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章彩图    

色彩无疑是平面作品最绚丽的元素,色彩影响和决定着作品的整体风格和色调。
色彩应用的关键在于颜色的使用和搭配,即调色和配色。本章深入讲解调色方法,包
括“色相/饱和度”命令或调整图层、“匹配颜色”命令、“应用图像”命令、图层混合模

式、Lab调色法、曲线调色及Camera
 

Raw滤镜调色等。调色配色对设计人员的美工

有较高要求,而美工的功底养成绝非一日之功,需要读者细心揣摩,从模仿到改进,再
到创新,进而设计出心仪的作品。

1.
 

熟练掌握色彩的三要素和基本原理。

2.
 

掌握调色相关命令、工具和滤镜。

3.
 

综合应用多种方法设计风格化的色彩。

1.
 

应用直方图分析图像曝光问题。

2.
 

多种方法校正图像偏色。

3.
 

Camera
 

Raw滤镜调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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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和搭配色彩,使画面和谐统一,首先要认识色彩。光线进入人的视网膜产生信号,信
号会传输到大脑的中枢,使我们感觉到不同的色彩。发光体的光线直接进入人眼中,这种光就是

光源光。其他物体本身不能发光,但人眼能看到它,这种光就是反射光。不同的色光会给人带来

不同的色彩感受。

5.1 色相调整


5.1.1 基础知识

  色彩隐藏了视觉的密码,学会如何配色和调色要从认识最基本的色彩属性开始。色彩有色

相、明度和饱和度三种基本属性。

1.
 

色相

(1)
 

色彩三原色。色相就是色彩的相貌,是色彩最基本的属性。颜料的色彩混合搭配,遵循减

色原理,其三原色是红、黄、蓝,运用这三种原色的不同配比能得到各种不同的色彩来绘制图画。
光色的色彩混合搭配,遵循加色原理,其三原色是红、绿、蓝,这三种原色两两混合会得到更明亮的

颜色,如果三种光色等量混合,会得到白色。
 

加色原理和减色原理在等比例条件下相互配对所形成

的颜色,如图5-1所示。Photoshop颜色处理均按照加色原理进行。加色和减色原理的颜色混合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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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色原理:
 

红+绿=黄,绿+蓝青,蓝+红=品红,红+绿+蓝=白。
减色原理:

 

品红+黄=红;
 

黄+青=绿,青+品红=蓝,蓝+红+绿=黑。
(2)

 

互补色配对。互补色的色彩搭配是在色环上成180度相对应的一对颜色,所以一个颜色的

互补色只有一种配色方案。例如,红色RGB(255,0,0)和青色RGB(0,255,255)是一对互补色,两者混

合成白色RGB(255,255,255)。运行Photoshop后,在“图层”面板中绘制青色的圆形和红色的圆形,
分别在上下两个图层,将青色圆形图层的混合模式设为“变亮”或者“滤色”,可以看到两者混合的结果

为白色,如图5-2所示;
 

图层混合样式如图5-3所示。

图5-1 色彩三原色 图5-2 互补色配对 图5-3 对比色配对

(3)
 

色相环。色相是色彩的首要特征,是区别各种不同色彩的最准确的标准。十二色相环是

由原色、二次色和三次色组合而成。色相环中的三原色是红、绿、蓝色,在环中形成一个等边三角

形。二次色是黄、青、品红色,处在三原色之间,形成另一个等边三角形。井然有序的色相环让使

用的人能清楚地看出色彩平衡、调和后的结果,体现着色相和明度变化,如图5-4所示。

2.
 

明度

明度是色彩的明暗程度,不同颜色会有明暗的差异,相同颜色也有明暗深浅的变化,区分为高

明度、中明度和低明度,明度越低,越接近黑色,如图5-5所示。

3.
 

饱和度

饱和度(纯度)是色彩的鲜艳程度,是指原色在色彩中所占据的百分比,纯度用来表现色彩的

浓淡和深浅,分为高纯度、中纯度和低纯度,纯度越低,越接近灰色,如图5-6所示。

4.
 

拾色器调色

使用HSB模式,可以通过调整H(Hue)色相、S(Saturability)饱和度、B(Brightness)明度,方
便选取需要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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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 色相环 图5-5 明度表

图5-6 纯度表

(1)
 

色相调整。在“拾色器”对话框中,选择 H 选项,拖动色块上的滑块,即可改变色相,如
图5-7所示。0度为红色,和360度重合,30度即可变一种色相。

 

图5-7 色相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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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饱和度调整。在“拾色器”对话框中,选择S选项,拖动色块上的滑块,即可改变饱和度,如
图5-8所示。饱和度分0~100%,数值越大颜色越鲜艳,越小颜色越淡。

图5-8 饱和度调整

(3)
 

明度调整。在“拾色器”对话框中,选择B选项,拖动色块上的滑块,即可改变明度,如图5-9
所示。明度分为0~100%,数值越大越明亮,越小就越暗沉。

图5-9 明度调整

5.1.2 项目案例:
 

季节变换

本例通过两种调整色相及饱和度的方法,来改变不同季节的银杏树叶颜色。

1.
 

“色相/饱和度”命令

具体方法步骤如下:
 

(1)
 

打开原图,如图5-10所示。
(2)

 

单击菜单栏“图像”→“调整”→“
 

色相/饱和度”命令,或者按快捷键Ctrl+U,在弹出的“色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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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饱和度”对话框中,将默认的“全图”改为“黄色”,拖动“色相(H)”滑块往右调整为“+70”,“饱和

度(A)”往右调整为“+12”,效果如图5-11所示,“色相/饱和度”对话框参数设置如图5-12所示。

图5-10 原图 图5-11 色相调整的效果

图5-12 “色相/饱和度”对话框

通过调整色相,改变了不同季节的银杏树叶颜色,由黄色变为了绿色,但是人脸及衣服区域也

偏色为滤色,这是调色不完善的地方,建立“色相/饱和度”调整图层的方法改进了这个缺点。

2.
 

