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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概述 

NovaCLB-Cabinet 是一款箱体校正软件。该应用软件致力于提供一套关于 LED 显示屏箱体校正

的完整解决方案，可以应用于常规箱体出厂前校正、旧箱体校正、租赁箱体校正等各种场合，能

显著提升 LED 显示屏均匀性，同时消除箱体间差异及箱体拼接边界线。 

读者对象 

本文档主要适用于以下工程师： 

 技术支持工程师 

 现场操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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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校正前准备工作 

校正暗室环境布置 1.1 

1. 校正暗室要求密封，无外界光干扰，同时暗室内四周都应覆盖上低反射率的黑色材质，以减少反

射光。 

2. 校正室宽度：推荐 3 米；长度：相机的校正距离。 

− 相机校正距离主要和其点间距、LED 箱体分辨率相关。（即与箱体的尺寸大小相关） 

− 光枪测量距离默认与相机校正距离一致。 

软件自动读取箱体分辨率，只需在“箱体参数”界面输入箱体点间距，即可直接计算相机校正距

离。 

 

考虑到计算机，相机及人员活动预留的空间，暗室要在最大距离上增加 2-3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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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部分常见箱体推荐校正距离 

点间距（mm） 箱体宽/高

（mm） 

校正距离范围（m） 推荐校正距离（m） 

10 128 7.4~18.4 12.9 

7.5 160 6.9~17.2 12.05 

6.66 144 5.5~13.8 9.65 

3.9 256 5.8~14.3 10.05 

2.54 135 3.8~9.4 6.6 

1.25 480 3.5~8.6 6.05 

0.83 540 2.6~6.5 4.55 

3. 若校正暗室长度大于 20m，在地面上用漆刻画出刻度，方便定位校正距离。 

4. 安装温湿度计跟踪温度、湿度变化情况。校正暗室应该安装空调，每次校正前提前半小时开启空

调将温度、湿度调节至指定值，校正同一批次箱体时，温度浮动不得大约 2 摄氏度。 

5. 所有箱体校正前应进行过充分的老化，不建议对老化时间不同的箱体进行校正； 

6. 在校正过程中必须固定箱体和校正仪器的位置，箱体必须安放在底座之上避免地面反光的影响，

底座建议设计定位销型的方便工人按标准摆放箱体； 

7. 合适的箱体搬运流程，避免在箱体更换上耽误过长的时间；  

8. 配备高性能的电脑，提高校正效率。 

确定合适的预热方案 1.2 

根据箱体散热的好坏，需要选择不同的预热时间： 

 无预热模式：该模式下不考虑箱体预热时温度变化带来的亮色度均匀性变化，在每个箱体点

亮的第一时间内对该箱体进行校正。该方法的校正效率较高，每个箱体的校正时间在 2min

以内。 

 预热模式：该模式下需要箱体按一定亮度进行预热指定时间，待其温度趋于平衡时进行校正。

该方法的校正效率较低，每个箱体的校正时间一般在 4-6min 左右。用户可以设计专门的预

热室对待校正箱体进行提前预热以提高校正效率。 

注意： 

每个箱体的预热时间必须保证一致，预热时间不一致会导致箱体间产生亮色度差异，严重影响校正后箱体

间的亮色度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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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合适的校正位置 1.3 

相机在测量时，必须摆在箱体的正前方，垂直于箱体表面。 

图1-1 底座高度略高于三脚架高度（现场无仰角，一般用于户内屏） 

箱

体

 
底

座
三脚架

 

图1-2 箱体倾斜模拟现场仰角（现场有仰角，一般用于户外屏） 

箱

体

 
底

座
三脚架

 

注意： 

校正过程中严禁挪动底座的位置，相机位置及校正参数一经调好严禁再动。 

标定第一个箱体的位置 1.4 

对第一个箱体的位置进行标记，可以用画刻线或黑胶带的方式记录第一个箱体的摆放位置。后续

箱体摆放的位置要严格与第一个箱体位置相同，包括摆放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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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一个箱体的校正 

NovaLCT 准备 2.1 

在控制计算机上运行 NovaLCT 点亮箱体，并做一些常规设置，下面通过图示讲述其中的关键步

骤以及注意事项，详细的箱体设置步骤请参见《NovaLCT LED 配置工具 同步系统用户指南》。 

步骤 1 登录同步高级用户页面。 

图2-1 登录 NovaLCT 高级用户界面 

 

