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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于20世纪初德国的柔印，至今已有百年的历史。这一百年间，人们从未间断过对柔性版印刷新工艺、新设备的改进及开发，
使柔性版印刷效果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埃仕达精密机械（上海）有限公司是德国RSD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从德国引进全套激光
雕刻机，晒版和冲版设备，检测设备，色彩管理打样设备及相关的多功能软件，以此为基础，高起点高质量的为发展中国柔版印
刷作出应有的贡献。 
柔性版印版是影响柔印质量的关键性因素之一。近年来，人们一直关注一些新技术及新工艺流程在柔印制版方面的应用。 
先来关注一下数据化管理在柔性版制版中的应用。 
近年来，随着激光技术的成熟发展，激光数字柔性版在柔印行业已经应用得越来越广泛。相对于传统制版而言，激光数字版减少
了制版的环节，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更是降低了加工过程中的品质损失。激光制版形成的网点，肩部更垂直，网点扩大小，层
次还原更精准更丰富；高光处，激光版可以让20μm甚至更小的网点牢牢站立于印版上，极大地提升了柔印在高光层次还原上的表
现力。 
有了好的印版，如何去用好它，充分发挥出它的优势及潜力呢？  
近年来随着国际上的订单越来越多，往往一个系列的产品需要由多个印刷商合作完成。但是，由于每家印刷商所使用的印刷机型
不同，油墨存在差异，最终要获得一致的印刷效果就变得极为困难。 
那么该怎么做呢？ 
此时一套科学规范的数据化流程就显得格外的重要。人们需要为每家印刷商定制专用的补偿数据，同时对激光数字版制版进行全
程的数据化管理及质量监控。 
首先，将激光雕刻机和晒版冲版设备与不同品牌不同型号的版材进行线性匹配。 不同型号的版材有着不同的物理特性，因此其背
曝光、主曝光、烘版、UV-A灯和UV-C灯照晒的时间都是不同的。通过测试，对设备及版材进行优化组合，并把相关数据固定下来 
。而后对于每种版材建立起与之相匹配的版材设备补偿曲线， 用专业的多功能密度仪精确测量出印版上的网点百分比，并对每个
阶调上的网点百分比进行精确的调控，使Rip解释出来的阶调能够在印版上线性还原。每过一段时间，还需要对机器进行一次线性
测试，实时修正补偿量，从而使印版有更稳定的质量。 
接着，要为印刷商做一次机上印刷时网点扩大测试，从客户处取得其印刷后网点的扩大量，进行针对性的网点扩大补偿。不同系
列的产品，不同的承印物，不同的印刷设备，可以做多根补偿曲线。通过版材线性与客户线性的相互配合，取得一个近似线性还
原的印刷效果。 
最后，再通过ECI2002印刷色彩空间测试，构筑起印刷商特有的色彩空间。以此为参照，对不同印刷商给出一系列特有的调整补
偿，让每家印刷商都能得到适合其印刷特性的印版。这样，不同的印刷商的最终印后效果就能近似的一致。 
每个客户的印刷数据及补偿曲线都将被保存起来，输入数据库，进行分类管理。生产过程中，每个产品都要带测控条，制版后通
过密度仪读取测控条上的信息与客户数据进行比对，实时修正其偏差。 
通过数据化的流程，我们才能充分发挥出激光印版在柔印中的潜力，进一步地提高柔性版的制版质量及稳定性。 
再看看数字打样在柔印中的改进及应用。 
数字打样系统在胶印行业中的使用已经较多了，效果也得到公认，其方便快捷，低成本，更是传统打样所无法比拟的。由于柔版
印刷的特殊性，绝大多数的数字打样系统都无法真实地还原柔版印刷的效果。随着技术的发展，现在已经出现了专门针对柔印开
发的柔印数字打样系统。 
以下是柔印数字打样方面作了改进的几个方面： 
小网点扩大的表现，即断网效果的真实再现。 
由于柔版印刷时小网点的补偿空间较小，因此扩大相对较大，这就会形成一个层次突变的断口的效果。一般的连续调数字打样系
统，通过ICC曲线进行色彩管理，在读取数据自动生成ICC曲线时，ICC曲线会自动平滑，因此在高光处过渡自然平滑，不会出现
柔印的断口效果。 如果在计算时不进行ICC曲线平滑或者不通过printopen、profilemake等ICC编辑软件进行强行调整，都会对
整个色彩空间的构架产生影响，最终影响数字样的整体效果。柔印数字打样系统采用了screenproof模拟印刷网点打样技术，在