“色相/饱和度”调整图层

具体方法步骤如下:
 

(1)
 

打开原图后,在“图层”面板中,单击“创建新的填充或调整图层”图标 ,在弹出的快捷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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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中,选择“色相/饱和度”,如图5-13所示;
 

在“色相/饱和度”属性面板中,同样的,将默认的“全
图”改为“黄色”,“色相”设为“+70”,“饱和度”设为“12”,其他参数为默认,如图5-14所示。如果不

确定需要改变的颜色是具体哪种颜色,可以在“属性”面板中,单击按下 按钮,将光标移动到图

像中的黄色树叶上,按住Ctrl键,同时按住鼠标左键移动,可以改变“色相”数值;
 

松开Ctrl键,按
住鼠标左键移动,可以改变“饱和度”数值。

图5-13 快捷菜单 图5-14 “属性”面板调整“色相/饱和度”

(2)
 

选择工具箱中的“设置前景色”色块,在弹出的“拾色器(前景色)”对话框中,拾取前景色为

黑色RGB(0,0,0),如图5-15所示;
 

单击工具箱中的“画笔工具” ,在选项栏中将画笔“大小”设
为“33像素”,“硬度”设为“0%”,“常规画笔”选择“柔边圆”,“模式”为“正常”,“不透明度”为
“100%”,“流量”为“100%”,如图5-16所示。

图5-15 “拾色器(前景色)”对话框

(3)
 

在“图层”面板中,选择“色相/饱和度”调整图层的蒙版缩览图,然后使用设置好的画笔,在
图像窗口中的人脸、手、衣服等部位涂抹,“图层”面板如图5-17所示;

 

这样就去除掉由于调整色相

造成的不正常变化的颜色,从而使得画面更加自然和谐,效果如图5-18所示。



208  

图5-16 “画笔工具”选项栏

图5-17 “图层”面板 图5-18 画笔涂抹蒙版后的效果

(4)
 

打开另外一张人像图片,采用同样建立“色相/饱和度”调整图层的方法,在“属性”面板中,
单击按下 按钮,将光标移动到图像中的衣服上,按住Ctrl键,同时按住鼠标左键移动,可以改变

衣服的“色相”,原图及改变颜色的效果如图5-19~图5-2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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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9 原图 图5-20 衣服改变颜色
 

图5-21 衣服改变颜色
 

图5-22 衣服改变颜色
 

5.2 匹配颜色


5.2.1 基础知识

1.
 

色彩再认识

  色彩除了色相、明度和饱和度这三种基本属性外,还有色温、色调和影调等相关属性,它们影

响和决定着图像的整体风格和直观感受。
(1)

 

色温。色温是色彩的“温度”,是指色彩的冷暖倾向。如偏向于蓝色的颜色为冷色调,如



210  

图5-23所示;
 

偏向于红橙色的为暖色调,如图5-24所示。

图5-23 冷色调
 

图5-24 暖色调
 

(2)
 

色调。色调是图像的整体颜色倾向。在色相、饱和度和明度三个要素中,某种因素起主导

作用,就称之为某种色调。例如,图5-25为黄色调,而图5-26为绿色调。

图5-25 黄色调
 

图5-26 绿色调
 

(3)
 

影调。影调是图像画面的明暗层次、虚实对比和色彩的色相明暗之间的关系,是物体结

构、色彩、光线效果的客观再现。按照影调的明暗程度,分为亮调、暗调和中间调;
 

按照影调的反差

程度,分为硬调、软调和中间调。图5-27为亮调,图5-28为暗调。

图5-27 亮调
 

图5-28 暗调
 

(4)
 

直方图。直方图是图形化地表示图像中的各个亮度等级的像素数量。横向代表亮度,从
左到右区分为暗部区域、中间调区域和亮部区域;

 

纵向代表像素的数量,纵向越高表示这个级别的

像素越多。直方图能够直观地观察到一幅图像整体亮度,从而判断出是曝光过度还是曝光不足。



211  

打开一幅黄昏原图,如图5-29所示;
 

单击菜单栏“窗口”→“直方图”命令,在打开的“直方图”
对话框中,可以看到当前的图像的整体明暗程度,直方图中暗部区域像素最多,亮部最少,画面整

体偏暗。因为图像拍摄的是夕阳西下的黄昏霞光,所以整体较暗但突出了美丽的霞光,如图5-30
所示。

图5-29 黄昏原图
 

图5-30 直方图

打开一张孩子的图片,按快捷键Ctrl+L,在弹出的“色阶”对话框中,同样可以看到直方图的图

形,像素集中在暗部区域较多,如图5-31所示;
 

向左拖动白色滑块,如图5-32所示,这样可以增加亮

部区域的像素,将图像调亮,原图及调整后的效果如图5-33及图5-34所示。

2.
 

“匹配颜色”命令

不同图像的色调反差较大,需要通过匹配颜色使它们之间变得和谐,从而呈现出协调、自然的

效果。
“匹配颜色”命令可以将一张图像的色彩关系应用到另外一张图像中,使之产生相同的图像色

调。该命令可以应用在不同的图像,也可以应用在同一张图片的不同图层。

图5-31 “色阶”对话框
 

图5-32 调整亮部滑块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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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3 原图 图5-34 调亮后的效果
 

打开两张图片,如图5-35和图5-36所示;
 

在图5-35图像窗口中,单击菜单栏“图像”→“调
整”→“匹配颜色”命令,在弹出的“匹配颜色”对话框(如图5-37所示)中,“源”选择“5-36.jpg”,“图
层”选择“背景”,单击“确定”按钮,效果如图5-38所示。

图5-35 原图之一 图5-36 原图之二
 

图5-37 “匹配颜色”对话框 图5-38 “匹配颜色”的效果
 



213  

“匹配颜色”对话框各项选项及参数说明如下。
“明亮度”:

 

调整图像匹配的明亮程度。
“颜色强度”:

 

调整图像色彩的饱和度,数值越高,饱和度越高,数值越低,越接近单色效果。
“渐隐”:

 

决定有多少原图像的颜色匹配到目标图像的颜色中,该数值越大,越接近图像的原来

效果。
“中和”:

 

用来中和匹配前后的图像效果,常用于消除图像中的偏色现象。
“使用源选区计算颜色”:

 

使用源图像中的选区图像的颜色来计算匹配颜色。
“使用目标选区计算调整”:

 

使用目标图像中的选区图像的颜色来计算匹配颜色,前提是“源”
必须选择目标图像。

5.2.2 项目案例:
 

匹配颜色

校园的夜色太美,若是用璀璨星星点缀夜空,一定会显得更加静谧美好。那怎么样才能使校

园图和星空图充分融合在一起,没有违和感呢? 匹配颜色就是很好的方法,具体方法步骤如下:
 

(1)
 

打开一张校园风景图,如图5-39所示。

图5-39 校园风景图 图5-40 拖入星空图片

(2)
 

打开一张星空图片,将星空图片拖入校园图片中,按快捷键Ctrl+T,拖动控制点调整星空

图层的大小,如图5-40所示,使之覆盖整个校园背景图层。
(3)

 

在“图层”面板中,选择星空图层,然后单击面板底部的“添加图层蒙版” ,为星空图层添

加白色蒙版,选择该蒙版缩览图;
 