 

步骤 2 设置发送卡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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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设置发送卡参数 

 

 

 

步骤 3 点亮显示屏（参考《NovaLCT LED 配置工具 同步系统用户指南》）。 

步骤 4 并设置接收卡性能参数。 

说明： 

户外屏的亮度一般很高，容易引起照片过曝现象，而灰度优先和性能均衡的亮度有效率较低，建议校正户

外屏的时候选择灰度优先或性能均衡。 

步骤 5 配置显示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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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配置显示屏 

 

步骤 6 启动校正。 

如下图，提示“启动网络监听成功”即联机校正成功。 

图2-4 启动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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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aCLB-Cabinet 准备 2.2 

2.2.1 校正准备 

输入需要校正的箱体个数，“新建”一个数据库。 

 

“联机校正”：输入 LCT 客户端运行的计算机 IP 和端口号，单击“连接”建立 NovaCLB 与

NovaLCT 之间的通信。 

“LCT 配置文件”：单击“从 LCT 获取并保存”按键，获取接收卡参数（NovaLCT 最后一次发送

的接收卡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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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联机校正 

 

图2-6 箱体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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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 校正参数 

 

2.2.2 测量仪器配置 

步骤 1 相机准备（针对数码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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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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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适马为 OS），关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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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 2 相机调焦（针对数码相机）： 

当进行箱体校正时，将相机镜头对准待校正箱体，调节镜头焦距使箱体在相机视野内。箱体支

持的像素点数一般小于相机支持的采集行列数（数码相机的采集行列数不能超过“224x150”，

Caliris 相机的采集列数不能超过“480×330”），因此，在调节焦距时建议让箱体位于成像图

中心，长宽占到成像图长宽的一半，即上下左右各预留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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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 分区成像大小示意图（标准成像） 

 

图2-9 分区成像大小示意图（成像太小） 

 

图2-10 分区成像大小示意图（成像太大） 

 

成像大小调节至合适大小后，再调节微焦，使灯板像素点稍微模糊成像，后续分析相机参数时可

能还需要调节成像清晰度。 

图2-11 箱体成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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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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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 3 相机饱和度调节。 

图2-12 数码相机饱和度调节界面 

 

图2-13 Caliris 相机设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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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码相机连接成功后界面如图 2-12 所示，Caliris 相机连接成功后如图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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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调节相

机参数来调节饱和度和成像大小。饱和度调节分为“自动调节”和“手动调节”两种方式，Caliris

相机饱和度调节分为“实时分析”，“自动调节”和“手动调节”三种方式。 

 自动调节：单击“全自动调节”，系统会自动调节“校正亮度”、“曝光时间”、“光圈大小”和

“ISO”参数，直至饱和度和成像大小的调节结果为“正常”。 

 手动调节：用户需要手动调节“校正亮度”、“曝光时间”、“光圈大小”和“ISO”的参数，

来调节饱和度和成像大小，使其最终达到“正常”。 

当连接的相机为“Caliris”系列时，单击“饱和度调节”按钮，进入饱和度调节界面。 

图2-14 饱和度调节界面 

 

饱和度调节界面如图 2-14 所示，分为“相机预览”和“图像查看”两个页签。 

 “相机预览”：预览 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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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数调整”：当连接相机为“Caliris”系列时，实时分析功能有效。 

− 勾选“实时分析”复选框，单击选择预览颜色，系统对所选颜色的“相机预览画面”进行实时分

析，将饱和度和成像大小调节至“正常”。 

− 不勾选“实时分析”复选框时，隐藏“颜色选择”按钮，显示“手动调节、自动调节和全自动调

节”按钮，Caliris 相机参数调节与数码相机参数调节保存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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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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 4 色度计设置。 

不需要使用光枪（色度计的一种）标定校正后亮色度值，选择“否”。 

 

需要使用光枪标定校正后亮色度值，选择“是”。可选择手动测量或通过数据线连接色度计自动测

量。 

 

2.2.3 校正目标 

 无光枪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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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值分为三种类型：亮度校正、普通色度校正、多 bin 色度校正；多批次 LED 均匀混灯做成的

