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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概述 

LED 显示屏的亮度、色度一致性很大程度上决定了 LED 全彩显示屏的图像显示质量。由于 LED 显示屏的选灯、

焊接、结构设计、散热、亮度衰减等各个环节都可能影响到显示屏的不一致性，这就导致了 LED 显示屏的亮度、

色度一致性一直是行业内的一大难题。 

在这种背景下，Nova 推出逐点校正技术，该技术另辟蹊径，它并没有在显示屏的制造环节进行干预，而是在显示

屏制造终端对亮度、色度进行测量和校正。Nova 逐点校正系统，通过对 LED 显示屏进行逐点校正，可显著提高

LED 显示屏的亮度、色度一致性，从而改善了 LED 显示屏的图像质量。 

图1-1 显示屏校正前后对比图 

 

Nova 逐点校正系统的应用场合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生产线上的逐箱校正（箱体校正）；另一种是现场的大屏校正

（全屏校正）。 

生产线上的逐箱校正相对现场校正效率较高，成本也较低。但是对于 LED 光轴方向一致性控制不是很好的显示屏，

逐箱校正在现场的效果不如现场校正。进行逐箱校正时需要使用配套的软件 NovaCLB-Cabinet。 

现场校正需要工程人员携带校正设备在显示屏安装现场进行逐点校正，而且户外的显示屏需要在夜间才能进行校

正，相对箱体校正而言效率较低，但校正效果极为显著。进行现场校正时需要使用配套的软件 NovaCLB-Screen。 

本文将详细介绍全屏校正的操作方法。 

软件特性 

 掌握相机标定技术，能够更为精确测量亮度、色度值，校正后图像更细腻。 

 12位的校正系数，校正后的亮度差异小于1%，色度差异小于 0.003。 

 能够进行色度校正，消除两批次 LED 间的色度差异。 

 能够消除校正分区间的亮色度差异性，让全屏平滑如镜。 

 支持弧形屏、异形屏体的校正。 

 支持对更换的灯板进行自动校正。 

 控制系统支持 16位的校正系数实现方式，校正后的低灰度依旧细腻无比。 

 校正系统闭环实现，可以轻松实现单人现场校正，校正效率能达到 60 万像素每 25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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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正过程中采用红绿蓝同时开始采集和边采集边处理机制，提高效率。 

 支持修正分区与分区之间边界差异，使得分区之间平滑过渡。 

 户外校正无需供电，携带笔记本电池即可轻松完成户外大屏校正。 

系统架构 

图1-2 系统架构（连接NovaLCT校正） 

  

图1-3 超大屏校正系统架构-单串口级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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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超大屏校正系统架构-多串口连接 

  

控制器连接方式可分为单串口级联及多串口连接。 

 单串口级联为控制计算机通过单个 USB 级联线连接至控制器 USB 控制接口，控制器间用级联线连接，如图

1-3 所示。 

 多串口连接方式为控制计算机直接通过 USB 级联线分别连接至控制器 USB 控制接口。 

西
安

诺
瓦

星
云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NovaCLB-Screen 全屏系统 用户手册  
 

 www.novastar-led.cn   4  
 

 

2   授权管理 

NovaCLB-Screen 采用加密锁和授权文件绑定授权的管理方式，每个加密狗对应一个授权文件，软件授权，两样

缺一不可。 

将加密狗插到计算机 USB 接口，在主界面单击“授权”，在授权管理界面单击 ，将加密狗对应的授

权文件（位于 U 盘内）导入。 

可导入多个授权文件，这样的话，有多个加密狗时可以直接更换加密狗，无需每次更换加密狗都要重新载入授权

文件，只需插上加密狗即可使用。 

图2-1 授权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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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校正方式 

根据不同的校正需求，校正方式分为整屏逐点校正、拼接亮暗线修正、对更换的灯板进行校正和校正前后均匀

性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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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整屏逐点校正 

整屏逐点校正流程： 

1. 初始化 

联机（与 LCT 联机校正）、新建校正信息文件、并对灯板规格进行初始化设置。 

2. 相机设置 

选择连接相机的类型，数码相机或 Caliris 相机，并单击“连接”。 

3. 分区设置 

校正过程需要通过相机采集显示屏的亮色度，由于相机分辨率有限，显示屏需划分为多个合适大小的区域进

行校正。 

4. 相机参数 

调节校正采集图像时的屏体亮度和相机的各项参数。 

5. 分区校正 

引导客户对每一颗 LED 进行逐点校正，由此显著提高显示屏均匀性校正初始化。 

图4-1 选择校正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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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化 

图4-2 校正初始化 

 

1. 控制系统 

校正软件可以与 NovaLCT 软件配合使用以实现显示屏的校正。 

与 NovaLCT 连接 

在保证校正软件端电脑与 NovaLCT 控制端电脑良好通信的情况下，将 NovaLCT 处的 IP 和端口（默认为

8080，可修改）填入校正软件的 IP 和端口处，然后单击“连接”按钮。出现如图 4-3 界面，连接完成。 

图4-3 连接成功时NovaLCT与NovaCLB端的提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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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屏体模式 

支持单屏模式和组合屏模式。 

− 单屏是指在 NovaLCT 上配置的一个屏。 

− 组合屏是指在 NovaLCT 上配置的多个屏，并在 NovaLCT 的多屏管理中将多个屏幕组合成的一个大屏。 

3. 屏体分辨率 

屏体分辨率是显示屏的像素级的长度和宽度。 

在与 NovaLCT 连接成功后，界面下方会自动显示已连接控制系统，当前带载的屏体序号及各屏对应的分辨

率。用户可根据需要选择屏体序号，默认选中第一个。 

4. 灯板宽度、高度 

如灯板大小一致，勾选“灯板大小一致”，并设置灯板的列数和行数。灯板大小不一致，不支持修正拼接亮暗

线功能，启用另一种亮暗线修正方法（按像素进行修正）。 

5. 校正信息文件 

可以新建数据库，或载入现有数据库，该数据库用于存储显示屏的校正系数、校正时间、屏体大小等信息，

请妥善保管。 

组合屏模式下新建的数据库包括每个单屏数据库（以 com 口、屏序号来命名），方便日后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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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4.2.1   常用设置 

