 6 的 24 種排列方法。 

 
表 4 符合圖 8條件的 4種「L 相互關係」之搜尋結果記錄 

 
編排順序 

第 1 種 
L 關係 

第 2 種 
L 關係 

第 3 種

L 關係

第 4 種

L 關係

 
編排順序

第 1 種

L 關係 
第 2 種 
L 關係 

第 3 種 
L 關係 

第 4 種

L 關係 
11, 24, 38, 57 30、 45、 60 45、 60、 75 75、30、45 60、75、30 21, 44, 26,39 45、 60、 30 60、 45、 75 30、 75、 45 75、 30、 60
11, 58, 08, 53 30、 45、 60 60、 75、 45 45、30、75 75、60、30 21, 44, 38,27 45、 60、 30 60、 45、 75 75、 30、 45 30、 75、 60
11, 54, 08, 57 30、 45、 60 75、 60、 45 45、30、75 60、75、30 21, 58, 12,39 45、 60、 30 60、 75、 45 30、 45、 75 75、 30、 60
11, 54, 29, 36 30、 45、 60 75、 60、 45 45、75、30 60、30、75 21, 47, 26,36 45、 60、 30 75、 45、 60 30、 75、 45 60、 30、 75
18, 31, 45, 36 30、 60、 45 45、 75、 60 75、45、30 60、30、75 34, 24, 45,27 60、 30、 45 45、 60、 75 75、 45、 30 30、 75、 60
18, 44, 29, 39 30、 60、 45 60、 45、 75 45、75、30 75、30、60 34, 31, 12,53 60、 30、 45 45、 75、 60 30、 45、 75 75、 60、 30
18, 47, 08, 57 30、 60、 45 75、 45、 60 45、30、75 60、75、30 34, 31, 45,20 60、 30、 45 45、 75、 60 75、 45、 30 30、 60、 75
18, 47, 29, 36 30、 60、 45 75、 45、 60 45、75、30 60、30、75 34, 47, 29,20 60、 30、 45 75、 45、 60 45、 75、 30 30、 60、 75
07, 44, 26, 53 45、 30、 60 60、 45、 75 30、75、45 75、60、30 41, 24, 26,39 60、 45、 30 45、 60、 75 30、 75、 45 75、 30、 60
07, 58, 12, 53 45、 30、 60 60、 75、 45 30、45、75 75、60、30 41, 24, 38,27 60、 45、 30 45、 60、 75 75、 30、 45 30、 75、 60
07, 58, 45, 20 45、 30、 60 60、 75、 45 75、45、30 30、60、75 41, 31, 38,20 60、 45、 30 45、 75、 60 75、 30、 45 30、 60、 75
07, 54, 12, 57 45、 30、 60 75、 60、 45 30、45、75 60、75、30 41, 54, 08,27 60、 45、 30 75、 60、 45 45、 30、 75 30、 75、 60

3-3  變數控制的結果 

3-3.1 研究結果的實例推演：仍以  群集為範例。     

1.圖 5 的  群集共有 4╳4╳24 = 384 個「實驗樣本」。 

2.接著在  群集的 384 個「實驗樣本」中，抽取 64 個「實驗樣本」，組成一

組「配色調查樣本」。但組成「配色調查樣本」的 64 個「實驗樣本」中，所出示的 64╳3 = 192 個色

彩，必須均勻共用 64 個「色彩樣本」。表示每個「色彩樣本」各被均勻使用 3 次數。 

3.此時「配色調查樣本」的組成，是由 4 種「H 相互關係」搭配 4 種「C 相互關係」，再搭配 4 種「L
相互關係」所形成。而  群集的「H 相互關係」屬於  特性，可直

接作選取；「C 相互關係」屬於  特性，也可直接作選取；「L 相互關係」屬於  特性，

卻計有如表 4的 24 行選取法。 

4.於是直接選取已有的 4 種「H 相互關係」（即註 2 的  1,14,51,64））。再直接選取已有的 4 種「C
相互關係」（即註 3 的  1,14,51,64））。再由表 4 的 24 行中，選取其中 1 行排列方式的 4 種「L
相互關係」。本文暫採用表 4 的第 1 行排列方式為例（即註 4 的  11,24,38,57））。 

