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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燉．—

前 言

本标准等效采用 ＩＳＯ１２６４７１：１９９６《印刷技术—— 网目调分色片、样张和印刷成品的加工过程控

制——第 １部分：参数与测试方法》。目前，ＩＳＯ１２６４７由两部分组成，第 １部分是《参数与测试方法》，第

２部分是《胶印》。
由于本标准的内容是参数与测试方法，为了与国际接轨，除在文字上做些必要的加工外，参数的定

义与测试方法和 ＩＳＯ１２６４７１完全一致。
本标准对控制印刷过程，确保准确复制所必需了解与掌握的参数进行了规定，并给出了它们的定义

和技术要求。为使测量数据具有客观性与可参考性，本标准还规定了测试方法。
由于原国际标准中的引用标准 ＩＳＯ５４《摄影术——密度测量——第 ４部分：反射密度测量的几何

条件》还没有转换成我国标准，因此，为方便使用，我们将该国际标准中相关的部分收在附录 Ｂ中，作为

标准的附录使用。原标准附录 Ｂ改为附录 Ｃ。
附录 Ａ和附录 Ｂ是标准的附录。附录 Ｃ是提示的附录。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印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印刷科学技术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家祥、张红、魏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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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燉．—

﹫前言

ＩＳＯ（国际标准化组织）是由各国标准化团体（ＩＳＯ成员国）组成的世界性的标准化专门机构。制定

国际标准的工作通常由 ＩＳＯ的技术委员会来完成的。各成员团体若对某技术委员会已确立的标准项目

感兴趣，均有权参加该委员会的工作。与 ＩＳＯ保持联系的各国际组织（官方或非官方的）也可参加有关

工作。在电工技术标准化方面，ＩＳＯ与国际电工委员会（ＩＥＣ）保持密切合作关系。
由技术委员会提出的国际标准草案提交各成员团体表决。国际标准需取得至少 ７５％参加表决的成

员团体的同意才能正式通过。
国际标准 ＩＳＯ１２６４７１是由 ＩＳＯ燉ＴＣ１３０印刷技术委员会制定的。
ＩＳＯ１２６４７标准的全称是《印刷技术——网目调分色片、样张和印刷成品的加工过程控制》，目前它

由以下部分组成：
——第 １部分：参数与测试方法

——第 ２部分：胶印

本标准的附录 Ａ和附录 Ｂ是标准的附录，附录 Ｃ是提示的附录。

２



﹩﹣燉．—

引 言

在生产网目调彩色复制品的时候，分色人员、打样人员和印刷人员预先规定一组最低限度的、专门

确定打样和印刷视觉效果及其他技术性能的参数，是非常重要的。这种规定可使合格分色片（不需反复

测试）的正确生产和以尽可能逼真地模拟最终印刷成品视觉效果为目的的非印刷机打样与印刷机打样

等后工序的有效实施成为可能。
本标准第 １部分的作用是列出并解释一组最低限度要使用的工艺参数，这些参数是确定由一套网

目调分色片生产的网目调样张或印刷成品的视觉效果所必需的。对某些印刷方式来说，有些参数比其他

参数更重要，可把这些参数区分为强制性的非强制性的，但在本标准的第 １部分中，所有参数都同等对

待。
区分直接参数和间接参数是必要的。在本标准的第 １部分只描述直接参数。直接参数是指直接影

响图像视觉效果的参数，间接参数是通过改变直接参数的值间接影响图像视觉效果的参数。间接参数包

括：
——分色片厚度；
——图像的正反向；
——阴图或阳图；
——乳剂面的不平度；
——有无颜色标记或套准标记。
在多色网目调印刷的分色工序中，网目调分色片通常是由彩色连续调原稿生产出来的。原稿一般有

透射原稿和反射原稿，可以是模拟式原稿，也可以是数字式原稿。
分色工艺不是将原稿色值直接转化为印刷品的色值。原稿中的每个可辨认的点子，其颜色（由三刺

激值 牀、牁、牂或 爧，牃，牄 或色相、饱和度和明度来表示）必须转换成四个或更多个分色片上的阶调值

（网点面积）。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原稿的密度范围比印刷生产中能够得到的密度范围宽。因此，分色

人员需要对原稿进行分析、判断，而且最后的转换结果可能与原稿有差别。
分色工序存在着各种可能的灵活性，因此，将生产用印刷机的工艺参数值考虑进去是非常重要的。

分 色后面的工序，即打样（非印刷机打样或印刷机打样）、晒版（用于印刷机打样和生产印刷）、印刷和印

刷品表面整饰等工序，一般都借助一套严格的工艺参数进行施工。这些参数包括：
——阶调值增加曲线；
——印刷油墨的光学特性和墨膜厚度；
——承印物特性。
在所有工序中保持参数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任何预料不到的工艺参数的变化都会影响图像的视

觉效果。
以上的讨论表明，分色与打样工序都需要了解印刷生产所用工艺参数的值。因为，不考虑印刷机、印

版和承印物的特性，用同一套工艺参数去印刷所有印刷品是不行的。所以，必须在分色人员、打样人员和

确定某活件专用参数的生产印刷人员之间建立起有效的信息传递。
为了便于信息转换，本标准第 １部分规定了，在接活时，对带有印刷样张的分色片应详细说明的参

数。本标准的第 １部分不具体规定每个参数的值，只给出参数定义和测试方法。
由于彩色样张是印前工序和印刷工序之间的主要信息载体，所以，以下两点很重要：
——应使用能实现的、可模拟最佳预设印刷参数的方法生产印刷样张；
——生产印刷尽量做到与认可的印刷样张的视觉效果相符。
印刷过程中的主要变量之一是阶调值增加曲线（或网点增大曲线），如图 １所示。这样一条带有适当

误差的曲线，可以表示用于各种特定印刷承印物与印刷方式组合的印刷原色。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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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燉 —
┆┋﹫┐：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 ┐┐批准 ┐┐实施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在各种印刷方式中限定印刷条件的参数。所规定的参数的值可用于数据交换时表征

预设的印刷条件，或技术人员为使操作达到预期目标而对印刷过程进行的控制。
本标准定义了术语，并建立了一组最低限度的专门确定印刷品四色网目调图像视觉效果的工艺参

数。它们是按照以分色胶片为基础的印刷方式的“分色”、“印版制作”、“打样”、“印刷”和“表面整饰”的工

艺步骤来确定的。
本标准适用于

——以分色片为基础的打样与印刷过程；
——无胶片复制的打样与印刷，及类似胶片生产系统的凹版印刷；
——与四色印刷原理类似的多于四色的印刷；
——线条网和那些没有一定网线角度和网线线数的网目调印刷。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ＧＢ燉Ｔ１１５００—１９８９ 摄影透射密度测量的几何条件

ＧＢ燉Ｔ１１５０１—１９８９ 摄影密度测量的光谱条件

ＩＳＯ１３６５５：１９９６ 印刷图像的光谱测量与色度计算

注：此国际标准可在全国印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查阅。

 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定义，本标准的定义按汉语拼音排序。
注 １：量的单位在定义里一起给出，无量纲的单位是 １。

 ＣＩＥＬＡＢ色差（Δ爠
ａｂ） ＣＩＥＬＡＢｃｏｌｏｕ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ＣＩＥ１９７６爧，牃，牄 ｃｏｌｏｕ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呈现在 爧，牃，牄色空间中的两个点之间的符合欧几里德距离定义的色刺激之差。
 ＣＩＥＬＡＢ色空间 ＣＩＥＬＡＢｃｏｌｏｕｒｓｐａｃｅ

通过在直角坐标系中标绘 爧，牃，牄形成的三维的近似均匀的颜色空间。
 边缘宽度（指一个单个的不透明图像元素） ｆｒｉｎｇｅｗｉｄｔｈ

４



对应所用印刷方式要求的最小网点中心密度的 １０％和 ９０％密度等值线之间的平均距离。单位：μｍ
 表面整饰 ｓｕｒｆａｃｅｆｉｎｉｓｈｉｎｇ

用上光剂涂覆或用透明聚合薄膜层覆合印刷品的一种工艺。
 彩色 ｃｈｒｏｍａｔｉｃ，ｃｏｌｏｕｒ

在视觉中具有色相的颜色。
注 ４：印刷原色墨青、品红和黄是彩色油墨。

 采样光孔尺寸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ａｐｅｒｔｕｒｅｓｉｚｅ
由测量仪器设计决定的，供测量反射、透射系数或密度用的样品表面积的尺寸。