图4-4 常用设置 

 

1. LED 灯排列方式 

指每个像素内 LED 的个数，常见的为三灯、四灯、三灯虚拟、单双色灯、或其他排列。 

2. 背景环境光亮度 

描述的是校正时周围环境的光亮程度，一般认为，暗室为“无”，夜晚为“低”，傍晚或者阴天为“高”，天气晴

朗的白天并不适合进行校正工作。 

3. 逐点识别的方向 

分为从矩形四个角起始的四种对角线方向，用于识别 LED 时使用，默认为自动搜索，软件会分别从四个方

向检测并选取最优结果。 

当左上角的 LED 不能正常显示时，需更换方向，例如，可尝试从右下角开始识别 LED，常用于校正分区第

一行或第一列被遮挡的特殊情况。 

4. 允许的死点比例 

如果校正区域内不能识别的 LED 数目大于该比例时，校正流程将自动暂停并提示。首先请确认显示屏是否

存在“死点过多”或者“部分 LED 像素被遮挡”的现象，如果问题仍无法解决，可以尝试调高该比例强行

校正。 

5. 校正过程参数 

− 启用去背景 

西
安

诺
瓦

星
云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NovaCLB-Screen 全屏系统 用户手册  
 

 www.novastar-led.cn   10  
 

 

去背景即去除背景光，校正一般都要求在较暗的环境下才能进行，如启用去背景，即使环境不够暗也

可进行校正。 

如勾选了“启用去背景”，开始校正后会进入如下图界面，可通过鼠标拖动四边形的四个顶点或利用键

盘上的方向键调节四个顶点位置，四边形内的区域为校正有效区域，目的是去除待校正屏周围的干扰

光。 

图4-5 显示屏区域确定 

 

− 启用缝隙修正 

缝隙校正主要用于小间距屏体的校正，可修正模组拼接带来的亮线问题，对拼接暗线也有一定的修正

效果。注意：亮线和暗线必须包含在校正分区中。 

− 系数稳定上传 

系数稳定上传指通过串口线上传校正系数，上传速度慢。系统默认通过视频数据线上传校正系数，上

传速度快。视频数据通道有问题时可启用稳定上传功能完成系数上传。 

− 处理遮挡区域 

如果有的分区内有树叶、电线等遮挡或者相机镜头上存在脏点，可启用此项，软件会自动检测遮挡区

域并做相应处理。 

− 保存所有分区图像 

勾选“保存所有分区图像（占用较大磁盘）”，将保存所有分区的图像，不勾选则默认仅保存当前分区

的图像。 

− 全屏任意拼接 

勾选“全屏任意拼接”，系统会自动计算箱体边缘的校正系数，使得后续搭建屏体时，每个箱体可以在

大屏中任意摆放。 

说明： 

勾选“全屏任意拼接”时，要求全屏中的箱体为同一批次，且箱体之间没有明显的亮暗块。 

不勾选“全屏任意拼接”，校正后，屏体中的箱体位置不能随意更改。即后续搭建屏体时，每个箱体的

位置应该与上一次校正后的屏体中的对应箱体位置保持一致。 

6. 亮度数据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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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是否需要对亮度数据做梯度修正，模块修正在亮色度存在模块化差异情况下使用，模块大小为最小单元

模块的大小。 

图4-6 亮度数据修正 

 

7. 采集图像地址 

单击 设置校正过程中采集图像的保存位置。 

8. 屏体类型 

设置屏体的样式，分为常规屏和异形屏。常规屏一般指的是矩形屏，异形屏一般指的是非矩形屏，如圆形，

三角形等屏幕。 

4.2.2   原始值设置 

使用色度计测量原始值。 

原始亮色度是指待校正的显示屏在校正关闭的情况下的原始的、本来的亮度和色度参数信息，该参数的正确设置

对于校正后显示屏的效果起着重要的作用。 

色度计是指光枪（通俗说法）、色彩分析仪、分光辐射亮度计等测量 LED 色彩特征的仪器。 

4.2.3   目标值设置 

 亮度校正 

图4-7 目标值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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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改变 R、G、B 三基色的亮度，不会牺牲显示屏的色域，但不能消除 LED 间色度上的差异。 

图4-8 亮度调节 

 

调节上图中红绿蓝的亮度值，或者可单击 ，在下图中调节。 

图4-9 辅助工具调节亮度 

 

 普通色度校正 

会改变三基色的亮度并牺牲少量色域，但能使 LED 亮度和色度都达到高度一致性。 

单击 调节期望亮色度值，也可在文本框中直接写入值，推荐使用前者进行调节。 

调节后可单击按钮 ，查看当前亮色度值在 1931 色度图上的分布，如图 4-11。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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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0 普通亮色度校正 

 

图4-11 测量色域和目标色域在 1931色度图上的分布图 

 

图中白色三角形对应于测量色域（色度计测量的原始亮色度），黑色三角形对应于目标色域，为了实现校正后均匀

性一致，目标色域应小于测量色域。通过上图，可以查看当前的色域牺牲量。 

另一种方式是勾选“启用色温”直接输入合适的色温值，或者拖动拉杆设置，或者使用推荐色温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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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2 启用色温值设置 

 

