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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在计算机功能日益强大的今天 ,人们的生活已经进入了数字化时代。

作为信息传播主体的纸质媒体、电子媒体和网络媒体尽展“英雄”风采 ,但
是纸质媒体依然是最重要的信息传播媒体之一。从技术角度来说 ,纸质媒

体属于平面媒体 ,而平面媒体中的主要内容分为文字、图像、图形和色彩。

平面设计工作惟一的工作内容就是利用美学原理 ,合理地在有限的版面中

安排既定的内容 ,使之变成特定信息的传达、表现的载体。

平面设计领域是最具有创意激情的领域 ,设计师们以其如诗如画的设

计作品向人们传达着这个世界上各种美好的意愿和信息。但是 ,其中有一

条可能会被大多数的人们所忽略 ,那就是设计师们的美好创意是通过什么

手段表达出来的。如果脱离了手中的创作利器———平面设计软件 ,设计与

创作就会回到它的原始时代———手工时代。

Adobe 公司发布了 Photoshop CS2 和 InDesign CS2 ,对于广大平面设

计和图文排版行业的从业人员来说 ,无疑是一大福音。其强大的图像处理

和图文排版功能已经达到了使人着迷的程度。不论是正在从事平面设计

和图文排版的人士 ,还是对这个行业有兴趣的人士 ,都会对这两款软件有

这样的感受。

本书以通俗易懂、简洁实用为编写原则 ,同时结合多年的培训教学

的经验与教训 ,深入浅出地讲解了 Photoshop CS2 和 InDesign CS2 中最

为常用的强大功能。本着实用的原则 ,本书在编写时采用了任务驱动的

教学模式 ,模拟平面设计和图文排版工作中常见的项目工作流程 ,将案

例和软件的功能最大程度地整合在一起 ,使读者按照书中的讲解就能够

完成完整的项目。同时 ,也将一些软件的工作原理和行业的规范做了简

要介绍。

本书由两个部分构成 ,第 1 至第 7 章详细介绍了 Photoshop CS2 软件

在平面设 计领 域中 的应用 方法和技 巧 ;第 8 至第 15 章详细介 绍 了

InDesign CS2 软件在图文排版领域的应用方法和技巧。

第 1 章以一个大幅面喷绘广告为例 ,介绍了 Photoshop 在设计领域中



的应用规律及流程 ,同时对一些基础知识做了详细说明。第 2 章详细讨论

了图像扫描技术和功能强大的色阶、色彩平衡、曲线、色相 /饱和度等图像

色彩校正技术。第 3 章讲解了图像缺陷的修复和单色图像的着色技术。

第 4章通过广告制作实例讲述了 Photoshop 中图像合成和图层的应用技

术。第 5 章介绍了 Photoshop 中路径在平面创作中的应用方法和技巧。

第 6 章通过实例讨论通道与色彩模式、通道与蒙版、通道与选区之间的关

系及其应用方法。第 7 章阐述了常用的 Photoshop 内置滤镜和外挂滤镜

KPT7 .0。
第 8 章通过一个单页广告实例介绍了 InDesign 在图文排版领域的工

作流程和 InDesign 的基础操作知识。第 9 章通过三折页的实例设计制作

过程 ,讨论了常见的折页的制作方法和技巧 ,并讲解了利用框架工具使图

像、文字在版面上的合理布局的方法 ,掌握文字格式设置的方法和技巧。

第 10 章以画册的设计制作过程为例 ,介绍了多页文档的设计和制作方法 ,
多页面的规划、页面的控制以及主页制作和应用的相关知识。第 11 章通

过杂志的版式设计和制作实例来学习杂志版面设计排版的方法和技巧 ,掌
握在 InDesign 中文本的排版、图文混合排版的技巧。第 12 章以 VIS 手册

的排版设计为例 ,给出了在 InDesign 中制作 VIS 手册的过程和图形、路径

的各种编辑操作方法。第 13 章以报纸版面的编排制作为例 ,讨论报纸排

版的相关知识和技巧 ,讲解了在 InDesign 中利用版面网格、框架网格、文

档网格来规范版面中的文本内容的方法以及 InDesign 中表格的编辑方

法。第 14 章以长篇书籍的排版为例 ,介绍了使用 InDesign 来学习书籍的

版面排版、段落样式的设置和应用、目录创建等相关知识 ,以及将多个文档

合订为书籍并输出书籍的方法和技巧。第 15 章给出了 InDesign 的输出

前检查和基本的输出技术和方法。

为方便读者的学习和实践 ,本书给出了各种常用开本的版面网格参数

表、中文字号单位换算关系表、Photoshop 快捷键功能表、InDesign 快捷键

功能表等四个附录 ,供读者学习查阅使用。

读者通过学习本书跨进平面设计行业的门槛 ,或者通过本书读者的应

用技能有了很大的提高和进步 ,是编者最大的愿望。希望本书能够为读者

实现自己的创意、设计出一分力。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诸多同事、领导和科学出版社诸位编辑的大

