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一幅Photoshop设计作品,除了创意、内容和布局以外,图像的色彩和色调也是重

要的设计因素。色彩可以产生对比效果,使图像更加美丽,使毫无生机的图像变得充满活

力。Photoshop提供了大量的图像色彩调整命令,为创建好的图像色彩效果提供了便利。
本章介绍图像的色彩,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
 

图像颜色模式的转换。

•
 

图像色彩的调整。

•
 

图像色调的调整。

5.1 图像颜色模式的转换

颜色模式是图像的一个重要属性,它决定了用于显示和打印的颜色模式。颜色模式除

了确定图像中显示的颜色数量外,还会对通道数和图像文件的大小产生影响。Photoshop
可以将图像从一种颜色模式转换为另一种颜色模式。在更改颜色模式时,图像中的颜色值

将永远改变。

5.1.1 转换为灰度模式

在将图像的颜色模式转换为灰度模式时,Photoshop会丢失图像中所有的颜色信息。打开

素材文件夹part5中的“花朵.jpg”文件,选择【图像】→【模式】→【灰度】命令,打开如图5-1所示

的【信息】对话框,单击【扔掉】按钮,可以将颜色模式转换为灰度模式,如图5-2所示。

图5-1 【信息】对话框 图5-2 将颜色模式转换为灰度模式后的图像效果

视频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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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点拨:
 

在将彩色图像转换为灰度模式时,Photoshop会打开【信息】对话框。【信

息】对话框提示用户颜色信息将被丢弃,此时可直接单击【扔掉】按钮完成转换。

5.1.2 转换为位图模式

位图模式使用黑、白两种颜色来表示图像中的像素,因此位图模式也称为黑白模式。在

该模式下无法获得彩色图像,只能制作黑白图像效果。

Photoshop在将图像转换为位图模式时会使图像的颜色减少到两种,它将删除图像中

的饱和度和色相信息,只保留亮度信息,从而大大减少图像的颜色信息并减小文件的大小。
如果要获得位图模式的图像,必须先将图像转换为灰度模式。

打开素材文件夹part5中的“花朵.jpg”文件,将图像转换为灰度模式。选择【图像】→
【模式】→【位图】命令,打开【位图】对话框,对转换效果进行设置,如图5-3所示。按照图5-3
中的参数设置获得的图像效果如图5-4所示。

图5-3 【位图】对话框 图5-4 选择【扩散仿色】选项获得的效果

5.1.3 转换为双色调模式

双色调模式指的是用两种颜色的油墨制作图像。使用该模式能够增加灰度图像的色调

范围。在打印时,如果仅使用黑色油墨来打印灰度图像,效果将会很粗糙,但如果使用两种、

3种或是4种油墨打印图像,效果就会好得多。
打开素材文件夹part5中的“鲜花.jpg”文件,选择【图像】→【模式】→【灰度】命令,将文

件转换为灰度图。再选择【图像】→【模式】→【双色调】命令,打开【双色调选项】对话框,其中

【类型】下拉列表中包含【单色调】、【双色调】、【三色调】及【四色调】4个选项,选择某个选项

后,单击油墨颜色块,可以打开【拾色器】对话框设置油墨的颜色;
 

单击【油墨】选项右侧的曲

线图,则可以打开【双色调曲线】对话框,通过调整曲线来改变油墨的百分比。按如图5-5所

示的参数设置转换图像模式,获得的图像效果如图5-6所示。

专家点拨:
 

压印颜色是指相互打印在对方之上的两种无网屏油墨。单击【压印颜色】

按钮,打开【压印颜色】对话框,可以设置压印颜色在屏幕上的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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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5 【双色调选项】对话框 图5-6 色彩模式转换后的效果

5.1.4 其他颜色模式的转换

Photoshop还能实现索引颜色模式、RGB颜色模式和CMYK颜色模式等多种颜色模

式的转换,下面分别进行介绍。

1.
 

