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节 校对 

    校对是印刷生产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要消除生产中的差错，以保证印刷

品的质量。一般理解为将样张等与原稿对照，发现和纠正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错

误，而印刷品的种类繁多，因此，校对的任务应该是根据委印人规定的文字、照

片、图画、草稿等的原稿，检查在生产过程中是否按照规定的内容、版面设计、

样式、色调再现等方面的要求进行作业了，并纠正错误的作业。  

    校对样张的内容包括：与原稿比较对照纠正文字的错误；确认和纠正是否具

备原定印刷品最后用途的条件；照片、原画、图版等与原稿、版面设计对照、确

认和纠正是否按照版面设计及色调加工的。 

    一、文字校正 

   1．校对方法的种类 

    进行校对的方法随着工序的进行，分为二种。 

   （1）校对原版 

    为制上机版，须校对原版的内容，将原稿（包括阳像底片、阴像底片、排版、

照像版、铅版等）的质量与付印样（即经过各次校对已经改正无误，由委印单位

负责人员签准"付印"，表示印刷厂可以印刷的清样）等对照确认，当确认无误后，

即可进行制上机版，这是制版工艺中的最后检查工作，是质量保证的重要任务。

   （2）校对开印样 

    开印样是经装版完毕，并校正规格、墨色、压力后，准备正式进行生产时所

印出的一张印样。将它与清样对照，确认已经没有错误，才能开始大量印刷，这

是印刷开始时时印版的检查工作。 

    2.校对的项目 

    进行上述两种校对时，检查项目有： 

    ①必要材料的准备，包括付印佯、任务书、作业通知书、书帖、原稿等。

    ②印书方面的内容，包括装订式样、加工尺寸、制版尺寸、加工线（如裁切

纸）、页码（字体及位置）。 

    ③核红是指在一批清样中，尚有几张还有个别错误，需在改正后另打清样同

红样加以样核和补签，或者将挖改的纸型与批注的挖改处校对。校红时包括红字

的内容、文字、字体、大小、位置等。 

    ④照版，插图、图版方面，包括位置、方向、分色、规定印刷颜色等。 



    ⑤在印刷、装订中必要的内容，包括帖码、折标、色标、扫描记号、梯尺、

十字线等。 

    ⑥封面的校对，包括书名、作者署名、出版者名称、书号、印刷单位名称、

定价、出版年月等；若为期刊则包括期刊名、期刊号、期刊登记号、杂志代号等。

    ⑦广告的校对，包括公司名、商品名、商标、价格等。 

    二、色彩校正 

    色彩校正具有两个作用，一个是以制版、印刷工艺中内部生产管理为目的的，

一个是作为印刷样品给委印人校对的。 

    彩色打样的方法如图 4-56 所列，打样方法很多，可根据目的与要求选用。

作为印刷样品的，其质量应该近似于印刷方法得到的印品，一般采用印刷法打样，

而为内部生产管理用的打样，可采用照像法、CRT 法等方法中的一种。 

图4-56  彩色打样法

的种类 

    1.用印刷方法的打样  

   （1）打样用油墨、纸张、印版的特征 

    打样和印刷有许多的不同，无论是使用油

墨、纸张、版材等材料方面，还是晒版、印刷

密度、印刷压力等的条件都与印刷的再现性有

密切关系，由于印刷和打样的压印方式、印刷

压力、印刷速度、上墨方式、套印方式、油墨

粘度、油墨乳化、印刷的砂目、网点的再现等

都有不同，因此，印刷品与样张也必然产生不

同，其再现性的差别如图 4-57 所示，打样与印

刷相比，从高调部分到中间调部分浓度不足，

而暗调部分过量，因此，反差较印刷品反差大。

为此，对打样的油墨、纸张、版材、印刷密度、

印刷压力等方面，要考虑缩小与印刷的 

 

