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5章

高效处理
Lightroom的魅力还在于：将对一张照片的编

辑复制到多张，方便地对多张照片进行同步处理；

将一系列处理步骤作为预设保存起来随时调用，通

过一键单击实现复杂处理；记录处理历史和创建快

照，以便随时返回曾经达到的任何状态；创建虚拟

副本提供同一照片的多个版本而不产生新的图像文

件。这些功能大大改进了用户感受，有效提高了时

间和磁盘空间的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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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同步

5.1.1  处理一张照片然后同步到其他照片

若在同样的条件下连续拍摄多张照片，光照和相机设置都一样，处理步骤和参数就应该十分接近。在

这种情况下可以先对其中一张进行处理，然后将同样的处理过程同步到其他照片，大大提高处理效率。以

一组5张照片为例，见图5-1。在修改照片模块的胶片带中选定第一张，对它做如下处理。

 ■ 在镜头校正面板上选择“启用配置文件校正”和“删除色差”选项；加载“Adobe风景”。

 ■ 调整色调，提高曝光度、对比度、阴影、清晰度、鲜艳度，降低黑色色阶。

 ■ 调整色调曲线，压低蓝色曲线低端，提升高端使之呈S形以加强地面暖色调。

 ■ 在HSL面板适当调整各颜色分量的饱和度和明亮程度。

图5-1  先处理一组照片中的第一张

执行以上几步后达到了预期目标，按Shift+Y快捷键将处理前后的情况并排显示进行对比，如图5-1主

视图。此时在胶片带中选择的是5张照片中当前处理的这张，按住Shift键，然后单击该组最后一张，选定全

部照片后，左侧操作面板下部的按钮“上一张”变为“同步…”a，见图中红圈。

单击“同步…”按钮，出现图5-2所示“同步设置”对话框，其中列出了各种处理项目。先单击“全部

不选”按钮，再选择各有关项目。一般来说可选择常用的全局处理项目，根据本例所做处理，应包括“处

理方式和配置文件”“基础色调”“色调曲线”“清晰度”“颜色”这几组的全部选项，还应包括“镜头

校正”的前两项。所有同步操作都要确保勾选“处理版本”复选框（否则会出现警告）。

a　修改照片模块右侧的操作面板组下面有两个按钮，右面是“复位”，用于撤销导入以来所做的一切处理，将当前照

片复位至初始状态。即使虚拟副本（见本章后面的5.4节）也是回到原状，而不是创建虚拟副本时的状态。左面一个按钮

有两种情况：若选定一张照片，就是“上一张”（见下面图5-4）；如果选了多张照片，就会变成“同步…”，如本节

图5-1所示。

5.1 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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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选择需要同步的项目

单击对话框右下方“同步”按钮，对第一张照片的处理就同步到组内每张照片，见图5-3，上面一排是

仅处理了第一张，下面一排是同步后的情况。

图5-3  将第一张的处理同步到该组的每一张

如果只要同步少数几张照片，可在修改了一张以后，通过方向键选择下一张，要将对上一张的所有修

改复制到当前这一张，只需单击“上一张”按钮，当前选定的一张就立刻复制了上一张的处理，见图5-4(a)

红框内。

(a)单击“上一张”按钮

图5-4  将上一张的处理同步到当前选中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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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同步后

图5-4  将上一张的处理同步到当前选中的照片（续）

5.1.2  自动同步处理多张照片

上一节是先处理一张，再同步到其他照片。也

可以用“自动同步”功能对一组照片实时完成同步处

理，对一张照片的处理会立即同步到组内其他照片。

选择多张照片，右侧操作面板组下面的按钮

“上一张”（见图5-4）变成“同步…”。单击“同

步…”按钮左侧的拨动开关，使它变成“自动同

步”，见图5-5。

图5-5  同步和自动同步

选择6张照片，放大视图中显示其中的一张，

如图5-6所示。对它进行一系列处理，包括初始处

理，以及“色调”“偏好”“HSL”等处理，这

些处理会同时施加于另外5张照片。图5-7的胶片带

中，上排是尚未处理时的情况，下排是自动同步处

理6张照片后的效果。

图5-6  选中6张照片准备自动同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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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7  对第一张的处理同时作用于其余5张

