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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原稿质量和编辑用色水平  

     作者：殷幼芳  

      【内容提要】如何制作、印刷出质量精良的彩色报纸，是记者、编辑、制作和印刷工

作者共同研讨的课题，而摄影记者拍摄的原稿质量和美编的设计用色水平是印出精美彩报的

关键要素。本文将对此做简要论述。 

 

如何制作、印刷出质量精良的彩色报纸，是记者、编辑、制作和印刷工作者共同研讨的课题，

而摄影记者拍摄的原稿质量和美编的设计用色水平是印出精美彩报的关键要素。本文将对此

做简要论述。  

 

        原稿的标准  

        原稿质量和编辑用色水平是制约彩报质量的重要因素。报纸在重视时效性的同

时，也必须充分重视其艺术性。因此，在彩色原稿的选用和版面用色、配色上，是否符合新

闻纸印刷工艺规律已成为影响彩报总体印刷质量的主要因素，特别是部分数码图片，由于只

强调时效性，忽视印刷要求与艺术性表现，致使印刷出来的图片不是感觉灰暗、陈旧检测系

统及仪器，就是图案色块化。能否在强调时效性的同时也考虑一下艺术效果，从而将彩色图

片的印制质量再提高一步呢？ 

        图片是彩报的“脸面”，彩色新闻图片在报纸版面上具有很重要的感召力和视觉

冲击力。若有一张优秀的新闻图片，就等于版面有了灵魂，版面图文并茂、色彩亮丽，直接

影响着报纸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一幅色彩鲜艳、层次丰富、清晰逼真的图片，能够给读

者以美的享受。很难想像一组偏色严重、缺少层次、感觉发虚的原稿，会印出好的效果。应

明确一个观点：印刷的图片信息只能在原稿基础上采集，而不能再造，何况每一次调整都会

损失一部分原稿信息发展史，彩报印刷图片的质量是原稿质量、美编用色水平、印前图像处

理和印刷质量的综合反映，而其根本在于原稿质量。 

      时，也应顾及最终印刷效果。对彩报选用模拟或数字原稿的标准如下。  

        (1)颜色准确，色彩饱和，不偏色。  

        (2)放大倍率适中 DTP，不要超倍率放大。  

        (3)反差适中，高、中、暗调层次齐全。  

        (4)层次清晰，颗粒细腻。  

        一般新华社摄影记者拍摄的照片质量不错，完全符合上述质量标准，从根本上提

高了印刷图片的质量。人民日报等全国大多数报纸采用新华社的图片文件，印刷质量都非常

好。 

        图片的选用  

        报纸编辑在选择图片时，应尽量选用清晰度高的数字或模拟图片，尽量不选用网

上下载的图片，因为后者一般图片尺寸小、色彩失真、分辨率低（通常只有 72dpi），不能用

于印刷。由于当前一些报纸选用上述图片版材，已普遍影响报纸图片质量。  

 

        1.网上图片的选择 

        随着网络的普及，网上照片大量涌现，报纸编辑出于版面需要，难免要选用一些

网上图片。但在选择网上图片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1）尽量选择一些对比度、反差稍大的图片，因为网上图片大多偏小，层次差。

由于报纸印刷条件限制，挂网时要损失一些层次。  

        （2）选用网上人物照片时，应选择一些全景或中景照片，少用特写照片。因为

人物特写照片面部层次清晰标准及认证，颗粒较粗，印刷容易出现一个个小色块，不细腻；



方略学科导航（www.firstlight.cn） 
 

而全景、中景照片重在表现人物动作，人物面部小，不易暴露缺陷。  

 

        （3）网上图片的文件大小基本决定了图片印刷质量，一般图片文件大小与报纸

中图片版面尺寸是成正比的。  

        如果想在报纸上应用网上图片，一般要求照片文件大于 200K，应用尺寸在 60mm

×100mm 之内。换句话说，网上图片在设计版面尺寸时最好原大，尺寸要放大也不要超过

原文件的 120%扫描，这样图片印刷质量才不至于较差。  

 

        2.数码图片的选择  

        数码相机拍摄的数码图片，优点是景深较好、色彩饱和，但由于拍摄时受环境、

色温、曝光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许多图片不是发暗、层次并级，就是色彩过于饱和印后设备，