转换为索引颜色模式

索引颜色模式的图像是单通道图像,使用256色。在转换为索引颜色时,Photoshop会

创建一个颜色表,用于存放并索引图像中的颜色。如果某种颜色没有出现在索引表中,那么

程序会选择已有颜色中与之最相近的颜色来模拟该颜色。这种模式只能提供有限的编辑能

力,因此在Photoshop中如果要对图像进行进一步编辑修改,应该将图像转换为RGB颜色

模式。注意,只有RGB颜色模式或灰度颜色模式的图像才能够转换为索引颜色模式。
如果要将图像转换为索引颜色模式,选择【图像】→【模式】→【索引颜色】命令即可。

2.
 

转换为RGB颜色模式

Photoshop的RGB颜色模式为每个像素的R、G和B分配一个0~255范围内的强度

值,RGB颜色模式的图像只使用红、绿和蓝3种颜色,但在屏幕上却能显示1670万种颜色。
新建的Photoshop图像默认的颜色模式是RGB颜色模式。如果要将图像转换为RGB颜色

模式,只需选择【图像】→【模式】→【RGB颜色】命令。

3.
 

转换为CMYK颜色模式

当需要使用印刷色打印图像时,图像应该使用CMYK颜色模式。在将RGB颜色模式

转换为CMYK颜色模式时会产生分色。在RGB颜色模式下编辑的图像,在打印前最好转

换为CMYK颜色模式。如果要将图像转换为CMYK颜色模式,只需选择【图像】→【模式】→
【CMYK颜色】命令。

4.
 

转换为Lab颜色模式

Lab颜色模式是Photoshop在不同颜色模式间转换时使用的内部颜色模式,它能够实

现不同系统和平台间的无偏差转换。其中,L代表光亮度分量,范围为0~100;
 

a代表从绿

到红的光谱变化,b代表从蓝到黄的光谱变化,两者的取值范围都是-120~+120。计算机

在将RGB颜色模式转换为CMYK颜色模式时,实际上是先转换为Lab颜色模式,然后再

转换为CMYK颜色模式。当图像处于Lab颜色模式时,可以单独编辑其中的亮度和颜色

视频讲解



100  

值。选择【图像】→【模式】→【Lab颜色】命令,可以将图像转换为Lab颜色模式。

5.
 

多通道模式

多通道模式将在每个通道中使用256级的灰度级。在Photoshop中能够将具有一个以

上通道合成的图像转换为多通道模式,原来的通道将转换为专色通道。选择【图像】→【模
式】→【多通道】命令,能够将图像的颜色模式转换为多通道模式。

6.
 

设置通道位数

选择【图像】→【模式】→【8位/通道】命令,可以将图像转换为8位每通道的颜色模式。
所谓的8位每通道指的是图像的每个通道的灰阶数为256,即8位。在大多数情况下,

RGB、CMYK和灰度图像都是这种模式,即每个颜色通道包含8位数据。对于RGB图像的

3个通道来说,其为24位深度,即8位×3通道。其转换为灰度颜色模式后为8位深度,即

8位×1通道,转换为CMYK颜色模式后为32位深度,即8位×4通道。
选择【图像】→【模式】→【16位/通道】命令,能够将图像转换为16位每通道的颜色模

式,其能提供更为精细的颜色区分,但文件比8位每通道时要大。选择【图像】→【模式】→
【32位/通道】命令,能够将图像转换为32位每通道的颜色模式。

5.2 图像色彩的调整

完美的设计作品离不开色彩的搭配和设计。Photoshop提供了大量的命令用于色彩的

调整和搭配,这为创作色彩丰富的设计作品提供了便利。

5.2.1 【色相/饱和度】命令

【色相/饱和度】命令用来调整图像中单个颜色成分的色相、饱和度和明度。通过调整色

相,可以改变颜色;
 

通过调整饱和度,可以改变颜色的纯度;
 

通过调整明度,可以改变图像

的明亮程度。
选择【图像】→【调整】→【色相/饱和度】命令,可以打开【色相/饱和度】对话框。拖动其

中的滑块,可以对图像的色相、饱和度和明度进行调整,如图5-7所示。

图5-7 【色相/饱和度】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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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替换颜色】命令