单击工具箱中的“设置前景色”,在弹出的“拾色器(前景色)”对话

框中,拾取前景色为黑色;
 

同样,设置背景色为白色。单击工具箱中的“渐变工具”,在图像窗口中,
从底部往上拉,对星空图层的蒙版填充为从黑到白的渐变色,“图层”面板如图5-41所示;

 

图层蒙

版渐变填充后的效果如图5-42所示。
(4)

 

在“图层”面板中,选择校园夜景的背景图层,然后单击菜单栏“图像”→“调整”→“匹配颜

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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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命令,在弹出的“匹配颜色”对话框中,设置“源”为当前的图像文件,“图层”为星空图层“图层

1”,如图5-43所示,然后单击“确定”按钮,完成的效果如图5-44所示。
(5)

 

查看匹配颜色后的效果,星空与校园的原图融合得更加自然了,整体色调十分统一,如
图5-44所示。

图5-41 “图层”面板 图5-42 蒙版遮罩星空的效果

图5-43 “匹配颜色”对话框 图5-44 “匹配颜色”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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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皮肤调色


5.3.1 基础知识

  “应用图像”命令,可以将图像的图层或通道(源)与现用图像(目标)的图层或通道混合,常用

于合成复合通道和单个通道的图像处理,也可以修正图像偏色的问题。
打开两张图像,如图5-45、图5-46所示;

 

选择图5-45的图像窗口,单击菜单栏“图像”→“应用

图像”命令,在弹出的“应用图像”对话框中,“源”选择“5-46.jpg”,“通道”选择“RGB”,“混合”选择

“柔光”,“不透明度”为默认的“100%”,如图5-47所示;
 

单击“确定”按钮,效果如图5-48所示。这

样就实现了两张图像的融合,色调统一。

图5-45 原图一 图5-46 原图二

图5-47 “应用图像”对话框 图5-48 “应用图像”的效果

“应用图像”对话框中的参数说明如下:
 

(1)
 

“源”:
 

这部分给出了源文件名、源图层和源通道的选项栏,可以选择一个源图像与当前图

片混合。勾选通道选项栏旁的“反相”后,源通道经反相再与当前图片混合。
(2)

 

“目标”:
 

目标就是执行“应用图像”命令的当前图像,它作为混合色参加混合。一旦打开

应用图像对话框,目标就不能更改。当源图像选定并点击确定后,作为目标的当前图像就被更改

为结果色。目标和源来自两个不同的文件时,两个图像文件的尺寸和分辨率必须完全相同。
(3)

 

“混合”:
 

用于选择混合模式。应用图像的混合模式与图层混合方式基本相同,另外增加

了“相加”和“减去”模式。“相加”模式可将目标和源的像素相加,相加常用于组合非重叠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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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去”模式是从目标中减去源的像素值。
(4)

 

“不透明度”:
 

不透明度值越小,混合的强度越弱,0其实就是没有混合。
(5)

 

“保留透明区域”:
 

图片中的透明区域不参与混合。
(6)

 

“蒙版”:
 

勾选该选项,会出现一个下拉菜单,其中可以选择一个有蒙版的图像,其蒙版作

为混合的蒙版;
 

如果选择某个通道,该通道就作为蒙版。如果勾选反相,则所选蒙版反相以后再作

为混合的蒙版。混合加入蒙版后,由于蒙版黑色区域的遮挡,白色区域的显现,使得混合的范围得

到控制,而蒙版的灰色区域呈现一定程度的透明效果。

5.3.2 项目案例:
 

皮肤调色

人像摄影在不同光线和色温下呈现不同肤色,要使皮肤白里透红,可以使用菜单“应用图像”
命令,具体方法步骤如下:

 

(1)
 

打开原图,如图5-49所示,该图像场景光线暗,人像皮肤偏红色。
(2)

 

选择菜单栏“图像”→“应用图像”,在弹出的“应用图像”对话框中,“通道”选为“红”,“混
合”选为“滤色”,“不透明度”设为“60%”,

 

调整后人像的皮肤效果明显变得白皙了,效果如图5-50
所示,“应用图像”对话框如图5-51所示。

图5-49 原图 图5-50 “应用图像”的效果

图5-51 “应用图像”对话框参数设置

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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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采用同样的方法进行人像的皮肤调色,原图及效果如图5-52和图5-53所示。

图5-52 原图 图5-53 “应用图像”的效果

5.4 湖水变蓝


5.4.1 基础知识

  在图层混合选项中指定的混合模式如何来控制图像中的像素是受绘画或编辑工具影响的。
首先要区分基色、混合色和结果色:

 

(1)
 

基色:
 

基色是指图像中的原稿颜色,也就是使用图层混合模式选项时,两个图层中下面的

那个图层。
(2)

 

混合色:
 

混合色是指通过绘画或编辑工具应用的颜色,也就是使用图层混合模式命令时,
两个图层中上面的那个图层。

(3)
 

结果色:
 

结果色是指混合模式结果后得到的颜色,也是最后的效果颜色。
打开两张图像,一张是从黑到白的渐变图像,另外一张是上半部分是白色、下半部分是黑色的

图像,如图5-54和图5-55所示;
 

将图5-55拖曳到图5-54的上面,并将其图层混合模式设为“柔
光”,如图5-56所示,效果如图5-57所示。

从图5-57可以看出,“柔光”模式根据上面的图层的明暗度来加深或者加亮图像,以50%灰色

为基准,如果上面图层(混合色图层)像素比50%灰色亮,则图像“结果色”变亮;
 

比50%灰色暗的,
则图像“结果色”变暗,使图像的亮度反差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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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54 基色图 图5-55 混合色图

图5-56 “图层”面板 图5-57 “柔光”图层混合模式效果

5.4.2 项目案例:
 

湖水变蓝

由于光线或者水质原因,拍照出来的水面昏暗或者浑浊,可以通过叠加蓝色图层,同时设置

“柔光”图层混合模式的方法,让湖水变蓝。本例的具体方法步骤如下:
 

(1)
 

打开湖水原图,如图5-58所示。
(2)

 

按快捷键Shift+Ctrl+N,新建一个图层;
 

单击工具箱中的“设置背景色”色块,在弹出的

“拾色器(背景色)”对话框中,拾取背景色为蓝色RGB(27,228,252);
 

按快捷键Ctrl+Delete,填充

当前新建的图层为背景色蓝色。单击工具箱中的“移动工具” ,拖曳蓝色图层使之覆盖湖面,如
图5-59所示。

图5-58 湖水原图 图5-59 添加蓝色图层

(3)
 