图 4-57  打样和印刷的色调

再现 

差距。  



    油墨   由于油墨在印刷时条件不同，油墨转移率变动很大，印刷和打样使

用同样的油墨， 

而得不列同样的再现性，如图 4-58 所示。  

   此外，打样采用单色打样机较多，是湿压干

套印，印刷采用多色机，是湿压湿套印，也会

产生许多问题。 

    各种打样、印刷方式、套印指数的实际值

是不同的，如表 4-3 所示，套印不仅油墨的性

能不同，而且表面状态和光泽也受到影响，如

果采用多色打样机打样则能大幅度的缩小与印

刷机的差距。 

    纸张   纸张是影响印品的层次再现、光泽

度等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纸张的种类和印刷

品质量之间的密切关系是很容易理解的。印刷

品的光泽度受纸张表面状态的影响很大，涂料

纸与非涂料纸相比，它能得到较好的光泽 

 

图 4-57  影响油墨转移的因

素 

度，作为产品样品的打样，应该采用与印刷同样的纸张进行打样。  

    版材   一般打样用的版材，砂目细，从高调部分到中间调部分的网点下缩

小．而印刷用的版材，砂目较粗，用眼光方法调整使高调部分到中间调部分的网

点能稍细些，现在较多采用铝基的 PS 版来打样。 

   （2）打样机的种类 

    手工上墨手动打样机 手工上墨方式的打样机是版面上的润版液完全干后，

油墨转移到橡皮滚筒上，从高调部分到中间调部分的网点有比印刷时的网点小的

趋向。 

    手工上墨不稳定，难以得到均匀的版样。 

    动打样机   上墨用墨辊串墨后上墨，在润版液的影响下，与油墨有稍许的

乳化状态下进行印刷，因此，它的再现曲线比手工打样又接近些印刷的再现曲线，

但是，印刷压力、速度、油墨仍有不同，大部分仍为干式套印，与印刷机印刷再

现还有不同。 

 