 多 bin 色度校正 

多 bin 色度校正，主要解决多批次混灯或混灯板后的亮色度差异。 

多 bin 色度校正的操作步骤与“普通亮色度校正”模式基本相同。 

相机设置 

校正过程中，相机必须与校正计算机连接正常、保持正对分区、且可以正常拍照。连接相机前需要选择相机类型，

数码相机为 Canon 相机，如连接成功，相机状态如下图所示，单击“下一步”进入分区设置。在进行连接时需提

前对相机进行相关设置，具体操作参考 13.4 相机的操作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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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区设置 

由于受到相机分辨率的限制，显示屏需划分为多个合适大小的区域进行校正。 

分区校正是在校正参数设置完成后，实现显示屏校正的具体过程。 

图4-13 分区校正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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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在校正完最后一块分区前，应保持相机与屏之间的距离不变，可以对相机角度进行调整。 

图4-14 分区设置 

 

推荐用户采用智能分区，单击 ，软件会自动将显示屏划分为大小合理的若干个分区。 

如果采用自定义分区，可单击 进行单元大小设置，数码相机的采集列行数不能超过“224×150”，

Caliris 相机的采集列数不能超过“480×330”，界面下方显示的分区大小（单元列行数×相机采集列行数）即单分

区内像素值。设置好之后单击 。 

 

分区的结果会在主界面的右边弹出，如图 4-15 的右侧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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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5 分区拓扑图与画面控制窗口 

 

1. 分区/分屏拓扑图 

该拓扑图由当前显示屏按分区大小划分后生成。分区按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编号。 

2. 画面控制 

用以实现对显示屏颜色、亮度及校正开关的控制。 

该右侧窗口随主窗体一起移动，在不需要时可以关闭，然后单击界面右侧的超链接“分区拓扑图与画面控制”

弹出。 

如显示屏外围存在包边，需勾选“屏体存在包边”，按照实际情况输入显示屏四边的包边行、列数。 

输入包边行、列数后，单击 在显示屏上查看，看到第一行或列有灯亮时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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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6 屏体包边设置 

 

分区完成后，单击“下一步”，进入“相机参数”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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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机参数 

图4-17 相机参数设置-数码相机 

 

图4-18 相机参数设置-Caliris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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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码相机连接成功后如图 4-17 所示，Caliris 相机连接成功后如图 4-18 所示。Caliris 相机无预览窗口，如想查看显

示屏在相机中的位置可选择“饱和度调节”>“相机预览”，其余可在 中打开快速入门手册查看。 

无论是采用手动调节还是自动调节，饱和度调整结果达到“正常”为止，成像大小调整至“合适”，在此过程中一

定要保证相机正对分区。 

注意： 

如果在饱和度正常的情况下成像面积偏小，请调节微焦环使得 LED 灯点的成像变得模糊一些，由于相机视窗做了

缩放处理，相机视窗上看到的成像与图像有差异，请单击放大镜，弹出图像中的 LED 灯点是分离的即可。 

图4-19 饱和度调节-Caliris相机 

 

 相机预览：预览显示屏在相机中的画面，支持以下两种方式对相机预览画面进行缩放，缩放范围为 15%～

3200%。 

− 拖动滑动杆。 

− 在图像预览区，单击左键放大，单击右键缩小。 

 图像查看：查看相机在进行饱和度分析时拍摄到的图像，可分别选择红、绿、蓝三色进行查看。 

 实时分析 

当连接的相机为“Caliris”系列时，实时分析功能有效。单击“饱和度调节”按钮，进入饱和度调节界面。 

− 勾选“实时分析”复选框。单击选择预览颜色，软件自动对所选颜色的“相机预览”画面进行饱和度

分析，最终达到“正常”。 

− 不勾选“实时分析”复选框时，Caliris 相机参数调节与数码相机参数调节方式保持一致。 

 自动调节 

当连接的相机为“数码相机”时默认为该模式。该模式下，用户只需单击 按钮，软件会自动

分析和调节饱和度，最终达到“正常”； 

 手动调节 

该模式下，用户需要手动调节“校正亮度”、“曝光时间”参数及相机光圈大小，调节饱和度值。 

对焦环，焦距和灯点密集程度对成像大小影响较大。当成像大小小于 50 时，调节对焦环使图像变模糊,从而

增大成像大小；当图像灯点成像大小大于 150 时，可通过调节对焦环使图像变清晰；或调节相机焦距使所有

灯点的成像区域增大，灯点成像变稀疏；或改变隔点数，从而达到成像大小变小的目的。若成像大小为 0，

表示饱和度太低或太高，需要把饱和度调节至一定范围成像大小才能正确计算出。打屏亮度、曝光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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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对成像大小影响较小，一般可以忽略。一般我们先固定光圈值，把饱和度调节到一定范围使成像大小显

示出来，通过调节对焦环，焦距和隔点数三个参数中任意一个，使成像大小正常；然后调节校正亮度、曝光

时间、ISO 使饱和度正常。 

连接 Caliris 相机时，饱和度分析完成后，请务必确保灯点间不黏连，若灯点黏连，则需重新调整相机参数，保证

饱和度分析正常且灯点不黏连。 

注意： 

默认亮度为 50，建议进行自动分析；如果有校正经验可以手动调节；分析结果正常后进行下一步操作。饱和度

60-100 之间为正常，成像大小调整到 50~150 为合适。 

可单击右侧出现的 查看相机再分析饱和度时所拍摄得到的图像，帮助排查问题。待红色、绿色。蓝色都分

析完成后，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分区校正”页面，Caliris 相机则需关闭“饱和度调节”窗口，返回至相

机参数界面，单击“下一步”，进入“分区校正”页面。 

分区校正 

图4-20 分区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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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动校正模式 

该模式下，只需单击“启动自动校正”按钮，软件便会自动对该分区进行测量、分析、生成校正系数、上传校

正系数、保存系数等，提高了便捷性和校正效率。用户可以对该自动流程进行按需求设置，单击下方的“自

定义”，出现下图所示窗口。 

图4-21 自定义自动校正流程 

 