应尽量选择层次分布较均匀、色彩还原较准确的图片。 

      机的像素大小应尽量调整到 2048dpi×1536dpi。由于数码相机的像素值是固定的，应

在计算像素值后变至适当尺寸，且不要放大。 

       新闻是报纸的生命输纸，如果没有什么突出的重大新闻，那在版面设计上也很难

有突破。新闻版面的设计必须首先从版面结构入手，从整体布局做起，而形成版面结构的基

本条件就是正文、标题与图片、字体的变化，文字长短的合理搭配数字出版，长篇文章中的

小标题，图片的恰当配备，这些都很重要。版面上文字组合结构的变化，其实是美编及文字

编辑的再创造。  

        在工作中，应重视以下 2 个方面的关系。  

        1.版面的对比关系  

        比如版面空白、字距、黑白对比等，通常版面中版块的大小以及文字的长短、粗

细都是要考虑的因素，版块划分要简洁明快，不刻意追求版面艺术效果，不拘泥于种种“版

面规矩”，同时不能简单地混同于别的版面。 

      标题字体、较稳定的文字分栏、恰到好处的栏距等要素，可有效分割版面上的视觉点，

努力营造一个良好的资讯空间。  

        2.版面的色彩平衡关系  

        具体到版面上，针对黑白灰、点线面应有的节奏关系，发挥各自的功能，是美编

最应该做的事。缺少重色的版面会显得没有重心；缺少亮色的版面如同砖墙，透不过气来；

缺少灰色的版面又不太强烈。总之，不滥用色彩，要保持一种充满时尚气息的优美和雅致。  

 

        此外，应精心选用新闻图片，与上述精巧的设计相得益彰。  

        报纸版面设计是一门实用设计艺术，它既包含了平面设计中的设计法则，也包含

了新闻学、语言学中的很多知识，而且还需要一定程度上的艺术学知识和造型能力。图像处

理 

      复杂。简单是因为版面的要素基本是固定的，哪个稿件是主稿，哪个稿件是次稿，重

点一目了然；复杂是因为美编需通过文字与图形的空间组合，再加上色彩搭配，在表达出和

谐与美的同时，让版面变得有品位、有个性，表现出一定的审美价值评奖，充分展现时政新

闻的魅力。 

        调色的经验  

        《北京晚报》登载过一篇名为《为晚报调色的人》的文章，介绍了该报组建的一

支年轻的美编队伍。他们带着“读者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彩色晚报”这个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调

查，了解到众多读者的要求，从而总结出色彩设计的 12 个“不能太”的经验，现摘录如下

打样，以求给全国各类报纸美编带来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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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一般读者看晚报多在灯下，年轻读者车上看、走着看，有的老年读者带着老

花镜看，所以晚报的颜色不能太花、太乱、太暗。  

        (2)《北京晚报》有 40 多年的新闻和文化积淀，颜色的设计不能太重、太浮、太

飘。  

        (3)《北京晚报》作为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报纸，颜色设计不能太旧、太粗、太

躁。  

        (4)《北京晚报》位居首都发行量最大的市民报纸，色彩设计不能太奇、太艳、

太满。  

        这 12 个“不能太”让年轻的美编惊讶得瞪大了眼睛，但是这就是读者需要的晚

报，这 12 个“不能太”也考验着晚报编辑的文化艺术综合素质和修养。 

      ，晚报的美编多给自己“画出了几个框框”。  

        (1)用色单纯明快、谨慎克制，突出新闻内容，不做“花”报纸或“画”报纸，

给读者一份清晰、轻松、易读的晚报，保持新闻的原貌和可信度。 

        (2)用色有条理、有秩序、有主调，一页报纸只用一个主色调洗涤用品包装，保

持版面色彩的一致性与协调性。  

        (3)版面不乱填颜色或填满颜色，避免增加读者视觉负担，不能因颜色无度而影

响读者阅读晚报的速度。  

        (4)用色新、稳、和，既突出晚报的现代感，又有晚报厚重的文化底蕴和品位。  

        为使每天几十页晚报的版块清晰上海宏景，编辑们设计了 3 个形象，一是 1～24

版的新闻形象，二是 25～32 版的新闻特刊和副刊形象，三是 33 版以后的各种周刊和特刊形

象。对这些版块，美编都做了精心的色彩设计和包装。 

      编之外油墨，还有一起工作的“调色师”：操作计算机的工作人员及印刷机前的色彩

专家们共同协作。实际上，设计一份风格统一、制作精良的彩色晚报，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

程，要求每一个部门、每一道工序、每一个人精益求精、追求卓越，也是众人齐心协力、共

同努力的结果。特别是必须随时了解读者的愿望，为读者着想，满足读者的期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