在“图层”面板中,选中蓝色图层,设置图层混合模式为“柔光”,如图5-60所示;
 

此时湖水

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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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变蓝,但湖水过渡层次稍显不自然,如图5-61所示。

图5-60 图层混合模式设为“柔光” 图5-61 “柔光”图层混合模式效果

(4)
 

确认当前选中的图层是蓝色图层,单击“图层”面板底部的“添加图层蒙版”图标 ,建立

白色的图层蒙版;
 

单击工具箱中的“设置前景色”色块,在弹出的“拾色器(前景色)”对话框中,拾取

前景色为黑色RGB(0,0,0);
 

单击工具箱中的“设置背景色”色块,在弹出的“拾色器(背景色)”对话框

中,拾取背景色为白色RGB(255,255,255);
 

单击工具箱中的“渐变工具” ,从上往下拉出渐变,为
蓝色图层建立从黑色到白色的渐变图层蒙版,让湖水颜色过渡自然,如图5-62所示。

图5-62 添加图层蒙版

(5)
 

在“图层”面板中,选中背景图层,按快捷键Ctrl+L,在弹出的“色阶”对话框中,拖动右侧

的白色滑块向左稍稍移动,如图5-63所示;
 

调整色阶后,整体提亮图像,湖水颜色由较为昏暗的颜

色变成了蔚蓝色,效果如图5-6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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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63 调整色阶 图5-64 湖水变蓝的效果

(6)
 

更换图片,采用同样的方法使湖水变蓝,前后对比效果如图5-65和图5-66所示。

图5-65 原图 图5-66 湖水调色的效果

5.5 Lab调色法


5.5.1 基础知识

1.
 

Lab颜色模式

  在Lab颜色模式中,L代表光亮度分量,范围为0~100(L=0,黑色;
 

L=100,白色),a代表从

绿色到品红的光谱变化(a<0,绿色;
 

a>0,品红),b代表从蓝色到黄色的光谱变化(b<0,蓝色;
 

b>0,黄色),如图5-67所示。Lab颜色模式的优缺点:
 

优点:
 

一是色域广,由于LAB颜色模式的色域最广,因此将RGB或者CMYK颜色模式的图

像转换为LAB颜色模式,不会丢失任何颜色信息。二是明暗和颜色可以分开调整。
缺点:

 

当图像转换为Lab颜色模式之后,有部分命令将不可用。最明显的就是在“图像”菜单

下面的“调整”命令和“滤镜”菜单下面的一些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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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Lab颜色模式下使用“应用图像”调色

打开一张风景图片,如图5-68所示;
 

单击菜单栏“图像”→“
 

模式”→“
 

Lab颜色”命令,把图像

的颜色模式设置为Lab颜色模式;
 

单击菜单栏“图像”→“应用图像”命令,在弹出的“应用图像”对
话框中,“通道”选择“Lab”,“混合”选择“滤色”,如图5-69所示,单击“确定”按钮,效果如图5-70
所示。

图5-67 Lab颜色模式 图5-68 原图

图5-69 “应用图像”对话框 图5-70 “应用图像”的效果

图5-70的天空部分有些变色,可以在“应用图像”对话框中,将“不透明度”调整为“60%”,如
图5-71所示;

 

效果如图5-72所示。

图5-71 “应用图像”对话框 图5-72 “应用图像”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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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项目案例:
 

Lab调色法

利用Lab颜色模式调色,能够方便地区分明度和色相进行调整。本例通过复制一个色彩通道

到另外一个色彩通道,从而实现调整颜色的目的,具体方法步骤如下:
 

(1)
 

打开一张绿叶图片,如图5-73所示。
(2)

 

执行菜单栏“图像”→“模式”→“Lab颜色”命令,把图像的RGB颜色模式设置为Lab颜色

模式;
 

执行菜单栏“窗口”→“通道”命令,打开“通道”面板,可以看到该图像颜色模式由“明度”、a
和b三个通道组成,如图5-74所示。

图5-73 原图 图5-74 “通道”面板

(3)
 

执行菜单栏“窗口”→“信息”命令,或者按快捷键F8,打开“信息”面板,把光标移动到图像

上,可以观察到图像的三个通道的数值,如图5-75所示,其中,a<0表示从洋红到绿色的通道里颜

色偏向于绿色;
 

b>0表示从黄色到蓝色的通道里颜色偏向于黄色;
 

有了Lab颜色模式的认识,能
够更好地理解后续的操作带来的结果。

图5-75 “信息”面板 图5-76 选择b通道

(4)
 

在“通道”面板中,选择b通道,如图5-76所示,按快捷键Ctrl+A,全选b通道,再按快捷

键Ctrl+C,复制b通道;
 

然后选择a通道,按快捷键Ctrl+V,将复制的b通道粘贴到a通道,这样

a的数值从a<0变成a>0,
 

表示从洋红到绿色的a通道里颜色偏向于洋红色,a偏向洋红色和b

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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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偏向黄色,两者混合的结果是红色,如图5-77所示。
(5)

 

相反,如果把a通道复制到b通道,则a<0,且b<0,
 

表示从洋红到绿色的a通道里颜色偏向

于绿色,从黄色到蓝色的b通道里颜色偏向于蓝色,混合的结果是青色,如图5-78所示。

图5-77 Lab调色结果之一 图5-78 Lab调色结果之二

5.6 曲线调色


5.6.1 基础知识

1.
 

打开“曲线”对话框

  (1)
 

执行菜单栏
 

“编辑”→“调整”→“曲线”命令,如图5-79所示,弹出“曲线”对话框,如图5-80
对话框。

图5-79 “曲线”菜单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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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80 “曲线”对话框
 

图5-81 “曲线”调整图层的

“属性”面板

(2)
 

按快捷键Ctrl+M,同样会弹出“曲线”对话框。
(3)

 

在“图层”面板中,单击面板底部的“创建新的填充图层或

调整图层”图标 ,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选择“曲线”,或者执行菜

单栏
 

“图层”→“新建调整图层”→“曲线”命令,创建一个“曲线”调
整图层,在“属性面板”中,能够进行同样的调整,如图5-81所示。

2.
 

