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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丝网印刷起源于我国的秦汉时代，至今有2000年的历史。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丝网印刷的应用日益广泛，丝网印刷制版和印刷工艺水
平也不断提高。
丝网印刷已与平版印刷、柔性（凸）版印刷、凹版印刷并称为现代四大印刷方法。
在使用平版印刷、柔性（凸）版印刷、凹版印刷难以印刷的情况下，丝网印刷则显示了其独特的魅力
。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丝网印刷提供了优良的设备与材料，从而促进了丝网印刷技术的进步与工艺
的完善。
但我国的丝网印刷技术与设备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尚有一定差距。
尽管如此，但丝网印刷以其广泛（对各种承印物与印料）的适印性和独特的印刷效果，现已普遍应用
于广告、包装、塑料制品、纺织品、玻璃、陶瓷、墙纸和工艺美术品的复制。
丝网印刷因而得到广告业、包装设计业、装饰装潢业及美术业人士的普遍关注。
这样，就向高等教育印刷工程专业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挑战，要培养出一批既懂艺术又懂工艺的复合型
人才。
本书就是顺应时代要求，结合我校在印刷工程与包装设计专业开设丝网印刷课程的经验，编写了本书
作为他们主要的教材或参考书。
本书以丝网印刷制版和印刷工艺为主线，深入浅出、注重基础、循序渐进地介绍了有关材料、设备、
工艺等方面的基础知识。
既能满足艺术类专业人士对丝网印刷的难度要求，同时又为印刷类（或理工背景的）专业人士进一步
学习丝网印刷技术提供了平台，具有一定的深度。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湖南工业大学印刷工程系朱新连、陈路、龚修端的帮助与支持，在此表示衷心
的感谢。
本书得到了“印刷工程——国家特色专业建设基金资助项目（TS10433）”和“湖南工业大学教学研究
与改革项目（08C58）”的资助。
由于笔者水平所限，在编写本书时难免有疏漏和不妥之处，恳切希望广大读者和业界同仁给予批评指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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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为七章，以丝网印刷制版和印刷工艺为主线，全面、系统地介绍了版基的准备，版膜的制作
，丝网印刷材料，丝网印刷设备，丝网印刷工艺及彩色半色调丝网印刷。
本书可用于印刷包装、艺术类院校及各类丝网印刷培训班作为教学参考书，也可为从事丝网印刷的研
究人员、技术人员、操作人员、个体劳动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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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四节 丝网印刷的种类及应用丝网印刷的上述特点，使它具有广泛的适应性。
根据承印材料的不同丝网印刷可以分为：织物印刷、塑料印刷、金属印刷、陶瓷印刷、玻璃印刷、电
子产品印刷、彩票丝网印刷、灯饰广告牌丝网印刷、金属广告牌丝网印刷、不锈钢制品丝网印刷、光
反射体丝网印刷、丝网印刷转印电化铝、丝网印刷版画以及漆器丝网印刷等。
1．织物印刷织物印刷就是指在织物上以印刷方法形成图案的工艺过程。
主要包括服装、鞋类、帽类、包、袋、布匹等的印刷。
织物印刷采用的印刷方式主要有：涂料直接印花、拔染印花、丝网印刷烂花、植绒印花、转移印花等
。
织物丝网印刷是一个很大的业务领域，约占丝网印刷业的1／3。
2．塑料印刷塑料印刷主要包括塑料薄膜制品、塑料容器、电子产品塑料部件、塑料标牌、仪器面板
等的印刷。
塑料制品的种类繁多，但就丝网印刷方法来说，片材及平面体用平面丝网印刷法；可展开成平面的弧
面体用曲面丝网印刷法；异形制品则用间接丝网印刷法。
但塑料制品因树脂、添加剂及成型方法的不同，使其表面性能的差别很大，尤其是表面的平滑性、极
性及静电等问题，都是造成塑料丝网印刷产生故障的根源。
3．金属印刷金属丝网印刷的范围很广，可印刷各类标志牌、面板及金属成型品等。
它们大都采用直接印刷的方法，在丝网印刷技巧上无多大差别。
需注意的是金属制品属耐用品，对其表面装饰性要求更高、更耐用，因此在印前应多进行表面处理，
如表面涂层、电镀、阳极氧化或机械打毛(条纹、拉丝)等。
另外，还要根据金属的表面性能选用适当的印刷油墨。
4．陶瓷印刷陶瓷器皿上的图案装饰，长期以来一直使用的方法是吹喷、手绘、橡皮印，以及用铜版
和平版印刷的贴花纸的转印等方法。
近年来随着丝网印刷在陶瓷工业的应用，使得陶瓷器皿上的装饰图案更富有立体感，烧制后的瓷釉很
厚而且色彩非常明亮，看上去好像用磁漆描绘的一样。
其图案比一般使用吹喷法的图案更为精细，生产效率也提高了很多。
由于丝网印刷对陶瓷器皿的装饰有上述优点，所以其应用范围一天比一天广。
5．玻璃印刷玻璃丝网印刷，就是利用丝网印版，使用玻璃釉料，在玻璃制品上进行装饰性印刷。
印刷后的玻璃制品，要放火炉中，以520℃～600℃的温度进行烧制，印刷到玻璃表面上的釉料才能固
结在玻璃上，形成绚丽多彩的装饰图案。
如果将丝网印刷与其他加工方法并用的话，会得到更理想的效果。
例如，利用抛光、雕刻、腐蚀等方法在印刷前或印刷后对玻璃表面进行加工处理，能够加倍提高印刷
效果。
够加倍提高印刷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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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丝网印刷工艺》以丝网印刷制版和印刷工艺为主线，深入浅出、注重基础、循序渐进地介绍了有关
材料、设备、工艺等方面的基础知识。
既能满足艺术类专业人士对丝网印刷的难度要求，同时又为印刷类(或理工背景的)专业人士进一步学
习丝网印刷技术提供了平台，具有一定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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