2. 手动校正模式 

该模式下，用户可单独操作校正流程中的每一步。 

待该分区校正完成后，可通过右侧窗口的“画面控制”测试该分区的校正效果是否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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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数上传 

将校正系数上传给显示屏。 

图4-22 拓扑图上传校正系数 

 

4. 暂停校正 

在校正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突发状况，比如突然出现遮挡物，这时可以单击 ，停止校正。再单

击 继续校正时，相机将从上一张开始拍摄。 

图4-23 暂停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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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更改目标值 

分区校正结束后，如对校正效果不满意，可单击 ，在目标更改界面中修改目标值，支持亮度校

正、普通色度校正和多 bin 色度校正。多 bin 色度校正支持蓝色修正，蓝色修正主要是优化蓝色效果，但是

白色的效果会稍微变差。 

可手动输入或使用辅助工具修改目标值。修改完成后单击 ，查看色域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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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4 更改目标值 

 

 ：将校正模式和目标值还原至刚打开界面时的值。 

 ：在显示屏上查看修改目标值后的效果。 

 开启校正：勾选该选项，可在显示屏上看到最后一次校正系数的效果。 

如修改的目标值效果满意，单击 ，提示“是否将更改目标值应用到所有分区？”，选择是，系统

将重新计算校正过的分区校正系数，若是单屏校正，会将当前分区新的校正系数上传。选择否，目标值仅应

用到接下来要校正的分区。 

 

分区校正完成后，单击界面右下角的“下一分区”进入下一分区的校正。使用 Caliris 相机校正时，更换分区可

单击“图像预览”观看相机是否正对分区。依次校正所有分区，完成显示屏的分区校正。 

待显示屏的所有分区都校正完成后，若在分区间存在差异，则可使用“消除边界”进行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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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边界 

存在多个分区时，单击“消除边界”>“系数仿真”>“系数上传”>“系数固化”>“保存数据”按钮。系统会依

次进行消除分区边界，系数上传，参数固化到硬件和保存调整数据。 

图4-25 消除边界 

 

 消除边界：修正分区与分区边界的亮色度不均匀现象。 

 系数仿真：软件利用校正系数还原 LED 显示屏校正前的显示效果，还原后的图像为仿真图，校正人员通过

对比仿真图与校正前的实际效果是否一致。 

单击“系数仿真”进入系数仿真界面，如下图所示。 

图4-26 系数仿真 

 

− 绘制编号：在仿真图上绘制分区编号。 

− 屏体颜色：仿真屏体显示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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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示模式：仿真图的模式分为三种：原色图、灰度图和伪彩图。 

 原色图：彩色图像，与仿真颜色显示一致。 

 灰度图：灰度图像，所选颜色的灰度图像。 

 伪彩图：用一种颜色代表一个亮度区间。 

 系数上传：将系数上传至接收卡。 

 系数固化：将系数固化至接收卡。 

 保存数据：将系数保存至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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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拼接亮暗线修正 

当显示屏上的亮暗线位于灯板与灯板或箱体与箱体的拼接处，这类亮暗线可通过修正拼接亮暗线功能来改善，如

操作恰当，效果非常显著。 

校正模式选择“拼接亮暗线修正”。 

 

初始化 

初始化设置与逐点校正相同，参考 4.1   初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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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初始化 

 

屏体信息 

显示屏的校正情况不同时，操作步骤不同，按照显示屏的校正情况分为未经过校正、已经过全屏校正和已经过箱

体校正，后两种情况需载入数据库，且要注意以下事项： 

1. 必须是经过 NovaCLB-Screen V4.0 及以上版本的全屏校正，且灯板大小必须一致。 

2. 已经过箱体校正的显示屏，必须先将箱体数据库转换为全屏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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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修正拼接亮暗线-显示屏信息设置 

 

3. 亮暗线情况 

− 选择亮暗线存在位置，分为灯板与灯板之间或模组与模组之间（一般指箱体与箱体之间）。 

− 填写单个灯板的灯点行列数或单个模组的灯点行列数。 

设置完成后单击 ，进入亮暗线修正的分区。 

相机设置 

校正过程中，相机必须与校正计算机连接正常、保持正对分区、且可以正常拍照，如连接成功，相机状态如下图

所示，单击“下一步”进入分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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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 相机连接 

 

分区设置 

完成校正初始化之后，开始亮暗线修正。由于受到相机分辨率的限制，显示屏需划分为多个合适大小的区域进行

修正。 

参考 4.4   分区设置，进行分区设置。 

西
安

诺
瓦

星
云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NovaCLB-Screen 全屏系统 用户手册  
 

 www.novastar-led.cn   32  
 

 

图5-4 亮暗线分区设置 

 

分区修正 

图5-5 亮暗线修正 

 

1. 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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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自动修正之前，需要将相机对准分区，选择分区后勾选“模块显示”，调整相机焦距和微焦使得分区全

部进入相机视窗，且每一个亮块是分离的；使用 Caliris 相机时需要单击图像预览进行调节，如果图像过亮

需要调节光圈，缩小光圈口径。 

图5-6 分区修正 

 

2. 自动修正 

单击 开启自动修正，将出现如下图界面，通过鼠标拖动四边形的四个顶点紧贴图像边缘，以框选

校正有效区域，目的是去除待校正屏周围的干扰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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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手动微调 

自动修正完成后，对修正结果不满意，可进行手动微调。 

单击 ，进入系统微调界面，如下图所示： 

图5-7 手动微调 

 

手动微调操作步骤： 

a. 选中要微调的边或点，可选择拖动鼠标框选或单击鼠标选中，黄色表示选中整条边，绿色表示选中部

分灯点。 

框选选项的两个方向默认为都勾选，框选时可选中行方向和列方向上的边，如框选选项仅勾选了“行

方向”，框选时仅能选中行方向的边。如下图： 

图5-8 框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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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9 框选-2 