箱体请选择“多 bin 色度校正”，LED 灯色度差异在 5nm 内的正常单，请选择亮度校正或普通色

度校正。 

拖动拉杆可调节亮度衰减比例，一般 10%。如果是多 bin 混灯，请调节色域自定义调节，也可以

在校正第一个箱体时再次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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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bin 色度校正界面，一般勾选“蓝色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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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启动第一个箱体的校正 

启动校正，输入箱体编号。 

 如果需要将校正系数写入灯板 FLASH，请在自定义流程中勾选“写入灯板 FLASH”。 

 如果需要将校正系数保存至工厂区，请在自定义流程中勾选“保存至工厂区”。 

 如果需要将灯板 ID 写入灯板 FLASH，请勾选“写入灯板 ID”，并设置灯板 ID 编号规则。 

 

西
安

诺
瓦

星
云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NovaCLB-Cabinet 箱体校正系统  

 www.novastar-led.cn   17  

 
 

 

 

启动校正，第一个箱体在生成校正系数时会弹出目标值修改界面，修改目标值后单击“预览”查

看效果，确认效果后点“应用”校正完第一个箱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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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后续箱体的校正 

更换下一个箱体，然后单击“启动校正”。 

图3-1 启动校正 

 

西
安

诺
瓦

星
云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NovaCLB-Cabinet 箱体校正系统  

 www.novastar-led.cn   19  

 
 

图3-2 查看效果 

 

注意： 

 整个校正过程中校正箱体底座的位置和相机的位置、焦距、设置不能发生变化，万一操作不当导致校

正现场被破坏，请重新建立数据库，把剩余箱体当做另一批次的箱体进行校正（还需要保证两次校正

的亮色度标准不变）。每个箱体的摆放位置要求严格一致。 

 前 30 个箱体，每 10 个箱体用测量数据仿真软件监控校正效果。第 30 个箱体以后 20-40 个箱体仿真

一次。校正数据库的仿真对箱体校正来说是一项很重要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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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仿真图的识别 

我们提供箱体数据库管理平台来提前对已校正的部分箱体做仿真分析，通过仿真图的分析，就可

以尽早的知道当前的箱体校正是否存在不规范操作（如相机被挪动了）或其它的原因。 

由于如何有效利用箱体拼接仿真图需要一定的经验，故将在下文介绍箱体数据库仿真平台中仿真

功能的使用，并通过几个案例详细介绍如何通过仿真图来判断测量数据是否理想。 

仿真功能的使用方法 4.1 

步骤 1 单击“数据分析处理”，打开软件。 

图4-1 数据分析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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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载入数据库，选择“仿真与系数调整”。 

 

步骤 3 单击“仿真”按钮。 

步骤 4 选择“顺序拼接仿真”或“随机拼接仿真”。 

步骤 5 切换“不绘制编号”和“绘制所有编号”查看仿真图上显示的箱体间拼接是否正常。 

步骤 6 切换显示模式。原色、灰度化、伪色是测量亮度的三种表达方式。 

 

仿真图识别案例 4.2 

箱体数据库管理平台的仿真图是由箱体校正系数通过一定的计算生成的，仿真图模拟的是校正前

箱体的拼接情况，我们可以把仿真图理解为箱体校正前亮度模拟图。通过仿真图，校正人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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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现场这些箱体拼接起来大致的效果（校正前），如果测量的亮度数据有问题，那么这个拼接仿

真图就可以观察到不合理的地方。例如以下情况。 

 箱体和箱体之间有明显的边界线或者差异，但实际是不会有的。（见案例 5） 

原因：箱体边缘灯板或某几行 LED 灯可能存在问题。 

 仿真图上大部分箱体内部模块化比较严重或者存在有规律的缺陷。（见案例 3、4） 

原因：一般是由于箱体的工艺原因造成的，建议现场校正。 

 仿真图上，个别箱体相比其它箱体有明显的差异（灰度图或者伪色图）。（见案例 6） 

原因：可能是相机采集不稳定造成，建议对这些异常均匀的箱体重新校正。 

4.2.1 案例 1：效果良好，无问题箱体 

图4-2 案例 1（a）原色模式下的绿色 

 

图4-3 案例 1（b）灰度化模式下的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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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该案例中绿色校正前的测量数据较为理想，没有显著的异常数据，同时也反映了该批次显

示屏虽然存在少量的模块化和轻微的花屏现象，但没有明显的工艺问题。 

结论：无问题。 

4.2.2 案例 2：效果良好，无问题箱体 

图4-4 案例 2（a）原色模式下的绿色 

 