在筛选模式下显示对6张照片自动同步处理的结果，见图5-8，可见对同一场景连续拍摄的照片可同时

完成处理。

图5-8  对6张照片同步处理的结果

5.2 利用预设进行快速处理

所谓预设（Preset），就是把完成一定功能的

一系列操作指令打包保存的宏指令（Macro），只

要用鼠标单击一下就会依次执行其中的所有操作，

可以大大提高处理效率。Lightroom提供各种处理流

程的预设，并允许用户根据需要创建自己的个性化

预设。关于运行预设和加载配置文件的区别，参看

第3.3.2节最后的有关说明。

5.2.1  应用系统预设

在处理照片模块中，“预设”面板位于左侧

5.2 利用预设 导航器下面。图5-9(a)是Lightroom 6.x展开的“预

设”面板，可见有8类预设处理步骤，前7类是

Lightroom提供的，每一类包含多个预设，例如展开

“Lightroom常规预设”，可见其中包含6个预设；

展开“Lightroom颜色预设”则有9个预设。“用户

预设”一开始是空的，由用户自定义的预设就会列

在它下面，见下一小节。

Lighroom Classic的预设面板见图5-9(b)和(c)，

其中(b)显示最新版9.3的部分预设，展开了包括6个

预设的“颜色”，以及新增的一组“默认值”10个

预设。下面未显示的其余预设与图(c)中“暗角”以

下部分相同。图(c)是版本9.3以前各版本的情况。

单击“预设”面板右面的+号，在出现的菜单里选

择“管理预设”选项，可勾选未显示出来的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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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预设，如图5-9(c)中最下面的单元里有7类经典预设，展开“经典-

常规”选项组，可见里面包含了Lightroom 6.x的几个常规预设，前面第

3.4.3节和第3.5.1节曾经使用了其中的“锐化-人像”和“锐化-风景”。

     (a)Lightroom 6.x          (b)Lightroom Classic          (c)展开了“经典-  
                      常规”

图5-9  修改照片的预设

选择一个预设就把规定的处理步骤应用于选择的照片。不同预设涉

及不同处理，要了解某一预设所做的处理，可在选择后转到右侧面板，

逐一展开面板观察发生的变化。如“中对比度曲线”仅影响色调曲线。

将光标掠过预设列表而不必单击，导航器中会同步显示光标所指

预设产生的处理效果，这就避免了重复单击鼠标进行尝试的麻烦。

如图5-10中，光标移到“颜色设置”中的“高对比度和细节”，在导

航器中瞬间显示相应的处理效果。主视图区的情况因版本而异，在

Lightroom 6.x中仍显示未经预设处理的情况，而Lightroom Classic的

渲染速度很快，能在主视图同步显示处理效果。图5-10是Lightroom 

Classic的情况，主视图上下两半

分别显示运用预设前后的效果。

单击“高对比度和细节”预

设后展开右侧“基本”面板，可

见对色调进行了多项调整，提高

了对比度和高光，降低了黑色色

阶（产生了一些暗部溢出），提

高了清晰度和鲜艳度。

第3.1.1节已经介绍了

导航器带来的方便，例如将

鼠标滑过胶片带而不必单

击，可以很快地浏览其他照

片而不影响主视图区里显示

的当前照片。在预设项上移

动光标而不单击，从导航器

快速观察预设效果以便选择

合适的预设，是Lightroom

对用户友好的另一设计。在

主视图中实现渲染效果同步

显示体现了新版Lightroom

运行速度的提高。

注意

图5-10  比较单击预设前后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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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复古”选项使之作用于选定的照片，处理效果就呈现在主视图区中，见图5-11。检查右侧各个

面板就可知道预设“复古”涉及的处理，它仅改变了“分离色调”的几个滑块，其余均无变化。将图5-11

图5-11  预设“复古”的处理效果

右侧面板与图5-12中分离色调的初始状态比较，可

见4个滑块都发生了变化。第3.4.4节讨论过分离色

调用于调整双色照片的情况，这里是将它应用于彩

色照片产生特殊风格的一个例子。

调用预设以后，还可对照片再做进一步处理，

例如在“复古”基础上，进入“基本”面板，微调

白平衡，降低高光，提高清晰度和鲜艳度，适当提

高红色饱和度，得到的结果见图5-13。 图5-12  “分离色调”的初始状态

图5-13  调用预设后做进一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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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运用预设有时情况比较复杂，第二次运