 测控条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ｔｒｉｐ
一维排列的控制块集合。

 承印物 ｐｒｉｎｔ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
承载印刷图像的载体。

 反射计 ｒｅｆｌｅｃｔｏｍｅｔｅｒ
测量与反射有关的物理量的光度计。

 反射密度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ｄｅｎｓｉｔｙ；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ｆａｃｔｏｒｄｅｎｓｉｔｙ
以 １０为底反射系数 爲倒数的对数。

 反射密度计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ｄｅｎｓｉｔｏｍｅｔｅｒ
测量反射密度的仪器。

 反射系数（爲） 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ｆａｃｔｏｒ（爲）
从印样上测量出的反射光通量与在同样位置上从理想反射漫射体上测出的反射光通量之比。

 非彩色 ａｃｈｒｏｍａｔｉｃｃｏｌｕｒ
在视觉中无色相的颜色。

注：

２ 非彩色一般指黑、白、灰。对于透射材料，也用“无色”（ｃｏｌｏｕｒｌｅｓｓ）或“中性灰”（ｎｅｕｔｒａｌ）来描述。

３ 在印刷实践中，无彩色可由一种油墨产生，也可由三种彩色油墨适当平衡产生。

 非印刷机打印样张 ｏｆｆｐｒｅｓｓｐｒｏｏｆｐｒｉｎｔ
由其他方法而不是印刷机印刷的方法生产的印刷品，其作用是用一种精确模拟印刷机效果的方法

显示分色效果。
注 １１：也叫“印前样”（ｐｒｅｐｒｅｓｓｐｒｏｏｆ）。

 分色片 ｃｏｌｏｕｒ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一套用于三原色印刷的黑白网目调胶片，每一张胶片对应一种印刷原色。

注 ６：通常，一套分色片里有四张这样的胶片（分别对应黄、品红、青、黑版）。

 付印样 ｏｋｐｒｉｎｔ，ｏｋｓｈｅｅｔ
在印刷生产过程中，挑选出来做为后面印刷作业参考样的印刷成品。

 灰平衡 ｇｒｅｙｂａｌａｎｃｅ
如果一幅在规定印刷条件下生产的印刷品在规定观测条件下呈灰色，该分色片上的青、品红和黄的

阶调值（网点面积）就处于灰平衡状态。
 胶片的正负性（阳图和阴图） ｆｉｌｍｐｏｌａｒｉｔｙ

空白部位与实地部位分别对应印刷品上的非印刷部位与印刷部位的胶片，称为阳图型（正片）胶片；
空白部位与实地部位分别对应印刷品上的印刷部位与非印刷部位的胶片，称为阴图型（负片）胶片。
 胶片乳剂方向 ｆｉｌｍｅｍｕｌｓｉｏｎ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相对观测者，分色片乳剂的朝向。
注 ７：标准方向是乳剂面朝上，即朝着观测者。

５

﹩﹣燉 —



 阶调值增加（网点增大） ｔｏｎｅｖａｌｕ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ｏｔｇａｉｎ
印刷品上的阶调值与相应分色片上的阶调值之差。用百分数表示。

注 １６：同义词“网点增大”只适用于以网点图案形成的网目调图像。

 阶调值总和 ｔｏｎｅｖａｌｕｅｓｕｍ
四张分色片的阶调值之和。

注

１７ 也叫“网点总面积”（ＤＴＡ）。

１８ 对于大多数分色片来说，最大阶调值总和在图像的最暗处。

 控制块 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ａｔｃｈ
为控制或测量而制作的参照块。

 莫尔图形（龟纹） ｍｏｉｒｅｐａｔｔｅｒｎ
由两维或多维周期结构之间相互作用产生的不需要的周期图形结构。

 偏差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付印样张与标准值之间的允许差异。

 色度计 ｃｏｌｏｒｉｍｅｔｅｒ
测量色度值的仪器。

注 ５：光电色度计通过模拟生成被测物的反射或透射系数的光谱乘积、标准光源和标准视场功能规定的滤色器完成

对三刺激值的测量，分光光度色度计根据光谱数据计算完成测量。

 透射密度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ｄｅｎｓｉｔｙ
以 １０为底透射系数 爴倒数的对数。

 透射密度计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ｄｅｎｓｉｔｏｍｅｔｅｒ
测量透射密度值的仪器。

 透射系数（爴） ｔｒａｎｓｉｍｉｓｓ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爴）
透过被样品遮盖的测量光孔的光通量与透过没有样品遮盖的测量光孔的光通量之比。

 图像的正反向 ｉｍａｇｅ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如果文字呈正常阅读状态，并且图像处于最终用户观看的方向，则图像内容被称为正向读（反之为

“反向读”）。
注

８ 胶片的乳剂面取向应该标明“乳剂面朝上”或“乳剂面朝下”。如果没有给出说明，就认作“乳剂面朝上”。

９ 一般说，“正向读乳剂面朝下”与“反向读乳剂面朝上”的意义相同。

 图像基准方向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ｉｍａｇｅ
最终用户观看时的水平方向。

 网点排列的轴 ａｘｉｓｏｆａｓｃｒｅｅｎ
网点排列的两个方向中，单位长度内呈现最高图像元素数量（如点数或线数）的那个方向。

 网目调胶片 ｈａｌｆｔｏｎｅｆｉｌｍ
用于网目调印刷工艺的带有网点或线条图像元素的胶片。

 网线角度 ｓｃｒｅｅｎａｎｇｌｅ
对于长形网点，是网点排列的轴与图像基准方向形成的夹角；对于圆形或方形网点，是网点排列的

一个方向与基准方向形成的最小的那个夹角。单位（°）。
 网线宽度 ｓｃｒｅｅｎｗｉｄｔｈ

网线数的倒数，单位是 ｃｍ。
 网线数（网线频率） ｓｃｒｅｅｎｒｕｌｉｎｇ；ｓｃｒｅｅｎ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网点或线条等图像元素，在产生最高值方向上，单位长度内的个数。单位是 ｃｍ－１（每厘米网点数）。
 相对密度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ｄｅｎｓ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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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去片基或未印刷承印物的密度后的密度值。单位：１
 阳图型网目调胶片阶调值（网点面积，爛） ｔｏｎｅｖａｌｕｅｏｎａｈａｌｆｔｏｎｅｆｉｌｍｏｆ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ｐｏｌａｒｉｔｙ（ｄｏｔ

ａｒｅａ，爛）
爛由下列公式给出：

爛（％）＝ １００× ［１－ １０－（爟牠－爟０）］燉［１－ １０－（爟ｓ－爟０）］
式中：爟０——透明网目调胶片的透射密度；

爟ｓ——实地部位的透射密度；

爟ｔ——网点的透射密度。
 阴图型网目调胶片阶调值（网 点 面 积，爛） ｔｏｎｅｖａｌｕｅｏｎａｈａｌｆｔｏｎｅｆｉｌｍ ｏｆ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ｐｏｌａｒｉｔｙ

（ｄｏｔａｒｅａ，爛）
爛由下列公式给出：

爛（％）＝ １００－ １００× ［１－ １０－（爟ｔ－爟０）］燉［１－ １０－（爟ｓ－爟０）］
式中：爟０——透明网目调胶片的透射密度；

爟ｓ——实地的透射密度；

爟ｔ——网点的透射密度。
 印版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ｆｏｒｍｅ

其表面处理成一部分可转移印刷油墨，另一部分不转移印刷油墨的印刷版。
 印刷品阶调值（网点面积，爛） ｔｏｎｅｖａｌｕｅｏｎａｐｒｉｎｔ（ｄｏｔａｒｅａ，爛）

单色油墨在网目调印刷品上的覆盖表面百分比（如果承印物上的光漫射或其他光学现象是可以忽

略不计的）爛，由下面公式求得：
爛（％）＝ １００× ［１－ １０－（爟ｔ－爟０）］燉［１－ １０－（爟ｓ－爟０）］

式中：爟０——未印刷承印物或在印版上非印刷部分的反射密度；
爟ｓ——实地油墨的反射密度；

爟ｔ——网目调区域的反射密度。
注

１３ 也叫做“等效网点面积”或“全网点面积”。

１４ 同义词“网点面积”，仅适用于由网点组成的网目调图像。

１５ 本定义可以用于提供某些印版的近似阶调值。

 印刷机打印样张 ｏｎｐｒｅｓｓｐｒｏｏｆｐｒｉｎｔ
由印刷机（生产用印刷机或打样机）生产的印刷品。其作用是用一种精确模拟印刷机效果的方法显

示分色效果。
 印刷原色（用于四色印刷） ｐｒｏｃｅｓｓｃｏｌｏｕｒｓ

黄、品红、青和黑。
 硬网点胶片 ｈａｒｄｄｏｔｆｉｌｍ

带有在胶片拷贝和晒版过程中能进行可靠复制的网点的分色胶片。
 允差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付印样张与从生产过程中随机抽取的样张之间的允许误差。
 中间调扩展（爳） ｍｉｄｔｏｎｅｓｐｒｅａｄ（爳）