“曲线”调色

打开一张清晨日出的图像,按快捷键Ctrl+M,在弹出的“曲
线”对话框中,“通道”选择“红”,按住曲线的中间部位向上提拉,如
图5-82所示;

 

原图及效果如图5-83和图5-84所示。
当选择红通道,曲线向上调整就是增加红色,向下就是增加青

色(红色的互补色)。同样的,选择绿通道,曲线向上调整就是增加

绿色,原图及效果如图5-85、图5-86所示;
 

向下就是增加品红色(绿
色的互补色)。如果选择蓝通道,向上就是增加蓝色,原图及效果如图5-87和图5-88所示;

 

向下是

增加黄色(蓝色的互补色)。

图5-82 曲线调整图层的“属性”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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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83 原图 图5-84 增加红色(效果图)

图5-85 原图 图5-86 增加绿色

图5-87 原图 图5-88 增加蓝色

5.6.2 项目案例:
 

曲线调色

人像照片调色是为了获得最真实的视觉感受,通过曲线调整图片中的主要颜色,从而获得整

体提升,具体方法步骤如下:
 

(1)
 

打开人像原图,如图5-89所示。
(2)

 

单击工具箱中的“设置前景色”色块,在弹出的“拾色器(前景色)”对话框(如图5-90所示)
中,将光标移动到图像窗口的灰色背景上,此时光标变成吸管工具 ,单击吸取图像的背景颜色;

 

然后单击“确定”按钮。

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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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89 人像原图 图5-90 “拾色器(前景色)”对话框

(3)
 

按快捷键Shift+Ctrl+N,新建一个图层,然后按快捷键Alt+Delete,将当前图层填充为

前景色灰色RGB(93,98,109);
 

在“图层”面板中,把图层混合模式由“正常”改为“柔光”,“不透明

度”设为“25%”,如图5-91所示。添加背景色图层后的效果如图5-92所示。

图5-91 “图层”面板 图5-92 添加背景色图层后的效果

(4)
 

单击工具箱中的“设置前景色”色块,在弹出的“拾色器(前景色)”对话框中,将光标移动到

图像窗口的灰色背景上,此时光标变成吸管工具 ,单击吸取图像的衣服颜色红色;
 

按快捷键

Shift+Ctrl+N,新建一个图层,然后按快捷键 Alt+Delete,将当前图层填充为前景色红色RGB
(155,25,30);

 

在“图层”面板中,把图层混合模式由“正常”改为“柔光”,“不透明度”设为“21%”,如
图5-93所示。添加衣服颜色图层后的效果如图5-9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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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93 “图层”面板 图5-94 添加衣服颜色图层后的效果

(5)
 

在“图层”面板中,选中人像的背景图,单击面板底部的“创建新的填充图层或调整图层”图
标 ,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选择“曲线”,创建一个“曲线”调整图层,在“属性”面板中,拖曳拉升曲

线中部,如图5-95所示。曲线调整后人物整体调亮,增加了红润色泽,如图5-96所示。

图5-95 曲线调整 图5-96 曲线调整后的效果

(6)
 

在“图层”面板中,选择人像背景图层,单击菜单栏“选择”→“主体”命令,建立人像的选区:
 

选择红色图层,单击面板底部的“添加图层蒙版”图标 ,为红色图层建立人像蒙版,把红色图层

仅仅作用在人像范围内,这样背景颜色就不会受到影响,“图层”面板如图5-97所示。人像整体调

亮,皮肤白皙红润,完成的效果如图5-9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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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97 建立红色图层的蒙版 图5-98 完成的效果

5.7 Camera
 

Raw滤镜调色


5.7.1 基础知识

1.
 

Camera
 

Raw滤镜工作界面

  Camera
 

Raw滤镜能够对图像进行修饰和调色编辑,是一款功能好用而且强大的图像后期编

辑处理工具。在Photoshop中打开一张RAW 格式的图像,会自动启动Camera
 

Raw滤镜;
 

打开

其他格式的图像,单击菜单栏“滤镜”→“
 

Camera
 

Raw滤镜”,或者按快捷键Shift+Ctrl+A,也可

以打开Camera
 

Raw滤镜工作界面,如图5-99所示。

Camera
 

Raw滤镜工作界面的左上角是工具箱,提供了多种工具对图像进行处理,如图5-100
所示,从左到右介绍如下:

(1)
 

缩放工具:
 

单击图像即可放大图像视图比例;
 

按住Alt键单击,可以缩小图像;
 

双击该工

具图标,则使图像按照100%的比例显示大小。
(2)

 

抓手工具:
 

当显示的图像超出窗口,单击该工具,在图像窗口中按住鼠标左键拖动,可以

调整预览窗口中的图像显示区域,以便观察图像局部细节。
(3)

 

白平衡工具:
  

该工具可以有效地调整图像的偏色,首先需要确定图像中具有中性灰(白色

或者灰色)的区域,然后选择该工具后,在确定的区域上单击,使该区域还原到白色或者灰色,同时

校正图像的白平衡。在图5-99预览窗口中的白色云彩上单击,图像白平衡校正的效果如图5-10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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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99 Camera
 

Raw滤镜工作界面

图5-100 工具箱 图5-101 白平衡工具校正的效果

(4)
 

颜色取样器工具:
 

选择该工具后,单击图像中的某点,即可显示出该点的颜色信息,最多

可以显示出9个颜色点。该工具主要用来分析图像的偏色问题,例如,单击图5-102中本应是灰色

的岩石,得到的RGB数值中的R值偏大,说明图像偏色于数值较大的颜色,即偏红色,如图5-103
所示。

(5)
 

目标调整工具:
 

选择该工具,然后在图像中单击确定取样的颜色,按住鼠标左键拖动,即
可改变图像中该取样颜色的色相、饱和度、亮度等。

(6)
 

变换工具:
 

用来调整图像的扭曲、透视或者缩放,可以校正图像的透视,或者制作出透视

感图像;
 

选择该工具,可以直接在界面右侧设置相关参数;
 

也可以手动调整,在图像中绘制出水平

线和垂直线,松开鼠标后,这两条线即变为水平和垂直的线条,图像就被校正了。原图及校正后的

结果如图5-104、图5-10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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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02 Camera
 

Raw滤镜工作界面

图5-103 3个颜色点取样的RGB数值 图5-104 原图

图5-105 Camera
 

Raw滤镜校正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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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污点去除工具:
 

使用图像中的另一区域的样本修复选中的区域,以去除不要的污点杂质,
“类型”有“修复”“仿制”两个选项,还可以调节“大小”“羽化”“不透明度度”等参数。

(8)
 

去除红眼工具:
 

可以去除红眼,在右侧的参数设置区拖动滑块,可以调节瞳孔的大小和眼

睛的明暗;
 

该工具和Photoshop的工具箱中的“红眼工具”作用相同。
(9)

 

调整画笔:
 

使用该画笔工具在图像中绘制出一个局部的范围,然后在右侧的参数设置区

调节该图像范围的色温、颜色、对比度、饱和度、杂色等。
(10)

 

渐变滤镜:
 