力帮助和支持 ,也得到了妻子和女儿的理解与支持。在此 ,对他们表示衷

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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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编者的技术和知识所限 ,书中的错误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为此

诚惶诚恐 ,敬请读者朋友批评指正。

编  者

2006 年 4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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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  初步应用 Photoshop

  Photoshop 是一款功能强大的位图处理软件 ,被广泛应用于广告、设计、印刷、出

版、影像、包装、WEB、美术创作等领域。许多学习者在学习了这个软件的基本操作

之后 ,不能灵活地使用它制作出具有商业价值的设计作品 ,其根本原因在于对各种商

业作品(实际上是商业产品)缺乏理解 ,对于设计与制作的一般性规律不了解。本章

将以一个简单的实例来说明 Photoshop 在设计领域中的应用规律及流程 ,同时对一

些基础知识加以说明。

1. 1  Photoshop 在设计领域的应用实例

1. 1. 1  项目要求与分析

这是一个高尔夫球场的大型户外喷绘广告。具体要求如下 :

项目名称 :华宇国际高尔夫俱乐部户外广告。

项目规格 :2m×5m。

投放位置 :高速公路路边。

输出方式 :大型喷绘。

文字素材 :华宇国际高尔夫俱乐部 ;最使人迷恋的高尔夫球场 ;地址 :南阳路五公

里处路东 ;电话 :69791061、69791062、69791063。
图像素材 :人物照片一幅 ,球场实景照片一幅。

图 1-1 是这幅作品的完成稿。

现在 ,我们来分析一下制作流程。

一般说来 ,设计制作作品(或者说是产品)之前 ,都要对项目的要求进行分析。

从项目要求中的输出方式来看 ,文件需使用 RGB 色彩模式 ,分辨率应为 72ppi

左右。从项目规格来看 ,如果建立一个尺寸为高 2 米、宽 5 米 ,分辨率为 72ppi 的文

件 ,空文件大小将是 299. 9MB ,完成时会远远超过这个数值 ,一般的设备无法承担如

此大的计算量。所以 ,我们必须想办法为文件减肥。如果我们把文件的尺寸设置为

高 20 厘米 ,宽 50 厘米 ,同时把分辨率提高为 300ppi ,在输出时按照高 2 米 ,宽 5 米 ,

分辨率为 72ppi 输出 ,同样可以满足喷绘输出的需要 ,但是空文件的大小会减少到



39. 9MB ,完成稿的大小也不会超过 100MB ,计算机的处理速度还不算太慢。所以在

制作时可以使用以上设置。

图 1-1  华宇国际高尔夫俱乐部户外广告完成稿

1. 1. 2  实例的制作过程

下面 ,我们开始从头至尾地完成这个项目。

(1) 打开 Photoshop 软件 ,在按住 Ctrl 键的同时 ,在界面中的灰色区域中双击鼠

标 ,或者使用快捷键 Ctrl +N ,打开新建文件对话框 ,以此进行如下设置 :首先将单位

改为厘米 ,宽度值和高度值分别设置为 50 和 20 ;将分辨率的值设置为 300 ,分辨率的

单位使用默认的像素 /英寸(可简写为 ppi) ;将颜色彩模式修改为 RGB 颜色 ,背景色

设置为白色。如图 1-2 所示。

图 1-2  按照需要对新文件进行设置

点击“好” ,就可以建立所需的文件了。新建立的文件如图 1-3 所示。

(2) 使用路径工具绘制出成品下部分的图形部分。

选择工具箱中的钢笔工具 ,按照图 1-4 所示的形状描绘出一条封闭的路径。在

描绘的过程中 ,要注意路径的弯曲程度 ,同时要保证路径线的光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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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新建立的空文件