爳用百分数表示，由下列公式确定：
爳＝ ｍａｘ．［（爛牅－ 爛牅０），（爛牔 － 爛牔０），（爛牪－ 爛牪０）］－ ｍｉｎ．［（爛牅－ 爛牅０），（爛牔 － 爛牔０），（爛牪－ 爛牪０）］

式中：爛牅——青原色图像的测量阶调值；
爛牅０——青原色图像的规定阶调值；

爛牔——品红原色图像的测量阶调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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爛牔０——品红原色图像的规定阶调值；

爛牪——黄原色图像的测量阶调值；

爛牪０——黄原色图像的规定阶调值。
注 １０：例：测量值（牅，牔，牪）＝（２２，１７，２０）

规定值（牅０，牔０，牪０）＝（２０，２０，１８）

ｍａｘ［（２２－２０），（１７－２０），（２０－１８）］＝２

ｍｉｎ［（２２－２０），（１７－２０），（２０－１８）］＝－３

爳＝［ｍａｘ－ｍｉｎ］＝５

 中心密度（在网目调胶片上） ｃｏｒｅｄｅｎｓｉｔｙ
单个不透明图像元素（如：网点或线条）中央的透射密度。

 主轴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ａｘｉｓ
与长形网点（如：椭圆形或菱形）的最长直径方向一致的网点排列的轴。

注 １２：圆形与方形网点没有主轴。

 技术要求

以下条款提供了专门确定网目调印刷品的视觉效果及其他技术方面的特性和基本参数。在必要的

地方，给出了测量方法和推荐值。
注 １９：特性与基本参数方面的信息对于网目调印刷过程中的相互沟通是非常重要的。在实际工作中，许多参数都可

以假定具有标准值，因此，就没有必要明确规范每个参数。这样的值在本标准的其他部分规定。

 分色片

 质量

应确定最终分色片的最小网点中心密度和最大网点边缘宽度。
注 ２０：评价与测量方法参考附录 Ｃ。

 网线数

每套分色片的网线数应以厘米的倒数 ｃｍ－１为单位给出。如果该套分色片有一种以上的网线数，那

么，应对每张分色片进行单独的说明或明确报告该套分色片的特定网线数。
注

２１ 粗糙承印物需要的网目比平滑涂料承印物用的网目粗，而且其阶调值范围受到限制，网点增大过度。

２２ 黑色图像的网线可比彩色图像细。如：黑色图像用 ８０ｃｍ－１网线，彩色图像用 ６０ｃｍ－１网线。

２３ 参见 ４１３中的“注 ２５”。

 网线角度

应确定每种色版的网线角度。
测量方法应按 ５１的规定；报告方式应按 Ａ１的规定。

注

２４ 通常，黑、青和品红的标准网线角度互相差 ３０°，黄与青或黑相差 １５°。主色的网线主轴与基准方向成 ４５°。

２５ 用计算机加网时，各颜色版的“网线数”和“网线角度”参数可稍有差别。

 网点形状及其与阶调值的关系

应在整个阶调值范围内确定网点的形状及其与阶调值的相互关系。
对中间调网点形状进行确定（如：圆形、方形、椭圆形），使用有主轴的网屏时，应确定网点呈第一和

第二连接处的阶调值。阶调值测量方法应按 ５２的规定；报告方式应按 Ａ２的规定。
 图像尺寸误差

用图像对角线的百分比来确定一套分色片中任意两种颜色的分色片之间的最大尺寸误差。测量方

法是：首先，沿左上角将四张分色片上的图像一起对齐，然后测量出右下角的最大尺寸差值，并用与对角

线的百分比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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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调值（网点面积）总和

应确定图像中最暗非彩色部分的阶调值总和。必要时，最好单独确定黑版图像的阶调值。阶调值测

量方法应按 ５２的规定；报告方式应按 Ａ２的规定。
 灰平衡

应确定与某个青阶调值（通常是 ５０％）一起产生中性灰的品红与黄的阶调值。也可以对这些阶调值

另外进行三个一组的规定。阶调值测量方法按 ５２的规定；报告方式应按 Ａ２的规定。
注 ２６：灰平衡由图像的青、品红和黄阶调值，以及它们的颜色和叠印品的颜色确定。

 印刷品

 图像部分的视觉特性

 承印物颜色

应 确定未印刷承印物的 ＣＩＥＬＡＢ色空间值（爧，牃，牄）和色差值（Δ爠ａｂ）。在印刷品要进行表面整

饰的地方，还要确定表面整饰过但未经印刷的承印物的色空间 爧，牃，牄，测量方法应按 ５６之规定，
报告方法按照 Ａ５的规定。
 承印物光泽度

应确定未印刷承印物的光泽度及允差。在印刷品要进行表面整饰的地方，还要规定表面整饰过，但

未经印刷的承印物的光泽度。测量方法应按 ５５的规定，报告方法按照 Ａ５的规定。
 油墨颜色

应 确定四种印刷原色中每种颜色实地印刷品的 ＣＩＥＬＡＢ色空间值（爧，牃，牄）和色差值（Δ爠ａｂ）。
另外，还应确定青品红、青黄、品红黄、黑黄叠印品的色坐标或最佳印刷色序，以及与在未印刷承印物

上的转移效率值相关的叠印油墨转移效率的测量值。在印刷品要进行表面整饰的地方，还要确定表面整

饰后印品的 爧，牃，牄值。
为了准确地定义一个油墨色块的颜色，可规定测量下面八种辅助色块：
三个双色叠印品（ＣＫ、ＭＫ、ＹＫ）；
四个原色的三色叠印品（ＣＭＹ，ＭＹＫ，ＣＭＫ，ＣＹＫ）；
一个所有印刷原色的四色叠印品（ＣＭＹＫ）。
测试方法按 ５６的规定，报告方法按照 Ａ６的规定。

注

２７ 与黑色进行叠印的印品对颜色定义不很重要，但在测试油墨透明特性时，非常有用。

２８ 作为参考，应确定原色的反射密度。测量应按附录 Ｂ的规定在黑底衬下进行。报告方法按照 Ａ７的规定。

２９ 虽然密度值是切实可行的，但是应该认识到，相对于一个技术要求的密度与色度的调整，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结

果。

３０ 如果油墨叠印值和透明度值符合公认值，那么只规定印刷色序就足够了，而不用规定双色叠印品。

 油墨光泽度

应确定印刷油墨的光泽度与允差。测量方法按照 ５５的规定，报告方法按照 Ａ５的规定。
 阶调（网点面积）复制范围

应规定以一种均匀稳定的方式向印刷品转移信息的每种印刷原色分色片的最低阶调值。同时，应规

定对承载图像信息非常有用的最高阶调值。阶调值的测量方法按照 ５２的规定，报告方法按照 Ａ２的规

定。
 图像位置误差

应该规定任意两个原色图像中心之间的最大偏差，可以用青、品红和黄色图像的标定网线宽度的系

数来表示。
 阶调值增加

对于每种印刷原色，除 ０％或 １００％以外，还应在胶片上指出至少两个最能说明印刷情况的阶调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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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阶调值增加值。阶调值增加特性可以用表或图进行说明。图 １给出了一个图示的例子。
此外，应对误差和误差变化进行规定。所有阶调值都应与多色测控条进行比较。打样时，测控条应

与活件一起印刷，在生产印刷中最好也一起印刷。一个测控条胶片应包含符合规定的带有精确到±１％
的阶调值（网点面积）标识的控制块。控制块网点的形状应该是圆形。

阶调值增加的测量方法按照 ５４的规定，报告方法按照 Ａ３的规定。
注 ３１：对于纸印刷品，由不同网线数决定的阶调值增加值之间存在着唯一对应关系。因此，对于那些印刷品，测控条