5.然後將已選取的 4種「H 相互關係」、4 種「C 相互關係」、4 種「L 相互關係」，根據圖 7的最簡化

原則排列。4 種「H 相互關係」依圖 7 左圖圖示法排列，4 種「C 相互關係」依圖 7 中圖圖示法排列，

4 種「L 相互關係」依圖 7右圖圖示法排列。  群集經上述過程推演結果，

將可得到完全符合本文研究目的要求的「配色調查樣本」組成，如附註 9 的表 5。 

若依序再將其他六個「實驗樣本群集」範例，根據相同方法作推演，結果也可陸續得到完全符合本

文研究目的的另六組「配色調查樣本」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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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組成變數控制前後的比較 

接著比較研究前後的差異，亦即檢查組成變數控制後，是否真能大幅簡化「配色調查樣本」的組成

困難度。以下再取  群集，作比較說明： 

1.變數控制前（3-1 單元），群集是由 4種「H 相互關係」、4 種「C 相互關係」、24 種「L 相互關係」

相互搭配成 4╳4╳24 = 384 個「實驗樣本」所組成。若要由 384 個「實驗樣本」中，抽取 64 個組成

「配色調查樣本」，共計有  = 384! / (384-64)! = 384╳383╳382………╳321 種組成方式。當

時若僅根據配色調查目的，就要在 384╳383╳382………╳321 種組成方式中，找到符合目的的合適組

成，將相當困難。 

2.變數控制後，雖然群集仍由 4 種「H 相互關係」、4 種「C 相互關係」、24 種「L 相互關係」相互搭

配的 4╳4╳24 = 384 個「實驗樣本」所組成。可是在組成變數控制過程，我們直接選取僅有的 4 種「H
相互關係」參與排列，表示「H 相互關係」僅有 1 種選取法。同時也直接選取僅有的 4 種「C 相互關

