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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打印】 

  加入WTO以后，我国包装印刷行业正面临着全新的挑战和机遇。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

水平的提高，商品包装的生产厂家逐步走向工业化规模生产，消费者对于产品包装的外观质量要求越

来越高，追求产品的外观装潢及性能特异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好的包装可以美化商品，而不好的包装

就有可能给商品带来反作用。包装的美观性和产品的自身价值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了更好的刺激消

费者的视觉，激发其购买欲望，现在好多厂商都喜欢用大面积的色块来进行产品的包装设计。特别是

国产的烟酒包装设计中更是喜欢应用大面积的红黄色块，大面积的金银色块。然而要使商品包装达到

客户的期望，就需要包装印刷生产厂家密切注意专色在生产过程中的实际应用，以免出现生产的产品

没有达到客户希望的效果，从而引起客户抱怨、投诉及退货赔偿，甚至损失货源。  

  包装印刷生产厂家要正确合理的运用专色，就需要对色彩的呈色原理及几个概念（色光三原色、

色料三原色、色光加色法、色料减色法）进行必要的了解。只有对色彩的原理做到心中有数，才能合

理掌控印刷过程中的色彩运用。根据光的物理刺激特点，人的视觉生理特征以及大量色光混合实验结

果显示，红光、绿光、蓝光这三种单色光以不同比例相混合，可以得到其余所有的色光，而它们三者

都不能由其它任何色光混合得到，因此将红光、绿光、蓝光确定为色光三原色。两种和两种以上的色

光相混合后得到的新色光的方法称之为色光加色法。新的色光比参与混合的任何一种色光更亮，色光

加色法遵循越加越亮的原则。将三原色光以不同的比例按色光加色法混合后，便可以产生自然界的所

有色光。色料是指本身具有一定颜色，并能使其它物品着色的物质。色料属于非发光体，其颜色主要

取决于其对外来照射光的吸收的反射（或透射）情况。色料三原色是指黄色、品红色及青色，它们分

别是色光三原色蓝色、绿色及红色的补色。黄色色料能吸收白光中的蓝光，透射或反射白光中的红光

跟绿光，品红色色料能吸收白光中的绿光，透射或反射白光中的红光和蓝光，青色色料能吸收白光中

的红光，透射或反射白光中的蓝光和绿光。色料减色法是指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色料相混合得到一种新

的颜色的现象。以三原色色料为基础，按不同的比例混合，可以调配成其它所有的颜色，而三原色色

料是无法用其它色料混合调配出来的。色料减色法的实质是增加色料选择性吸收的次数，使色光能量

削弱，于是在颜色改变的同时，明亮程度降低而趋于深暗。印刷包装生产厂家一般用中黄、品红（或

洋红）、天蓝三种油墨来代替色料三原色中的黄色、品红色及青色。  

  在包装印刷中，一般采用两种色彩印刷工艺。一种是正常四色印刷，就是指采用中黄、品红（或

洋红）、天蓝及黑墨叠印来复制彩色原稿的种种颜色的印刷工艺。另一种是专色印刷，只采用正常四

色以外的其他色墨来复制原稿颜色的印刷工艺。较常见的是用专色印刷工艺来印刷大面积底色。如果

产品原稿中包含许多不同颜色的画面，就需要经过电子分色机或彩色桌面系统扫描分色，然后采用正

常四色印刷工艺来生产。如果产品原稿是由不同颜色的均匀色块厚有规律的渐变色块和文字组成，在

综合考虑提高印刷质量和减少套印次数的情况下，有时候要选用专色印刷。  

  专色印刷所调配出的油墨是按照色料减色法原理获得颜色的，其颜色的明度较低，饱和度较高。

墨色均匀的专色块通常采用实地印刷，并要适当的加大墨量，当版面墨层厚度较大时，墨层厚度的改

变对色彩变化的灵敏程度会降低，所以更容易得到墨色均匀，厚实的印刷效果。由于现在的纸张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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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家技术水平参差不齐，生产的同一种规格的纸张表面的颜色也就会出现或多或少的偏差，或偏青，