的网线数不必与活件胶片上的网线数一样，但是，其差值最好不超过分色片平均网线数值的六分之一。

图 １ 阶调值增加曲线图示

 测试方法

 网线角度

将要测量的分色片取最终用户观看的方向置于看版台上（此向为正向读），确定网点排列的主轴。如

图 ２所示，用一个逆时针标度的量角器测量主轴与基准方向之间的最小正角。若没有主轴，则取两个轴

中与基准方向产生的最小的角作为网线角度。
用同样的角度定义可以测量印刷品上每个印刷原色的网线角度。报告方法按 Ａ１的规定。

注 ３２：由于缺少一个通用的可接受的方法，便选择了这个角度定义，因为它可产生与胶片或承印 物 无 关 的 相 同 的

值。

１—主轴；２—网线角度；３—基准方向

图 ２ 网线角度示意图

 分色片的阶调值

用一个符合 ＧＢ燉Ｔ１１５００，具有 ０°燉牆或 牆燉０°几何条件的透射密度计确定片基材料的透射密度 爟０、
实地密度 爟ｓ和指定网目调区域的透射密度 爟ｔ，通过相应的定义（３４０和 ３４１）计算阳图分色片和阴图

分色片的阶调值。
为了保证足够的精度，密度计的测量光孔最好不小于网线宽度的 １５倍，起码不能小于网线宽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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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倍。这个要求也同样适用于非圆形测量孔。
按照 Ａ２记录结果。

 印刷品的阶调值

 反射密度计

将印刷品置于一个符合附录 Ｂ规定的黑色底衬上，对于每种彩色油墨，选择给出最高实地密度的

密度计测量通道来测量未印刷承印物的反射密度 爟０，指定网目调区域的密度 爟ｔ和近似实地密度 爟ｓ，用

“ＩＳＯ视觉”光谱特性（见 ＧＢ燉Ｔ１１５００）测量墨色密度。根据定义 ３３９计算出印刷品的阶调值。
为了保证足够的精度，密度计的测量光孔最好不小于网线宽度的 １５倍，最小不能小于网线宽度的

１０倍。这个要求也同样适用于非圆形测量孔。
报告方法按照 Ａ３的规定。

注 ３３：仪器条件对阶调值（网点面积）的影响很小。在黄墨印刷的图像的中间调区域，用无偏振镜的宽频带仪器和有

偏振镜的窄频带仪器，可观测到 ２％的误差。

 色度计

在完全漫反射条件下，用几何条件为 ４５燉０或 ０燉４５的色度计，以 ＣＩＥ１９３１２°标准色度视场和 爟５０或

爟６５光源测量三刺激值 牀、牁、牂。如下选择三刺激值（即反射系数）：牀表示青版，牁表示品红版和黑版，牂
表示黄版。测量未印刷的承印物、指定网目调区域和近似实地区域的三刺激值 牀、牁、牂。通过下式计算阶

调值：
青色：爛（％）＝１００％×（牀０－牀ｔ）燉（牀０－牀ｓ）；
品红色和黑色：爛（％）＝１００％×（牁０－牁ｔ）燉（牁０－牁ｓ）；
黄色：爛（％）＝１００％×（牂０－Ｚｔ）燉（牂０－牂ｓ）；
其中：
脚码 ０表示未印刷承印物；
脚码 ｔ表示网目调；
脚码 ｓ表示实地。
为了保证足够的精度，所用密度计的有效测量孔径最好不要小于网线宽度的 １５倍，最小不能小于

网线宽度的 １０倍。这个要求也同样适用于非圆形测量孔。
报告方法按照 Ａ３的规定。

 印刷品的阶调值增大

用印刷品上的阶调值（见 ５３）减去分色片上相应部位的阶调值（见 ５２）计算出阶调值增大，报告方

法按照 Ａ３的规定。
 光泽度

用与特定印刷工艺的承印物的光泽范围相适应的入射角度测量承印物或一种原色油墨的实地块的

镜面光泽度。具体的测量方法按照 Ａ５的规定。
报告方法按照 Ａ５的规定。

 光谱测量、ＣＩＥＬＡＢ色坐标的计算和色差

按照 ＩＳＯ１３６５５，如：用几何条件为 ４５燉０或 ０燉４５的分光光度计和符合附录 Ｃ的黑色底衬进行测

量，用 Ｄ５０光源和 ＣＩＥ１９３１２°视场加权函数计算三刺激值 牀、牁、牂。按照 ＩＳＯ１３６５５规定的方法用三刺激

值计算出 ＣＩＥＬＡＢ颜色空间 爧、牃、牄。
根 据两组色坐标值（爧１

、牃１
、牄１）和（爧２

、牃２
、牄２），按照 ＩＳＯ１３６５５规定的方法计算出 ＣＩＥＬＡＢ

色差值 Δ爠ａｂ
。

除分光光度计外，还可使用任何能在本标准的有关部分所规定的公差范围内显示相同数值的色度

计。
报告方法按照 Ａ６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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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
（标准的附录）

报 告

﹢ 网线角度

对于分色片，以“度（°）”来表示 Ｃ、Ｍ、Ｙ、Ｋ版的网屏角度。例如：Ｃ１５°，Ｍ４５°，Ｋ７５°，Ｙ０°。
若角度不能用整数表示时，则保留两位小数或用度数（°）和分数（′），记录角度。

﹢ 分色片或测控条上的阶调值

用百分数记录阶调值。例如：“测控条上暗调块的阶调值为 ７５％”。

﹢ 印刷品的阶调值

在记录阶调值的同时，还要记录所用仪器的光谱特性、测量光孔的尺寸以及是否使用了偏振滤色

片。
例 １：（密度计）“用具有（ＧＢ燉Ｔ１１５０１）Ｔ光谱特性，测量孔径 ３ｍｍ，无偏振装置的密度计测量控制

条上网点面积为 ７５％的青控制块的阶调值为 ８７％”，“……用具有 ＤＩＮ窄频带，９ｍｍ２测量孔，无偏振

装置的密度计测量……”，或“……用 ＩＳＯ视觉光谱特性，直径 ５ｍｍ的测量孔，有偏振装置的密度计测

量……”。
例 ２：（色度计）“用具有 ４ｍｍ直径的测量孔和 Ｄ５０光源的色度计测量得到的刺激值 牀，计算得到控

制条上网点面积为 ４０％的青控制块的阶调值为 ５６％”。
﹢ 印刷品上的阶调值增大（网点增大）

用与印刷品上的阶调值相同的方法来表示阶调值增大，见 Ａ３。

﹢ 光泽

记录光泽值和测试方法。
例如：“按照 ＴＡＰＰＩ测试方法 Ｔ４８０ｏｍ：１９８５，用 ７５°燉７５°几何条件测量未印刷纸张的光泽为 ４５％”。

﹢ 色坐标和 灧┕
色差

记录 爧，牃，牄 值或色差 Δ爠
ａｂ，并且指出它们是根据 ＩＳＯ１３６５５规定的光谱测量方法和计算条件

得到的。另外，还要记录所用仪器的频带、型号以及测量光孔尺寸。
若所用条件超过了 ＩＳＯ１３６５５的规定，如使用 Ｄ６５光源或白色底衬，则要加以说明。

注 ３４：色坐标为无量纲值，单位为 １。

﹢ 反射密度和相对反射密度

报告密度值应保留两位小数：
——光谱特性，最好用 ＧＢ燉Ｔ１１５０１中的 Ｅ、Ｉ或 Ｔ光谱特性；
——未印刷承印物的密度；
——测量光孔的尺寸；
——附录 Ｂ以外的底衬材料；
——是否使用了偏振装置。
例 １：“青实地密度为 １４５，承印物密度为 ０１５，此数值为用无偏振装置的 Ｔ光谱特性的测量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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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ｍｍ２的密度计在符合附录 Ｂ规定的黑色底衬上测量得到的”。
例 ２：“黑实地的视觉密度为 １８５，承印物密度为 ００７，此数值为用有偏振装置的测量孔为 ３ｍｍ、

ＺＹＸ公司的 ＸＹＺ型密度计在符合附录 Ｂ规定的黑色底衬上测量得到”。
注 ３５：光学密度为无量纲值，单位为 １。

附 录 ﹣
（标准的附录）

测量反射密度用底衬材料

在测量反射密度时，样品应被平展地置于测量平面上。与其接触的底衬材料应是：
ａ）对光谱无选择性，如：在 ４００ｎｍ～７００ｎｍ的整个波长范围内，光谱反射密度的总变化幅度不应

超出在同样波长范围内得到的平均密度的 ５％。
ｂ）漫反射，在一般室内照明条件下，无论以任何角度观测时，均无明显的镜反射。
ｃ）具有 １５０±０．２０的反射密度。
只有在能够证明其他底衬在测量某种特定样给出的结果相同时，才允许使用与这些规定有偏差的