行的预设有可能会使第一次运行的预设失效或产生

并非期望的效果。因此，叠加使用几个预设需要了

解各预设中包含哪几种处理，如果不了解就应避

免叠加使用。例如在“复古”之后再运行“仿旧

照片”，对“分离色调”的处理就会复原，而变成

对“色调”和“偏好”的调整，即降低“黑色色

调”“鲜艳度”“饱和度”。这有可能是因为“仿

旧照片”中包含了复位“分离色调”的操作。

不过一般情况还是可控的。在运用预设后再做

其他处理，或者明确知道后续使用的预设中仅包含

某项处理，那就只会影响所做的处理项目，例如：

 ■ 某一预设包括对高光和阴影的处理，在它之后

又用了另一个含有高光、阴影的调整，第一次

的处理就会被第二次取代；

 ■ 运行“复古”之后再运行“曲线”中的预设

“巨大S曲线”（仅影响曲线），“复古”中

对“分离色调”的调整会保留，再加上对“曲

线”的调整； 
 ■ 运行一个包含曲线和其他调整的预设，再单击

“中对比度曲线”选项，第一次预设的曲线部

分被取代，而与曲线无关的调整不受影响。例

如“反冲1”将曲线调为“中对比度”，饱和

度提高到+20，随后无论怎样调整曲线，饱和

度都将保持+20不受影响。

5.2.2  创建个性化预设

先考虑建立几个初始处理的预设。例如对于

风景照要做的同样初始处理，可创建名为“初始处

理：风景–自动”的用户预设，包括启用镜头配置

文件、删除色差、加载“Adobe风景”、自动调整

色调这几步。也可以不用自动色调，改为提高清晰

度至45，提高鲜艳度至60，建立另一个名为“初始

处理：风景–清晰度鲜艳度”的用户预设。对于人

像，改为加载“Adobe人像”，将清晰度设得低一

些，如20，使面部柔滑，创建用户预设“初始处

理：人像”。具体创建用户预设的方法见以下的例

子。在导入时应用预设可免去对每张照片重复进行

同样的初始操作，简化后期处理过程。如果需要裁

剪，应在调用预设前进行。

现在来创建个性化的用户预设。首先单击右侧

面板下方的“复位”按钮让照片恢复到初始状态，

如图5-14所示。

图5-14  复位

例如我们要调整天空的色相，使它偏向深蓝一些，并且适度加深。在HSL面板中将蓝色色相调至+20，

浅绿色的色相调至+11，蓝色饱和度调至+22，蓝色明亮度调至-20，再适当提高红橙黄色的饱和度和明亮

度，调整效果见图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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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5  重新处理照片

回到“预设”面板，单击右侧的“+”号，选择“创建预设”选项，弹出图5-16所示的“新建修改照片

预设”对话框。首先将要创建的预设命名为“蓝天：深蓝色”，单击“全部不选”按钮取消对所有项目的

选择（注意此时“处理版本”必须被选中），然后选择所做处理涉及的项目，在这里是与“颜色”有关的

几项和“清晰度”。

图5-16  创建用户预设

单击“创建”按钮关闭对话框，此时可见预设面板的“用户预设”下出现了新建的预设，如图5-17所

示，已经建立了4个用户预设，其中有3个是“初始处理”。用新建的“蓝天：深蓝色”处理另一张照片，

效果如图5-17所示，图中左下红框内可见用户已创建的4个用户预设。

若要删除一个用户预设，选中它，单击“预设”面板右侧的“-”号即可。

在导入照片时应用预设（参看第2.1.2节）单击“在导入时应用”面板上的“修改照片设置”选项，或

单击它右侧的上下双向小三角，在出现的下拉菜单中选择Lightroom提供的预设或用户自定义预设，就会对

每一张导入的照片进行预设中的处理，见图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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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7  用创建的预设处理其他照片