係」參與排列，表示「C 相互關係」也僅有 1 種選取法。而在 24 種「L 相互關係」中，利用程式搜尋，

僅找到表 4 的 24 行排列組合，表示「L 相互關係」僅有 24 種選取法。 

3.經“配色調查樣本均勻共用色彩樣本”的組成變數控制後，發現己由原先的384╳383╳382………╳321

種組成方式，變成僅剩 24 種組成方式。未來要在 24 種組成方式中，找到符合目的的合適組成，將相

當容易。況且此時的「配色調查樣本」能均勻共用所有「色彩樣本」，己使得「配色調查樣本」組成

結果，更合理性、更符合實務需要。 

為了進一步証明該組成變數控制的有效性，再簡略的將其他 6 個「實驗樣本群集」範例，作組成變

數控制前後的比較。比較結果如表 8 所示。 

1.  群集由 4種「H 相互關係」、24 種「C 相互關係」、4種「L 相互關係」

相互搭配成 4╳24╳4 = 384 個「實驗樣本」所組成。若由 384 個「實驗樣本」中，抽取 64 個組成「配

色調查樣本」，共計有  = 384 ! / (384 - 64) ! = 384╳383╳382………╳321 種組成方式。但

經組成變數控制後，「H 相互關係」僅有 1 種選取法，「C 相互關係」僅有 24 種選取法，「L 相互關

係」僅有 1 種選取法。結果共僅有 1╳24╳1 = 24 種「配色調查樣本」組成方式。 

2.  群集由 24 種「H 相互關係」、4 種「C 相互關係」、4種「L 相互關係」

相互搭配成 24╳4╳4 = 384 個「實驗樣本」所組成。若由 384 個「實驗樣本」中，抽取 64 個組成「配

色調查樣本」，共計有  = 384 ! / (384 - 64) ! = 384╳383╳382………╳321 種組成方式。但

經組成變數控制後，「H 相互關係」僅有 24 種選取法，「C 相互關係」僅有 1種選取法，「L 相互關

係」僅有 1 種選取法。結果共僅有 24╳1╳1 = 24 種「配色調查樣本」組成方式。 

3.  群集由 4種「H 相互關係」、24 種「C 相互關係」、24 種「L 相互關係」

相互搭配成 4╳24╳24 = 2304 個「實驗樣本」所組成。若由 2304 個「實驗樣本」中，抽取 64 個組成

「配色調查樣本」，共計有  = 2304 ! / (2304 - 64) ! = 2304╳2304╳2302………╳2241 種組

成方式。但經組成變數控制後，「H 相互關係」僅有 1種選取法，「C 相互關係」僅有 24 種選取法，

「L 相互關係」僅有 24 種選取法。宜注意，此時「C 相互關係」的選取，與「L 相互關係」的選取，

是互相獨立的。因為只要先在 24 種「C 相互關係」中選取 1 種，接著再由 24 種「L 相互關係」中選

取 1 種，再搭配原有的 1 種「H 相互關係」選取法，參與組成即可。所以結果共僅有 24 + 24 = 48 種

「配色調查樣本」組成方式。 

4.  群集由 24 種「H 相互關係」、4 種「C 相互關係」、24 種「L 相互關係」

相互搭配成 24╳4╳24 = 2304 個「實驗樣本」所組成。若由 2304 個「實驗樣本」中，抽取 64 個組成

「配色調查樣本」，共計有  = 2304 ! / (2304 - 64) ! = 2304╳2304╳2302………╳2241 種組

成方式。但經組成變數控制後，「H 相互關係」僅有 24 種選取法，「C 相互關係」僅有 1 種選取法，

「L 相互關係」僅有 24 種選取法。結果共僅有 24 + 24 = 48 種「配色調查樣本」組成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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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群集由 24 種「H 相互關係」、24 種「C 相互關係」、4 種「L 相互關係」

相互搭配成 24╳24╳4 = 2304 個「實驗樣本」所組成。若由 2304 個「實驗樣本」中，抽取 64 個組成

「配色調查樣本」，共計有  = 2304 ! / (2304 - 64) ! = 2304╳2304╳2302………╳2241 種組

成方式。但經組成變數控制後，「H 相互關係」僅有 24 種選取法，「C 相互關係」僅有 24 種選取法，

「L 相互關係」僅有 1 種選取法。結果共僅有 24 + 24 = 48 種「配色調查樣本」組成方式。 

6.  群集由 24 種「H 相互關係」、24 種「C 相互關係」、24 種「L 相互關係」

相互搭配成 24╳24╳24 = 13824 個「實驗樣本」所組成。若由 13824 個「實驗樣本」中，抽取 64 個組

成「配色調查樣本」，共計有  = 13824 ! / (13824 - 64) ! = 13824╳13823╳13822………╳13761

種組成方式。但經組成變數控制後，「H 相互關係」僅有 24 種選取法，「C 相互關係」僅有 24 種選

取法，「L 相互關係」僅有 24 種選取法。結果共僅有 24 + 24 + 24 = 72 種「配色調查樣本」組成方

式。 
 

表 8 組成變數控制前後的比較 

配色持性群集 群集的實驗樣本數 變數控制前的組成種類 變數控制後
的組成種類

 群集 4 ╳ 4 ╳ 24 = 384 384 ╳ 383 ╳ 382………╳ 321 24 ╳ 1 = 24
 群集 4 ╳ 24 ╳ 4 = 384 384 ╳ 383 ╳ 382………╳ 321 24 ╳ 1 = 24
 群集 24 ╳ 4 ╳ 4 = 384 384 ╳ 383 ╳ 382………╳ 321 24 ╳ 1 = 24
 群集 4 ╳ 24 ╳ 24 = 2304 2304 ╳ 2304 ╳ 2302………╳ 2241 24 ╳ 2 = 48
 群集 24 ╳ 4 ╳ 24 = 2304 2304 ╳ 2304 ╳ 2302………╳ 2241 24 ╳ 2 = 48
 群集 24 ╳ 24 ╳ 4 = 2304 2304 ╳ 2304 ╳ 2302………╳ 2241 24 ╳ 2 = 48
 群集 24╳ 24 ╳ 24 = 13824 13824╳13823╳13822………╳13761 24 ╳ 3 = 72