底衬。特别是用于不透明样品的底衬。
此外，在需要的地方也可以使用“白底衬”，如：企业内部。当报告非内部使用的密度值时，最好由用

户规定底衬的光谱特性、漫射和底衬的反射密度等条件。

附 录 ﹤
（提示的附录）

分色片上网点质量测量方法

﹤ 对于片基灰雾透射密度小于 ０１的网目调胶片，一种简单的定性方法是将带有细线标的控制条，
胶片乳剂面朝上置于看版台上，将待测分色片乳剂面朝下置于其上。用 ６０～１００倍的手调放大镜观察那

些在阳燉阴图网目调胶片上显得较亮的、独立的、不透明的网点。若能清楚地观察到网点下面的细线，则

网点中心密度太低了。网点边缘宽度可通过与细线的宽度相比较的方法得到。光源从下面以斜入射角

照射分色片，用一种被称为暗视场照射的状态，凭经验就几乎可以准确地预测出网点与规定的最大网点

边缘宽度间的关系。
﹤ 用扫描显微密度计可进行一种定量的测量。透射显微镜光源部分的观察孔具有 ３μｍ或小于 ３μｍ
的可调直径，并能在物面中心形成小孔观察面积。在特定范围内，胶片可在物面的 牀和 牁方向上移动。
随着胶片的移动，用根据透射密度标定的光电接收器测量透过胶片的光的强度。辐射光源的波长范围的

选择应根据使用胶片的工艺过程对光谱的要求。数据可用透射密度—网点坐标图表示（见图 Ｃ１），也可

绘成连接相等透射密度点的密度等值线（见图 Ｃ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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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Ｃ１ 分色片上一个分离的网点的透射密度轮廓线（左图），同一网点的显微图像（右图）

图 Ｃ２ 分色片上一个虚网点的透射密度等值线（左图），同一网点的显微图像（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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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燉．—

前 言

本标准等效采用国际标准 ＩＳＯ１２６４７２：１９９６《印刷技术—— 网目调分色片、样张和印刷成品的加

工过程控制——第 ２部分：胶印》。
在等效采用此国际标准时，基本保留了原国际标准的结构和内容，只是在编辑上做了适合我国标准

编写规则的修改。
本标准包含 ５部分内容：适用范围、引用标准、定义、技术要求、印刷品上阶调值和阶调增加值的测

量方法。其中：印刷品上阶调值和阶调增加值的测量方法以及若干参数定义见 ＧＢ燉Ｔ１７９３４１—１９９９
《印刷技术 网目调分色片、样张和印刷成品的加工过程控制 第 １部分：参数与测试方法》。

本标准的附录 Ａ、附录 Ｂ、附录 Ｃ是提示的附录。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印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北京印刷学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陈士文、陈亚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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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ＩＳＯ（国际标准化组织）是由各国标准化团体（ＩＳＯ成员国）组成的世界性的标准化专门机构。制定

国际标准的工作通常由 ＩＳＯ的技术委员会来完成。各成员团体若对某技术委员会已确立的标准项目感

兴趣，均有权参加该委员会的工作。与 ＩＳＯ保持联系的各国际组织（官方或非官方的）也可参加有关工

作。在电工技术标准化方面，ＩＳＯ与国际电工委员会（ＩＥＣ）保持密切合作关系。
由技术委员会提出的国际标准草案提交各成员团体表决。国际标准需取得至少 ７５％参加表决的成

员团体的同意才能正式通过。
ＩＳＯ１２６４７２国际标准是由 ＩＳＯ燉ＴＣ１３０印刷技术委员会完成的。
ＩＳＯ１２６４７国际标准的总标题是《印刷技术——网目调分色片、样张和印刷成品的加工过程控制》，

由以下部分组成：
——第 １部分：参数及测量方法

——第 ２部分：胶印

本标准的附录 Ａ至附录 Ｃ是提示的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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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生产网目调彩色复制品的时候，分色人员、打样人员和印刷人员预先规定一组最低限度的、专门

确定打样和印刷视觉效果及其他技术性能的参数，是非常重要的。这种规定可使合格分色片（不需反复

测试）的正确生产和以尽可能逼真地模拟最终印刷成品视觉效果为目的的非印刷机打样与印刷机打样

等后工序的有效实施成为可能。
为了使样张与特定的印刷品在视觉效果上一致，非印刷机打样可能需要与其模拟的印刷方式不同

的实地色及阶调增大值参数。这是由于非印刷机打样所使用的承印物、呈色剂及实现技术可能与胶印过

程有较大的差异，从而引起光泽度、光散射（承印物或呈色剂）、透明度等的不同。在这种情况下，用户或

承印厂商最好事先确定适当的修正量。
区别直接参数和间接参数是必要的。直接参数（如本标准列出的）是指直接影响图像视觉效果的参

数。间接参数是通过改变直接参数的值间接影响图像视觉效果的参数。间接参数包括：
——分色片厚度

——图像的正反向

——阴图或阳图

——乳剂表面的不平度

——有无颜色标记或套准标记

ＧＢ燉Ｔ１７９３４１列出并解释了一组专门确定由一套网目调分色片生产的样张或印刷成品的视觉效

果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直接工艺参数。
本标准列出了 ＧＢ燉Ｔ１７９３４１中规定的直接参数的值，以及与使用分色片进行网目调胶印印刷品

生产有关的技术要求。在必要的地方，还推荐了直接间接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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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家 标 准

印刷技术 网目调分色片、样张和

印刷成品的加工过程控制

第 部分：胶印

﹩┇┅┉┃┄━┄┎—┇┄┈┈┄┃┉┇┄━┄┇┉│┃┊┉┊┇┄━┐

┉┄┃┄━┄┊┇┈┅┇┉┄┃┈，┅┇┄┄┃┅┇┄┊┉┄┃┅┇┃┉┈—

┇┉：┈┉━┉┄┇┅┅┇┄┈┈┈

﹩﹣燉 —
┆┋﹫┐：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 ┐┐批准 ┐┐实施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在为四色胶印准备分色片或用下列方式之一进行四色印刷品生产时所用的一些工艺

参数及其量值，这些印刷方式是指热固卷筒纸印刷、单张或连续表格印刷或为这些工艺进行的打样，以

及用于网目调凹印的胶印打样。这些参数及其量值的选择覆盖了“分色”、“印版制作”、“打样”、“印刷”和

“表面整饰”等整个胶印工艺过程。
本标准适用于

——以分色片为基础的打样与印刷过程；
——无胶片复制的打样与印刷，及类似胶片生产系统的凹版印刷；
——类似四色印刷的四色以上印刷方式的打样过程；
——类似线条网和非周期性的加网方法。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ＧＢ燉Ｔ８９４１．３—１９８８ 纸和纸板镜面光泽度测定法 ７５°角测定法

ＧＢ燉Ｔ１１５０１—１９８９ 摄影密度测量的光谱条件

ＧＢ燉Ｔ１７９３４．１—１９９９ 印刷技术 网目调分色片、样张及印刷成品的生产过程控制 第 １部分：
参数与测试方法

ＣＹ燉Ｔ３１—１９９９ 印刷技术 四色印刷油墨颜色和透明度 第 １部分：单张纸和热固形卷筒纸胶

印

 定义

本标准使用 ＧＢ燉Ｔ１７９３４１中给出的和下面的定义。
 胶印版材 ｏｆｆｓｅｔ（ｐｒｉｎｔｉｎｇ）ｐｌａｔｅ

表面经过涂布处理，可以在其上产生转移油墨的区域和不转移油墨的区域而且两种区域处于同一

平面的平板工件。
 阳图型胶印版材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ａｃｔｉｎｇ（ｏｆｆｓｅｔｐｒｉｎｔｉｎｇ）ｐｌａｔｅ

用于阳图分色片的胶印版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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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图型胶印版材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ａｃｔｉｎｇ（ｏｆｆｓｅｔｐｒｉｎｔｉｎｇ）ｐｌａｔｅ
用于阴图分色片的胶印版材。

 四色连续表格印刷 ｆｏｕｒｃｏｌｏｒ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ｆｏｒｍｓ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使用窄幅面卷筒纸的表格胶印。

 商业燉特种印刷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燉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ｔｙ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普通单张纸和非杂志热固卷筒纸胶印。

 非周期性网目调加网 ｎｏｎ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ｈａｌｆｔｏｎｅ）ｓｃｒｅｅｎ
指无规则网角，无固定网线数的网目调加网。