图5-18  在导入照片时应用预设

5.3 图库模块中的快速修改照片

在2.2.6节曾提到可在图库模块中利用“快速修改照片”面板进行一些快速处理。展开“快速修改照

片”面板和里面的3个单元，见图5-19(a)。“存储的预设”用于加载各个修改照片预设，参看上一小节。

“白平衡”和“色调控制”包含修改照片模块基本面板中的处理功能，不同的是这里不用滑块，而是通过

单击按钮实现调整。单击有双箭头的按钮使相应的参数提高或降低一档，单击有单箭头的按钮则改变1/3

档。也就是说，图库模块的快速修改是改变各属性的相对值，而不像修改照片模块那样，是通过滑块指定

各属性的绝对数值。按住Alt键（Mac电脑中为 Option键），色调控制单元最下面两个调整项目从“清晰

度”“鲜艳度”变为“锐化”和“饱和度”，见图5-19(b)。

5.3 图库模块中的快速修改照片

Lightroom Classic数码摄影后期从新手到高手  五校  正文-5.indd   234 2020/9/21   19:10:01



235

01

02

03

04

06

05

第
5
章 

高
效
处
理

附录

  

              (a)不按Alt键          (b)按下Alt键
图5-19  “快速修改照片”面板

照片导入后，若在图库模块中发现照片需要处

理，我们可能希望在进入修改照片模块前快速判断

能否轻易纠正，如不能，也许会直接放弃。例如对

一张很暗的室内照片，如图5-20所示，单击“色调

控制”右侧的“自动”按钮，立刻得到明显改善的

结果，说明有保留价值，见图5-21。

又如图5-22中的一组照片因光比很大，近景很

暗。在放大视图中对第一张尝试以下处理：提高曝

光度1档，降低高光3档，提高阴影5档，降低白色

色阶1/3档，提高对比度2档，提高色温1档，照片质

量有明显改善。处理前的情况见图中黄框内。

图5-20  欠曝的照片

图5-21  快速调整色调和色温

Lightroom Classic数码摄影后期从新手到高手  五校  正文-5.indd   235 2020/9/21   19:10:02



L
ig

h
tro

o
m

 C
la

s
s

ic

数
码
摄
影
后
期
从
新
手
到
高
手

236

在“快速修改照片”里进行处理，相应的调整会体现在“修改照片”模块“基本”面板的对应调整

项目中。例如单击“曝光度”右面的双箭头按钮，“基本”面板上的“曝光度”滑块就从0.00向右移到

+1.00。如要将某一调整项如“曝光度”恢复原状，只需双击“曝光度”这几个字。

图5-22  对第一张照片快速调整色调

回到网格视图，包括已处理的一张，共选择7张同类照片，单击右下部的“同步设置”按钮，见图5-23。

图5-23  选一组同类照片，单击“同步设置”按钮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应选择所涉及的处理类型，这里只有“白平衡”和“基础色调”两类，见图5-24。

注意“处理版本”复选框必须勾选。选好后单击“同步”按钮，对第一张所做快速处理被同步到组内另外 

6张照片。图5-25给出了同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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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库模块中快速修改的同步处理与

“修改照片”模块中有所不同：如降低一

档曝光度，所有被选照片的曝光度都降低

一档，即相对增量一样。在“修改照片”