 

鼠标单击即可选中要微调的边。 

图5-10 鼠标单击选中要调整的边 

 

双击该条边，弹出如下界面，可单击或框选要调整的灯点。按住 Ctrl、或 shift 键单击鼠标，可选中多个点。 

图5-11 选择要调整的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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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点选择完成后如下图所以，绿色表示选中部分灯点。 

图5-12 选完灯点后 

 

− 锁定选择：锁定选中的边或点。 

− 显示编号：勾选后，显示屏上会显示编号。 

b. 拖动拉杆微调系数，如勾选“开启校正效果”则表示此时是在刚才校正后的基础上微调，不勾选即在

自动修正前的基础上微调。 

4. 如修正效果满意，单击 将系数保存至硬件。再单击 ，将校正系数保存到数据

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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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对更换的灯板进行校正 

连接控制系统 NovaLCT，进行联机校正。 

选择校正方式“对更换的灯板进行校正”，单击“下一步”，将进入初始化界面。 

 

初始化 

初始化设置与逐点校正相同，参考 4.1 初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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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初始化 

 

灯板位置 

需要准确定位新灯板的位置，才能对新灯板进行准确校正。 

手动设置 

如果校正人员很清楚新灯板的坐标位置，可以采用手动设置，快速设置好坐标和灯板大小，单击“下一步”，进

行相机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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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 手动设置新灯板位置 

 

辅助识别 

不能准确定位新灯板的位置，可单击“辅助识别”，接下来的操作步骤如下图。 

图6-3 辅助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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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设置灯板大小，单击“下一步”，此时可以看到显示屏被分成编有序号的多个分区（软件默认按照每个分区

有 4×4 个灯板来进行分区）。 

图6-4 灯板大小 

 

步骤 2 选择新灯板所在区域编号，然后单击“下一步”，显示屏上将单独显示该分区，且显示灯板编号。 

用户可以单击“重设区域大小”，重新设置每个区域的灯板个数，如下图所示，设置完成后单击“重新定位”，再

单击“确认”，显示屏上会显示重新定位后的区域划分。 

图6-5 选择新灯板区域编号 

 

图6-6 重新划分区域 

 

步骤 3 确认新灯板的编号，单击“完成”。 

西
安

诺
瓦

星
云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NovaCLB-Screen 全屏系统 用户手册  
 

 www.novastar-led.cn   41  
 

 

图6-7 确定新灯板编号 

 

相机设置 

校正过程中，相机必须与校正计算机连接正常、保持正对更换的灯板、且可以正常拍照，如连接成功，相机状态

如下图所示，单击“下一步”进入分区修正。在进行连接时需提前对相机进行相关设置，具体操作参考 13.4 相

机的操作技巧。 

图6-8 相机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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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机参数 

 

不管是采用手动调节还是全自动调节，将相机的饱和度调整到“正常”，成像大小调整为“合适”详细描述可参

考 4.5   相机参数。 

设置完成后，单击“下一步”。 

灯板校正 

单击“启动自动校正”，软件将自动完成灯板的校正，也可以使用手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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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9 灯板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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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校正中断（点定位失败） 

无论是全屏校正还是灯板校正，启动校正后，可能会因为各种现场问题导致定点位失败，从而校正中断，比如：

显示屏包边、死灯、干扰光灯。一般采用人工定位辅助解决这些问题，本章将介绍几种常见情况的解决方法。 

正常包边 

正常包边的意思是显示屏边缘的整行整列被很规则地包住，点定位的出错表现为检测到的行列数不够，如下图所

示： 

解决办法： 

步骤 1 勾选“存在包边，需要检测”，单击“下一步”。 

步骤 2 软件将分别对显示屏的上边、下边、左边、右边进行检测，软件默认“自动切换”，用户需要一边看软件切

换到哪个状态（即哪一行或者列），一边观察显示屏在切换到第几个状态时有灯点亮，然后记住这个状态，

在“检测结果”处选择状态，单击“下一步”。 

步骤 3 当显示屏的四个边都检测完成后，软件将继续进行校正。 

图7-1 正常包边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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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认为包边正常，可以强制继续校正 

有时候用户认为当前的包边影响不大，可以勾选“目前的错误不影响校正，继续”，然后单击“下一步”，继续进

行校正。 

正常死灯，继续校正 

检测到的死灯个数和位置与实际情况相符，则显示屏确实在这个位置有这些死灯，这种情况我们称为正常死灯。 

解决办法： 

 勾选“目前的错误不影响校正”，单击“下一步”，继续进行校正。 

 勾选“修改允许的死灯比例”，将允许的死灯比例调高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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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 正常死灯 

 

点定位失败导致死灯增加或点定位偏移 

检测到的死灯大多属于假死灯，意思是实际显示屏并没有那么死灯，或点定位偏移。 

解决办法： 

步骤 1 勾选“点定位错误，人工校正点定位”，单击“下一步”。 

图7-3 死灯率超过正常范围 

 

步骤 2 移动点定位方向上的第一个出错点定位框到正确位置，然后单击“重新点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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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4 重新点定位 

 

重新点定位：按照当前的定位方向和起始点，重新点定位； 

步骤 3 点定位成功后，继续进行校正。 

点定位结果与实际情况相差太大，放弃校正 

如果点定位的结果与实际情况太大出入，比如：检测结果是显示屏上下边有死灯，实际上显示屏是左右边有死灯，

这种情况下建议放弃校正。 

检测结果行列数增多 

点定位失败的结果是行或者列数比实际情况增多。 

解决办法： 

造成这种结果的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有干扰光，解决办法就是去除干扰光；另一种可能是发送卡分辨率与显

卡分辨率不一致，需要在 LCT 上设置发送卡的分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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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校正前后均匀性评测 