 技术要求

 分色片

 质量

除非另有说明，分色片上网点中心的密度值应至少比透明胶片的密度值（片基加灰雾）高 ２５０。透

明网点中心的透射密度值不得高于透明胶片的密度值（片基加灰雾）０１以上。透明胶片的密度值（片基

加灰雾）应不高于 ０１５。以上测量应使用光谱特性符合 ＧＢ燉Ｔ１１５０１规定的密度计。
分色片上的网点不应有明显碎裂，网点边缘宽度不得超过网线宽度的四十分之一。分色片质量应用

ＧＢ燉Ｔ１７９３４１附录 Ｃ中的方法进行评价。
注

１ 为了胶印版各处曝光的一致性，在同一块胶印版上曝光的各分色片之间透明胶片的密度值（片基加灰雾）相差不

得超过 ０１０。

２ 在实际应用中，如果大面积实地区域的密度值大于透明胶片密度值 ３５以上，那么，网点中心密度值通常可高于

透明胶片密度值 ２５０以上。

３ 使用密度计前应作校准工作。

 网线数

对于四色印刷，加网线数应在 ４５ｃｍ－１至 ８０ｃｍ－１之间，推荐的标准网线数如下：
· 卷筒纸期刊印刷 ４５ｃｍ－１～６０ｃｍ－１

· 连续表格印刷 ５２ｃｍ－１～６０ｃｍ－１

· 商业燉特种印刷 ６０ｃｍ－１～８０ｃｍ－１

注

４ 若网线数在 ４５ｃｍ－１至 ８０ｃｍ－１范围以外，ＧＢ１７９３４．１中规定的基本原则仍然有效，但特定的量值可能不同。

５ 计算机加网时，为了尽可能减小莫尔条纹，不同色版之间“网线数”和“网角”可能有少量的变化。

６ 黑版的加网线数可大于相应彩色版的加网线数，如：黑版 ８０ｃｍ－１，黄、品红、青版 ６０ｃｍ－１。

 网线角度

无主轴的网点，青、品红和黑版的网线角度差应是 ３０°，黄版与其他色版的网线角度差应是 １５°，主

色版的网线角度应是 ４５°。
有主轴的网点，青、品红和黑版的网线角度差应是 ６０°，黄版与其他色版的网线角度差应是 １５°，主

色版的网线角度应是 ４５°或 １３５°。
对于网目调凹印分色片的网线角度，除黄版外，其他色版应避免 ７５°至 １０５°之间的角度。

注 ７：见 ４１２中的注 ５。

 网点形状及其与阶调值的关系

应使用圆形、方形和椭圆形网点。对于有主轴的网点，第一次连接应发生在不低于 ４０％的阶调值

处，第二次连接应发生在不高于 ６０％的阶调值处。
 图像尺寸误差

在环境稳定的情况下，一套分色片各对角线长度之差不得大于 ００２％。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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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８：该误差包括分色片输出设备的可重复性及胶片稳定性引起的误差。

 阶调值总和

除非另有说明，单张纸印刷的阶调值总和不得超过 ３５０％，卷筒纸印刷阶调值总和不得超过 ３００％。
注 ９：在阶调值总和高的情况下会发生诸如叠印不牢、背面透印和由于油墨未充分干燥产生的背面蹭脏等现象。

 灰平衡

除非另有说明，灰平衡阶调值如下：
青（％） 品红（％） 黄（％）

１燉４阶调 ２５ １９ １９
２燉４阶调 ５０ ４０ ４０
３燉４阶调 ７５ ６４ ６４

注 １０：以上是根据 ＣＹ燉Ｔ３１规定的纸张、油墨所得到的灰平衡数据，若用不同纸张油墨和印刷条件，则灰平衡数据

有所不同。

 印刷品

 图像的视觉特性

 承印物的颜色

打样用的承印物应与印刷用的承印物相同。若有困难，应尽可能选用光泽度、颜色、表面特性（涂料

或非涂料，压光等）、单位面积克重等方面与生产承印物接近的承印物；对于印刷机打样，应从下列 ５种

典型纸张中选取最接近的纸张，这些纸张的特性列于表 １；对于非印刷机打样，应选用尽可能与表 １所

列的某典型纸张（与生产用纸接近）特性参数接近的承印物。应注明纸张类型。
表 １ 典型纸张的 ＣＩＥＬＡＢ爧、牃、牄值、光泽度、亮度及允差

纸 型 爧１） 牃１） 牄１）
光泽度２）

％

亮度３）

％

克重４）

ｇ燉ｍ２

１有光涂料纸，无机械木浆 ９３ ０ －３ ６５ ８５ １１５

２亚光涂料纸，无机械木浆 ９２ ０ －３ ３８ ８３ １１５

３光泽涂料卷筒纸 ８７ －１ －３ ５５ ７０ ７０

４无涂料纸，白色 ９２ ０ －３ ６ ８５ １１５

５无涂料纸，微黄色 ８８ ０ ６ ６ ８５ １１５

允差 ±３ ±２ ±２ ±５ — —

基准纸５） ９５ ０ ５ ７０～８０ ８０ １５０

１）测量方法按 ＧＢ燉Ｔ１７９３４１中 ５６：Ｄ５０光源，２°视场，黑色背景，几何条件为 ０燉４５或 ４５燉０。

２）测量方法按照 ＧＢ燉Ｔ８９４１３的规定。

３）４６０ｎｍ处的反射率，仅供参考。

４）仅供参考。

５）ＣＹ燉Ｔ３１规定的基准纸，仅供参考。

注

１１ 就光泽和颜色而言，表 １中列出的纸张类型是本标准涉及到的承印物的基础。另有如下说明：

—— 纸张类型 １和 ２不是典型的卷筒纸期刊印刷用纸（封面除外）。

—— 纸张类型 ３和 ５不是典型的四色商业表格印刷用纸。

１２ 如果最终产品要进行表面整饰，可能会影响承印物的颜色。参见 ４２１２注 １７。

１３ 在“白底衬”或“Ｄ６５”条件下的 爧牃牄值，其允许的容差与表 １数值一致。

１４ 表 １中包含了 ＣＹ燉Ｔ３１中规定的基准纸的参数，仅供参考。一些参数值与 ＣＹ燉Ｔ３１中的不一致，是由于使用了

黑底衬。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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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纸张类型 ３的克重（７０ｇ燉ｍ２）是卷筒印刷用纸（６０ｇ燉ｍ２至 ６５ｇ燉ｍ２）和其打样用纸（９０ｇ燉ｍ２）的折中。用黑背景

测量时，若克重从 ７０ｇ燉ｍ２改变为 ９０ｇ燉ｍ２，Δ爧值相应改变 ０７。

１６ 某些 ３型卷筒纸在规定的克重范围内，牄值的范围变化为 ０～－３。

 承印物光泽度

用于打样的承印物的光泽度应尽量与生产用的承印物的光泽度相近。如不可能，印刷机打样应从表

１列出的典型纸张中选择尽量与生产用的承印物相近的纸张。
注

１７ 纸张光泽度值见表 １。

１８ 如果最终产品要进行表面整饰，对光泽会有一些影响。在要求苛刻的情况下，为了使样张与最终印品更好地匹

配，可以给印刷者提供两种样张，一种样张表面光泽度与未经表面整饰的印品相匹配，另一种样张表面光泽度

与经过表面整饰的印品相匹配。

 油墨颜色

用表 １中的 ５种承印物打样，样张上的青、品红、黄、黑四个实地色及双色叠印获得的红、绿、蓝实地

色的 ＣＩＥＬＡＢ色度值 爧牃牄应符合表 ２的规定值。允许色差值见表 ３。
在印刷过程中，付印样实地块印刷原色与打样样张之间的色差不应超过表 ３中规定的相应的偏差