模块中，若将一组照片的曝光度都调整到

+1.20，不管原来取什么值，调整后绝对数

值都相同。

注意

图5-24  在“同步设置”对话框里选择有关选项

图5-25  将第一张照片的快速修改同步到组内其他照片

小贴士

预设汇总

预设是Lightroom进行快速处理的利器，照

片管理和输出环节也有各种预设，对提高整体工

作效率十分重要。现将各类预设归纳如下。

（1）照片导入预设（2.1.4）
 ● 照片导入设置步骤不少，不必每次重复，

保存常用设置，以后只需直接应用。

（2）全局处理预设（2.2.6，3.3.2，3.3.3，

3.4.1，3.4.3，3.5.4）
 ● 修改照片模块左侧“预设”面板包括系统

提供的7类基本预设和7类经典预设，共近

百种。可自创个性化预设，还可将网上下

小贴士

预设汇总预设汇总

预设是Lightroom进行快速处理的利器，照

片管理和输出环节也有各种预设，对提高整体工

作效率十分重要。现将各类预设归纳如下。

（1）照片导入预设（1）照片导入预设（2.1.4）
● 照片导入设置步骤不少，不必每次重复，

保存常用设置，以后只需直接应用。

（2）全局处理预设（2）全局处理预设（2.2.6，3.3.2，3.3.3，

3.4.1，3.4.3，3.5.4）
● 修改照片模块左侧“预设”面板包括系统

提供的7类基本预设和7类经典预设，共近

百种。可自创个性化预设，还可将网上下

载的预设导入系统。

 ● 白平衡预设，相当于相机白平衡设置，如

日光、阴天等，但效果不完全一致。

 ● 色调曲线：同时调整RGB改变全局对比

度，可选线性、中对比度、强对比度。

 ● 可用于图库模块快速修改、锐化、相机校

准等环节。

（3）局部处理预设（4.1.1，4.5.1，4.5.6，

5.2.1，5.2.2，5.3）
 ● 调整画笔是局部处理利器，可灵活设成许

多功能，用来调整各种局部属性。

 ● 系统提供多种预设，如柔化皮肤、美白牙

齿等。

 ● 可自创用户预设，可更改，可删除。

载的预设导入系统。

● 白平衡预设，相当于相机白平衡设置，如

日光、阴天等，但效果不完全一致。

● 色调曲线：同时调整RGB改变全局对比

度，可选线性、中对比度、强对比度。

● 可用于图库模块快速修改、锐化、相机校

准等环节。

（3）局部处理预设（3）局部处理预设（4.1.1，4.5.1，4.5.6，

5.2.1，5.2.2，5.3）
● 调整画笔是局部处理利器，可灵活设成许

多功能，用来调整各种局部属性。

● 系统提供多种预设，如柔化皮肤、美白牙

齿等。

● 可自创用户预设，可更改，可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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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涉及输出分享的预设（见第6章）

 ● 照片导出预设（6.1.2）：和导入一样，无

须每次重复同样的设置。

 ● 水印预设（6.1.2）。

 ● 发送电子邮件预设（6.2）。

 ● 画册布局预设（6.3.1）。

 ● 画册文字格式预设（6.3.3）。

 ● 打印布局预设（6.5.2）。

5.4 历史和快照

Lightroom记录对照片的每一步修改，并显示在

（4）涉及（4）涉及输出分享的预设（见第6章）输出分享的预设（见第6章）

● 照片导出预设（6.1.2）：和导入一样，无

须每次重复同样的设置。

● 水印预设（6.1.2）。

● 发送电子邮件预设（6.2）。

● 画册布局预设（6.3.1）。

● 画册文字格式预设（6.3.3）。

● 打印布局预设（6.5.2）。

5.4 历史和快照

修改照片模块左侧“历史记录”面板里。你可随时

回到过去任何状态。列表里的操作不能删除，但可

单击任何一步，从那里开始新的操作，以后的处理

步骤即从历史记录里消失。也可以在某一步建立虚

拟副本，对虚拟副本进行不同的处理，原来照片正

本的历史记录得以保留。

展开修改照片模块的“历史记录”面板查看照

片的编辑史，其中列出照片导入以来的完整处理过

程，每一步包括操作名称和有关参数。主视图区所

显示的是列表中用鼠标单击加亮的“转换为黑白”

后的情况，见图5-26。将鼠标扫过列表而不用单

击，导航器会实时显示光标所指的操作效果，即历

史情况，这里光标停在最下面的“导入”，注意这

一项的背景被轻度加亮。

图5-26  历史记录：主视图区显示“转换为黑白”的状态

单击列表中任何一项可在主视图区中查看当时情况，如“转换为黑白”前一步的彩色照片，见图5-27。

由于光标指在“转换为黑白”，导航器显示的是黑白照片。

如果你要随时回到这个状态，又不想放弃以后进行的修改，可建立快照。单击修改照片模块左侧“快

照”面板右面的“+”号，会弹出图5-28左侧的对话框，输入快照名称，单击“创建”按钮。此时会在“快

照”下出现新建的快照。可以建立多个快照，如要删除一个快照，可选中它，单击“-”号。右击一个快照

可在出现的下拉菜单中重新命名。

每做一次操作就产生一条历史记录，例如将曝光度提高到+0.5，再提高到+0.6，然后又回到+0.5，就会

有3条记录，因此历史清单往往很长。快照可避免你在长长的历史清单中寻找关键步骤。单击快照列表中的

任何一项，主视图区立刻显示相应的状态，可从这一步开始进行新的处理，或建立虚拟副本再继续处理，

十分便利。历史、快照、虚拟副本的使用十分灵活，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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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7  历史记录：“转换为黑白”前一步的状态

