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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新技术、新材料等印刷科技的发展，印刷品质量也得到了突飞猛进的提高，因此，印刷品质
量检测和控制技术在印刷工业领域的地位越来越突出。
在印刷工程教育中，印刷品质量检测与控制课程也被作为核心课程列在教学计划中。
　　本书是印刷工程专业本科教材，系统介绍了印刷品质量检测和控制技术。
本书首先介绍了印刷品质量检测和控制的基础——密度和色度检测，接着介绍了印刷品质量检测与控
制参数，结合工业应用介绍了常用的印刷测控条与测试版，并提出了印刷品质量的评价方法；结合国
家标准和印刷行业标准给出了各类印刷品的检测方法和具体的参数指标；对印刷品质量控制的方法、
控制的要素等也进行了介绍，分析了印刷中常见的印刷故障。
现在的印刷企业为了提高产品质量，保持其稳定性，都在致力于印刷标准化的工作，本书对印刷标准
化内容也进行了介绍。
最后简单介绍了先进的印刷质量检测系统。
　　本书编写过程中既注重本科教学的理论性，又尽可能地结合了印刷工业的生产实际，同时也注重
将印刷质量检测的新技术如色差评价方法、测控条、印刷质量检测系统、G7等引入本教材。
本教材的参考学时为50学时，在实际教学中可以根据教学安排适当调整。
　　本书可作为印刷工程专业教材，也可作为从事印前处理的工作人员、印刷质量和生产管理人员的
参考书；本书也适合作为包装工程、广告设计等相关专业的参考书。
　　本书由西安理工大学郑元林老师主编。
西安理工大学赵金娟老师、戚永红老师，陕西科技大学郭凌华老师、智川老师，河南科技大学孙建明
老师参加编写，全书由郑元林统稿。
　　限于编者学识水平，本教材难免有不足之处，恳请各位专家、学者及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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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印刷品质量检测与控制技术》介绍了印刷品质量检测与控制的基本原理、方法及应用。
在密度检测和色度检测基础上，介绍了印刷品质量检测和控制的主要参数，以及印刷中的检测手段—
—测控条；接着介绍了质量评价的方法，并结合国际标准对不同印刷品的检测进行了介绍；从印刷材
料、印前、印刷、印后等方面探讨了印刷质量控制，分析了各种印刷方式下的常见故障及解决办法；
印刷包装行业作为印刷工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印刷品质量检测与控制技术》中也进行了初步探讨，
最后介绍了印刷品质量检测系统。
　　《印刷品质量检测与控制技术》可作为高等院校印刷工程类本科专业教材，还可供从事印刷科研
和生产管理等方面的技术人员参考。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印刷品质量检测与控制技术>>

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1一、印刷品质量1二、印刷复制质量1三、印刷品质量评判的标准和演化3四、评判过程与
场合4五、印刷质量检测的意义5复习思考题6第二章 密度检测原理7第一节 物体的反射、透射与吸收7
一、光的透射和吸收7二、光的反射9三、光的散射10四、荧光10第二节 密度的定义、种类10一、密度
的定义10二、多层叠合呈色和密度的计算11三、密度的种类12第三节 密度的测量原理13第四节 密度测
量的误差分析15一、对数运算误差15二、亮调测量误差15三、小反差表面的测量误差16四、不同密度
计之间的示值差异16复习思考题17第三章 色度检测原理18第一节 色度测量在印刷工业中的应用18第二
节 颜色空间与色差公式18一、CIE1931XYZ标准色度学系统19二、CIELAB均匀颜色空间19三、CMC色
差公式和CIEDE2000色差公式21第三节 色度测量25一、色度测量的几何条件25二、测量仪器30第四节 
密度与色度的应用对比31复习思考题32第四章 印刷品检测与控制的主要参数33第一节 实地密度33一、
实地部位的物理性质33二、油墨量的控制及控制模型36三、墨层厚度和反射密度的关系37第二节 网点
扩大39一、网点增大的种类40二、实地密度与网点增大的关系40三、光渗现象与网点增大的关系41四
、影响网点增大的因素44第三节 阶调复制曲线45一、控制图像阶调的重要性及复杂性46二、黑白图像
的阶调复制曲线47三、彩色图像的阶调复制曲线50第四节 灰平衡52一、灰平衡的确定53二、影响灰平
衡的因素56第五节 相对反差56一、相对反差值的概念56二、确定相对反差值的意义57三、影响相对反
差值的因素57四、DR值部位的选择58五、相对反差值的确定及计算方法59六、最佳实地密度与相对反
差59第六节 印刷色序和叠印率60一、印刷色序60二、叠印率62第七节 光泽度63一、基本概念63二、光
泽度的测量65三、影响印刷品光泽的因素66复习思考题71第五章 印刷测控条与测试版72第一节 测控
条72一、测控条的起源与发展72二、印刷测控条的分类73三、测控条的检测原理73四、各种测控条的
功能与应用74第二节 印刷测试版83一、概述83二、常见印刷测试版84复习思考题97第六章 印刷品的质
量评价方法98第一节 概述98一、印刷品质量评价的意义98二、印刷品质量评价的复杂性98三、印刷品
质量评价的方法分类99第二节 主观评价99一、概述99二、主观评价观测条件99三、印刷品表观质量的
评价100四、主观评价方法介绍100第三节 客观评价101一、阶调(层次)再现的评价101二、色彩再现的
评价102三、清晰度的评价102第四节 综合评价102一、综合评价的特点102二、综合评价的步骤103第五
节 印刷品质量的检验与统计106复习思考题107第七章 各类印刷品的检测108第一节 分级与抽样检测108
一、印刷品质量等级的划分108二、书刊印刷品检验抽样规则108第二节 平版装潢印刷品110一、成品规
格尺寸偏差110二、套印误差111三、实地印刷111四、网点印刷要求112五、印面外观112六、印面烫箔
外观112七、印面凹凸印外观112八、印面覆膜外观113九、印面上、压光外观113第三节 凸版装潢印刷
品113一、成品规格与尺寸偏差113二、套印误差114三、实地密度114四、印面外观114第四节 柔性版装
潢印刷品115一、外观115二、实地密度115三、印刷墨层结合牢度与耐磨性116四、套印精度116五、同
批同色色差116六、网点增大值116第五节 凹版装潢印刷品116一、套印误差116二、实地印刷116三、印
面外观117复习思考题117第八章 印刷品质量的控制118第一节 印刷材料的质量控制118一、纸张的质量
控制118二、油墨的质量控制123第二节 印前质量控制127一、菲林的质量控制127二、晒版质量控制133
三、打样的质量控制138第三节 印刷过程质量控制141一、胶印的水墨平衡对印刷质量的影响及控制141
二、印刷压力对印刷质量的影响及控制145第四节 印后质量控制147一、印刷后成品的总体要求147二、
装订工序的质量检测与控制149三、烫印151四、覆膜152五、纸基印刷品上光153复习思考题154第九章 
印刷故障分析155第一节 印前故障分析155一、文档的设置155二、页面内图像、图形的检查155三、文
字、线条、色块的检查156四、陷印(补漏白)的检查157五、检查分色情况157第二节 平版胶印故障158
一、套印不准158二、条痕158三、版面带脏160四、重影162五、印刷品干燥不良164第三节 柔性版印刷
故障165一、浓度不匀165二、晶化166三、渗透与透印166四、印刷龟纹166五、线条变粗与网点增大167
第四节 凹版印刷故障167一、堵版168二、刮痕169三、印品干燥不良169第五节 丝网印刷故障170一、堵
眼171二、油墨固着不良171三、印刷龟纹172复习思考题173第十章 印刷标准化174第一节 建立印刷生产
标准化174一、标准化的作用与类型174二、标准化的内容175三、印刷标准化的保证178第二节 印刷质
量管理179一、印刷质量规范管理的内容179二、印刷质量规范化管理的原则179三、印刷质量规范化管
理的实施181四、印刷企业规范化管理的意义183复习思考题183第十一章 印刷品质量检测系统184第一
节 印刷质量检测与控制系统184一、海德堡印刷质量检测与控制系统184二、高宝印刷质量检测与控制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印刷品质量检测与控制技术>>