选择该工具,在图像中拖动鼠标,会出现两条直线,如图5-106所示;
 

在参数设置区

调整参数,例如将“去除薄雾”由“-3”改为“-100”,两条直线之间为渐变过渡区域,如图5-107所示。

图5-106 绘制渐变滤镜的两条直线

图5-107 “去除薄雾”参数调整的效果
 



232  

(11)
 

径向滤镜:
 

该工具可以突出选定区域的图像内容。例如,在图像预览窗口中绘制椭圆形

区域,如图5-108所示,在右侧的参数设置区,将“饱和度”由“0”调整为“-100”,效果如图5-109
所示。

图5-108 绘制径向滤镜的区域

图5-109 “饱和度”参数调整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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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图像调整选项卡

Camera
 

Raw滤镜的工作界面右侧有分类的参数调整选项卡,具体说明如下:
 

(1)
 

“基本”:
 

用来调整图像的基本色调与颜色的参数,包括“色温”“色调”“曝光”“对比度”等
参数设置,如图5-110所示。

(2)
 

“色调曲线”:
 

对图像的高光、亮调、暗调、阴影等参数进行调整,如图5-111所示。
(3)

 

“细节”:
 

用来锐化图像或者减少杂色,如图5-112所示。

图5-110 “基本”选项卡 图5-111 “色调曲线”选项卡
 

图5-112 “细节”选项卡
 

(4)
 

“HSL调整”:
 

可以针对不同的颜色分别调整色相、饱和度和明亮度,如图5-113所示。
(5)

 

“分离色调”:
 

可以分别对高光区域和阴影区域进行色相、饱和度的调整,如图5-114所示。
(6)

 

“镜头校正”:
 

可以去除由于拍摄镜头造成的图像问题,如扭曲、紫色边、绿色边、晕影等,
如图5-115所示。

(7)
 

“效果”:
 

可以为图像添加颗粒效果或者制作晕影效果,如图5-116所示。
(8)

 

“校准”:
 

对“阴影”或者“红原色”
 

“绿原色”
 

“蓝原色”进行校准,如图5-117所示。
(9)

 

“预设”:
 

可以将“预设”的参数应用到当前图像中,也可以将当前图像的参数设置存储为

“预设”,以备下次使用,如图5-118所示。

5.7.2 项目案例:
 

Camera
 

Raw滤镜调色

本例使用Camera
 

Raw滤镜调出图像的小清新色调。小清新调色应注重前期配色,慎用深色

系的服装或场景,主要颜色以绿、蓝、黄、少量红等浅色系为主,主要色彩不宜过多,一般不超过3种;
 

5.7.2



234  

图5-113 “HSL调整”选项卡 图5-114 “分离色调”选项卡
 

图5-115 “镜头校正”选项卡
 

图5-116 “效果”选项卡 图5-117 “校准”选项卡
 

图5-118 “预设”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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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调色主要提高明度及适当降低饱和度,根据照片整体色调要求,再增加颜色填充图层,适当降

低不透明度,获得淡雅清新的效果。本例具体方法步骤如下:
 

(1)
 

按快捷键Ctrl+O,在弹出的“打开”对话框,找到原图,单击“打开”按钮,或者直接双击图

像文件名,打开女孩原图,如图5-119所示。
(2)

 

按快捷键Ctrl+J,复制当前背景图层成为一个新图层“图层1”,“图层”面板如图5-120所示。

图5-119 原图 图5-120 复制图层

(3)
 

单击菜单栏“滤镜”→“Camera
 

Raw滤镜”,或者按快捷键Shift+Ctrl+A,在工作界面右

侧的“基本”参数设置区,“曝光”设为“+0.5”,“高光”降低一点,设为“-35”,“阴影”提亮一些,设
为“+25”,“白色”设为“+10”,“黑色”设为“-10”,如图5-121所示。

图5-121 Camera
 

Raw滤镜参数调整



236  

(4)
 

在“图层”面板中,单击面板底部的“添加新的填充或调整图层”图标 ,在弹出的快捷菜

单中选择“纯色”,然后在弹出的“拾色器(纯色)”对话框中,设置颜色为红色RGB(137,0,0),如
图5-122所示。

图5-122 拾色器选取红色RGB(137,0,0)

(5)
 

在“图层”面板中,将图层“颜色填充1”的混合模式由“正常”改为“排除”,“不透明度”改为

“25%”,如图5-123所示。
(6)

 

选择工具箱中的“横排文字工具”,在图像中输入文字
 

“凤凰古城”“中国最美丽的小城”,
字色分别为青色RGB(42,209,190)、黑色RGB(0,0,0),字体为“方正卡通简体”,淡雅清新的效果

如图5-124所示。
(7)

 

采用同样的方法对另外一张图像进行调色,处理前后对比效果如图5-125和图5-126所示。

图5-123 “图层”面板 图5-124 完成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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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25 原图 图5-126 处理后的效果

5.8 黑白变彩色


5.8.1 基础知识

1.
 

“渐变映射”效果

  “渐变映射”命令,可以用自定义的渐变颜色来替换图像中的各级灰度,创建一种或多种颜色

的图像效果。打开一张图像后,执行菜单栏“图像”→“
 

调整”→“渐变映射”命令,在弹出的“渐变映

射”对话框(如图5-127所示)中,单击“灰度映射所用的渐变”的色条,打开“渐变编辑器”对话框,拖
动渐变条进行编辑,或者选择其中的一种渐变样式,如图5-128所示;

 

也可以执行菜单栏“图层”→
“新建调整图层”→“渐变映射”命令,新建一个“渐变映射”调整图层,在“属性”面板中设置渐变样

式。原图及效果如图5-129和图5-130所示。

图5-127 “渐变映射”对话框 图5-128 渐变编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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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29 原图 图5-130 “渐变映射”效果

“渐变映射”对话框各选项说明如下:
 

“仿色”:
 

添加一些随机的杂色来平滑填充的渐变效果,使过渡更加自然。
“反向”:

 

改变渐变填充的顺序,使渐变条的颜色左右互换。

2.
 