校正完成后，对校正前后做一个均匀性评测，会看到校正前后的均匀性值有明显变化。 

 

初始化 

初始化设置时需要连接控制系统，设置评测区域，评测区域最大可至 224×150。 

图8-1 初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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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机设置 

 

校正过程中，相机必须与校正计算机连接正常、保持正对测评区域、且可以正常拍照，如连接成功，相机状态如

下图所示，单击“下一步”进入相机参数。在进行连接时需提前对相机进行相关设置，具体操作参考 13.4 相机

的操作技巧。 

相机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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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采用手动调节还是全自动调节，将相机的饱和度调整到“正常”，成像大小调整为“合适”详细描述可参

考 4.5   相机参数。 

设置完成后，单击“下一步”。 

评测 

校正完成后，通过校正评测会看到校正前后的参数和视觉图有明显变化。 

 

均匀性越接近 0，效果越好，均匀性越好；亮度分布图波峰越窄，均匀性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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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全屏数据库融合 

现场校正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一块大屏用了若干张发送卡带载，在显卡到发送卡之间用了视频处理器和视频

拼接器将画面连接起来，此时显示器与大屏不是点对点的显示，在校正的时候需要跳过视频处理设备，将整个大

屏分成若干分屏分别校正。校正之后分屏相邻的地方会出现或多或少过渡不平滑的现象，就是俗称的分层。全屏

数据融合工具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在软件主界面单击“工具”→“全屏数据融合”，工具打开之后，假设全屏分成了四个区域进行校正，将分屏设

置为 2 行 2 列。 

图9-1 全屏区域数据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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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中其中一个区域，鼠标右键→“选择数据库”，加载对应的全屏数据库，加载成功之后可看到此数据库的相关

信息，按照同样的步骤加载所有区域对应的全屏数据库，如下图。 

图9-2 加载数据库 

 

单击“选择”设置融合后重新生成数据库的存放路径。 

注意所有区域当前分辨率是否和整屏分辨率相匹配，确认匹配之后单击“区域融合”。 

如果勾选了“分屏数据库（多个）”选项，那么将重新生成融合之后的四个数据库，如勾选“整屏数据库（单

个）”，融合之后就会生成一个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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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全屏转箱体 

全屏转箱体软件的功能是将全屏数据库按一定分辨率转成箱体或者灯板数据库。按照不同需求，可转成单个数据

库或多个数据库。 

 

 

操作流程 

 

操作说明 

本章将为用户详细说明各个流程的操作步骤。 

导入全
屏数据
库

绘制
拓扑图

设置箱体
分辨率

为箱体
编号

转换
设置生成数
据库个数

设置数据库
保存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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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   导入全屏数据库 

图10-1 导入全屏数据库 

 

10.2.2   绘制拓扑图 

设置箱体的行列数，然后单击 ，在软件的右边窗口生成拓扑图。 

注意： 

箱体各行各列的分辨率加起来应该等于屏的分辨率，因此，在知道各箱体分辨率的前提下，计算好箱体行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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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2 绘制拓扑图 

 

10.2.3   设置各箱体的分辨率 

先选中要设置为该分辨率的箱体，再设置好分辨率，然后单击 。 

各箱体可以有不同的分辨率，但是位于同一行的箱体，其分辨率行数必须相同，位于同一列的箱体，其分辨率列

数必须相同，当分辨率设置不合理时，显示蓝色，各行各列的箱体分辨率加起来必须等于屏的分辨率。 

箱体右键菜单说明： 

在拓扑图上单击右键，可以看到右键菜单的两个选项，“平均划分”和“清除设置”。“平均划分”：将显示屏分辨

率平均划分到绘制的箱体拓扑图上，各箱体的分辨率相同。"清除设置"：清除拓扑图上设置的分辨率以及箱体名

称。 

 

选中箱体有以下几种方式： 

1. 选中第一个箱体，按住鼠标，按照图上的箭头方向拖动，效果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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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下"Ctrl"键，可以进行多次选择，效果如下图： 

 

3. 选中一个箱体，作为起始，按下"Shift"键，再选中一个箱体作为结束，即可选中起始箱体到结束箱体之间

的矩形区，效果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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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下"Ctrl+A"，选中全部箱体，效果如下图： 

 

设置好分辨率的拓扑图如下：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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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3 为各箱体设置分辨率 

 

10.2.4   为箱体编号 

编号分为自动编号和手动编号。 

自动编号 

勾选“自动”，选择编号模式、行/列号、数字位数，设置固定位、开始值，然后单击 。 

图10-4 选择自动编号模式 

 

西
安

诺
瓦

星
云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NovaCLB-Screen 全屏系统 用户手册  
 

 www.novastar-led.cn   59  
 

 

 编号模式：列方向、行方向、Z 字形、∽字形、己字形、N 字形。 

 行/列方向：选择列方向和行方向时，需要分别选择第 1 行/列、第 2 行/列、第 3 行/列......第 n 行/列，分别

进行编号，注意修改行/列号、开始位置。下图是第 1 列的编号。 

图10-5 按行、列方向为箱体编号 

 

 如果选择 Z 字形、∽字形、己字形、N 字形，不需要每次选择行/列号，软件会按照字形走向，完成所有箱

体的编号，如下图： 

图10-6 按 Z字形为箱体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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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7 按∽字形为箱体编号 

 

图10-8 按己字形为箱体编号 

 

西
安

诺
瓦

星
云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NovaCLB-Screen 全屏系统 用户手册  
 

 www.novastar-led.cn   61  
 

 

图10-9 按N字形为箱体编号 

 

 固定位：编号前的固定编码字符，由用户设置，可是是任何字符，如 A-、B-、编号-等。 

 数字位数：编号的位数，1~4 位,如下图，第 1 列和第 3 列编号是 2 位数，第 2 例编号是 1 位数，第 4 列是

4 位数，第 5 列是 3 位数。 

图10-10 设置编号数字位数 

 

