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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ileMaker中色域映射选项对

ICC特性文件的影响

付文亭 1, 2，邓体俊 1

（1.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 包装印刷系，广东 中山 528436；2. 武汉大学 印刷与包装系，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在 ProfileMaker 5.0中，基于LOGO Colorful、LOGO Chroma Plus和 LOGO Classic 3个色域映射设置选
项，分别制作了 ICC特性文件，并针对其色域、密度范围和阶调曲线 3个变量进行对比，研究了 ProfileMaker
5.0中色域映射的选项对彩色输出设备 ICC特性文件的影响，且计算了特性文件转换后的测试图色差值。结
果表明，ProfileMaker 5.0中，色域映射选项对应更改 ICC曲线中色域范围和阶调复制曲线这两个参数，尤其
是阶调复制曲线的改变非常明显。因此，ProfileMaker 5.0中色域映射的选项对 ICC特性文件内容有较大的影
响，在实际应用中，应该合理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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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ProfileMaker Gamut Mapping Options on ICC 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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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ree gamut mapping options of LOGO Colorful、LOGO Chroma Plus and LOGO Classic, the ICC
profiles were made with ProfileMaker 5.0. Three variables of color gamut, density range and tone curve were compared while
the influence of ProfileMaker gamut mapping options on color output device ICC Profile was studied with the color values
of test charts converted into the ICC profile being calculated. The result showed that gamut mapping options in ProfileMaker
5.0 changed the color gamut and tone curve, especially the change in tone reproduction curve was very obvious. Gamut
mapping options in ProfileMaker 5.0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ICC profile and should be reasonably chosen in practical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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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CC特性文件用于描述设备的 RGB（red，green，
blue）或 CMYK（cyan，magenta，yellow，black）控
制信号与这些信号所实际产生的颜色之间的关系，

它明确定义了RGB或CMYK数值所对应的CIEXYZ和
CIELAB数值。设备特性文件包含了描述设备运转状
况的色域、密度动态范围和呈色剂的阶调复制特性

3个主要变量信息。其中，色域指设备所用呈色剂（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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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的颜色所对应的范围；密度动态范围指设备色

中的白场与黑场的颜色和亮度值确定的范围；呈色

剂的阶调复制特性指设备的输入信号值与输出信号

结果之间的亮度值对应关系[1-2]。ICC特性文件的制
作是色彩管理流程的核心技术之一，其能否精确反

映设备的呈色特性决定着色彩管理的成败。

ProfileMaker是一款市场占有率非常高的专业色
彩管理软件，其主要功能是制作和编辑各种输入输

出设备的 ICC特性文件。色域映射设置是ProfileMaker
中制作输出特性设备 ICC特性文件的主要设置值之
一，包含LOGO Colorful、LOGO Chroma Plus和LOGO
Classic 3个选项，如图1所示。本文拟研究ProfileMaker
中色域映射的 3个选项对彩色输出设备 ICC特性文件
的影响，以期为软件用户制作更好的 ICC特性文件提
供可靠的选择依据，同时，可为其他用户做类似的

试验提供参考方法，研究该软件中其他参数对 ICC特
性文件的影响。

  

  

1 不同映射选项下色域对比

色域是指设备所用呈色剂（原色）的颜色所对应

的范围，它是对设备颜色特性最原始的描述[3-4]。本

实验主要对ProfileMaker 5.0中不同映射选项下制作的
ICC特性文件的色域进行对比分析。
本实验分析 ICC特性文件色域的方法如下：
1） 在ProfileMaker 5.0软件中，输入FOGRA39数

据组，如图 1所示。色域映射选项分别选择“LOGO
Colorful”“LOGO Chroma Plus”和“LOGO Classic”3
个选项，其他参数设置为默认值，计算 ICC特性文
件，分别保存为 CoatedFOGRA39-Color ful . icc、

CoatedFOGRA39-Chroma Plus.icc和 CoatedFOGRA39-
Classic.icc。

2） 在ProfileEditor中，导人CoatedFOGRA39.icc、
CoatedFOGRA39-Chroma Plus.icc、CoatedFOGRA39-
Classic.icc和 CoatedFOGRA39-Colorful.icc 4个特性文
件，并以常用的CoatedFOGRA39.icc色域范围为基础，
查看 4个特性文件的色域。
实验所得结果如图 2所示。

