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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印刷色彩管理》在作者总结了多年的色彩管理教学和研究的经验基础上完成的，全书穿插了大
量的实例，强调色彩管理的实施方法和实践操作指导性是本书的特色。
针对人们对色彩管理的一些错误和模糊认识，本书还对色彩管理的一些基本概念和观点进行了强调。
　　全书共分为十二章，主要介绍了色彩管理中的色彩学知识、色彩管理的必要性、色彩管理基础、
显示器的色彩管理、输入设备的色彩管理、输出设备的色彩管理、设备特性文件的评价及编辑等。
　　本书可以作为印刷及图文处理技术人员的参考书，也可以作为大专院校教材和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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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当光照射到物体的表面时，一部分光被物体吸收，而另一部分光被物体反射或透射了
，有的物体在透射过程中还发生了光线的折射现象。
对于同一个物体来说，它只吸收一定波长的光，同时反射或透射剩余波长的光，反射或透射的光进入
到人的眼睛，人的视觉器官就看到了物体，有了颜色的感觉。
人们所看到的物体的颜色，是物体反射光或透射光的颜色，而并非物体自身的颜色。
物体对光的吸收和反射（或透射）特征又取决于物体自身的化学结构。
物体对光固定的吸收和反射是物体的光学特征，同一个物体，它的光学特征都是固定的，它对光的作
用也是一定的，因此物体显示出一种固定的颜色。
一种物体，如果它能吸收所有的单色光，那么就意味着它没有反射或透射光线，也就没有光刺激人的
视觉器官，所以物体是黑色的。
如果一个物体能全部地反射可见光，则物体是白色的。
如果物体能完全地透射可见光，它就是无色的透明体。
而大部分的物体，是吸收一部分可见光，反射（透射）另一部分光，那么，物体的颜色就由反射（透
射）出光线的光谱成分决定。
比如红色物体，之所以呈现红色，是因为它能反射可见光中的红光成分，而对于其他色光则全部吸收
，这部分反射出的红光在人的视觉器官中形成红色的感觉。
反射体的颜色取决于反射光的波长及光谱功率分布，透射体的颜色取决于透射光的波长及光谱功率分
布。
对印刷图像来说，其承印物纸张中的荧光增白剂应该特别引起注意。
由于纤维中木质素的残存及制浆过程中化学药剂的使用，反射光中的蓝紫色光稍显不足，从而导致我
们看见的纸张偏黄。
而荧光增白剂在紫外光的刺激下，能释放出420～450nm波长的光，以补充纸张反射蓝紫色光的不足，
从而可增加纸张的白度。
因此在制造纸张的时候，一些纸张中会加入荧光增白剂以提高纸张的白度。
在做印刷品颜色测量时，有些测色仪器的光源中会含有部分处于可见光之外的紫外光，这部分紫外光
会使仪器的颜色测量值和不含紫外光的测色仪器的测量值不一样。
由图1-5中某一纸张颜色和印在上面的70~／0的青色两种颜色在仪器开启uV过滤功能和关闭uV过滤功
能的光谱反射率曲线的差异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由于测色仪器光源中的这部分紫外光不一定和日光中的紫外光的含量相同，会使印刷品的颜色测量获
得的颜色值和视觉效果不一致。
同时由于不同的纸张的荧光增白剂含量不同，处于不同纸张上的同一颜色在相同的测色光源下会带来
颜色测量的不一致。
因此，现在许多测色仪器提供有uV滤色片，可以在测色时将光源的紫外光过滤掉，从而更容易获得颜
色测量的一致性。
因此，为了色彩管理获得一致的颜色，颜色测量时最好开启仪器的uV滤色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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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印刷色彩管理》是由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的。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印刷色彩管理>>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