图 1-4  使用钢笔工具绘制封闭的路径

  调出路径面板 ,会发现里面有一个名为工作路径的路径。这是当前的工作路径 ,

这种路径在文件保存时不会随文件保存。如果想保存我们绘制的路径 ,就需要将工

作路径转化为普通路径。其方法是双击工作路径 ,弹出存储路径对话框。如图 1-5

所示 ,点击“好”确认后 ,工作路径就转换为普通路径 ,名为“路径 1”或者是自己取的

名字。如图 1-6 所示。

图 1-5  存储路径对话框

图 1-6  路径面板中的工作路径和普通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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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调出图层面板 ,单击新建图层按钮 ,创建一个新的图层。在路径面板中 ,单
击从路径创建选区按钮 ,或者在按住 Ctrl 键的同时单击路径 1 ,可以按照路径的形状

创建一个选区。如图 1-7 所示。

图 1-7  创建图层与选区

(4) 调出颜色面板 ,使用鼠标移动颜色条上的三角形滑块 ,调出一种绿色 ,色值

为 R122 ;G156 ;B73。在图层面板中选中新创建的图层 ,使用组合快捷键 Alt +

Delete ,将调 好的前景色填充入选区。如图 1-8 所示。然 后 ,按住 Ctrl + D 取

消选区。  

图 1-8  调色与填充

(5) 选中填充好的图层 ,使用快捷键 Ctrl + J ,创建一个图层的副本。在颜色面

板中 ,使用鼠标移动颜色条上的三角形滑块 ,调出另一种绿色 ,色值为 R44 ;G81 ;
B33。在按住 Ctrl 键的同时 ,单击创建好的图层副本 ,调出图层中有颜色区域的选

区。使用组合快捷键 Alt +Delete ,将新调出的前景色填充入选区。然后 ,按住 Ctrl
+D取消选区。如图 1-9 所示。

(6) 选中 图层副 本 ,再 选中工 具箱中 的移 动工具 ,连续 使用组 合快捷 键

Shift + ↓ ,向下移动图层副本至适当的位置 ,使两个图层叠加后形成一条浅色的曲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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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图层副本的调色与填充

线色条 ,结果如图 1-10 所示。至此 ,该作品中的图形部分已全部完成。接下来 ,我们

对图像素材进行处理。

图 1-10  移动图层副本至适当的位置

(7) 图 1-11 是一幅经过简单处理的图片素材 ,其宽度与完成稿的宽度相同 ,是

一张高尔夫球场的实景照片。

图 1-11  高尔夫球场实景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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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 Photoshop 的界面的灰色区域双击 ,打开存储在硬盘上的素材图片文件。

如图 1-12 所示。

图 1-12  打开素材图片文件

这时 ,使用移动工具将新打开的素材图片拖入我们创建的文件中 ,如图 1-13 所

示 ,在图层面板中将增加一个新的图层 ,图层的内容正是素材图片。使用移动工具调

整该图层的摆放位置 ,使之符合我们的设计要求。

图 1-13  新增加的图层

这时 ,我们会发现 ,新增加的图层将我们先前绘制的图形覆盖了 ,我们可以在图

层面板中拖动图层的缩略图图标 ,改变图层的排列顺序 ,将新图层拖动至背景层的上

面 ,形成图 1-14 所示的情形。这样 ,整幅作品的背景就完成了。

(9) 现在 ,我们可以把人物的图像合成到制作好的背景中去了。首先打开存储

在硬盘中的人物素材图片。

为了方便整个制作流程的叙述 ,事先对人物的图片进行了预处理。图片中人物

的形象已经使用路径勾勒了出来。如图 1-15 所示。在路径面板中 ,我们可以看到有

一个普通路径。路径的制作方法将在以后的章节中详细介绍。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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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4  更改图层的顺序

图 1-15  已经制作好路径的人物图像 图 1-16  将路径转为选区

(10) 在按住 Ctrl 键的同时 ,单击路径面板中的路径图标 ,将路径转换为选区。

如图 1-16 所示。

(11) 使用移动工具 ,将人物图片里选区内的部分拖到已经制作完毕的背景图像

中 ,这时 ,我们发现人物图像中的白色背景没有被拖动到完成的背景图像中 ,但是大

小与位置不符合设计要求 ,我们必须对它进行必要的调整。我们可以使用组合快捷

键 Ctrl+ T 对它进行变换操作。按下 Ctrl + T 之后 ,在人物图像的外围将出现带有

八个控制点的变换框。在缩放的过程中 ,为防止图像变形失真 ,需要按住 Shift 键之

后 ,拖动任意一个角的控制点 ,对人物图像进行等比例的缩放。当缩放到大小适当的

时候 ,使用移动工具将人物移动到合适的位置。如图 1-17 所示。最后按回车键确认

变换结果 ,人物形象便被合成到背景中了。

(12) 现在 ,只要按照设计要求将文字素材添加进去 ,作品就完成了。

首先 ,选中文字工具 ,在图像中的任意位置单击 ,会发现图层面板中新增加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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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7  人物被合成到背景中