  

从图 2中可以看出，相对于 CoatedFOGRA39.icc
的色域范围，CoatedFOGRA39-Chroma Plus.icc和
CoatedFOGRA39-Classic.icc的色域范围与 Coated-
FOGRA39.icc的色域范围基本重叠，而CoatedFOGRA
39-Colorful.icc的色域范围相对较小。

2 不同映射选项下密度动态范围对比

密度动态范围是指设备色中的白场与黑场的颜

色和亮度值确定的范围，是设备密度范围的描述。本

实验主要分析ProfileMaker 5.0在不同映射选项下制作
的 ICC特性文件的密度动态范围。
本实验分析不同映射选项下 ICC特性文件的动

态密度范围方法如下：在 ColorThink 2.1.2中，导入
CoatedFOGRA-39.icc、Coated FOGRA39-Chroma Plus.
icc、CoatedFOGRA39-Classic. icc和CoatedFOGRA39-
Colorful. icc 4个特性文件，并查看 4个特性文件设备
空间的白场与黑场 L, A, B值。
结果表明，所得 4个特性文件的白场值与黑场值

是完全一样的，其白场值均为 95，0，-2，黑场值均
为 9，0，2。

3 不同映射选项下阶调复制特性对比

阶调复制特性是指输入（原稿）阶调数值与输出

（印刷品）阶调数值之间的对应关系曲线，它是对印

图 1 ProfileMaker中色域映射选项
Fig. 1 Gamut mapping options in ProfileMaker

图 2 2D（ab）色域图
Fig. 2 2D（ab）chart of color gam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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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设备表现图像层次的描述[5-6]。本实验中主要分析

ProfileMaker 5.0中不同映射选项下制作的 ICC特性文
件的阶调复制特性。

本实验分析 ICC特性文件阶调复制特性的具体
方法如下：

1）在ColorThink 2.1.2中，导入CoatedFOGRA39.
icc、CoatedFOGRA39-Chroma Plus.icc、CoatedFOGRA
39-Classic.icc和CoatedFOGRA39-Colorful.icc 4个特性
文件；

2）以常用的CoatedFOGRA39.icc阶调复制特性为
基础（CoatedFOGRA39表现的是印刷机的阶调复制
特性），查看 4个特性文件的阶调复制特性曲线。
实验所得具体结果如图 3所示（图示均为相对色

度转换意图下的阶调复制特性，其中，横坐标是以

10%为间隔的网点百分比，纵坐标是密度值）。

      

      

由图 3所示4种 ICC特性文件阶调曲线中可看出，
在相对色度转换意图下的 4种 ICC特性文件的阶调复
制情况为：在同等密度范围内，CoatedFOGRA39.icc
特性文件的亮调和中间调拉伸，暗调略有压缩，能

到达最黑密度和最白密度；而对于 CoatedFOGRA39-
Chroma Plus.icc与CoatedFOGRA39-Colorful.icc，其阶
调曲线形状基本一致，从曲线的具体形状可以得

知，其特性文件的亮调和中间调被拉伸，暗调略有

压缩，虽然没有完全达到最黑密度，但是其白场值

可以得到实现；而CoatedFOGRA39-Classic.icc特性文
件表现为阶调曲线差异最大的特性文件，其层次被

大量压缩，白场值和黑场值都没有达到最大值。

4 不同映射选项下转换效果对比

输出设备特性文件 ICC是对输出设备呈色特性
的描述，主要用于颜色数据在不同颜色空间下的转

换。本实验拟对ProfileMaker 5.0不同映射选项下制作
的 ICC特性文件的转换效果进行对比。
本实验中，分析 ICC特性文件转换效果的具体方

法如下：首先，在 Photoshop CS3中，将选用的测试
图由 CoatedFORGRA39.icc 颜色空间分别转换到
CoatedFOGRA39-Colorful. icc、CoatedFOGRA39-Chroma
Plus.icc以及CoatedFOGRA39-Classic.icc颜色空间，其
转换意图均为相对色度转换意图；然后，对 Coated
FORGRA39.icc颜色空间下的源文件和转换后的文件
进行对比。测试图由Macbeth Color Checker 24（用于
采集色度数据）、测试图片（用于整体效果对比）、