 

四、結論與建議 

 

1. 既然經過檢驗結果，已証明“配色調查樣本均勻共用色彩樣本”該項組成變數控制，可有效大幅簡化

「配色調查樣本」的組成結果。於是就可延續前期研究，整理出完整的「配色調查樣本」組成模式： 

a.首先擬定配色調查欲達成的目的。 

b.根據配色調查目的，選取適當的 H 數位值、C 數位值、L 數位值，組成色彩樣本。 

c.由所選取的 H、C、L 數位值，整理出所有「H 相互關係」、「C 相互關係」、「L 相互關係」。 

d.由所整理出的「H 相互關係」、「C 相互關係」、「L 相互關係」，交錯搭配成「全部實驗樣本群

集」。 

e.根據「H 相互關係」的搭配關係、「C 相互關係」的搭配關係、「L 相互關係」的搭配關係，對「全

部實驗樣本群集」進行 3 階層的群集分裂。分裂結果的各「實驗樣本群集」內的各「實驗樣本」，

都具備相同配色關係特性。 

f.根據配色調查目的，選取符合目的的配色關係特性「實驗樣本群集」。 

g.決定各由幾個「H 相互關係」、「C 相互關係」、「L 相互關係」搭配成一組「配色調查樣本」。

此時的各「H 相互關係」、「C 相互關係」、「L 相互關係」個數應相同（以下以 n 個作說明）。 

h.在所選取的「實驗樣本群集」中，搜尋符合圖 8 條件的各 n 個「H 相互關係」、「C 相互關係」、

「L 相互關係」。 
i.在搜尋結果中，選擇其中 1 種排列方式。該種排列方式，應各包括 n 個「H 相互關係」、「C 相互

關係」、「L 相互關係」。 
j.將所選擇排列方式的各 n 個「H 相互關係」、「C 相互關係」、「L 相互關係」，參考圖 7 的最簡

化排列模式作組成，即達成「配色調查樣本」的組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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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因為當初前期研究（3-1-1 單元），僅選取 4 個 H 數位值、4 個 C 數位值、4 個 L 數位值，共同組成