个特殊的图层———文字层 ,同时图像中单击的位置有一个竖线形的光标在闪动 ,这是

文字输入的起始位置。输入文字“国际高尔夫俱乐部” ,然后双击所输入的文字 ,使之

呈高亮被选择状态 ,在字符属性栏(见图 1-18)中对文字的格式进行设置。设置好之

后 ,单击任意工具(如移动工具)按钮结束文字编辑。最后使用移动工具将编辑好的

文字移动到适当的位置。具体文字格式的参数如下。

文字字体 :方正粗宋简体 ;文字字号 :86 点 ;文字颜色 :白色。结果如图 1-19
所示。

图 1-18  字符属性栏

图 1-19  输入与设置文字

另外 ,也可以单击图中所示的文字面板按钮 ,调出字符面板 (见图 1-20)对文字

进行格式的设置。

按照以上方法 ,依次输入其他文字 ,并设置文字的格式 ,调整文字的位置 ,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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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利完成这一项目了。最终结果如图 1-21 所示。

图 1-20  字符面板

具体的文字格式参数如下。

“华宇”文字字体 :方正超粗黑简体 ;文字

字号 :110 点 ;文字颜色 :白色。

“最使人迷恋的高尔夫球场”文字字体 :
黑体 ;文字字号 :38 点 ;文字颜色 :白色。

“地址 :南阳路五公里处路东”文字字体 :
汉仪中 宋简 ;文 字字号 :36 点 ;文 字颜色 :

白色。

“TEL :”文字字体 :Arial ;文字字号 :36

点 ;文字颜色 :白色。

“69791061”、“69791062”、“69791063”文

字字体 :Arial Black ;文字字号 :36 点 ;文字颜

色 :白色。

如果不想让别人在输出之前修改作品中

的文字 ,可以将所有的文字图层由矢量状态转为位图状态 ,即对文字图层进行“栅格

化”操作。在选中文字图层后 ,在文字图层的缩略图标上单击右键 ,选择快捷菜单中

的“栅格化图层” ,即可将文字图层转换为位图图层。另外 ,文字图层在转换为位图图

层后 ,文件的尺寸将有所减少。

图 1-21  最终完成的设计稿

(13) 面对已经完成的作品 ,是不是会有一种成就感呢 ? 你已经向成为设计师

的理想迈进了一大步。但是不要忘记做好最后一步工作———保存自己的劳动

成果。

一般情况下 ,在完成制作后要将文件保存为三个不同格式的文件。

首先要保存一份 .psd格式的文件 ,也就是 Photoshop软件自身默认的文件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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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d格式可以保存文件中的图层、路径、色彩模式、图像分辨率等信息 ,这些信息的保

存为我们修改自己的设计提供了机会。

其次要保存一份 .tif格式的文件。这种格式也可以保存文件中的图层、路径、色

彩模式、图像分辨率的信息 ,但是它的文件大小要比 .psd格式的文件小得多。更重要

的是 .tif格式是一种支持无损压缩的格式 ,更适合于印刷。

最后 ,保存一份 .jpg格式的文件。这种格式支持有损压缩 ,只保存图像的彩色信

息 ,文件很小 ,方便浏览与网络传输。对于对分辨率要求不是很高的户外喷绘输出来

说 ,这种格式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怎样保存文件呢 ? 只要按下组合快捷键 Ctrl + Shift + S ,就可以弹出“另存

为…”对话框 ,选择好保存的位置与文件格式 ,就可以保存文件了。在保存的过程中 ,

软件会提示一些设置 ,可以根据需要做出适当的选择。

图 1-22 是保存为 .psd格式的对话框。默认情况下 ,在第一次保存文件时按下组

合快捷键 Ctrl+S ,或者在制作过程中随时按下快捷键 Ctrl +Shift + S ,就会弹出这个

对话框。在“文件名”输入框内输入要保存的文件的名称 ,单击“保存”按钮 ,文件就会

以 .psd格式存储在指定位置。

图 1-22  保存为 PSD格式

图 1-23(a)为保存为 .tif格式的对话框。在“文件名”输入框内输入要保存的文件

的名称 ,在单击“保存”按钮后 ,继续弹出图 1-23(b)所示的对话框。设置好其中的选

项之后 ,点击“好”之后即可保存为 .tif格式。

图 1-24(a)为保存为 .jpg格式的对话框。在“文件名”输入框内输入要保存的文

件的名称 ,单击“保存”按钮后 ,会弹出图 1-24(b)所示的对话框。可以移动对话框中

的滑块可以设置图像保存的质量 ,单击“好”后可以保存 .jpg格式的文件。

还有必要提示一下 ,为了防止因断电、死机等情况导致文件丢失 ,最好在新建

文件后就进行保存 ,然后在操作过程中每隔一段时间按 Ctrl + S ,执行一次保存

操作。

关于其他文件格式 ,我们在以后的内容中再进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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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3  保存为 TIF 格式