读取ECI2002或其它色表建立特性曲线后，还能读取印刷网点扩大值。高光的网点扩大会被读取计算在内。这样很好地解决了小
网点扩大的再现问题。我们完全可以模拟出实际印刷时的断口效果。同时，这套系统通过自带的自动分析校正系统，自动比较印
刷样与打样稿的色差，进行自动特性曲线修正，使打样稿尽可能的接近印刷品的色彩表现力。如果有需要，它还提供了强大的手
动校正功能，包括曲线修正，色彩区域校正，选择性色彩校正等，可以进一步在视觉上使打样稿接近印刷样。 
专色的表现方面。 
柔性版印刷多用于包装印刷，其中使用到的专色非常多。普通的数字打样机的专色与CMYK是通过同一个画面模拟文件来计算的，
专色设有独立的线性曲线。当印刷线性较差时，专色的计算会受到影响。这样，数字样在处理专色层次版打样时往往会出现色
差。柔印数字打样系统专色可以独立于特性曲线，拥有自己独立的网点扩大补偿曲线，还有不同的透明度设定。这样，在模拟专
色打样时就能够得到极为接近于实际印刷的效果。 
打样品质优于实际印刷品质的问题。 



经常可以听到印刷商反映，实际印刷跟本达不到打样稿的效果。的确，柔版印刷由于它自身的一些特性，在实际印刷过程中，套
准精度、层次表现力等方面，与数字打样稿存在差距。因为大多数的数字打样系统都是为胶印设计的，这就使数字样的视觉表现
力要超出柔版印刷的实际水平。柔印数字打样系统针对这一问题，特地设计了柔印模拟功能，可以在打样稿上添加杂点，模拟套
印不准等印刷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瑕疵，让印刷商不必再为达不到打样效果而头痛。 
这套系统使数字打样在柔印界有了用武之地。使用数字打样，可以大大提高制版的成功率，在制版之前就使用客户专用的特性曲
线，打印出十分接近客户印刷效果的数字样稿。这降低了测试成本，提高了效率，也给客户的签样带来了方便。 
下面说说实地加网技术在柔印制版中的应用。 
柔印印刷范围广，承印材料多种多样，当碰到一些着墨能力较差的材料时，大面积的实地往往出现针眼现象，印得不很实。实地
加网技术就是针对这一问题所开发的。这项技术是在印版制版过程中，用激光在印版的实地部分添加极为细小的网孔，起到类似
于磨沙面的效果，增加印版的传墨性能。当然不同材料的着墨能力存在着差异，因此实地加网的网孔，有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大
小、不同的疏密程度可供选择。找出最适于该材质的实地加网方式，能够增加印品的实地密度，使印品有更好的视觉表现力。 
关于混合加网技术在柔印制版中的应用如下： 
柔版印刷在高光区域小网点的还原上比较难控制，在渐变过渡时经常会由于网点扩大过大而出现断口，因此一般在制版过程中遇
到高光渐变过渡大多采用铺满的方式。但这也带来了另一个弊端，就是高光不够明亮。调频网能使断口变得不那么明显，但调频
网的网点扩大不易控制，不适于全阶调的层次复制。混合加网是针对这一问题开发的一种调频、调幅混合加网方式。在高光部分
采用调频加网，而其它主体层次仍然使用调幅加网。混合加网自身也提供了多种调频调幅的衔接方式，可以选择自动，也可手工
定义衔接点；还可以调频调幅同时使用。这样跟据不同的印刷需求进行选择，使高光的效果能够更好地展现。 
最后，说说无接缝套筒直接雕刻技术,柔印制版的发展趋势。 
最新的无接缝套筒直接雕刻技术，是直接在印刷套筒上进行柔性版激光制版的技术。目前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激光直接雕
刻套筒技术，画面由电脑直接输出到套筒上，省去曝光、冲洗、固化、上版等操作。此技术目前还不是很成熟，但能极大地提高
工作效率，相信将成为柔印制版的发展趋势。 
另一种是激光烧蚀套筒技术，在套筒表面直接胶粘一层感光树脂层，打磨到要求直径后，在表面喷上黑涂层。使用时，激光将表
面黑色涂层烧蚀掉，而后进行UV曝光。此技术能够缩短印刷换版时间，提高印刷生产效率以及套准精度。此流程类似于目前的激
光制版流程，事实上目前的一些高精度激光制版机已经支持无缝套筒烧蚀。这会是一项短期内值得期待的新技术。 
柔性版制版和印刷的工艺技术还在飞速的发展，我们必需不断地吸收、掌握好新工艺新流程，应用到生产中去，同时在生产过程
中不断的总结经验，进一步推进柔印在国内市场上的发展，使柔印成为一种最具竞争力的印刷方式，并开创出一片更广阔的新天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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