4╳4╳4 = 64 個「色彩樣本」。使得 3-2 單元的推論結果，會由“64”的倍數個「實驗樣本」，組成

一組「配色調查樣本」。表示當初 H 數位值、C 數位值、L 數位值的選取數量，除了直接影響「色彩

樣本」的組成數量外，也直接影響組成「配色調查樣本」的「實驗樣本」數量。 

3. 因為當初前期研究（3-1-1 單元），僅選取 3 個「色彩樣本」組成 1 個「實驗樣本」。使得 3-2 單元

的推論結果，每組「配色調查樣本」均勻使用「色彩樣本」，會有“3”的倍數次數。表示當初選用

幾個「色彩樣本」組成「實驗樣本」，會直接影響未來每個「色彩樣本」被均勻使用的次數。 

4. 因為當初前期研究（3-1-2 單元），僅選取七類群集作範例說明。為了範例說明的延續性，本文也延

續該七類群集為範例說明。可是該七類群集都屬於「H○」、「C○」、「L○」、「H╳」、「C╳」、

「L╳」特性條件的組成。當屬於「H○」、「C○」、「L○」特性條件時，會各出現 4 個選擇項，

可直接選取。當屬於「H╳」、「C╳」、「L╳」特性條件時，會各出現 24 個選擇項，此時必須參考

本文 3-2-3 單元的步驟，選取 4個符合圖 8 條件的選擇項，才能參與組合「配色調查樣本」。可是前

期研究，將所有實驗樣本群集，共計分成 98 個具不同特性條件的群集，除了範例說明的七類群集外，

其餘都至少包含 1 項「HΔ」、「CΔ」、「LΔ」特性條件；而具備「HΔ」或「CΔ」或「LΔ」特

性條件的不同群集，究竟會出現幾個選擇項供選取，且每個選擇項的 H 數位值、C 數位值、L 數位值，

究竟又如何？在前期研究和本文都未曾探討。所以未來作者尚需補足該部分缺少的資料。 

5. 當群集具備「H╳」或「C╳」或「L╳」特性條件時，會各出現 24 個選擇項供選取，此時必須在 24

個選擇項中，選取 4個符合圖 8 條件的選擇項，才能參與「配色調查樣本」組合。經 3-2-3 單元的程

式搜尋後，發現表 4、表 5、表 6各有 24 行排列方式，可供選取，可是本文僅取第 1 行排列方式，參

與範例組成。假若當初取用表 4、表 5、表 6 的其他行排列方式，參與範例組合，其「配色調查樣本」

組合結果，將與本文的組合範例完全不同。 

6. 在 3-2-2 單元曾發現，若要讓「配色調查樣本」組合，能均勻共用 64 個「色彩樣本」，必須將 4 種

「H 相互關係」、4種「C 相互關係」、4 種「L 相互關係」，在交錯搭配過程，各由不同方向作排列

組合，如圖 7 的左圖、中圖、右圖，就是其中 1 個範例。可是要將 4 種「H 相互關係」4 種「C 相互

關係」、4 種「L 相互關係」，由不同方向作排列組合的方法很多。若當初 3-2-2 單元不採用圖 7 的

排列方向，而採用其他不同方向的排列組成方法，其最後的「配色調查樣本」組成結果，也將完全不

同。 

7. 綜合以上 6 項敘述，又發現本文研究的另一項優點：當根據配色調查目的，選取符合目的的組成方式

時，其實並不僅是表 8 所示的種類選擇而已，只要再搭配以上 6 項敘述的變數異動，就能提供更靈活、

更具彈性的「配色調查樣本」組成選擇。而以上 6 項敘述的變數無論如何異動，都不會影響本文研究

的「配色調查樣本」組成步驟。 

8. 因前期研究與本文的最主要目的，是希望能藉助有限篇幅，儘量詳細說明「系統化的配色調查樣本組

成模式」，故前期研究與本文都僅選取其中七個群集為範例；而文中的相關程式，也僅針對內容說明

需要繕寫而已。可是除了該七個群集範例外，尚有更多的群集或其他問題，文中並無法做詳細解析。

因此作者未來將遂步針對其他群集或其他相關問題，陸續提出詳細研究說明，未來文中亦會再針對不

同內容需要，分別提出不同的相關搜尋程式。等未來所有群集和所有問題都逐一解析清楚後，作者將

整理文中所有相關程式，利用 Visual Basic 編寫互動式視窗軟體。未來色彩調查取樣時，只需利用滑

鼠點選和數字鍵入，就能輕易得到符合研究目的的「配色調查樣本」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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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en human see several colors they don’t perceive single color only, they also have contrast 
colors perception about hue, chroma, and value at the same time. It means people can perceive the 
results of color coordinates by hue, chroma, and value mutually contrast relations. According to above 
relations supposed people see three colors, the author built color coordinate “experimental samples 
group” in a former study(2004), and then sampled many proper experimental samples from the group 
to comprise “color coordinate census samples”. Finally the author proposed the model of “color 
coordinate census samples” in the former study. 

However according to census purpose to derive proper “experimental samples”, which from 
“experimental samples group”, to comprise “color coordinate samples” is still difficult because of too 
many relevant variables. In this respe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make the compositive variables 
under controlling properly, and develops a systematic modified composition model. Hopefully that 
can reduce difficulties of “color coordinate census samples” composition.  

Through repeated test, we can find that “color coordinate samples equally using color samples” 
is a vital variable control. It also can simplify the composition of samples. So this study controls the 
vital variable under the composition model of “color coordinate census samples” which provided 
from former study. Thus we can eliminate inapposite results before the formation of “color coordinate 
census samples”, and largely simplify its composition model.  

  
Keywords: Color coordinate census sample, Experimental sample, Color s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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