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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管理原理与应用》

内容概要

《色彩管理原理与应用》共分为12章。第1、2两章为颜色及其度量的基础知识和技术，是色彩管理技
术的基石。第3～5章，介绍了当前色彩管理技术应用对象的颜色特性，以及由此建立的基本的颜色处
理方法，涉及设备的颜色特性、特性的量化及颜色在不同设备间传递时的匹配。这些内容是色彩管理
技术处理颜色最基本的方式、方法，也是认识和思考其应用问题的基础。第6章给出了在数字媒体体
系中色彩管理的系统框架和相关技术内容，是色彩管理实施必需的系统组成。第7～9章分别介绍了建
立显示、输入和输出类颜色设备ICC标准格式特性文件的方法和技术手段，而为设备构建颜色特性文
件是色彩管理实施的首要任务。第10和第11两章，给出了色彩管理系统的工作流程和一些典型应用软
件中的流程实现。第12章则摘取了色彩管理技术在印刷打样、广告输出等行业中有代表性的应用或案
例，以从实践中阐述色彩管理的功能和作用。希望《色彩管理原理与应用》能起到搭建地基和抛砖引
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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