或偏黄，这就给印刷包装生产厂家控制产品的颜色带来了麻烦。如果能够合理恰当的利用专色色块的

这种较强的不透明性的特性就能很好地解决。而采用四色印刷得到的是网点的减色法吸收和加色法混

合的综合效果，色块明度较高，饱和度较低。对于浅色色块，采用四色印刷工艺，由于油墨对纸张的

覆盖率低，墨色平淡缺乏厚实的感觉。由于网点角度的关系，还会不可避免地让人感觉到花纹的存

在。另外，四色印刷工艺套印出的色块，由于组成该色块的各种颜色大都由一定比例的网点组成，印

刷网点时，墨层厚度必须受到严格的控制，容易因墨层厚度的改变及印刷工艺条件的变化引起色强度

改变、网点扩大程度的变化，从而导致颜色改变。而且由于组成该色块的任一种颜色的改变都会导致

该色块颜色的改变，导致出现墨色不匀的机会将成倍增加，故采用四色印刷工艺套印出的色块，不容

易取得墨色均匀的效果。如果不能用多色机一次叠印出该色块的颜色，还容易因半成品的颜色不易控

制而出现色偏。如天蓝和品红叠印成紫色，若天蓝墨量大则偏蓝，若品红墨量大则偏红，给机器操作

者带来很大的麻烦，如果操作者的水平不是很高，那印刷出来的产品就可能是五花八门，有几种颜

色。这时不妨将叠印色块改成专紫色版，虽然多了一块版，但印刷准备时间缩短了，印刷速度提高

了，色相控制稳定了，生产效率提高了，废品也减少了，整体算来生产成本也还是降低了。当然，这

种现象应该在工艺策划时就考虑到。  

  还有，在印刷大面积浅色均匀色块时，通常采用在原墨中添加冲淡剂来调配专色墨，再进行实地

印刷，这样墨层更厚，比较容易得到色彩均匀、厚实的效果。如果采用四色印刷工艺，则必须使用低

层数的平网网点。但低成数的平网网点在晒版时容易由微小的砂粒或抽气稍微不良造成个别部位网点

变小，导致墨色不均，印刷时又容易因版面供水过多，纸粉在印版和橡皮布上堆积、纸张平滑度低等

原因造成小网点的油墨转移不良，从而出现墨色变浅和墨色不均匀，从而又造成批量色差，使废品增

高。对于深色大面积色块，采用四色印刷工艺，可能需要由几种颜色的高成数网点叠加而成，墨层太

厚出现背面蹭脏；而采用专色印刷工艺，只需印一个颜色，不易出现背面蹭脏。采用四色印刷工艺，

图文的某些部位可能由几色合成，而采用专色印刷工艺，相应的部位只印一个颜色，避免了出现套印

误差的可能。  

  以上介绍的是用三原色色料调配出的专色油墨的运用。实际上在包装印刷中，除了三原色色料调

配的油墨外，还有一种人们非常喜欢用的油墨，它就是金属油墨。金属油墨因其具有特殊的金属光

泽，在包装印刷中特别是在烟酒包装印刷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印有金属油墨的商品包装显得雍容高

贵，可以很好的提升商品本身的档次。但由于金属油墨本身的附着性不强，在实际印刷时，难度也比

普通的专色油墨要大。  

  常见的金属油墨有两种，即金墨和银墨。金墨是由铜锌合金粉末与调金油调配而成的，金粉中的

铜、锌含量不同，金墨的色泽也有所不同。含锌量低，金墨色泽偏红；含锌量高，金墨色泽就偏青。

目前，仅在市场上出售的金粉（墨）就有红金粉（墨）、青红金粉（墨）、青金粉（墨）之分。银墨

是由银色的铝质粉末与调银油调配而成的。银粉颗粒大小不同，所产生的金属光泽也不相同，颗粒粗

大的银粉金属光泽较强。在金银墨中适当加一些亮光中黄、亮光油、红燥油、二丁酯等辅助剂，可以

增强金银墨的亲和性，黏性及流动性，使金银墨的附着性能得到提高，从而改善金银墨的印刷传递性

能。  

  在印刷金银墨时，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先打底再印金银墨。即选用遮盖力强，与金（银）墨

色泽相近的油墨打底色。印金墨用淡黄墨，透明黄墨或假金色油墨来打底色，为了提高金属光泽还可

适量加入10%左右的金墨。印银墨一般选用假银色墨打底色。假银色墨可由冲淡剂、白墨、黑墨、去

黏剂、6号调墨油、白燥油按一定比例调配而成。银墨的印刷适应性比金墨要好，只需一次印刷基本

上就可以满足一般包装印刷品的要求。若碰到一些大面积印银的包装产品或使用的纸质较差时，则需

采取两次印刷方能很好的显现银色光泽。这种方式对印刷操作工人的技术水平要求很高，难度比较

大。另一种是将其他色版上印金银墨的位置镂空，金银墨直接印在纸上。这种方式一般的印刷操作工

都可以很好的印刷出来。而且，如果产品所用的颜色加上金银色是四个色，就正好可用四色胶印机一

次性地把连同金银墨在内的颜色全部印出来，从而节约时间，达到缩短工期。但在印前工艺策划时，

要注意不能让金银色块和其他的色块硬套印，需设置0.1-0.2的陷印，以免因机器的误差而出现印品

漏出纸张的颜色，从而影响美观。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印刷金银墨后印品不要急于干燥，因为金银墨

的干燥速度要比一般油墨慢些，千万不能图快多加燥油，否则金银墨颗粒会变粗，墨辊上积墨也多，

将造成印品的粘连现象。  

  总之，专色印刷是一种灵活多变的、涉及很多因素的复杂的色彩印刷工艺，要恰当合理的使用。



在印刷包装的生产实际中，有时候会单独使用专色，但很多时候是用正常四色中的两个或三个色再加

一个或两个专色，两者结合使用。而是否使用专色，要看是不是有利于降低废品率，提高产品质量；

是不是有利于节约时间，缩短工期，提高生产效率；是不是有利于降低生产成本，增加企业收入。这

就需要印刷包装生产厂家的工艺技术人员在工艺策划时就对本厂的工艺技术水平、操作人员的技能及

机器设备的使用状况等进行综合考虑，从而编制合理的生产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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