图4-5 案例 2（b）灰度化模式下的绿色 

 

图4-6 案例 2（c）伪色模式下的绿色 

 

分析：该案例中绿色校正前的测量数据较为理想，没有显著的异常数据，同时也反映了该批次显

示屏虽然存在一定的花屏现象，但没有明显的工艺问题。 

结论：无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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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案例 3：模块效应严重 

图4-7 案例 3（a）原色模式下的绿色 

 

图4-8 案例 3（b）灰度化模式下的绿色 

 

图4-9 案例 3（c）伪色模式下的绿色 

 

分析：该案例中绿色模块效应极为严重，在这种情况下，箱体校正虽然能够很大程度上改善箱体

均匀性，但由于箱体之间亮度差异较大，导致现场拼接后较难避免箱体间存在少量的亮度差异。 

结论：建议进行现场校正，确保获得理想的效果；箱体校正能够有较大提升，但不能完全解决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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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案例 4：不同角度看到的箱体显示不一致 

图4-10 案例 4（a）原色模式下的蓝 

 

图4-11 案例 4（b）灰度化模式下的蓝色 

 

图4-12 案例 4（c）伪色模式下的蓝色 

 

分析：该案例中蓝色校正前的测量数据竖线较严重，校正时箱体后仰 18°摆放。猜测是箱体发光

角度造成竖线的问题。观察箱体校正前的表现：1.箱体正面（0°后仰角）表现很好，没有竖线现

象。2.随着后仰角的增加，竖线问题越来越严重，18°方向上的表现和案例 4 的仿真图一致。箱

体校正虽然能在 18°仰角方向上改善箱体均匀性，但是其他角度难以保证屏体均匀性，此屏校正

后正面会出现竖线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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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建议进行现场校正，确保获得理想的效果；对于在不同方向上显示差异大的箱体，不建议

使用箱体校正。 

4.2.5 案例 5：箱体边缘异常暗线 

图4-13 案例 5（a）原色模式下的红色 

 

图4-14 案例 5（b）灰度化模式下的红色 

 

分析：该案例中仿真图显示红色箱体间有明显的暗线，猜测是校正前箱体边缘的红色 LED 灯有问

题造成。查看箱体拍摄的照片，发现箱体最后一行的红灯偏暗。观看箱体，发现箱体最后一行红

灯歪了。 

结论：建议将最后一行灯掰正再校正。箱体校正虽然能在校正方向改善这种状况，但是校正后换

一个方向观看依然会有暗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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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 案例 6：存在个别均匀性特别理想的箱体 

图4-15 案例 6（a）原色模式下的绿色 

 

图4-16 案例 6（b）伪色模式下的绿色 

 

分析：该案例中绿色校正前的测量数据较为正常，但是箱体 3-5 的均匀性明显优于其他所有箱体，

极为不合常理。 

结论：必须重新校正 3-5 箱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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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常见问题处理方式 

问题 处理方法 

提示“点定位错误” 更改“校正参数”中的“逐点识别方向” 

改大“允许的死点比例”。 

校正后屏花了 请查看“校正”—“测量图像”，正常情况一个正方形定位框框住一颗

LED 点； 

改变“逐点识别方向”重新校正。 

提示“图像数据颜色

错误” 

请检查屏体是否过暗或相机拍摄时屏上颜色是否错误。 

提示“相机未连接” 请检查相机与控制电脑的连接线；请检查相机电量。 

提示“异常错误” 请检查箱体分辨率是否过大，7D 支持的分辨率为 192*144。 

尝试重启校正软件、重启相机、重启电脑。 

提示“箱体摆歪”，

（实际上箱体未摆

歪） 

在箱体模块化严重的情况下，本软件有可能把没摆歪的箱体误判成箱体

摆歪，在确认箱体未摆歪的情况下选择强制校正即可。 

一些直插箱体校正后

拼成整屏，均匀度发

生变化 

箱体校正要求箱体校正前在一定的角度范围内的均匀性一致。某些直插

箱体存在角度上的工艺问题，表现为校正后不同角度屏体均匀性差异

大。箱体校正解决不了箱体的角度工艺问题，建议将这些箱体拼成整屏

使用 Nova 全屏校正软件进行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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