CMYK渐变条（用于阶调层次的对比）3部分构成，
所得转换效果如图 4所示[7-8]。

从图 4所示测试图的转换效果图可以看出，对比
Coated FORGRA39.icc颜色空间下的原图，测试图经
过转换之后，在 CoatedFOGRA39-Colorful.icc和
CoatedFOGRA39-Chroma Plus.icc特性文件的作用下，

a）CoatedFOGRA39.icc

b）CoatedFOGRA39-Chroma Plus.icc

c）CoatedFOGRA39-Classic.icc

d）CoatedFOGRA39-Colorful.icc
图 3 4种 ICC特性文件的阶调曲线

Fig. 3 Tone reproduction curves of the four ICC prof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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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图的变化不大，层次再现良好，其中白场没有

变化，而黑场略有不足；而在CoatedFOGRA39- Classic.
icc特性文件的作用下，测试图的层次变化非常大，
层次压缩严重，白场明显不足，黑场也略有不足，但

颜色区别不大。

以测试图中Macbeth Color Checher 24中色标的色
度值为采样点（自左而右、自上而下分别标号为 1，
2，3，…，24），具体如图 5所示，记录每个色块的
色度值，并且以此计算转换后其在不同特性文件作

用下，色块与 Coated FORGRA39.icc源颜色空间色块

的色差值，所得色差数据具体见表 1；所得色差散点
图如图 6所示。

分析表 1所示色块平均值和标准差，并观察图 6
所示每个色块色差的散点图，可得出以下结论：

1） 将测试图片转换为 CoatedFOGRA39-Chroma
Plus.icc特性文件后，色块的色差平均值和标准偏差
值均是最小的；

2） 从测试图片的色差散点图中也可以看出，标
示CoatedFOGRA 39-Chroma Plus.icc转换后的色差点大
部分处在最下端，即色差值最小；

3） 测试图转换为CoatedFOGRA39-Colorful.icc特
性文件后，其色块色差平均值和标准偏差值均处于

中间，散点图亦是；

4） 测试图片转换为CoatedFOGRA39-Classic.icc特
性文件后，色块色差平均值及标准偏差值均是最大

a）CoatedFOGRA39.icc

b）CoatedFOGRA39-Chroma plus.icc

c）CoatedFOGRA39-Classic.icc

d）CoatedFOGRA39-Colorful.icc
图 4 测试图转换后的效果图

Fig. 4 The test chart after converting

图 5 Macbeth Color Checher 24色卡
 Fig. 5 Macbeth Color Checher 24 test chart

表 1 3种 ICC特性文件下各色块色差
平均值与标准差值

Table 1 The average and StDev values of chromatic
aberration with the three ICC profiles

特性文件

CoatedFOGRA39-Chroma Plus.icc
CoatedFOGRA39-Colorful.icc
CoatedFOGRA39-Classic.icc

色差平均值

2.075
3.000
4.466

色差标准差

1.075
1.406
3.382

图 6 3种 ICC特性文件下各色块色差值
Fig. 6 Chromatic aberration of every color patch with

the three ICC prof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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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部分色块的色差值都是 3 种特性文件中最大
的，特别是白场值，其色差值达到了 17。

5 结论

通过ProfileMaker 5.0中色域映射3个选项（LOGO
Colorful、LOGO Chroma Plus和LOGO Classic）对应的
ICC特性文件色域、密度范围和阶调复制曲线和转换
效果 4个实验的对比研究，可得出以下结论：

1） ProfileMaker 5.0中色域映射选项对应更改了
ICC特性曲线中色域范围和阶调复制曲线这 2 个参
数，尤其是阶调复制曲线改变非常明显；

2）3个色域映射选项中，以 LOGO Colorful选项
制作的 ICC特性曲线的色域范围最小，而其他选项色
域范围较大，且基本一致；

3）3个色域映射选项中，不改变密度范围，但
是更改了阶调复制曲线，其中 LOGO Chroma Plus和
LOGO Colorful 2个阶调复制曲线比较接近，而LOGO
Classic阶调复制曲线极大地压缩了阶调范围，尤其
是白点不够白；

4）从 3个特性曲线的转换效果来看，以 LOGO
Chroma Plus选项制作的 ICC特性曲线最符合源文件，
且其色差和阶调层次都是最佳的。

由以上结论可知，ProfileMaker 5.0中色域映射的
选项对 ICC特性文件有较大的影响，在实际应用中，
应该合理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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