值。
在生产过程中，印刷原色实地块的变化受后工序条件的限制，因此，至少应有 ６８％的印刷品与付印

样之间的色差不超过表 ３中的规定，且最好不要超过规定值的一半。
表 ２ 色序为青—品红—黄叠印的实地色 ＣＩＥＬＡＢ爧牃牄值

颜 色

纸张１） １型 ２型 ３型 ４型 ５型

爧 牃 牄２）３） 爧 牃 牄２）３） 爧 牃 牄２）３） 爧 牃 牄２）３） 爧 牃 牄２）３）

黑 １８ ０ －１ １８ １ １ ２０ ０ ０ ３５ ２ １ ３５ １ ２

青 ５４ －３７ －５０ ５４ －３３ －４９ ５４ －３７ －４２ ６２ －２３ －３９ ５８ －２５ －３５

品红 ４７ ７５ －６ ４７ ７２ －３ ４５ ７１ －２ ５３ ５６ －２ ５３ ５５ １

黄 ８８ －６ ９５ ８８ －５ ９０ ８２ －６ ８６ ８６ －４ ６８ ８４ －２ ７０

红 ４８ ６５ ４５ ４７ ６３ ４２ ４６ ６１ ４２ ５１ ５３ ２２ ５０ ５０ ２６

绿 ４９ －６５ ３０ ４７ －６０ ２６ ５０ －６２ ２９ ５２ －３８ １７ ５２ －３８ １７

蓝 ２６ ２２ －４５ ２６ ２４ －４３ ２６ ２０ －４１ ３８ １２ －２８ ３８ １４ －２８

１）纸张类型在 ４２１１中规定。

２）表中各实地色是用附录 Ａ中给出的方法得到的。

３）测量方法按 ＧＢ燉Ｔ１７９３４１中 ５６的规定：Ｄ５０照明体，２°视场，几何条件为 ４５燉０或 ０燉４５。

表 ３ 印刷原色实地的色差值 Δ爠ａｂ


黑 青 品红 黄

偏差 ４ ５ ８ ６

允差 ２ ２５ ４ ３

注

１９ 表 ３中的色差 Δ爠ａｂ
的分布不是高斯分布，且不对称。但为了保持一致性，仍类似于高斯分布，定义公差的值为

６８％的印刷品可满足的最小色差。

２０ 在附录 Ｂ的表 Ｂ１中给出了使用 Ｄ６５照明体时测得的 ７种实地色的 ＣＩＥＬＡＢ爧牃牄 值。如果用白色底衬景替

代黑色底衬，表 ２和表 Ｂ１中的 牃、牄值基本不变，而 爧值会随着纸张不透明度的变化增加 ２～３。

２１ 在附录 Ｂ的表 Ｂ２中给出了三种光谱响应条件下实地印刷原色的反射密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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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如果最终产品要进行表面整饰，可能会影响实地色的颜色。参见注 １２和注 １８。

２３ 二次色红、绿、蓝的值对印刷机的机械性能、承印物的表面特性和油墨的 流 变 性、透 明 度 等 特 性 有 很 强 的 依 赖

性。因此，原色 ＣＭＹ值符合规范要求时，二次色并不一定符合表 ２的值。

２４ 包装印刷或专色印刷允许的色差值应低于表 ３所列值，尤其当色差是由 爧的差别引起时。

 油墨光泽度

如有必要，可以规定实地颜色的光泽度。应在 ７５°入射角（与承印物表面成 １５°的夹角）和 ７５°接收角

的条件下测量承印物或单色实地区域的镜面光泽度。所用测量仪器应符合 ＧＢ燉Ｔ８９４１３，测量值用百

分数表示。
 阶调复制范围

加网线数介于 ４０ｃｍ－１到 ７０ｃｍ－１时，分色片网点面积率为 ３％至 ９７％的网点能完全再现在印刷品

上。
加网线数为 ８０ｃｍ－１或进行网目调凹印打样时，分色片网点面积率为 ５％至 ９５％的网点能完全再现

在印刷品上。
分色片上，非主体图像部位的网点再现应取决于上述范围之外的阶调值。

 图像位置误差

任意两色印刷图像中心之间的最大位置误差不得大于四色分色片最小网线宽度的一半。
注 ２５：若由于设备等方面的原因达不到上述套印精度时，生产者与客户之间应有必要的协议。

 阶调值增加

 目标值

应规定各印刷原色打样和印刷的阶调值增加值。其规定方法可以是通过引用表 ４（图 １）中列出的 Ａ
到 Ｈ各类型中的一种或使用实际阶调增加值进行确定，也可以通过如图 １所示的图示法来确定。

在缺少数据的情况下，可根据印刷种类的不同，从表 ５列出的测控条上阶调值为 ５０％处的阶调增

加值数据中，选择相应的值作为目标值。
表 ４ 测控条上的阶调值与阶调增加值的关系（百分比）

印刷品上阶调增加值

胶片上阶调值 Ａ Ｂ Ｃ Ｄ Ｅ Ｆ Ｇ Ｈ

２５ ９ １２ １５ １８ ２０ ２３ ２６ ２９

４０ １３ １６ １９ ２２ ２５ ２８ ３１ ３４

５０ １５ １７ ２０ ２３ ２５ ２８ ３１ ３３

７０ １４ １６ １８ １８ ２０ ２１ ２３ ２４

７５ １３ １４ １６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８０ １２ １２ １４ １４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注

２６ 黑版的阶调增加值通常比其他色版大 ２％～３％，黑版墨层较厚，通常先印。

２７ 如果需要转换不同加网线数之间的阶调增加值数据，可参看附录 Ｃ。图 Ｃ１和 Ｃ２给出了不同印刷条件下，随着

加网线数的变化，测控条上 ４０％和 ８０％阶调值处的阶调增大值数据可以从这些图上取得相应的数据来进行转

换。非印刷机打样的数据转换可能需要不同的数据集。

２８ 表 ５给出了测控条上加网线数为 ６０ｃｍ－１，阶调值为 ５０％处的阶调增加值。测量密度计使用 ＧＢ１１５０１中规定

的 Ｔ状态光谱响应条件，不使用偏振片测量。黄版测量值比青、品红、黑低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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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表 ４中给定数据的阶调值增加值曲线

表 ５ 测控条上网线数为 ６０ｃｍ－１，阶调值为 ５０％处的阶调增加值（百分比）

热固卷筒纸期刊印刷，彩色１）

阳图型印版，３型纸２） １９
阴图型印版，３型纸２） ２７
四色连续表格印刷

阳图型印版，１型和 ２型纸２） ２６
阳图型印版 ４型和 ５型纸２） ２９
阴图型印版，１型和 ２型纸２） ２９
阴图型印版，４型和 ５型纸２） ３３

商业燉特殊印刷，彩色１） １７
阳图型印版，１型和 ２型纸２） １９

阳图型印版，３型纸２） ２３
阳图型印版，４型和 ５型纸２） ２５（１８）３）

阴图型印版，３型纸２） ２７（２２）３）

阴图型印版，４型和 ５型纸２） ３１（２８）３）

１）黑版比其他色版通常高 ２％到 ３％

２）纸型定义见 ４２１１。

３）为尽量减小阶调值增加而优化过的，使用阴图型胶印版印刷时的阶调增加值。

 误差与中间调扩展

样张或付印样的中间调阶调值增大的误差应不超过表 ６的规定。
注 ２９：在最坏的情况下，样张与付印样在中间调会有 ７％的变化。
对于印刷生产，中间调平均值与确定的目标值之差应在 ４％以内。阶调值的统计标准偏差应不超过

表 ６规定的偏差，且最好不要超过一半。
打样和印刷的中间调扩展应不超过表 ６所列的值。

表 ６ 样张和印刷成品阶调值增大容差与最大中间调扩展

分色片上阶调值
样张的允许误差

％

付印样的允许误差

％

印刷品的允许误差

％

４０％或 ５０％ ３ ４ ４

７０％或 ８０％ ２ ３ ３

最大中间调扩展 ４ ５ ５

注

３０ 表 ６中的数据是在网线数为 ５０ｃｍ－１至 ７０ｃｍ－１的测控条上用密度计或色差计测量的结果。

３２

﹩﹣燉 —



３１ 表 ６中的容许误差是测量值减去目标值得到的结果。

 印刷品上阶调值和阶调增加值的测量方法

测量方法见 ＧＢ燉Ｔ１７９３４．１中的 ５３，测量时应注意：测控条应随主题内容一起印刷；其网线数应在

５０ｃｍ－１至 ７０ｃｍ－１范围内；网点中心密度值应比透明胶片（片基加灰雾）的密度值高 ３０以上；网点边缘

宽度应不超过 ２μｍ。
注

３２ 椭圆形网点第一次连接约在其 ４０％阶调值处，椭圆形网点的阶调值增加比圆形网点大 １５％左右。

３３ 见 ４２４１中注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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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
（提示的附录）

