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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P印版显影参数设置研究

付文亭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 包装印刷系，广东 中山 528436）

摘 要：为探寻较好的显影参数，设定 3组显影温度和 2组显影速度，测试了不同显影参数条件下CTP
印版的留膜率与空白密度等显影质量指标，并绘制其关系曲线。通过对比分析得出，所设定的各参数条件

下，较理想的显影参数是显影温度为 25.5℃，显影速度为 1 300 mm/min。在该参数条件下，当温度在± 0.5℃
范围内波动时，能同时保证留膜率和空白密度合乎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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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Development Parameter Settings of CTP P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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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ment of Packaging and Printing, Zhongshan Torch Polytechnic，Zhongshan Guangdong 528436，China）

Abstract：To explore the better development parameters, 3 groups of developing temperatures and 2 groups of
developing speeds are set for testing. The film-remaining rate and the blank density of CTP plates with different developing
conditions were tested with the curves drawn. Through the contrast analysis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setting parameters,
25.5℃ and 1 300 mm/min are the ideal parameters and when the temperature is in the range of plus or minus 0.5℃, the film-
remaining rate could be ensured with blank density up to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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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点质量是印品复制和色彩再现的基础，是实

现印品阶调层次和色彩转移的真实反映，较多科研

工作者对其进行了研究[1-5]。而显影过程是影响网点

再现的主要因素之一，若显影参数设置不合适，即

使曝光参数是最佳的，最终显影出来的版材也不能

满足印版要求。在实际印版生产中，只有做到了显

影液、显影参数与版材类型的一一对应，才能保证

显影后CTP（computer to plate）印版的质量。而评价
CTP印版显影质量的 2个重要指标是留膜率和空白
密度[6-7]。因此，本研究拟选用留膜率和空白密度两

个指标为研究对象，设定不同的 3组显影温度和 2组

显影时间，通过试验对比得出较理想的显影参数，以

期为 CTP印版的工业化生产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1 留膜率与空白密度

1.1 留膜率

留膜率是指 CTP版未曝光部分经过显影后感光
膜的留存率。它是通过测量版材显影前和显影后的

实地密度，并经过计算得到的，是判断显影效果的

一个重要指标。若显影过程中显影过度，则版材的

留膜率较低，此时印版上的网点达不到正常范围内

的再现，在印刷过程中会出现掉版、网点（阶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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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正确再现等故障。为了保证留膜率能达到要求，

在实际生产使用中，对于 CTP版，其留膜率必须保
持在 90%以上。测量留膜率时，必须保证显影前后
的测量点为同一个点，且应把版基的反射密度考虑

进去。假设白版基反射密度为D0，显影前实地密度

为D 前，显影后的实地密度为D 后，则：

留膜率 =（D后 -D0）/（D前 -D0）*100%。
对留膜率影响较大的因素有显影温度、显影时

间（显影速度）、显影毛刷压力和显影液对感光胶的

溶解能力 4个。显影温度对留膜率的影响排首位，且
显影过程中需注意整个显影槽内温度的均匀性，需

用温度计进行多点测量，各个测点的温度差值应控

制在 0.3 ℃以内。显影时间也是影响印版留膜率的一
个重要指标，且在显影液浓度不变的前提下，CTP印
版对显影时间的要求要比传统印版对显影时间的要

求严格得多，实际操作中同样要注意其均匀性。显

影过程中，要注意毛刷压力的大小，且应左右均匀。

由于显影液的消耗和自身氧化作用，显影液的溶解

能力在整个使用周期中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应地

会对版材的留膜率造成影响。

1.2 空白密度

空白密度是指显影后版基空白部分的干净程度，

它对印刷过程中版基的亲水性以及是否上脏起决定

性作用。显影过程中，应保证 CTP版基的空白密度
不要过高。空白密度越低，显版密度越接近版基密

度，说明显影越干净，空白密度过高（超过 0.3）则
容易引起印刷过程中的印版上脏等问题。

对于CTP版材空白部分（即空白密度）的检测，
可选用修版笔涂改空白部位来改进，并通过对比涂

改区和未涂改区的反差确定空白部分的干净程度。

若两者间反差极小，则 CTP版材空白部分干净。

2 试验方案

1）仪器和设备。CTP直接制版机，Screen PR 8600
型，网屏公司；CTP版材，选用 FIT阳图热敏型CTP
版，四川新图印刷技术有限公司；印版检测仪，X-

Rite iCPlate Ⅱ型，爱色丽（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试验参数的设定。本研究中的试验参数主要包

括显影温度和显影速度 2类[8]：共设置了 25.0，25.5，
26 ℃3个显影温度；在不同的设置温度下，设置了
1 200，1 300 mm/min 2个显影速度。