    图 4-59 是双色打印机，能实现一部分湿压湿。



图 4-59  双色打

样机结构 

    多色自动打样机   多色自动打样机是解决印刷和打样差别的理想方法，与

印刷时同样条件下进行打样，它的再现曲线可接近于印刷机，但是从效率、成本

方面看，用这种打样机不容易普及，图 4-60 所示为四色打样机的结构示意图。

图4-60  四色打样机的结

构示意图 

   2.用感光材料打样法  

    作为内部生产工艺管理用的打样方法有许多种，有许多都已成为商品生产。

   （1）彩色片叠合法 

    在透明片基上，涂布由重氮感光剂制成的感光片，分别与相应色相的分色底

片密接曝光，制成单色的图像，把黄、品红、青、黑四色单色图像叠合在一起。

用透射光合成彩色图像，也可在片基下衬以白纸，用反射光观察。 

    曝光时使用的分色底片有的用阴片，有的用阳片；显影方法有用氨熏显影法，

有的用单液显影法和染料添加显影法。 

    彩色片叠合法打样速度快，不需要增加专用设备，可以检查各色版的质量、

叠合效果。但由于是胶片叠合，相互之间有色偏现象，影响图像细部的质量再现，

色相与油墨也有差别，作为色彩校正几乎不使用该方法。 

   （2）色层叠合法 

    该方法也叫叠印法，把含有某种颜色的色料制成的感光液，用即涂方法涂布

在不透明的白色片基上，在晒版机中，与相应色相的阴像底片密接曝光，经水显



影后，即得单色图像，第二个颜色则再重复进行。 

    色层叠合法用离心式涂布机和即涂方式涂布感光液，容易造成膜层厚薄不

匀，由于涂布量的变化，会产生颜色密度的变化。 

   （3）转印法 

    这种方法是在一张承印材料上，由于转印各分色层形成彩色图像。在转印方

式中有：彩色片上形成的单色图像，依次转印到承印材料上，将含有色料的感光

层转印到承印材料上，经反复曝光，显影形成图像；具有感光性粘合层的胶片复

合在承印材料上，经曝光后涂布色粉即成样张。 

    转印法使用的感光材料有感光聚合物型和重氮化合物型，感光用底片有的用

阴像，也有的用阳像，处理方法上有用彩色图像转印和感光层转印两种。 

    转印方法能得到比较稳定的图像，现在开发的着色剂也接近印刷油墨，作为

照像法的打样最近正在普及，但是成本稍高，处理时间长，在欧洲使用该方法较

多。 

   （4）电子照像法 

    在涂布了光导体纸基的表面，进行充电处理，使纸基上具有感光性，将其与

阳像底片曝光，受光部分失去电荷，形成静电荷潜像，将带有相反电荷的色粉与

潜像接触，吸附色粉，形成彩色的图像。 

    如采用静电印刷法，可在感光材料上形成图像，用转印的方式，把图像上的

色粉转移到承印材料上。 

    电子照像法难以控制静电荷，作为彩色校正几乎不使用。 

   （5）银盐照像法 

    有银染料漂白法，在白色的三醋酸片基上，涂布多层乳剂，乳剂中含有黄、

品红、青的偶氮染料，对蓝、绿、红感光的卤化银乳剂，用颜色滤色片依次曝光，

即成彩色图像，彩色感光片的结构如图 4-61 所示。这种方法由于成本高，几乎

不用于进行彩色校正。 

图 4-61  彩色感光

片的结构 

    3.彩色监控和模拟  



    在进行内部生产管理工艺的时候，下一定要硬拷贝，在屏幕或监控器上能确

认图像的软拷贝也能达到目的。 

    作为软拷贝有光学的方式和电子的方式，近年来利用彩色阴极射线管（CRT）

的电子方式，质量提高很快，作为内部管理用的预打样占有重要的位置。 

    软拷贝方式，在图像形成上不需要特别的材料，运行成本比硬拷贝低，此外，

操作时间极短，是其优点，但软拷贝在手头不能保留样张，成色方法是加色混合，

印刷品的成色是减色混合，这是其不足之处。 

   （1）光学的打样法 

    经分色的阳像图像，用补色滤色片的色光进行加色，得到合成图像，品红分

色阳图用绿滤色片，青分色阳图用红滤色片，黄分色阳图用蓝滤色片，将三个光

在屏幕上合成。 

    这种方法，由于光是加色的差别，校正有困难，图像质量与印刷品也有大的

差别，因此，几乎没有进入实用阶段。 

   （2）CRT 打样法 

    近年来，随着电视技术的发展，利用彩色 CRT 进行彩色打样的模拟装置能很

快推出，将分色的底片经摄像管或飞点扫描，由各种电路修整，进行打样和监控

图像。 

    电子的方式有许多优点，不论是阳像还是阴像，连续调还是半色调，都可以

使用，能瞬时看到合成图像，运行成本非常便宜，图像稳定。对图像的质量提高，

其预订打样装置占有重要的地位。 

    用彩色 CRT 虽然能使得到的图像与印刷品相近，但是能使色调在哪种程度相

近，仍是非常大的课题，荧光体成色的监控器图像和由反映光产生的印刷品，在

同样条件下是不能比较的。 

    一般的监控器的成色比印刷油墨成色的颜色饱和度有高的倾向，特别在印刷

的二次色、三次色的混合色时，油墨的不鲜明成分有影响，印刷品的不鲜明要多

些。 

    作为电子方式，有把输入信号一次存储在存储装置内和几次输人信号直接由

CRT 输出的方式。 

    存储方式作为有一个合适的输入装置，其输入装置的调整简便，由于有可变

焦距的变倍率，间隙少，所以能保存图像，这是其优点。 

    直接输出方式可瞬时间看到图像，因存储器对图像没有劣化。作为图像输入

方法，一般有利用电视摄像管方式和由飞点扫描的飞点扫描方式。图 4-62 是摄



像管方式的示意图，图 4-63 是飞点扫描方式示意图。 

 

图 4-62  摄像管方式

示意图 

 

图 5-63  飞点扫描方式

示意图 

    用彩色 CRT 的打样方式，在 1975 年已进入实用阶段，是较新的打样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