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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管理实用手册》

内容概要

《色彩管理实用手册》以颜色常识、印刷色彩基础引出如何在软件中进行色彩设置、色彩转换，从而
介绍印刷厂进行色彩管理与应用及印厂取得相应认证的方法。《色彩管理实用手册》根据企业实际生
产的流程讲解并设置案例，图文并茂，用语简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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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7.1 分色 为了能够使印刷时能够复制色彩，需要把原稿的相应部位的色光分解
成RGB的分量，这样就可以通过分别吸收RGB的CMYK油墨来进行印刷。这个过程叫作分色。 所谓分
色是指RGB图像数据被转换为最接近等量的青、品、黄及黑色（CMYK）数值的工艺。这对于一般印
刷复制工艺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大多数印刷设备使用青、品、黄减色法三原色和黑色（它不是基
本色）。 目前几乎所有的原稿都是通过图像获取设备而得到的电子文件，这些电子文件基本上是RGB
格式的，也就是说，它是以一定的格式记录每个像素的红、绿、蓝数值的。在显示器及其RGB系统的
色彩设备上，只需要将每个像素的RGB值以相应的红光、绿光、蓝光投射在一起就可以再现原稿。但
是如果要印刷的话，必须进行分色，分成黄、品红、青、黑四种颜色，这是印刷的要求。印刷需要的
是CMY或是CMYK的数值，这之间是通过一定的换算而得到的。这个过程目前完全由软件来实现。 
在Photoshopqb，分色操作非常简单：只需要把图像色彩模式从RGB模式或Lab模式转换为CMYK模式
即可，如图1—16所示。具体操作是执行Image／Mode／cMYK。这样该图像的色彩就是由色料（油墨
）来表示了，具有4个颜色的通道。但需要注意的是执行模式转换的命令其目标色空间以工作空间设
置的CMYK特性文件为基准。不过，在印刷业，这个分色方法并不推荐。正确的分色必须要有源色空
间的特性文件和转换目标色空间特性文件的参与，只有特性文件的存在，才能保证颜色转换的真实性
和准确性。 在分色时，经常发现当图像由RGB转到CMYK时，肉眼能看到屏幕上有些颜色会产生明显
的变化，这是因为RGB色空间的色彩范围是大于CMYK的，如果转换对象中存在CMYK无法还原的色
彩，则会有色域上的损失，软件会自动根据再现意图来选择合适的近似替代色，因而带来了表观色彩
的改变。但是对于一些要求较高的印刷复制工作来说，需要通过对图像色彩进行调整以尽量降低因分
色带来的色貌改变以满足准确复制的要求。 1.7.2色域 色域也叫色彩范围，是对一种颜色进行编码的方
法，也指一个技术系统能够产生的颜色的总和。色域就是指某种表色模式所能表达的颜色数量所构成
的范围区域，也指具体介质如屏幕显示、打印机输出及印刷复制所能表现的颜色范围。自然界中可见
光谱的颜色组成了最大的色域空间，该色域空间中包含了人眼所能见到的所有颜色。 在目前的色彩设
备中，都是以某几个原色来形成其他颜色的。那么，原色的不同，实际上所形成的其他颜色的数量是
不同的。那么，所能形成的数量多少是以色域的大小来衡量的。 使用加色法成色的色彩系统通常在色
域饱和平面上大致是一个凸多边形。多边形的顶点是系统能够产生的最饱和的颜色。在减色法成色的
系统中，色域经常是不规则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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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色彩管理实用手册》适合印前技术人员和色彩管理培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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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不太喜欢，感觉还是理论多于
2、好的！ VERY GOOD  特别不错！
3、买了一本,压箱底了.
4、老实说，这的确是市场上少有的色彩管理书籍，专业知识不繁琐，用几页讲完人家几章的知识，
最好的就是范例和图片，让人能联系起来
5、质量不错。是帮别人买的，内容就不知道了。
6、经人推荐，的确好书！
7、可能我技术不过关，有部份内容看不明白。
8、很实用的一本书，常用软件神马的都有讲解，很好
9、支持陈总！支持卖血！
10、翻了一下，应该还是不错的！
11、貌似对我用处不大，其他人就 不知道 了
12、内容信息量一般，主要所讲的内容比较少。
13、还可以！就是希望下次改印是纸张搞好点！步骤在详细点就好了！总体来说还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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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是一本印前色彩管理工作者一本很好的速查手册式工具书。基础理论部分些的稍显有点急，实际
应用部分很好。作为速查手册式，如果应用部分的软件种类再多些就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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