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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吾

GB 2893—2008

本标准的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

本标准修改采用ISO 3864 l：2002《图形符号——安全色和安全标志——第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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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3864 1：20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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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2893—2001((安全色》。

本标准与GB 2893 2001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按照GB／T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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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3864 1：20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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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昱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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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82年首次发布，2001年第一次修订。

Ⅲ



安 全 色

GB 2893—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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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 2894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T 3978标准照明体和几何条件

GB／T 3979物体色的测量方法

GB 5768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GB 1 34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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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ty coi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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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rast col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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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ty mar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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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nr gam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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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m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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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minance 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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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与同一条件下完全反

射或完全透射的漫射体的亮度，～之比。亮度因数以且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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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亮度对比度luminance contrast

对比色亮度f，，与安全色亮度I，：的比值，其中L，大于L：。亮度对比度以^表示。

＆一告 ⋯⋯⋯⋯⋯⋯⋯·‘(2)

3．8

逆反射retrorcfJ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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斟内变化时，仍能保

持这种性质。

3．9

光强度系数coefficient of luminous intensity

逆反射在观测方向的光强度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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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之商，

即：

R一÷

式中：

尺——光强度系数，单位为坎德拉每勒克斯(cd·lxl)；

，——光强度，单位为坎德拉(cd)；

E上～垂直方向照度，单位为勒克斯(1x)。
3．10

逆反射系数coefficient of retrureflection

逆反射面的逆反射光强度系数R除以它的面积A之商．即：

R7=署一南
，一Ed

2

式中：

R 7一 逆反射系数，单位为坎德拉每勒克斯平方米(cd·1x 1·rn 2)

R——光强度系数，单位为坎德拉每勒克斯(cd·lxl)；

A——试样被测面积，单位为平方米(n，2)；

卜一光强度，单位为坎德拉(cd)；
E上⋯垂直方向照度，单位为勒克斯(1x)；
E～照度，单位为勒克斯(Ix)；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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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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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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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 2893—2008

安全色 x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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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何边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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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字和图形符号。

4．3安全色与对比色的相间条纹

相问条纹为等宽条纹，倾斜约45。。

4．3．1 红色与白色相间条纹

表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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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指令的安拿标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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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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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和y坐标应在表2所给出的颜色范围内，亮度对比度应在表6所给出范嗣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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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彦坐标落在表2所给定范围的边界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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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R红色

Y黄色

G绿色

B蓝色

4

Wh白色

Bk黑色

Ph浅黄的白色磷光

与表2一致的安全色范围

与表3一致的安全色范围，普通材料

与表3一致的安全色范围，逆反射材料类型1

与表3一致的安全色范甩，逆反射材料类型2

图1 安全色和对比色的色品区域

口目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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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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用颜色范围的角点色度坐标 亮度因数卢

颜色 (标准照明体D⋯2。视场) 逆反射材料8
普通材料 发光材料 组合材料

1 2 3 4 类型1 类型2

o 735 o 681 0 579 o 655

红 ≥o．07 ≥o 03 ≥0 05 ≥0．03 ≥0 25

0 265 0．239 O 341 0 345

o 049 o 1 72 0．210 0 137

蓝 ≥0 05 >JO．05 >JO．01 ≥0 01 ≥0．03

0 1 25 0．198 0 160 0．038

0 545 0 494 0 444 0．48l

黄 ≥0 45 ≥0 80 ≥0 27 >JO 1 6 >1-0 70

0．454 0 426 0 476 0 518

0．201 0 285 0 170 0 026

绿 ≥0．12 ≥0 40 ≥0 04 ≥0．03 ≥0．35

0 776 0 441 0．364 0 399

0 350 0 305 0．295 0 340

白 ≥0．75 ≥l 0 ≥0 35 ≥0 27

0 360 0 315 0 325 0．370

0 385 0 300 0 260 0 345

黑 —— ≤0 03

y 0 355 0 270 0 3lO 0 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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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用颜色范围的角点色度坐标(标准照明体D扪2。视场)

逆反射材料。
颜色 普通材料

类型1 类型2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0 660 0．610 0 700 0 735 0．660 0 610 0 700 0．735 0 660 0．610 0．700 0 735

红

， 0 340 0 340 0 250 0 265 0．340 0 340 0 250 0 265 0 340 0 340 0 250 0 265

0 140 0 160 0．160 0．140 0 130 0．160 0．150 0 l 30 0 130 0 160 0 160 0 130

蓝
0 140 0．140 0 160 0 160 0 086 0 086 0．120 0 120 0 090 0．090 0 140 0 140

0 494 0 470 0 493 0．522 0 494 0 470 0 493 0 522 0 4 94 0 470 0．513 0．545

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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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230 0 260 0 260 0 230 0 110 0 150 0 1 50 0 110 0 110 0．170 0 1 70 0 110

绿
0 440 0 440 0 470 0 470 0 415 0 415 0 455 0 455 0．415 0 4】5 0 500 0 500

0．305 0 335 0 325 0．295 0．305 0 335 0 325 0 295 0 305 0 335 0．325 0．295

白
0．315 0 345 0．355 0 325 0 315 0 345 0 355 0 325 0 31 5 0 345 0．355 0 325

8根据逆反射系数确定逆反射材料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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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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几何条件45／0)，2 o视场] 亮度因数卢