【替换颜色】命令用来在图像中选择颜色,并对所选颜色的色相、饱和度和明度进行调

整。选择【图像】→【调整】→【替换颜色】命令,打开【替换颜色】对话框,如图5-8所示。使用

该对话框可以选择图像中相近的颜色,并调整该颜色的色相和饱和度。

5.2.3 【匹配颜色】命令

Photoshop中的【匹配颜色】命令用来实现不同图像间、相同图像的不同图层间或多个

颜色选区间的颜色的匹配。使用该命令,能够通过改变亮度和色彩范围以及中和色来调整

图像中的颜色。在使用该命令前,应该准备好用于匹配的源图像,或创建源图像选区,或者

在图层中建立要匹配的选区。选择【图像】→【调整】→【匹配颜色】命令,可打开【匹配颜色】
对话框,如图5-9所示。

图5-8 【替换颜色】对话框 图5-9 【匹配颜色】对话框

5.2.4 【通道混合器】命令

【通道混合器】命令用来改变某些通道的颜色,并将其混合到主通道中,以产生图像混合

效果。该命令只能用于RGB图像和灰度图像。选择【图像】→【调整】→【通道混合器】命令,
可打开【通道混合器】对话框,如图5-10所示。

5.2.5 【渐变映射】命令

【渐变映射】命令能够将图像中的最暗色调映射为一组渐变色的最暗色调,将图像中的

最亮色调映射为一组渐变色的最亮色调,从而将图像的色阶映射为一组渐变色的色阶。选

择【图像】→【调整】→【渐变映射】命令,可打开【渐变映射】对话框,如图5-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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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0 【通道混合器】对话框 图5-11 【渐变映射】对话框

5.2.6 【照片滤镜】命令

【照片滤镜】命令用来模拟传统相机镜头前加装滤色片后获得的照片效果。在传统相机

镜头前加装滤色片,可以调整通过镜头传递的光线的色彩平衡和色温。选择【图像】→【调
整】→【照片滤镜】命令,可打开【照片滤镜】对话框,如图5-12所示。

5.2.7 【阴影/高光】命令

【阴影/高光】命令是Photoshop专为处理数码照片设置的命令。该命令能够通过将数

码照片中的阴影区域加亮来校正由于逆光拍摄所形成的有缺陷的数码照片。选择【图像】→
【调整】→【阴影/高光】命令,可打开【阴影/高光】对话框,如图5-13所示。

图5-12 【照片滤镜】对话框 图5-13 【阴影/高光】对话框

5.2.8 【曝光度】命令

使用【曝光度】命令能够调整照片的曝光度。选择【图像】→【调整】→【曝光度】命令,可
打开【曝光度】对话框,如图5-1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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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4 【曝光度】对话框

5.2.9 【黑白】命令

使用【黑白】命令能够方便、快捷地创建黑白照片效果。该命令可以控制色光三原色和

印刷三原色在转换为黑白色时每一种颜色的色调深浅。例如,红、绿两种颜色在转换为黑白

时灰度非常相似,很难区分,色调的层次感就会被削弱。【黑白】命令可以分别调整这两种颜

色的灰度,将它们有效地区分开来,使色调的层次丰富而鲜明。这是【去色】、【色相/饱和度】
命令(色相值为0)无法做到的。此外,【黑白】命令还可以为灰度着色。选择【图像】→【调整】→
【黑白】命令,可打开【黑白】对话框,如图5-15所示。

图5-15 【黑白】对话框

5.2.10 色彩调整应用实例———雨与叶
1.

 

实例简介

  本实例介绍一种图像效果的制作过程。在本实例的制作过程中,首先在图像中放置素

材图片,并使用【自由变换】命令调整素材图片的大小,形成错落有致的版面布局;
 

然后使用
视频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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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调整命令对素材图片的色彩进行调整,创造需要的颜色效果;
 

最后使用【横排文字工

具】为图像添加文字。
通过本实例的制作,读者将掌握使用【色相/饱和度】命令和【通道混合器】命令调出不同

色彩效果的方法,同时了解作品中素材布局的方法和版面设计的技巧。

2.
 

