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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扫描输入部分——外来软片的重新数字化 

由于计算机直接制版的整个工艺流程是全数字化的，外来的分色片也必须能重新扫描成数字

以进行拼大版，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网点扫描技术（copydot），其主要特征是： 

网点复制：即将原有胶片进行再复制，成为可供拼大版的电子文件； 

数字去网：即将四色胶片进行合并、去网处理，将其还原成彩色图像但同时保留图像的细

节。修改后的文件可应用各种软件进行编辑。 

二、全面的色彩管理 

由于计算机直接制版必须采用数字化彩色打样，如何用数字化彩色打样模拟实际印刷效果显

得十分关键。另外屏幕显示也需要与印刷进行匹配，因此必须考虑到整个系统的色彩管理。 

国际照明委员会的标准色空间CIELab与设备无关，覆盖了整个可见色域。同时根据国际色彩

联盟的标准，给每一个设备定义了一个相关的特征文件profile，来描述该设备的色彩特性。 

色彩管理的基础是确保所有设备都处于色彩复制系统内。要实现色彩管理的目标，设备校

准、特性化校准及色域转换是这一过程中必不可少的。 

设备校准：一些人认为“设备校准”一词指获取准确色彩的所有步骤，或许意味着复制出的

色彩被校准得到与原色彩匹配。但是实际上，校准设备只是色彩管理三个步骤中的一个。设备校

准本身并不能保证色彩的匹配性，它只对设备本身的性能进行校准，只能保证设备（如：扫描

仪、显示器、打印机）达到标准规定指标，提供了一种方式以保证它在一段时间内稳定工作。 

特性化校准（Profiling）：是在可知的情况下，对某一特定设备的色彩空间、色域、色

彩特性进行测量和量化的一种方式。它用于确定当一个输入设备或一个输出设备在校准时是如何

采集色彩或记录色彩的。特性化校准是实际产生扫描仪、显示器、打印机等设备描述文件的过

程。特性化校准的数据是要供色彩管理软件使用的，因此特性化校准是一个设备与色彩管理软件

配合，对设备色域进行描述的过程。要实现特性化校准，就需要设备本身配有高性能的色彩传感

器，有与之配合的色彩管理软件，才能实现真正的特性化校准；否则这些设备必须借助单独的校

准设备与色彩管理软件配合，才能实现特性化校准。 

色域转换（色彩传递）：这是将图像色彩从一种设备的色域数据转换为另一设备色域数据的

过程。通过色彩管理软件，色域转换可通过手动或自动方式实现。在不同设备的色域之间进行转

换，通常被称为色域映射。 

三、电子拼大版 

现代印刷对制版时间上的要求越来越苛刻，每周一期的新闻周刊，为了保证新闻的及时性，

从稿件的截止到杂志的上市，其有效的工作时间是以小时计算的。在传统制版方式中，都是由版

房的拼版工人通过手工拼版的方式来完成。其质量、速度等受到了极大的限制。CTP技术的出现，

使得电子拼大版技术和大规模的印前生产力相结合也愈加显得重要。 

电子拼版是针对图书、杂志、画册、号簿等书刊印刷而言，将页面按印后装订页顺序排放的

拼版工艺。电子拼大版技术的广泛应用，它对保证印品质量的作用是很明显的。目前市场上的杂

志，常发生个别彩页规矩不准的现象，严重影响了印刷的效果。时间不紧，可以返工重做，时间

紧了，就只有随它去了。从技术的角度而言，目前的这种现象，将随着电子拼大版技术的应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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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刃而解。与传统方式相比，电子拼大版具有以下优势： 

（1）手工拼版使用剪刀和胶布，时间和精度难以保证。电脑拼版是先拼版再分色，省时省

力，效率高。 

（2）一般电脑拼版人员可一分多钟轻松拼好一张版，大约较传统手工效率提高十多倍。 

（3）手工拼版经过多次拷贝，质量受到衰减，电脑拼版是一次成像，网点质量高，材料消耗

少。 

四、数字化彩色打样 

从生产角度来看，彩色印刷质量是建立在网点呈色原理上的一项工艺，生产要求严格的精确

度和稳定的重复性。可是，影响印刷色彩的因素很多，如纸张的特性、油墨墨层厚度、印刷压

力、空气湿度，以至制版的品质等等。部分因素之间又会互相影响，每一个因素的增或减，都会

导致其它因素发生变化，从而影响印刷色彩的品质。因此，便需要在生产前估计各种因素对印件

的综合作用，以便做出调整，而打样便是实际印刷前的一次生产模拟。 

一般来讲，打样提供以下三种功能：第一，用来检查分色制版的效果，以确定图片的色彩是

否处理正确，并为修版提供依据。第二，用来检查菲林的套准、网点扩大值等技术要求，作为实

际印刷时的参考。第三，作为沟通工具，给客户在印刷前签字确认，并作为日后收货的标准。 

计算机直接制版系统必须采用数字化彩色打样。传统打样一般采用单色平印机，供墨和调墨

是由师傅根据情况来决定，以打样效果悦目为目标。但是这种做法，往往牺牲打样色彩的稳定

性，更少有顾及印刷方面的要求。随着近年计算机直接制版技术的发展，相对于输出菲林的方

式，CTP更严格的需要一套可靠的数码流程来妥善地处理从制版到印刷机之间的生产程序。图像数

据化技术的日趋成熟，打样也开始朝数码方向发展起来。数码打样的最重要一项贡献就是改善与

客户的沟通。在未有数码打样以前，都是要先出菲林，然后才有打样，若遇上客户不满意色彩，

便须重出菲林再打样，往往因此浪费不少金钱时间。有了数码打样之后，便可以先让客户看过样

张，等满意才输出菲林，既节省成本亦增进沟通，甚至可以一边分色一边打样，可谓是印刷流程

上的重要突破。 

五、服务器及光栅图像处理器 

计算机直接制版系统必须要有一个功能强大的服务器及光栅图像处理器，能实现大容量文件

的集中存储归档以及打印队列管理。 

CTP系统不使用菲林，因此必须使用数字式打样。而数字式打样如最后成品输出如使用各自的

RIP时，往往出现样张与最终成品不一致的情况，因此，要求二者使用同一个RIP。此时的RIP应

具有“RIP一次，输出多次”的功能，即经RIP处理后的同一数据可同时供给数字式打样与最后成

品输出使用，并要求RIP能根据不同装置输出不同分辨率的数据。使用同一RIP后的数据，就可以

使打样样张准确地反映最终的成品情况，避免或减少偏色及出错的机会。 

六、从业人员的素质 

随着以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向印刷产业的不断渗透，国内印刷业的人员

素质近年来有了大幅提高，业内已经拥有一批高素质人才，这也为CTP技术在国内的应用奠定了一

定的基础。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高档印刷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市场，这种趋势在我国东部较发达

地区尤为明显。采用CTP系统，由于印前工艺流程完全实现了数字化，所以制版印刷质量更佳。中

国加入WTO后，印刷业整体会逐步形成与国际接轨的规范与流程。政策对国内印刷业的影响是巨大

的，CTP在国内的发展会受益于国家对印刷产业的逐步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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