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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末以来，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广泛应用于印刷业，特别是人类进入21世纪至今，国际上逐步完
善和应用的数字网络印刷系统，作为印刷图文制作与传播领域最前沿的高新技术，使印刷业真正具有
了数字加工、网络传播的信息传媒产业的特征与功能。
    本书的第一章对印刷术发明至今的发展历程作了概要归纳和分析，第二章对当今信息化时代的印刷
定义、要素与属性进行了探究。
以后的几章概述了构成数字网络印刷系统的技术原理，即：图文的计算机数字化转换技术、图文的互
联网传播技术、图文色彩与阶调的印刷复制技术，共三大专业领域的基本原理；其间大量介绍了它们
在国内外印刷出版市场的重要应用，例如：计算机编辑排版、远程传稿、远程打样与校对、计算机直
接制版（CTP）、按需印刷、按需出版、数字打样、屏幕软打样、数字印刷、网络印刷、网络出版、
可变数据印刷、数字包装印刷等。
此后，集中记述了数字网络印刷系统的形成与特点、简述了各种类型的企业内部网络管理信息系统，
并对数字网络印刷传媒技术的应用发展前景进行了探讨。
    本书适合印刷企业的技术与管理人员、印刷专业院校的师生、印刷和出版科研单位的技术与管理人
员等阅读；同时，适宜出版领域的技术与管理人员，网络传播业、文化创意产业、出版与传媒院校有
关专业的师生以及相关创作设计人员、软件开发工程师等参考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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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从古老的印刷术到数字网络印刷技术：人类社会自印刷术发明以来，应用和发展印刷技术经
历了三个里程碑式的阶段：印刷的手工操作时期，印刷的工业生产时期，以及起步不久的印刷信息数
字化制作与网络传播时期。
印刷术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即印刷的手工操作阶段。
手工印刷作业的特点，简而言之就是依靠工匠的手艺技巧描绘文字、勾画图形、刻制印版，然后进行
一系列的手工印刷操作过程，有的还需要手工订书成册或装裱，直至印刷品全部完成。
这个时期如果从雕版印刷术发明算起，大约经历了一千多年才从全手工操作加工进步到部分手工操作
加工，然后发展到完全的机械化、电气化的印刷工业生产。
当工业化成为印刷生产加工的主流趋势之后，人类印刷术的发展便进人了第二个阶段。
印刷工业化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应用工业社会最新的科学技术成果，包括机械学、光学、电学、化学
以及自动化技术等先进技术，融人印刷工艺技术的各个环节，高度的工业化生产只需辅助少量的手工
人力，印刷机械便可以高速地生产印刷品，完成各工序的优质操作。
印刷的工业化，不但使印刷生产能力迅猛增长，而且规格品种越加丰富，印刷质量更是大幅度提高，
印刷的方式也更加多样。
人类社会的工业化印刷生产的完全形成，大约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时间，其中各国之间的发展极其不平
衡，有的甚至会相差几十年之多。
印刷的工业化，并没有对手工印刷技艺“斩尽杀绝”，而是倍加珍惜地将其列在特殊印刷业的艺术印
刷方式范围之内，给予了特别的保护，例如木刻水印、珂罗版印刷等。
当人类社会从工业时代开始进入信息时代的时候，印刷产业也随之进入印刷的信息化发展时代。
印刷术发展的第三个阶段的起步，即印刷数字化信息化时代的开始只是最近十几年的事情。
印刷数字化信息化的主要特点，就是印刷技术及时地使用了信息化技术中最关键的两个技术。
计算机数字技术以及因特网传媒技术。
这样，在高度工业化的印刷产业之上又增添了两个强大有力的翅膀：印刷图文的数字化技术与互联网
传播技术。
真可谓是印刷产业的如虎添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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