0 390 0 320 0 320

浅黄的白 >0 75

0 410 0 340 0 410

0 350 ．0 305 0 20j 0．340

白 >0 75
0 360 0 31S 0 325 0 370

表5最小逆反射系数R

最小逆反射系数。

(单位：cd·lx。-m。，光源：标准照明体A)

观测角 入射角
类型1 类型2

白 黄 红 绿 蓝 白 黄 红 绿 蓝

70 50 14 5 9 4 250 1 70 4j 45 20

12’ 30。 30 22 6 3 j 1 7 150 1 00 25 25 】1

40。 10 7 2 】．j 0．5 110 70 l 6 1 6 8

5。 50 05 10 7 2 180 122 25 2l l 4

20’ 30。 24 16 4 3 l 1 00 67 14 11 7

40。 9 6 1．8 1 2 0 4 05 64 13 11 7

5 3 0 8 0 6 0 2 3 0 8 0．6 0 2

30。 2 j l 5 0 4 0 3 0．1 2 5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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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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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女<1 5 5<^<1j 5<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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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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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39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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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3978规定的标准A光源，光探测器应符合V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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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样参考中一t,x,t光源jL径张角及对光探测器孔径张角应分别不大于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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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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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应能在0．2。～2。范围内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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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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正对着光源，测得试样面r的垂直照度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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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测出a和p角上试样的照度E；

c) 测得斌样参考中心平面与光探测器}L径面间的距离d和被测试样的面积A；

d)最后将卜述F⋯E d和A分别代人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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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附录^

(规范性附录)

安全色的使用导则

A 1安全色

A 1 1红色

柞种禁止标志(参j|f{【jB 2894)；交通禁令杯忐(参照GB 3768)，消防艘备标忐(参照GB I 34 95)；机

械的停1．按钮、刺午投停乍装髓的操纵手柄；机械设备转动部件的裸露部位．仪表到度盘上极限位置的

刻度：符种危险情号旗等。

A 1 2黄色

并种警告标志(参照GB 2894)，m路交通杯．E和标线巾管告标忐(参』!{{GB 5768)；警告信号旗等。

A 1 3蓝色

并种指令标．占(罄照(；】{2894)；道路交通标志和怀线-f一措H；怀志(鸯照GB 5768)1辜。

A 1 4绿色

辑种提示标志(参j!fl(，l{2894)：机器肩动按钮．鹰全信蛩媵：急救站、航敞通道、避险处、应急避难场

所等、

A 2安全色与对比色相问条纹

A 2 1红色与白色梧间条纹

应朋于交通运输等打面所使州的防护栏卡f技隔离墩．液化再油气汽午椅车的兼纹，固定禁止标忐的

标志杆上的也带(如阁A】)锋。

A 2 2黄色与黑色相间条纹

应川]：辑种机械在rn或移动时择易碰捕的部位，如移动式起重机的外仲雌、起重臂端部、起重吊

钩和雕重：坍板机的压紧装置；冲床的卅块等竹暂时或水久性危险的场所或设备；阿定瞥告标志的标志

扦I：的乜带(如图A 1)等。

世缶所涂条纹的倾斜打向应“中心线为轴线对称如l目A 2所“i。两个相对运动(剪切或挤压)棱

边}：泉纹的倾斜片向应相应．如图A 3所j；。

▲誊国
l 吲 引

_ I j 茸
图A 1安全标志杆上的色带

．0



图A 2 以设备中心为轴线对称的相问条纹示意图

图A 3相对运动棱边上条纹的倾斜方向示意图

蓝色与白色相间条纹

|』道路文通的措H计￡廿m标志(Ⅻ川A j)；H定措々怀，厶们怀忠杆r的色带(如幽A¨等

圈A 4指示性导向标志

A 2 4绿色与白色相间条纹

膻用于l刮定提d讳F志朴I’的色带(鲫图A 1)等。

A 2 5相间条纹宽度

安全色与对比色相问的条纹宽垭应相等．即存I。-50％，斜度与基准阿成45。。宽度般为】00⋯
咀可根姑设备凡小和安全标志化髓的小同．果Ⅲ小同的宽度在较小的而租|二其宽度“T适当的绵小．每

种颜邑不能少于两条。

A 3使用要求

使卅安全色时婴考虑川⋯的亮度及l目其他颜色帕关系．要使蜜垒乜能ll：确辨认。在明亮的环境

照明光谢一应接近自然E I昼光如Dn二光源；n·j瑶暗的环境中为避免脞光或干扰臆减少亮旺。

A 4检查与维修

凡涂钉安全也的部位．每、|年应检查一次，应保持整洁，删亮如柏变色、褪色等不符合安全色范围．

逆反射系数胝于7f)％或安全也的使川环境改变时．应_；【乏时重涂或业按“保lⅢ安全色正确、醒目．达到

安全臀示的H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