“渐变映射”原理

(1)
 

渐变映射使用原理。图像从明度的角度分为三个区域:
 

暗部、中间调和高光。“渐变映

射”对话框有一个“灰度映射所用的渐变”的颜色渐变条,这个颜色渐变条从左到右对应的就是照

片暗部、中间调和高光区域。如果把这个渐变条填充上两个颜色,越靠近左边的颜色将是照片暗

部的颜色,越靠近右边的颜色将是照片高光的颜色,而中间过渡区域则是中间调的颜色。在“渐变

映射”对话框中,使用从黑色到白色的渐变,效果如图5-131所示;
 

但如果勾选“反向”,使用从白色

到黑色的渐变,则效果如图5-132所示。

图5-131 从黑色到白色的渐变映射效果 图5-132 从白色到黑色的渐变映射效果

(2)
 

渐变映射与色彩平衡的区别。使用色彩平衡不会将照片去色,它还是在原来的色彩基础

上进行颜色的调整,而渐变映射则会先去色,然后再着色,这样就会失去原来的色彩。其实渐变映

射调整暗部、中间调和高光没有色彩平衡简单,一般情况使用渐变映射都需要降低不透明度,或者

配合使用混合模式。
(3)

 

渐变映射与渐变的区别。渐变映射与渐变有着本质的区别,首先,渐变是一个单独图层,
正常情况下不会对其他的图层有影响,而建立“渐变映射”调整图层,它的作用是基于下面的图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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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也就是说它必须要作用于下面的图层,不能独立存在。其次,渐变图层从左边到右边只代

表着图层色彩分布的从左到右的方向,而渐变映射中从左边到右边分别代表着暗部、中间调和

高光。
(4)

 

渐变映射的使用方法。一般情况还需要配合其他的方式使用,一种是通过改变图层的不

透明度,将图层的不透明度降低,这样一方面原本的色彩可以得到有效的保留,另一方面,通过渐

变映射叠加的颜色也可以显得比较柔和。另一种方式则是配合使用混合模式,这种方式在后期制

作中同样非常常用,一般情况主要配合使用正片叠底、滤色以及柔光。
例如,对于图5-129,添加一个“渐变映射”调整图层,选择使用同样的渐变样式,在“图层”面板

中,将其图层的“不透明度”设为“36%”,如图5-133所示;
 

效果更加真实自然,如图5-134所示。

图5-133 不透明度设为“36%” 图5-134 渐变映射的效果

3.
 

渐变颜色

颜色渐变,渲染出别样的色调氛围,这里给出八种主要颜色的渐变效果,如图5-135~图5-142
所示。

图5-135 红色渐变配色 图5-136 橙色渐变配色 图5-137 蓝色渐变配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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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38 紫色渐变配色 图5-139 黄色渐变配色 图5-140 绿色渐变配色

图5-141 青色渐变配色 图5-142 粉色渐变配色

5.8.2 项目案例:
 

黑白变彩色

本节使用“渐变映射”命令,使灰度图像变为彩色图像,尤其是对于色调较为统一的图像效果

更好,关键在于如何设置亮部、暗部和中间调对应的合适颜色。具体实例如下:
 

1.
 

实例一

(1)
 

打开一张灰度图像,如图5-143所示。
(2)

 

执行菜单栏“图像”→“调整”→“渐变映射”命令,在弹出的“渐变映射”对话框中,单击“灰
度映射所用的渐变”的色条,打开“渐变编辑器”对话框,设置渐变颜色依次为:

 

黑色RGB(0,0,0),
红橙色RGB(232,56,13),黄色RGB(255,242,0),如图5-144所示。

(3)
 

单击“确定”按钮,渐变映射后的效果如图5-145所示,灰度图像变为了彩色图像。

2.
 

实例二

(1)
 

打开另一张黑白原图,如图5-146所示。

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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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43 灰度图像 图5-144 设置渐变颜色

图5-145 渐变映射后的效果 图5-146 灰度原图

(2)
 

执行菜单栏“图像”→“调整”→“渐变映射”命令,在弹出的“渐变映射”对话框中,单击“灰
度映射所用的渐变”的色条,打开“渐变编辑器”对话框,设置渐变颜色依次为:

 

黑色RGB(0,0,0),
蓝色RGB(49,59,253),白色RGB(255,255,255),如图5-147所示。

(3)
 

单击“确定”按钮,渐变映射的效果如图5-14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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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47 设置渐变颜色 图5-148 渐变映射的效果

5.9 黑白照片上色


5.9.1 基础知识

  对于图像的某个图层或者图层中的选区,进行颜色填充有多种方法,选择使用哪种方法,要根

据具体的应用场景和需要来确定。

1.
 

使用快捷键填充前景色或者背景色

为了提高操作速度和效率,常常使用快捷键填充前景色或者背景色,填充之前要单击工具箱

中“设置前景色”“设置背景色”色块图标,在弹出的“拾色器”对话框中设置好需要填充的前景色或

者背景色。
按快捷键Alt+Delete,使用前景色填充图层或者选区;

 

按快捷键Ctrl+Delete,使用背景色填

充图层或者选区。例如,打开一张原图,如图5-149所示;
 

使用“矩形选框工具”绘制多个矩形选

区,设置好前景色后,按快捷键填充颜色,可以绘制不同颜色的矩形框,配上文字,效果如图5-150
所示。

2.
 

使用“填充”命令

“填充”命令可以使图像的整个图层或者图层中的选区覆盖某种颜色或者图案。按快捷键

Shift+F5,在弹出的“填充”对话框中,“内容”可以选择“前景色”“背景色”“颜色”“内容识别”“图
案”“历史记录”

 

“黑色”“50%灰色”和“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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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49 原图 图5-150 填充色块

打开一张图像,如图5-151所示;
 

打开另外一张人像图片,将其拖曳到风景图像上,如图5-152
所示。

图5-151 原图 图5-152 拖入人像

在“图层”面板中,按快捷键Shift+Ctrl+N,新建一个图层;
 

在工具箱中设置前景色为灰色

RGB(212,212,212),执行菜单栏“编辑”→“填充”命令,或者按快捷键Shift+F5,在弹出的“填充”
对话框中,“内容”选择“前景色”,然后单击“确定”按钮,建立一个灰色图层,如图5-153所示;

 

在

“图层”面板中,选择人像图层,按快捷键Ctrl+E,将该图层和其下的灰色图层合并,然后将合并后

的图层的混合模式改为“滤色”,就获得人像剪影的效果,如图5-154所示。

图5-153 “图层”面板 图5-154 填充色块

3.
 

油漆桶工具填充前景色

“油漆桶工具” 可以为图层或者选区填充前景色或者图案,如果创建了选区,填充的区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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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当前图层的当前选区;
 

如果没有选区,填充的区域就是与鼠标单击处颜色相近的区域。
打开一张图像,如图5-155所示;

 

将前景色设为蓝色RGB(58,78,132),然后选择工具箱中的

“油漆桶工具” ,单击图像的上方天空处,就修改了天空的颜色,效果如图5-156所示。

图5-155 原图 图5-156 填充前景色

4.
 