系统185三、曼罗兰印刷质量检测与控制系统187第二节 印刷质量在线检测系统190一、国外印刷质量在
线检测系统190二、国内印刷质量在线检测系统196复习思考题202参考文献203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印刷品质量检测与控制技术>>

章节摘录

　　第四章 印刷品检测与控制的主要参数　　印刷品复制是一个系统工程，影响印刷品质量的因素有
很多，如原稿的质量；分色、扫描、制版因素；印刷设备的精度、印刷规矩、印刷压力及水墨平衡关
系；纸张；油墨；印刷环境，主要指气温、湿度的变化；印刷操作人员的技术素质；后加工工序，主
要包括裁切、装订、覆膜、成型等工序环节。
为了保证印刷品质量，印刷工作人员必须检测印刷品的主要参数。
　　第一节　实地密度　　实地密度是指承印物上均匀且无空白地印刷出来的表面颜色密度，即100％
网点的密度。
实地密度是印刷品质量检测与控制最重要的参数，其大小可反映印刷复制的阶调范围、墨量的大小等
，进而实现对印刷过程的调节与控制。
　　一、实地部位的物理性质　　1．决定实地部位密度值的因素　　印刷品的质量可以用阶调再现
、色彩再现、清晰度、分辨力、均匀性、光泽等质量参数进行评价，其中阶调再现和色彩再现可分别
用尤尔·尼尔森公式和纽介堡方程表示。
实地部位的密度和色彩与网点覆盖率共同构成影响图像再现质量的主要因素。
实地部位的密度越高，在单色印刷中阶调范围越宽，在彩色印刷中色彩再现的范围越宽。
　　印刷品的均匀性可以根据实地部位油墨附着的均匀性进行评价。
　　所谓实地部位的墨层厚度，通常指的是平均墨层厚度，但实际上实地部位的油墨在纸上不是平均
附着的，如果对实地部位进行显微观察，着墨层中残留有白纸部分。
　　根据实地部位的测定，可以求出印刷品的阶调再现、色彩再现和均匀性等，而用显微密度计对实
地部位和非图文部位进行测定，可以了解印刷品的空间频率特性，并可以据此对印刷品的质量状况作
出客观评价。
不管是优质印刷品还是劣质印刷品，油墨在同一张纸上的附着状况可以做到大致相同，之所以在质量
上产生差别，这与网点再现的优劣和油墨在纸上的附着情况密切相关，油墨在纸张上的平均附着情况
和是否有未着墨的白纸部分会造成印刷品质量上的差异。
虽不能判断网点的油墨附着情况和实地的油墨附着情况是否相同，但两者之间存在一定关系，得知这
种关系后，实地的空间性质对印刷品阶调再现的影响也就明确了。
　　实地部位的状态是由以下三个因素确定的：纸张被油墨层覆盖的程度，为了避免与网点覆盖率相
混淆，在这里将纸张被油墨层覆盖的程度称为实地覆盖率；第二个因素是纸上的平均墨层厚度；第三
个因素是油墨层的表面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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