图 1-24  保存为 JPG 格式

1. 2  Photoshop 基础概念

通过上面的这个实例 ,我们大致了解了一些 Photoshop 软件的设计工作流程与

基础知识。现在 ,我们对这个流程和这些基础知识进行一下总结。

1. 2. 1  Photoshop 软件的应用领域与主要功能

Photoshop 自 1990 年面世至今 ,已经成为了图像处理领域的标准 ,被广泛应用

于平面印刷设计、摄影摄像、装饰设计、WEB 设计、美术创作等领域。它的应用已经

渗透到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每天看到的书籍杂志、大街两侧与公交车上林

林总总的广告、各种商品的包装等的设计制作都离不开这个软件。

更具体地说 ,Photoshop 软件在这些领域中主要实现以下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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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像色彩调整与缺陷修复。

　 图像特效设计与制作。

　 图像与背景分离。

　 图像合成。

　 图形设计与制作。

本章详细介绍了综合运用图像与背景分离、图像合成、图形设计与制作等功

能完成一幅大型喷绘广告的过程。在以后的内容中 ,我们会继续详细介绍这些

功能。

1. 2. 2  项目设计的工作流程

要完成一个具体的设计项目 ,一定要遵循一定的工作流程。一般情况下 ,我们将

按照以下工作流程进行我们的设计与制作工作。

第一步 ,详细了解与分析项目的内容与要求 ,具体分析项目的所要达到的最终效

果与目的。

第二步 ,根据分析结果 ,搜集、整理设计与制作所需要的图像、图形、色彩与文字

素材。

第三步 ,根据项目的要求与手头拥有的素材 ,在头脑中形成初步的设计草图 (主
要指版面构成与色彩搭配) ,在纸上绘制出较为完整的设计构图。

第四步 ,根据前三步的结果确定文件的具体尺寸 ,色彩模式、分辨率等设计参数。

以上四步是设计工作的重点 ,其中第一步与第四步是重点中的重点 ,一个设计作

品的成功与否 ,就取决于这两步做得如何。这几步可以被看成整个流程中的设计

部分。

第五步 ,在 Photoshop 软件中进行环境设置。首先对软件环境进行设置 ,可以使

设计工作做起来更轻松。

打开 Photoshop 软件 ,按下组合快捷键 Ctrl + K ,弹出“预置”对话框 ,在这个对

话框中 ,我们要进行两项设置。

第一项 ,在“常规”项目中 ,将“显示英文字体名称”前面的对勾去掉。如图 1-25
所示。这样 ,在字体列表中 ,字体名称将以中文显示 ,否则 ,以英文显示。连续单击

“下一个”按钮 ,调到要设置的第二项。

第二项 ,在“增效工具与暂存盘”项目中 ,对暂存盘进行设置。Photoshop 在运行

过程中 ,要保存很多的中间结果 ,会产生大量的临时文件 ,将占用大量的磁盘空间。

默认状态下 ,软件只有一个暂存盘 ,为 Photoshop 软件安装所在的分区。一般情况

下 ,我们不在 Photoshop 软件安装所在的分区设置暂存盘 ,以保证操作系统与应用软

件有足够的磁盘分空间运行。我们的最终设置如图 1-26 所示。设置好之后 ,单击

“好”按钮 ,即可保存设置 ,再次运行软件时即可应用该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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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5  设置常规项目

图 1-26  设置增效工具与暂存盘项目

  第六步 ,对选用的图片素材进行预处理 ,以适应创作的需要。项目的要求千变万

化 ,但是对图片素材的处理却无外乎这么几种 :图像色彩调整与缺陷修复、图像特效

设计与制作、图像与背景分离、图像合成。

第七步 ,按照设计要求建立新文件。上面的实例中文件建立的思路与方法值得

在其他项目中借鉴和参考。

第八步 ,描绘设计构思中的图形部分。设计作品基本上是由图形、图像、色彩和

文字构成 ,以上元素缺一不可。在描绘图形时 ,要注意要与其他元素之间在风格、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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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搭配上的统一性与协调性。

