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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印刷革命的新动向 
杨振海 译 余效 校 

(日《高精细デジタル印刷ガイドブツク》96-4月号)  

  70年代未—80年代初,在印刷界掀起一股数字化的热潮。当时对数字化一词的理解,只认为是由于使

用计算机,所以数字化是理所当然的,并没有感到像今天这样的冲击。15年之后,数字化一词已响彻全世

界,在逐步向社会各个领域渗透的过程中,正迎来当时单纯从语言上想象不到的社会大变革。最近,数字化

一词已带有全球性的意义。不仅在科学领域,而且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也广泛地应用。这一词汇之所以

为大家所公认,其背景是由于美国的信息高速公路构想和交互网的问世所出现的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 
“数字”一词的由来 

  我们经常所说的“数字”这个词来自于拉丁语的“Ｄｉｇｉｔｕｓ,即手指”的意思。字典上的解释

是“手指的”、“使用数字”,等等。另外,“模拟”一词也译为“类似的”、“相似的”,但两者的含义

是不同的。正像语源中所表示的那样,所谓数字是指“掰着手指数数”的意思,并带有“波谱性、数字式

的”复式含义,可是在模拟学中则指“放在手掌上计数”,如与数字进行比较,就成为“连续性、波谱性”

了。数字计算机往往被翻译成计数型计算机,模拟计算机被译为计量型计算机。如果以我们身边的用具为

例来说明,前者就是算盘,后者就是计算尺。 
数字化带来的效应 
  我们身边所体现的自然现象全都是模拟式的。如果认真地想一下小河流水、溪流声、风声、鸟鸣、

透过枝叶的光线等光和声音的连续变化就会明白这一道理。我们是用像眼睛或是耳朵这样的模拟传感器

接受这些现象,然后用大脑进行模拟处理后再记忆。 
模拟信息通过频率和振幅的变化传递。例如唱片音乐,其频率的变化是从低音到高音用音阶表示的,振幅

的变化表示音量。 

  1876年,贝尔发明电话并利用模拟进行通话。用电话进行远距离通话时声音就会降低,杂音也很多,
有时听不清楚或听错了。在模拟中,存在着信号衰减和杂音影响的问题。 
数字是信号转换成脉冲数后传递的,也就是说在单位时间里表示若干个脉冲数这是很重要的,严格地讲,它
与脉冲的高度和形状没有什么关系。因此很难被杂音干扰,而且也不会由于信号衰减而引起信号失真。莫

尔斯信号是150年前发明的数字通讯之一,如能听到双音,这与音质没有关系,只要记住所传递的意思便可

理解。 

  数字化利用脉冲来传递信息,例如振幅即使出现变化,但只要维持其脉冲数就不会出现问题。这就是

数字化的一大特点。 

最近常听到“从模拟到数据”这一类的语言,这是非常广义的语言,代表着社会整体的动向,然而我们这里

所说的则是指狭义的词。 

  数字技术之所以发展得如此之快,完全受益于其它各种相关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半导体技术和计算机

技术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而ＰＣＭ技术的作用也不可忽视。 
  ＰＣＭ即脉码调制技术的缩写,这是30年代末法国一位叫里夫斯的人发明的技术,即把模拟振幅转换

成脉冲,作为数字信号传送出去后再返回到模拟,其特点是它不受杂音影响而能传递信息,但由于当时的外

围技术还不健全,所以没有得到实际应用。自60年代起才开始在实际中应用。这项技术的关键是把图片

或声音那样的模拟信号通过“标准化”、“量子化”、符号化”转换成位信号进行传递。利用这一数字

技术可以将来自太空的鲜明图像传递出去。 

数字化与印刷 

  过去在制版印刷领域也无意识地利用模拟处理技术,当“数字化”一词风靡全世界的今天,印刷领域

也开始大力引进数字化技术。 

在电子领域,自宾夕法尼亚大学开发出第1台计算机后就掀起了数字化的浪潮。目前印刷领域已进入湿版

和干版照相或者原色版、蛋青平板的全盛时代。 

60年代是电子计算机排字和彩色扫描的实用期,印刷业界已开始频繁地使用计算机机器,但这并不意味着

数字化时代的到来。计算机输入模拟信息,然后在计算机内进行Ｓ—Ｄ转换处理,再将处理过的数据进行

Ｄ—Ａ转换而模拟输出。 

  1987年,美国开始进入ＤＴＰ(数字传输规约)的实用阶段。这种程序除使用计算机外,与原来的程序

没有什么变化。日本从1989年开始也在印刷界引进ＤＴＰ。由此开始设计人员也利用ＤＴＰ处理文字

或图像,从而大大提高了印刷业的工作效率。日本印刷产业联合会的调研报告指出:1993年美国商业印刷

的数字入稿率占25 .3%,1994年为41.8%,交易所的比率1993年占43.7%,1994年为59.5%。以此为

根据,预计1995年商业印刷入稿率为52.7%,数字化可提高效率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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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1994—1995年在全世界兴起的信息高速公路和多媒体更进一步促进了印刷领域的数字化革

命。目前印刷业为了不断地与输出系统相适应,最近输出多向ＣＤ-ＲＯＭ方面发展。数据输出的最大特

征之一是可以多元化地利用其输出信号。以往的模拟系统,例如晒像用胶片的印刷只限于输出,而数据输

出则可与通信、多媒体和数据库等输出形态相对应。因此如果不进行多元化利用,则很难发挥出数字化的

效果。 

数字化的对应措施 

  印刷领域的数字化,并无特别的标准模式,而且也很难确定其范围。最基本的是充分理解数字化所具

有的特征及其在工作中的有效利用。 

数字化最大的特征之一是不受距离限制,可与任何地方的计算机连接共享信息,并可实时地进行信息处

理。网络化的实现有效地发挥了它的作用,这不仅仅是全球化的意义,而是表明数字化在我们的身边也能

发挥作用。例如在预压印刷机领域,数字化不断地促进程序的统一和简化,使预压向冲压发展,再从冲压发

展到后冲压,于是对印刷形态产生了很大影响。这样下去,不但使印刷技术要素发生重大变化,而且也在逐

渐地改变人们的意识和能力。与此同时,随着国际化的范围扩大,人们的技术交流范围也在不断地得到扩

展。 

  目前印刷界的数字化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所以需要我们更多地学习计算机方面的知识,同
时也要求对“印刷”具有综合的能力和广泛的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