确定表 中给出的纸张类型上的油墨色度参数的方法

在实际印刷中观察到，不同承印物表面的油墨墨膜厚度是不相等的。虽然低档承印物表面呈现出的

颜色强度比高档的低，但是，多数油墨通常是在低档承印物上使用的。所以，印刷工人要对由于低档承印

物表面的不平滑和墨量损失而产生的油墨色强度的光学效果减弱进行补偿。
通过大量的试验可以看出，某特定的油墨和纸张的组合在实际生产中使用的色强度可以用在该种

纸张上印刷一定量的油墨的方法来预示，其墨膜厚度与可在符合 ＣＹ燉Ｔ３１规定的基准纸上产生符合

ＣＹ燉Ｔ３１规定的颜色的墨膜厚度相同。进行这种预示时，那些表面较粗糙、吸墨性较高的低档纸张从橡

皮布上吸收的油墨量比那些表面较光滑并带有涂层的高档纸张吸收的油墨量多。以下两种方法提供了

可使不同纸张从橡皮布得到相同厚度的墨膜的印刷条件。

﹢ 印刷适性仪

分别将符合 ＣＹ燉Ｔ３１中规定的基准纸和要建立油墨色度参数的纸张裁切成纸条，纸条宽度是印刷

适性仪承印盘宽度的一半。后一种纸张的厚度应与相应的基准纸大致相同。两种纸条平行地放在适性

仪的承印盘上。在承印盘上衬上橡皮布，用符合 ＣＹ燉Ｔ３１的胶印油墨，按照 ＣＹ燉Ｔ３１规定的测试步骤

进行印刷。应控制油墨的转移量，使油墨干燥后，印在基准纸上的油墨颜色符合 ＣＹ燉Ｔ３１的规定。当确

定基准纸上的油墨颜色是正确的时，测量同时印刷的未知类型的纸上油墨的颜色，即得到为该种纸张推

荐的油墨颜色数据。

﹢ 单张纸印刷

准备好用于单张纸印刷方式的符合 ＣＹ燉Ｔ３１规定的基准纸，在这些纸张中每隔 １００张左右插入一

张作过标记的待测纸，待测纸的厚度应与基准纸大致相同。用符合 ＣＹ燉Ｔ３１的胶印油墨进行印刷。开始

印刷后，调节油墨量使印刷在基准纸上的青、品红、黄、黑实地色干燥后符合 ＣＹ燉Ｔ３１中相应的规定。如

果需要，在印刷前应建立油墨色的干褪效应。在印刷剩下的纸张时，有规律地检查油墨量，以保持其恒

定。待干燥后，找出待测纸，测量待测纸上各颜色的数据，即得到该种待测纸的油墨颜色数据。
注

３４ 在单张纸印刷过程中，对于基准纸和插入的待测纸，橡皮布上提供的油墨膜厚度是相同的。由于插入的待测纸

的粗糙度不同，从橡皮布上转移下来的油墨量也不同，因此可能干扰后续印刷的油墨量。然而，油墨量很快在后

续最多 ５０张印刷中恢复原状。

３５ 从 Ａ１和 Ａ２两种方法获得的油墨颜色数据非常一致。

５２

﹩﹣燉 —



附 录 ﹣
（提示的附录）

非标准条件下测得的油墨颜色数据

表 Ｂ１ 色序为青—品红—黄叠印时的 ＣＩＥＬＡＢ色度参数

颜 色

纸张１） １型 ２型 ３型 ４型 ５型

爧燉 牃燉 牄２）３） 爧燉 牃燉 牄２）３） 爧燉 牃燉 牄２）３） 爧燉 牃燉 牄２）３） 爧燉 牃燉 牄２）３）

黑 １８燉 ０燉 －１ １８燉 １燉 １ ２０燉 ０燉 ０ ３５燉 ２燉 １ ３５燉 １燉 ２
青 ５６燉 －２７燉 －４７ ５５燉 －２５燉 －４５ ５５燉 －３０燉 －３９ ６２燉 －２０燉 －３６ ５９燉 －２０燉 －３３

品红 ４５燉 ７５燉 －１０ ４５燉 ７１燉 －７ ４３燉 ７１燉 －６ ５１燉 ５４燉 －４ ５１燉 ５３燉 －１
黄 ８８燉 －１２燉 ９６ ８８燉 －１１燉 ９２ ８２燉 －１２燉 ８７ ８５燉 －９燉 ６８ ８４燉 －７燉 ７０
红 ４８燉 ６２燉 ４２ ４５燉 ５９燉 ３８ ４４燉 ５８燉 ３９ ５５燉 ４９燉 ２０ ５４燉 ４６燉 ２４
绿 ５０燉 －６７燉 ３３ ４７燉 －６２燉 ２９ ５１燉 －６５燉 ３２ ５９燉 －６５燉 ３２ ５９燉 －３３燉 ２１
蓝 ２７燉 ２９燉 －４４ ２７燉 ３０燉 －４２ ２６燉 ２５燉 －４０ ４０燉 －８燉 －２５ ４０燉 １８燉 －２５

１）纸张类型在 ４２１１中规定。

２）表中各实地色是用附录 Ａ中给出的方法得到的。

３）测量方法按 ＧＢ燉Ｔ１７９３４１中 ５６的规定：Ｄ５０照明体，２°视场，几何条件为 ４５燉０或 ０燉４５。

表 Ｂ２中的颜色是用附录 Ａ中给出的方法获得的。对各密度值中的第一个值测量时不使用偏振片，
第二个值使用偏振片。所有实地密度值包含纸张密度，并且是把样品放置于黑色底衬上测得的。

表 Ｂ２ 印刷在五种典型纸张上的实地印刷原色的反射密度值

纸张类型１） １ ２ ３ ４ ５

ＤＩＮＥ反射密度值３）

青 １５２燉１．６６ １３８燉１．５４ １．３５燉１．５７ １．００燉１．１０ １．０３燉１．１５
纸张２） ０．０７燉０．１１ ０．０８燉０．０９ ０．１２燉０．１４ ０．１０燉０．１０ ０．１３燉０．１５
品红 １．４７燉１．６１ １．３３燉１．４９ １．３７燉１．４７ ０．９０燉１．０５ ０．９６燉１．１４

纸张２） ０．０７燉０．１１ ０．０８燉０．０９ ０．１２燉０．１４ ０．１０燉０．１０ ０．１６燉０．１９
黄 １．４１燉１．５５ １．１６燉１．３４ １．３０燉１．４４ ０．８８燉１．０６ ０．９８燉１．１６

纸张２） ０．０６燉０．１０ ０．０６燉０．０９ ０．１５燉０．１８ ０．０８燉０．１１ ０．２３燉０．２６

ＩＳＯ状态 Ｔ反射密度４）

青 １．５２燉１．６６ １．３８燉１．５４ １．３５燉１．５７ １．００燉０．１０ １．０３燉１．１５
纸张２） ０．０７燉０．１１ ０．０８燉０．０９ ０．１２燉０．１４ ０．１０燉０．１０ ０．１３燉０．１５
品红 １．４７燉１．６１ １．３３燉１．４９ １．３７燉１．４７ ０．９０燉１．０５ ０．９６燉１．１４

纸张２） ０．０７燉０．１１ ０．０８燉０．０９ ０．１２燉０．１４ ０．１０燉０．１０ ０．１６燉０．１９
黄 １．０６燉１．１６ ０．９６燉１．０９ １．００燉１．０８ ０．７３燉０．９１ ０．７３燉０．９２

纸张２） ０．０６燉０．１１ ０．０６燉０．０９ ０．１４燉０．１７ ０．０８燉０．１１ ０．１８燉０．２２

ＩＳＯ视觉反射密度４）

黑 １．６２燉１．９５ １．４８燉１．８４ １．５７燉１．８９ １．１０燉１．３５ １．１０燉１．３７
纸张２） ０．０７燉０．１０ ０．０８燉０．０９ ０．１２燉０．１４ ０．１０燉０．１０ ０．１５燉０．１７

１）在 ４２１１中定义

２）在同样条件下测量。

３）ＤＩＮＥ引用了在 ＤＩＮ１６５３６２：１９９５中规定的更宽的两套响应。

４）按 ＧＢ燉Ｔ１１５０１中规定的响应。

注 ３６：这里完整地给出了使用和不使用偏振片时的密度值。正确使用偏振片的方法在其他标准中涉及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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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
（提示的附录）

印品阶调值增加与加网线数的关系

图 Ｃ１ 胶片上 ４０％阶调值处印刷成品阶调值增加与网线数的关系

（每条曲线对应一组特定的印刷条件）

图 Ｃ２ 胶片上 ８０％阶调值处印刷成品阶调值增加与网线数的关系

（每条曲线对应一组特定的印刷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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