第九步 ,将处理好的图片素材合成到新的文件中 ,并做好各种合成效果。在效果

处理中 ,要竭力消除人工雕琢的痕迹 ,使各图像元素之间无缝衔接。

第十步 ,添加文字素材。在以后的章节中将详细介绍。

第十一步 ,至此 ,作品已基本完成 ,对它进行修改 ,直到满意为止。这样 ,就可以

到输出中心进行输出了。

从第五步到第十一步 ,是使用 Photoshop 或者其他软件将我们的设计结果转化

成为设计作品 ,是整个流程中的制作部分。

这样 ,一个完整的项目流程就完成了。可以用图 1-27 形象地表示出来。

图 1-27  完整的项目流程

1. 2. 3  Photoshop 基础概念之一———图像分辨率

首先来比较一下下面的两幅图片 ,如图 1-28 所示 ,它们的高宽尺寸相同 ,但是由

于分辨率不同 ,显示的效果差别很大。那么 ,什么是分辨率 ,分辨率与设计制作到底

有什么关系呢 ?

图 1-28  不同分辨率的显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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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深入了解分辨率 ,必须首先了解像素的概念。像素是数字图像的基本单元 ,
一幅图像就是由许多像素组成的。同一幅图像像素的大小是固定的 ,图像的质量好

坏只跟每英寸上像素的多少有关系。像素的属性包括像素尺寸、颜色、像素位置。像

素尺寸与分辨率成反比例关系 ,分辨率越低 ,像素尺寸越大 ,分辨率越高 ,像素尺寸就

越小。比如图 1-29 中 ,图像大小同为 2 英寸 ,图 1-29(b)的质量要比图 1-29(a)的质

量高 ,是因为图 1-29(b)的分辨率为 10ppi ,而图 1-29(a)的分辨率为 5ppi。图中的小

格子就是我们所说的像素 ,图 1-29(a)的像素是图 1-29(b)的像素的面积上的 4 倍。

每一个像素都要被赋予一个颜色值 ,像素位置指的是像素在图像的水平和垂直方向

上的坐标。

图 1-29  像素尺寸与分辨率成反比例关系

由此我们知道 ,高分辨率的图像比相同大小的低分辨率的图像包含的像素多 ,图
像信息也较多 ,表现细节更清楚。这也就是考虑输出因素确定图像分辨率的一个原

因。由于图像的用途不一 ,因此应根据图像用途来确定分辨率。

各种不同用途的图像分辨率可以在下面所列的经验值中选择。

如果一幅图像用于在屏幕上显示 ,比如 WEB中进行应用 ,则分辨率为 72ppi ,因
为计算机显示器的显示分辨率就是 72ppi。小于这个数值 ,图像在显示的时候不清

晰 ,大于这个数值 ,不会对图像的清晰程度有任何改善 ,徒然增加图像文件量 ,将会大

大降低网络传输的速度。

图片用于印刷时 ,要根据客户的要求与印刷用纸类型设置图像的分辨率。在设

计制作大型户外喷绘图像时 ,分辨率一般在 45 至 72ppi 之间选择 ,比如本章中的项

目案例 ;在制作写真喷绘时 ,分辨率一般设置在 72 至 150ppi 之间。如果图像用于报

纸(专指新闻纸)印刷 ,分辨率要设置在 150ppi 左右。图像用于精美画册(一般指光

滑度比较高的各型铜版纸)印刷时 ,分辨率一般要设置在 300ppi 以上。如果用于一

般性的打印机输出则需要 72 至 150ppi 的图像分辨率。

图像分辨率设定应恰当。若分辨率太高的话 ,运行速度慢 ,占用的磁盘空间大 ,

不符合高效率原则 ;若分辨率太低的话 ,影响图像细节的表达 ,不符合高质量原则。

因此 ,设置图像分辨率时 ,要本着在高效率与高质量之间获取最佳平衡的原则。

51

 第 1 章  初步应用 Photoshop



上面所说的显示分辨率指在显示器上单位长度为像素的多少 ,它取决于显示器

的大小 ,显示器分辨率一般为 72ppi 。在 Photoshop 中将图像的像素直接转化为显

示器像素 ,如果图像分辨率和显示器分辨率相同 ,则在显示器上图像尺寸和实际尺寸

相同 ;如果图像分辨率高于显示器分辨率时 ,在显示时图像比其实际尺寸要小 ,要想

知道一幅图像在显示时的实际输出大小 ,可以在选中放大镜工具后 ,单击放大镜工具

属性栏上的“打印尺寸”按钮来显示。如图 1-30 所示。

图 1-30  放大镜工具及其属性栏(部分)