  

图5-28  建立快照

5.5 虚拟副本

设想你需要一张照片的多个版本：彩色、黑白、高反差、不同色

调、不同剪裁等。在Lightroom中可以通过创建多个虚拟副本（Virtual 

Copy）实现这一目标，而不必复制任何图像文件，从而大大节省存储

空间，而且便于管理。

在“网格视图”“放大视图”“修改照片”的主视图或胶片带中

右击照片，或选择菜单命令“照片”→“创建虚拟副本”，见图5-29。

也可用快捷键Ctrl+'（Ctrl+单引号，Mac电脑中按Command+单引号）

直接创建虚拟副本，不一定要在菜单中选择。按快捷键Ctrl+Z（Mac

电脑中按Command+Z）可撤销刚创建的虚拟副本。

虚拟副本出现在选定的照片旁边，图5-30是胶片带的情况。缩览

图左下角有一个折角，说明它是虚拟副本，在网格视图中也是这样。

5.5 虚拟副本

虚拟副本具有对原照片所做的各

种标记和处理效果，但不能追溯

原版照片过去的编辑历史，历史

记录第一条就是“创建虚拟副

本”。可对虚拟副本独立进行标

注和进一步处理，不会影响原照

片。对一张照片创建虚拟副本的

数量不限。

对虚拟副本可以进行各种处

理，在用户体验方面与处理原始

照片无异。虚拟副本并不产生新

的照片文件，它只是图像数据库

（目录）中的一条记录罢了。你

可以尝试各种不同的处理效果，

由此产生的一系列指令所占磁盘

空间与照片文件本身相比，是可

以忽略不计的。

对虚拟副本进行处理后，又

可从它出发建立新的虚拟副本，

图5-31中对一张照片产生了6个

虚拟副本，将其中的一个转换为

黑白。对于每个虚拟副本可在已

处理的基础上继续处理，或者单

击“复位”按钮（图中右下方）

将新建虚拟副本复位到原始状态

再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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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9  在菜单中选择“创建虚拟副本”命令

图5-30  虚拟副本左下角的折角符号

图5-31  对一张照片建立多个虚拟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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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图库模块，选择原图和多个虚拟副本，按N键进入筛选模式进行比较，见图5-32。

图5-32  在筛选视图中比较原图和虚拟副本

5.6 本章小结

本书一开始就曾指出，Lightroom提供数码照片

组织管理、后期处理、输出分享的完整工作平台，

具有高质量、高效率的优势。本章的讨论围绕提高

时间和空间效率。

一、同步

将对一张照片的处理重复用于其他照片可成倍

提高处理效率。

 ■ 注意选择需要同步的处理项目。（5.1.1）
 ■ 可同时同步到多张照片，也可仅将对上一张的

修改复制到当前。（5.1.1）
 ■ 还可在处理的同时实现自动同步。（5.1.2）

二、预设

预设是将一系列操作命令打包，单击一下就依

次执行其中的操作。

 ■ Lightroom提供多组照片处理预设，可直接调

用。（5.2.1） 
 ■ 用户自定义预设往往更具有针对性，某些自定

义预设如对相机偏色的校准可在导入照片时应

用。（5.2.1、2.1.2）

5.6 本章小结 三、图库模块的快速处理

照片导入后在进入修改照片前，可快速进行基

本处理，或快速判断是否能用，如不能用，也许可

以考虑直接放弃。

 ■ 包括白平衡和色调调整的主要功能，单击按钮

而不用滑块，每次加减1/3档或1档。（5.3）
 ■ 可以同步相对变化量，如加1档或减2档，并非

修改照片模块的绝对数值。（5.3） 

四、历史记录和快照

利用数据库功能，将记录下来的处理过程列

出，使你可以随时回到过去。

 ■ 可以将以往的任何一步之后的处理推倒重来。

（5.4）
 ■ 可将处理过程中的任何节点设为快照，以便快

速地找到它，回到那里。（5.4）

五、虚拟副本

创建虚拟副本并不复制照片文件，可得到照片

的多个版本而不增加存储量。

 ■ 虚拟副本在创建时会保留原照片属性，以后可

进行任意修改。（5.5）
 ■ 可复位后重新处理，也可从当前状态开始处

理。（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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