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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五彩缤纷的色彩世界。
人们不仅能够看到万紫千红的颜色，而且在知觉上感受到美的享受。
印刷品作为人类最重要的文化信息传播媒体，其最终效果是作用于人的感觉器官，尤其是视觉系统。
彩色印刷复制是以颜色理论为中心，利用最新科学技术成果，采用印刷生产方式，对彩色原稿进行复
制的系统工程。
在彩色印刷复制过程中，从对彩色原稿审查、创艺、工艺设计到制版、印刷、印后加工与表面整饰等
每道工序，都直接涉及到印刷色彩的视觉系统评价与色彩信息分解、转换、传递、再现过程的定量检
测与控制。
因此，色彩学问题是印刷工程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印刷色彩学是印刷工程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
其主要研究内容包括颜色产生机制与颜色现象、颜色定量描述与测量以及彩色印刷复制基础理论等。
为了推进印刷色彩学课程内容更新和加强教材建设工作，西安理工大学教材建设委员会将《印刷色彩
学》列为2003年度重点教材予以建设。
本书的编写围绕理解颜色、描述颜色、复制颜色这一主线展开论述，力求做到系统性和完整性。
同时，注重将印刷色彩学领域的最新技术进展编人教材。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印刷工程专业印刷色彩学课程的教材，也可供印刷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本书的编写工作由周世生、郑元林、曹从军、戚永红共同完成。
其中，第一章由周世生编写，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第十
二章、第十三章、第十四章由郑元林编写，第十五章由曹从军编写，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由戚永
红编写。
全书由周世生担任主编，郑元林担任副主编，负责统稿和定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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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印刷色彩学是印刷工程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主要研究内容包括颜色产生机制与颜色现象、颜色
定量描述与测量以及彩色印刷复制基础理论等。
本书的编写围绕理解颜色、描述颜色、复制颜色这一主线展开论述，力求做到系统性和完整性。
同时，注重将印刷色彩学领域的最新技术进展编入教材。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印刷工程专业印刷色彩学课程的教材，也可供印刷工程技术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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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网点的类型（1）调幅网点。
调幅网点指单位面积内网点数不变，通过网点大小反映图像色调的深浅。
调幅网点是传统印刷最常用的网点。
对于原稿色调深的部位，复制品上的网点面积大空白部分小，接受的油墨量多；对于原稿色调浅的部
位，复制品上的网点面积小空白部分大，接受的油墨量少。
（2）调频网点。
调频网点是通过对固定大小的"网点"进行分布密度和分布频率的变化来呈现出网目调灰度，同时网点
在排列时，网点的大小不变，而中心距发生变化，通过网点的疏密反映图像密度大小。
网点密的地方图像密度大，对应于原稿色调深的部位；网点疏的地方图像密度小，对应于原稿色调浅
的部位。
调频网点，所使用的最小显色单元要么由机器点直接组成，要么就是由一定数量的机器点组成。
特点是其显色单元较小。
调频网点的特点是网点按照离散规律随机分布的，有效地避免了龟纹现象的出现。
网点可以通过加网来产生。
加网的方式有玻璃网屏间接加网、接触网屏直接加网和电子网屏数字加网三种。
数字加网是指以网点或网格内的记录曝光点的多少来表示图像层次变化。
数字化方式产生的网目调图像由成千上万个非常小的点组成，它们有照排机或胶片记录仪发出的激光
束射到胶片上曝光成像。
为了获得规定大小的网点，应将记录平面划分为细小的记录栅格即网格，在每个网格内可以制作出一
个网点。
按照原稿图像的深浅不同，网点的面积占网格面积的比率（即网点面积率）也不同。
一个网格内包含的记录曝光点越多，则网格内面积的变化级数也就越多，加网后图像的层次变化也就
越丰富。
4.加网及加网线数网点的形成就是由连续调原稿到网目调的过程，也就是加网的过程。
加网已经由以前的玻璃网屏和接触网屏加网演变成现在的数字加网。
按照加网后生产的网点来分，又可以分为调幅加网和调频加网，以及现在出现的很多新的加网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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