开始值：指单次编号过程中，数字位的开始值，比如第一列为 A-01~A-08，第二列的起始值可以设置为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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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编号 

每次都需要手动输入编号，如输入编号 A01，选中第一个箱体，再单击 ，完成第一个箱体的编号，

再输入 A02，选中第二个箱体，再单击 ，为第二个箱体编号，依次类推，完成所有箱体编号。 

图10-11 选择手动编号 

 

10.2.5   设置目标数据库 

目标数据库可以是单个或多个，单个即所有箱体或者灯板保存到一个数据库中，生成一个数据库。多个即单个箱

体或灯板保存为一个数据库，生成多个数据库，且以箱体或灯板的编号命名。 

10.2.6   文件路径 

 如果是保存为单个数据库。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将箱体数据保存在现有的数据库中，那么只需要单击

，将现有的数据库打开。第二种情况是箱体数据保存到新建数据库中，单击

，在计算机的某个路径新建一个数据库。 

 如果保存为多个数据库，单击 ，选择箱体数据库的保存路径。 

10.2.7   转换 

以上所有选项都设置完成后，选中要转换的箱体，然后单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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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全屏目标值更改 

校正完成后对整屏的亮色度不满意，可通过此功能更改全屏目标值。 

操作如下图： 

图11-1 全屏目标值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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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2 全屏目标值更改 

 

单击第一个 ，可以单独载入数据库，也可以载入工程，载入单独数据库不可以更改色度校正模式，

载入工程科进行任意校正模式更改，还可以更改灯板信息。再单击第二个 设置目标数据库路径。 

目标值的更改方法与 4.2.3   目标值设置相同。 

更改完成后，单击 将目标值保存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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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箱体转全屏 

上传箱体数据库时，每次只能上传一个箱体，一个大屏的所有箱体数据库上传完需要很多时间，现在，可以应用

箱体转全屏工具（NovaCLB-CabinetToScreen）将箱体数据库转为全屏数据库，然后一次完成上传。 

箱体转全屏的操作步骤如下： 

步骤 1 导入箱体数据库。 

图12-1 导入箱体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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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配置箱体拓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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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2 配置箱体拓扑图 

 

步骤 3 设置箱体 ID，支持手动输入箱体 ID 和通过文件批量导入箱体 ID 两种方式。 

 输入箱体 ID 

双击拓扑图上的箱体，输入箱体 ID（现场查看），所有箱体都必须手动输入箱体 ID。 

如显示屏的某些位置需要留空，双击该箱体位置，勾选“位置留空”，输入留空的像素行、列数。 

 

图12-3 设置箱体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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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4 位置留空 

 

 导入箱体 ID 

单击“导入 ID 文件”，可导入已有箱体 ID。支持从 NovaLCT 中导出箱体 ID 编号文件（Excel 表格）。 

说明： 

可按照以下方式在 NovaLCT 上获取箱体 ID 编号文件。 

1. 运行 NovaLCT，单击“校正”。 

2. 选择“系数管理”页签下的“上传系数（工厂使用）”。 

3. 单击“回读箱体 ID”，获取目标箱体的 ID。 

4. 单击“导出全屏箱体 ID 文件”，获取“.xls”文件。 

步骤 4 新建目标数据库，即全屏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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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5 新建目标数据库 

 

 

步骤 5 单击 ，箱体数据库转换为全屏数据库。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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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6 转换过程 

 

图12-7 转换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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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校正软件的帮助文档 

网络的连接 

在进行逐点校正过程中，如果控制屏体的计算机与校正使用的计算机间的距离在 100 米以内，可以直接使用网线

连接，如果距离较远，则需要使用无线设备进行通信。 

以图 13-1 为例具体说明无线路由的设置及使用方法： 

图13-1 无线路由器 

 

步骤 1 用网线将控制屏体的电脑与路由器相连，网线接入黄色接口。 

图13-2 无线路由接口 

 

步骤 2 使用校正笔记本的无线网络功能连接至无线路由；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使用网线还是无线路由，与

NovaLCT 连接进行校正时，必须将两台计算机的 IP 和路由器默认的 IP 联接至同一网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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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3 IP的设置方法 

 

LCT 监听设置 

在确保网络连接正常后，用户需要打开 LCT，并进入高级用户，高级用户的初始密码为：admin。 

图13-4 LCT主界面 

 

登录高级用户后，NovaLCT 工具栏会出现校正选项，单击进入校正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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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5 校正选项出现 

 

进入校正页面，核对网络设置后，单击“重新监听”。如果这时通信信息里提示“启动网络监听成功”则 LCT 端

监听设置完毕；如果提示监听失败，请重新检查网络的连接是否正常。 

图13-6 进入校正模式 

 

亮度色度校正的区别和原理 

一般来说，建议用户选择亮度色度校正模式，可以获得更高的均匀性；对于色彩鲜艳度要求极高的部分客户，可

以选择亮度校正。 

 亮度校正：亮度校正是通过调节 LED 的亮度实现校正后亮度的高度一致性，在调节亮度过程中需要适当降

低大部分 LED 的最大亮度值。图 13-7 是绿色 LED 校正前后的亮度分布图，校正前亮度在 2400-3300 cd/m2

之间离散分布，校正后亮度都变为 2500 cd/m2。 

图13-7 校正前后亮度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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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度色度校正：亮度色度校正是根据 RGB 颜色匹配原理，通过改变 RGB 三色的色坐标来解决色度偏差的问

题。图 13-8 中，大三角形为校正前显示屏的色域， RGB 三色的色坐标在一个小区间内离散分布；小三角形

为校正后的显示屏色域，RGB 三色色坐标一致性好，离散区间收敛为单点。 

图13-8 校正前后的色域对比图 

 