颜色的搭配

颜色搭配如何形成设计作品的总体色调,由色相、饱和度和明度三个要素决定,给人以冷暖等

不同感受。搭配使用色彩,可以把握住一些方向性的基本规则,例如:
  

(1)
 

使用白色背景,可以很好地凸显色彩,同时缓和色彩之间的冲突,提升整体美观和可读性。
(2)

 

使用高纯度色彩,弥补表现力不足的问题,当设计的主体需要体现时尚风格时使用。
(3)

 

使用冷色系,能够产生平静和安逸的印象,营造出自然和谐的氛围。
(4)

 

灰色调设计,可以很好地体现舒适和高级感。
(5)

 

暖色调设计,可以很好地展现可爱优雅感的氛围,尤其适用展现女性题材。
(6)

 

高明度和高纯度组合,对于儿童题材可以很好体现童真感。
(7)

 

传统色,如某个国家一直流行的色彩,能够使人产生对该国家或地区的联想。
(8)

 

暗色调,画面中加入暗色调,使人感受到沉稳和气质。
(9)

 

暗色调紫色和黑色的组合,紫色带有神秘感,可以表现出刺激和魅惑的氛围。
此外,还可以记住一些配色口诀,因为配色口诀是配色方法的高度概括,是流传已久的经验总

结,如图5-157~图5-165所示。

图5-157 红搭黄
 

亮晃晃 图5-158 红间黄
 

喜煞娘 图5-159 紫是骨头绿是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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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60 配上红黄色更新 图5-161 黄马紫鞍配 图5-162 红马绿鞍配

图5-163 草绿披粉而和 图5-164 藤黄加褚而老 图5-165 红搭绿
 

一块玉

5.9.2 项目案例:
 

黑白照片上色

黑白照片上色的难点在于拾取与实物相近的颜色及精细选择特定的对象区域。本例使用钢

笔工具抠图,并填充相应的颜色,设置图层混合模式为“滤色”,实现上色的目的,具体方法步骤

如下:
 

(1)
 

打开原图,如图5-166所示。
(2)

 

单击工具箱中的“钢笔工具”图标 ,使用钢笔工具绘制脸部及颈部的路径,如图5-167
所示。

5.9.2



246  

图5-166 原图 图5-167 钢笔工具绘制路径

(3)
 

在“路径”面板中,单击面板底部的“将路径作为选区载入”
 

图标 ,将路径转换为选区。

在“图层”面板中,按快捷键Shift+Ctrl+N,新建图层,设置图层混合模式为“颜色”;
 

单击工具箱

中的“设置前景色”色块,在弹出的“拾色器(设置前景色)”对话框中,选择与皮肤相近的颜色RGB
(231,173,133)为前景色,然后按快捷键Alt+Delete,将当前选区填充前景色。单击“图层”面板底

部的“添加图层蒙版” ,设置前景色为黑色RGB(0,0,0),选择“画笔工具” ,在选项栏中设置

“大小”为“11像素”,“硬度”为“0%”,“常规画笔”中选择“柔边圆”,涂抹图像中人的眼部和项链,使
其不受填充颜色的影响,“图层”面板如图5-168所示,效果如图5-169所示。

图5-168 “图层”面板 图5-169 脸部颈部上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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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快捷键Shift+Ctrl+N,新建图层,图层混合模式设为“颜色”;
 

设置前景色为棕色RGB
(128,75,33),选择“画笔工具” ,在选项栏中设置“大小”为“16像素”,“硬度”为“0%”,“常规画

笔”中选择“柔边圆”,涂抹人像头发,图层“不透明度”设为“68%”。若头发丝部分的颜色涂抹太

多,可添加图层模板,前景色设为灰色,涂抹头发边缘,从而达到较为自然的效果,“图层”面板如

图5-170所示,效果如图5-171所示。
(5)

 

选择工具箱中的“钢笔工具”图标 ,使用钢笔工具绘制双手路径;
 

在“路径”面板中,单

击面板底部的“将路径作为选区载入”图标 ,将路径转换为选区。在“图层”面板中,按快捷键

Shift+Ctrl+N,新建图层,设置图层混合模式为“颜色”;
 

设置前景色为接近皮肤的颜色 RGB
(231,173,133),按 Alt+Delete,手部选区填充为该颜色,“图层”面板如图5-172所示,效果如

图5-173所示。
(6)

 

使用同样的方法,裤子的填充颜色设为蓝色RGB(79,111,168),图层“不透明度”设为

“75%”,图层混合模式同样设为“颜色”,“图层”面板如图5-174所示,效果如图5-175所示。

图5-170 “图层”面板 图5-171 给头发上色

图5-172 “图层”面板 图5-173 给双手上色

(7)
 

使用同样的方法,嘴唇的填充颜色设为粉色RGB(219,121,110),图层“不透明度”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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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图层混合模式同样设为“颜色”,“图层”面板如图5-176所示,效果如图5-177所示。

图5-174 “图层”面板 图5-175 给裤子上色

图5-176 “图层”面板 图5-177 给嘴唇上色

(8)
 

与步骤(4)相似,按快捷键Shift+Ctrl+N,新建图层,图层混合模式设为“颜色”;
 

设置前

景色为粉色RGB(244,162,139),选择“画笔工具” ,在选项栏中设置“大小”为“20像素”,“硬
度”为“0%”,“常规画笔”中选择“柔边圆”,涂抹人像的脸颊等部位,将图层“不透明度”设为

“75%”,“图层”面板如图5-178所示;
 

本步骤使脸颊部位红润有光泽。完成上述步骤后,即为该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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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照片上色完毕,图像整体自然,颜色有层次,完成的效果如图5-179所示。

图5-178 “图层”面板 图5-179 完成的效果



本章彩图    

要让图像处理得通透,富有层次,光线作用必不可少。日出日落的太阳光、华灯

初上的灯光、夜幕中的月光等,无一不为图像传递出了细腻生动的视觉感受。本章结

合光线与阴影处理的基础知识,讲解图像中添加光线、逆光调整等案例,深入分析光

线与阴影的后期处理,为图像增添别致的光影效果。

1.
 

掌握“模糊”滤镜组、“渲染”滤镜组、“模糊画廊”滤镜组操作方法和应用场景。

2.
 

掌握“减淡”“加深”图层混合模式应用方法。

3.
 

掌握调整图层的作用与使用方法。

4.
 

掌握“曝光度”“亮度/对比度”“透明度”等基本操作方法。

5.
 

学会使用不同滤镜和工具制作需要的效果。

1.
 

根据应用场景选用滤镜。

2.
 

图层混合模式的特点与应用。

3.
 

根据光影特点调整图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