1. 2. 4  Photoshop 基础概念之二———色彩模式

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彩的世界中。亮丽的色彩可以激发起人们无穷无尽的激情与

想象力。人们可以运用色彩表达自己的情感与对世界的认识。在眼睛的世界里 ,色

彩是最具有表现力的元素之一。

在现实世界中 ,人们通过照射在物体上又反射到眼睛里面的光线来感知多彩的

世界 ,画家们将各种不同的矿物质材料混合在一起调和出不同色彩的颜料或者油墨

来描绘他们的梦想。色彩所产生的强烈的对比效果 ,可以使世界显得更加美丽 ,更加

引人注目。它能使一个本来平淡无奇的场景变得极具震撼力 ,使一个本来毫无生气

的世界充满活力。这就是色彩的魅力。

但是在计算机世界里 ,显示器是通过显像管中的电子枪发射红、绿、蓝三种光束

来创建颜色的。人们必须保证在屏幕上看到的颜色与自然界的、自己艺术想像中的

或者印刷到纸媒体上的颜色高度一致。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使人们加强对色彩的理解与认识 ,人们创立了各种色彩理

论 ,来指导色彩的运用。色彩模式就是其中的概念之一。色彩模式的概念可以叙述

如下 :是用来提供一种将颜色翻译成数字数据的方法 ,从而使颜色能在多种媒体中得

到连续的描述。

根据色彩产生的原理与方法的不同 ,人们将色彩划分为多种色彩模式 ,在

Photoshop中 ,了解模式的概念是很重要的 ,因为色彩模式决定显示和打印电子图像

的色彩模型(简单说色彩模型是用于表现颜色的一种数学算法 ) ,即一幅电子图像用

什么样的方式在计算机中显示或打印输出。常见的色彩模式包括位图模式、灰度模

式、双色调模式、HSB(表示色相、饱和度、亮度) 模式、RGB(表示红、绿、蓝 ) 模式、

CMYK(表示青、洋红、黄、黑 )模式、Lab 模式、索引色模式、多通道模式以及 8 位 /16
位模式 ,每种模式的图像描述和重现色彩的原理及所能显示的颜色数量是不同的。

RGB和 CMYK 两种是我们在今后的学习与工作中最常用到的色彩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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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模式除确定图像中能显示的颜色数之外 ,还影响图像的通道数和文件大小。

这里提到的通道也是 Photoshop 中的一个重要概念 ,每个 Photoshop 图像具有一个

或多个通道 ,每个通道都存放着图像中颜色元素的信息。图像中默认的颜色通道数

取决于其色彩模式。例如 ,CMYK图像至少有四个通道 ,分别代表青、洋红、黄和黑

色信息。除了这些默认颜色通道 ,也可以将 Alpha 通道作为额外通道添加到图像

中 ,以便将选区作为蒙版存放和编辑 ,并且可添加专色通道。一个图像有时多达 24

个通道 ,默认情况下 ,位图模式、灰度双色调和索引色图像中只有一个通道 ;RGB 和

Lab 图像有三个通道 ;CMYK图像有四个通道。

  1. RGB 色彩模式

在图像领域中 ,RGB 模式是一种光学显示模式 ,是一种依赖于显示设备而存在

的色彩模式。其中的 R 代表红色 (Red) ,G 代表绿色 (Green) ,B 代表蓝色 (Blue)。
RGB模式是基于自然界中 3 种基色光的混合原理 ,将红 (R)、绿 (G)和蓝 (B)3 种基

色按照从 0(黑 )到 255(白色)的亮度值在每个色阶中分配 ,从而指定其色彩。当不同

亮度的基色混合后 ,便会产生出 256×256×256 种颜色 ,约为 1670 万种。例如 ,一种

明亮的红色可能 R 值为 246 ,G值为 20 ,B值为 50。当 3 种基色的亮度值相等时 ,产
生灰色 ;当 3 种亮度值都是 255 时 ,产生纯白色 ;而当所有亮度值都是 0 时 ,产生纯黑