3）试验操作。在设定显影温度下，根据设定的
2个显影速度对CTP版材进行显影处理；显影完成后，
测量版基的留膜率和空白密度，并记录数据，且通

过对留膜率的测量来判断留膜率和空白密度是否合

乎标准。留膜率测试过程中，每个条件下选 5 个测
点，取其平均值为实测值。试验过程中，允许显影

温度在设定温度和实际温度偏差范围内波动。通过

多次试验，最后确定试验条件下最合理的显影温度

和显影速度。以设置温度和速度的不同进行分组，测

量显影过程中的相关数据，包括实测温度、实测速

度、平均留膜率、空白密度等，并通过测量版基密

度和利用酒精检验判断版材是否干净，以做参考。

3 试验数据与分析

显影速度为1 300 mm/min时，测试所得不同显影
温度下的印版留膜率和空白密度的柱形图见图 1。

由图 1可看出，随着显影温度的提高，印版的留
膜率和空白密度均随之降低。由图 a可看出：设置温
度下，各版材的留膜率均达印版要求，在 90%以上；
但 26.0 ℃时的留膜率已为 90.00%，若继续升高显影
温度，则留膜率会低于 90%，不满足印版要求。由
图 b可看出：设置温度下，各板材的空白密度均低
于 0.3，也均符合印版要求。故对于 1 300 mm/min的
显影速度，为了保证版材的留膜率高于 90%，显影温
度可选择低于或等于 26.0 ℃。

a）留膜率

b）空白密度
图 1 显影速度为 1 300 mm/min时
印版留膜率和空白密度的柱形图

Fig. 1 The column chart with film-remaining rate and blank
density of the plate with developing speed at 1 300 mm/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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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所示为显影速度为1 200 mm/min时，测试所
得的印版留膜率和空白密度的柱形图。

由图 2同样可以看出，随着显影温度的提高，印
版的留膜率和空白密度均随之降低。由图 a 可以看

出，在设置的25.0和25.5℃温度条件下，各版材的留
膜率均高于 90%，达到印版要求，但 26.0℃时的留膜
率仅为 89.50%，未能达到印版要求；由图 b可以看
出，在各设置温度下，各板材的空白密度均低于 0.3，
符合印版要求。因此，在1 200 mm/min的显影速度条
件下，为了保证留膜率高于 90%，必须选择温度低于
或等于 25.5 ℃的条件来显影。
为便于将不同设置条件下的试验数据进行对比，

从而得出最佳显影参数，将所得实测温度、速度、显

影速度、平均留膜率、空白密度、版基密度及酒精

检验结果等列于表 1。对比表中数据，可知在各设定
显影参数条件下，显影温度为 25.5 ℃、显影速度为
1 300 mm/min时，所得印版的质量较为理想。
由于显影速度的波动主要由机械传动决定，由

实测显影时间可看出，其波动在2 s内，相差不大，因
而其变化可忽略。由表 1可看出，各实测显影温度均
略低于相应的设置温度，1 200 mm/min显影速度下，偏
差分别为0.2, 0.2, 0.4, 1 300 mm/min显影速度下，偏差
分别为 0.1, 0.2, 0.3，显影温度在+0.5范围内波动。选
择1 300 mm/min的显影速度时，即使显影温度在+0.5
范围内波动，该参数仍能保证留膜率高于 90%，同时
空白密度也在要求范围内。若选择1 200 mm/min的显
影速度，虽然空白密度能得到保证，但是当温度每

升高 0.5 ℃时，留膜率的变化剧烈，并且显影温度为
26.0 ℃时的留膜率低于 90%，若选择更低的温度，则
空白密度又会升高。所以，1 200 mm/min的显影速度
应对变化的能力较差，相对而言不合适。

a）留膜率

b）空白密度
图 2 显影速度为 1 200 mm/min时
印版留膜率和空白密度的柱形图

Fig. 2 The column chart with film-remaining rate and blank
density of the plate with developing speed at 1 200 mm/min

表 1 不同设置温度和速度下印版的相关数据

Table 1 The film-remaining rate and the blank density value with different temperatures and speeds

设置显影温度 /
℃

25.0

25.5

26.0

设置显影速度 /
（mm·min- 1）

1 300
1 200

1 300
1 200

1 300
1 200

实测显影温度 /
℃

24.9
24.8

25.2
25.3

25.7
25.6

实测显影时间 /
s

2 4
2 3

2 4
2 3

2 5
2 3

平均留膜率 /
%

94.2
91.5

91.9
90.1

90.0
89.5

空白密度

0.297
0.295

0.295
0.293

0.294
0.291

酒精检验

干净

干净

干净

干净

干净

干净

版基密度

0.289
0.288

0.288
0.290

0.292
0.289

因此，最终选择的最佳显影参数如下：显影温度

为25.5 ℃，显影速度为1 300 mm/min。这一参数满足
这样的条件：当温度在± 0.5 ℃范围内波动时，能同
时保证留膜率和空白密度合乎标准。

4 结语

显影过程是影响网点再现的主要因素之一，而

判断显影质量的好坏，首先是留膜率和空白密度。本

文通过对不同显影参数（包括显影温度和显影速度

等）条件下留膜率与空白密度的测试，分析得出在

所试验的条件下，显影温度为 25.5 ℃，显影速度为
1 300 mm/min是比较理想的显影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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