在进行亮度色度校正时，应该合理选择校正后 RGB 三色的色坐标，避免产生色彩失真。 

相机的操作技巧 

相机准备（数码相机） 

步骤 1 将相机通过 USB 线连接至计算机，相机开关拨到 ON 状态。单击“连接相机”，提示“连接成功”后即可

通过软件自动控制相机。 

步骤 2 将模式转盘 设置为 M 档（手动），镜头对焦设置为 MF（手动） 。如果镜头有防抖动功

能（适马为 OS），关掉 。 

步骤 3 目镜取景和液晶屏取景的切换：在相机 MENU 里把“实时显示拍摄”开启，按 可切换目镜取景和液晶

屏取景。 

提示： 

开启液晶屏取景时，按 键可使图像在原始大小、放大 5 倍、放大 10 倍之间切换， 。 

相机准备（Caliris 相机） 

步骤 1 将相机插上电源，并用 USB 线连接至电脑，使得机身上的指示灯变为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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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单击软件上的“图像预览”，实时查看相机采集图像。 

步骤 3 调节焦距和微焦使得分区图像大于相机预览中的红色框，如果图像过亮请调节光圈，使得光圈口径缩小。 

相机饱和度调节 

单击“分析”，软件自动计算饱和度的值。调整光圈大小、曝光时间、校正亮度值使饱和度显示正常，饱和度的正

常值介于 60-100，成像大小的正常值介于 50-150。调节原则为先调节光圈大小，再调节曝光时间，然后再调节校

正亮度。一般光圈值与饱和度成反比，曝光时间、亮度与饱和度成正比。 

对焦环，焦距和灯点密集程度对成像大小影响较大。当成像大小小于 50 时，调节对焦环使图像变模糊,从而增大

成像大小；当图像灯点成像大小大于 150 时，可通过调节对焦环使图像变清晰；或调节相机焦距使所有灯点的成

像区域增大，灯点成像变稀疏；或改变隔点数，从而达到成像大小变小的目的。若成像大小为 0，表示饱和度太

低或太高，需要把饱和度调节至一定范围成像大小才能正确计算出。打屏亮度、曝光时间、ISO 对成像大小影响

较小，一般可以忽略。一般我们先固定光圈值，把饱和度调节到一定范围使成像大小显示出来，通过调节对焦环，

焦距和隔点数三个参数中任意一个，使成像大小正常；然后调节校正亮度、曝光时间、ISO 使饱和度正常。 

图13-9 相机参数调节 

 

分区成像的操作技巧 

当进行大屏校正时，将相机镜头对准待校正分区，调节镜头焦距使分区在相机视野内，数码相机可以使用其液晶

视窗观看，Caliris 相机可以使用界面上的图像预览功能观看。 

考虑到镜头边缘区域的镜头分辨率、光学成像质量显著下降，即使经过光学修正，校正效果也会受到影响，所以

应使分区屏体的成像图位于相机液晶视窗的中心，且成像图的长宽只能占取液晶视窗长宽的 4/5，即要求上下左右

都至少预留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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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10 分区成像大小示意图 

 

(a) 标准成像 

 

 

 (b)成像太小       (c)成像太大 

当进行单箱体校正时，箱体像素数一般小于相机支持的分区最大分辨率，所以不建议将焦距调到最大，一般调节

焦距让箱体位于成像图中心，长宽占到成像图长宽的一半，即上下左右各预留 1/5。 

分区校正效果的查看和排查步骤 

校正后，可能会出现某些区域校正效果不理想的情况。这时候需要根据校正效果有针对性地进行错误排查。在排

查前，应该先了解查看“相机采集图像”的方法： 

单击软件“分区校正”页面中的放大镜图标 ，出现测量图像页面。首先，观察图像的清晰度和完整性，其次，

观察智能定位选框是否选中了所有的点。如图 13-11： 

图13-11 测量图像的查看 

 

 花屏现象 1：校正后的分区间出现一些竖直方向的亮线或暗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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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分析：一般来说，这种情况是由于成像质量过差导致的，可以在测量图像中放大查看 LED 成像图是否

清晰。成像质量差的原因往往是由于分区设置的分辨率过大、镜头成像时没有清晰对焦等原因。 

 花屏现象 2：校正后的分区呈现出水波纹的现象。 

 原因分析：一般来说，这种情况是由于采样不充分导致的。在 LED 显示屏上分别显示红、绿、蓝三色校正

后的效果，定位出校正效果不理想的颜色；轻微调节焦距或重新对焦，重复校正该颜色即可解决该问题。 

另外，现场的一些原因也可能导致校正效果不理想：如外界光干扰、现场刮风导致镜头抖动、现场有雨雪导致成

像模糊等原因。现场工程师需要合理规避这些外界环境的影响达到最理想的校正效果。 

全屏校正有时出现水波纹 

全屏校正后，可能会出现某个颜色的全屏呈现出水波纹的情况，蓝色出现的频率最高。这是由于全屏校正时，显

示屏分辨率过大，而相机分辨率相对不足，相机采样频率偏低导致的，即光学成像中经常出现的摩尔波纹现象。 

碰到该类问题，可以选择以下方法之一，然后重新采集红绿蓝： 

步骤 1 改变相机角度。通过旋转相机稍微改变相机的角度可消除或改变存在的摩尔波纹。 

步骤 2 改变相机位置。通过左右或上下移动相机改变相机与 LED 屏的角度关系，可以减少摩尔波纹。 

步骤 3 改变焦点。细致图样上过于清晰的焦点和高度细节可能会导致摩尔波纹，把相机对焦调节得模糊一些可改变

清晰度，进而帮助消除摩尔波纹。 

步骤 4 改变镜头焦长。可用不同的焦长设定，来改变或消除摩尔波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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