色。当 3 种色光混合生成的颜色一般比原来的颜色亮度值高 ,所以 RGB 模式产生颜

色的方法又被称为色光加色法。

在该色彩模式下 ,每一种原色将单独形成一个色彩通道(Channel) ,在各通道上

颜色的亮度分别为 256 阶 ,即 0～255。再由三个单色通道组合成一个复合通道———

RGB通道。如图 1-31 所示。图像各部分的色彩均由 RGB 三个色彩通道上的数值

决定。就编辑图像而言 ,RGB 色彩模式是首选的色彩模式 ,Photoshop 中所有图像

编辑的命令都可在 RGB模式下执行。

图 1-31  RGB 模式下的颜色面板与通道面板

  2. CMYK色彩模式

CMYK色彩模式是一种专门针对印刷业设定的颜色标准 ,其中四个字母分别指

青(Cyan)、洋红 (Magenta)、黄(Yellow)、黑 (Black) ,在印刷中代表四种颜色的油墨。

CMYK 模式在本质上与 RGB 模式没有什么区别 ,只是产生色彩的原理不同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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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GB模式中由光源发出的色光混合生成颜色 ,而在 CMYK 模式中由光线照到印有

不同比例 C、M、Y、K 油墨的纸上 ,部分光线被吸收后 ,反射到人眼的光产生颜色。

由于 C、M、Y、K 在混合成色时 ,随着 C、M、Y、K 四种成分的增多 ,反射到人眼的光

会越来越少 ,光线的亮度会越来越低 ,所以 CMYK 模式产生颜色的方法又被称为色

光减色法。

CMYK 也代表 Photoshop 软件中四个通道的颜色 ,如图 1-32 所示。简单说就

是专门用来印刷的颜色 ,人们通过控制青、品红、黄、黑四色油墨在纸张上的相叠印刷

来产生色彩的。它的颜色种数少于 RGB色。

图 1-32  CMYK 模式下的色彩面板与通道面板

在 Photoshop 软件中 ,青、洋红、黄、黑四个通道颜色每种各按百分率记算 ,100%
时为最深 ,0%时最浅 ,而黑色和颜色混合几乎没有太大关系 ,它的存在大多是为了方

便地调节颜色的明暗亮度 ,而且在印刷中 ,单黑的使用机会是很多的 ,比如报刊书籍

中的文字几乎都是用单色黑。

在 Photoshop 软件中 ,CMYK色彩不如 RGB 色彩丰富饱满 ,而且部分功能将无

法使用 ,由于颜色种数没有 RGB 色多 ,当图像由 RGB 色转为 CMYK 色后颜色会有

部分损失(从 CMYK 转到 RGB则没有损失) ,但它也是惟一一种能用来进行四色分

色印刷的颜色标准。用 CMYK 模式编辑虽然能够避免色彩的损失 ,但运算速度很

慢。主要因为 :①即使在 CMYK 模式下工作 ,Photoshop 也必须将 CMYK 模式转变

为显示器所使用的 RGB模式。②对于同样的图像 ,RGB 模式只需要处理三个通道

即可 ,而 CMYK 模式则需要处理四个。

首先 ,我们来看两幅图 ,如图 1-33 所示。其中 A 为 RGB 色彩模式模型 ,B 为

CMYK 色彩模式模型。可以看到 ,在 A 中 ,红、绿、蓝三色两两混合后 ,将会产生青

色、洋红色和红色 ,三色混合后产生了白色 ;在 B 中 ,青色、洋红色和红色两两混合

后 ,将会产生红色、绿色和蓝色 ,三色混合后产生了黑色。

同时也可以看到 ,两种色彩模式下同名的颜色在亮度上有很大的区别 ,RGB 模

式的色彩很亮 ,而 CMYK 模式的色彩较暗。这与两种色彩模式形成的原理有关。

RGB模式是由三色光混合而成 ,CMYK 是由三种不同色彩的颜料或油墨混合而成。

在这里 ,我们可以把绿色与洋红色、红色与青色、蓝色与红色的对应关系称为反

色或者补色。如图 1-3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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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3  两种不同的色彩模式

图 1-34  CMY 与 RGB的反色关系

  无论是在 RGB 模式下 ,还是在 CMYK 模式下 ,各单色通道的色值相同时为无

色彩的灰度色。如图 1-35 所示。

图 1-35  色值相同时为无色彩的灰度色

在设计制作的过程中 ,必须严格遵循一条原则 ,在图像用于显示时 ,使用 RGB 色

彩模式 ,在图像用于印刷时 ,使用 CMYK 色彩模式 ,尽可能地减少两种色彩模式之

间的转换 ,尤其是减少从 RGB 到 CMYK 的转换 ,以免造成色彩信息的丢失。如果

必须进行转换 ,我们可以使用一种中间模式 Lab 模式进行过渡转换 ,即首先将 RGB

模式转换 Lab 模式 ,再从 Lab 模式转换为 CMYK 模式。因为 ,Lab 模式所包含的颜

色范围最广 ,能够包含所有的 RGB 和 CMYK模式中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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