实例操作步骤

(1)
 

启动Photoshop
 

CC
 

2018,新建一个名为“雨与叶”的空白文档,如图5-16所示。

图5-16 【新建文档】对话框

(2)
 

选择【视图】→【标尺】命令,在文档窗口中显示出标尺。分别打开素材文件夹part5
中的“水珠1.jpg”文件~“水珠4.jpg”文件。

(3)
 

在工具箱中选择【移动工具】,将“水珠1.jpg”文件拖放到新建的“雨与叶”文档窗口

中,此时Photoshop会自动创建包含该图像的图层,如图5-17所示。

图5-17 将素材图像拖放到文档窗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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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择【编辑】→【自由变换】命令,在文档窗口中拖动控制柄可以调整图像的大小,同
时调整图像在窗口中的位置,如图5-18所示。

图5-18 图像的变换

(5)
 

在“水珠2.jpg”文件中使用【裁剪工具】对图片进行裁剪。
(6)

 

将裁剪好的图像拖放到“雨与叶”文档窗口中,然后使用【自由变换】命令调整图片

的大小和位置,如图5-19所示。

图5-19 调整素材图片的大小和位置

(7)
 

按照同样的方法先对“水珠3.jpg”文件进行裁剪,然后将其拖放到“雨与叶”文档窗

口中,并调整其大小和位置。
(8)

 

将“水珠4.jpg”文件直接拖放到“雨之吻”文档窗口中,使用【自由变换】命令调整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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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和位置,如图5-20所示。

图5-20 放置第4张素材图片后的效果

(9)
 

在工具箱中选择【矩形选框工具】,使用该工具创建一个与素材图片间的边条等宽

的矩形选框,将其拖放到“水珠4.jpg”文件上。按Delete键删除选区内容,得到白色的切割

线,如图5-21所示。按Ctrl+D组合键取消选区的选择。至此图像的布局工作完成。

图5-21 创建白色的切割线

(10)
 

在【图层】面板中选择【图层1】。选择【图像】→【调整】→【通道混合器】命令,打开

【通道混合器】对话框。在【输出通道】下拉列表框中选择【红】选项,对红色通道的颜色进行

调整,如图5-22所示。
(11)

 

在【通道混合器】对话框的【输出通道】下拉列表框中选择【绿】选项,对绿色通道的

颜色进行调整,如图5-2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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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2 对红色通道的颜色进行调整

(12)
 

在【通道混合器】对话框的【输出通道】下拉列表框中选择【蓝】选项,对蓝色通道的

颜色进行调整,如图5-24所示。

图5-23 对绿色通道的颜色进行调整 图5-24 对蓝色通道的颜色进行调整

(13)
 

调整效果满意后,单击【确定】按钮关闭【通道混合器】对话框。【图层1】中图像的

效果如图5-25所示。
(14)

 

在【图层】面板中选择【图层2】。选择【图像】→【调整】→【色相/饱和度】命令,打开

【色相/饱和度】对话框,对整个图像的色相、饱和度和明度进行调整,如图5-26所示。
(15)

 

单击【确定】按钮关闭【色相/饱和度】对话框,此时【图层2】中图像的效果如图5-27
所示。

(16)
 

在【图层】面板中选择【图层3】。选择【图像】→【调整】→【色相/饱和度】命令,打开

【色相/饱和度】对话框。在该对话框的【编辑】下拉列表框中选择【绿色】选项,然后拖动滑

块,调整【色相】、【饱和度】和【明度】的数值,同时调整对话框下方色谱右侧的色相与饱和度

的颜色范围,如图5-2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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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5 【图层1】中图像的效果 图5-26 【色相/饱和度】对话框中参数的设置

图5-27 【图层
 

2】中图像的效果

图5-28 【色相/饱和度】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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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单击【确定】按钮关闭【色相/饱和度】对话框,此时【图层3】中图像的效果如图5-29
所示。

图5-29 调整色相和饱和度后的图像效果

(18)
 

在【图层】面板中选择【背景】图层,将背景色设置为黑色,以背景色填充【背景】图

层,将背景变为黑色。

(19)
 

在工具箱中选择【横排文字工具】,在图像中输入文字。

(20)
 

按Ctrl+Shift+E组合键合并所有图层。最后保存文档,完成本实例的制作。本

实例的最终效果如图5-30所示。

图5-30 本实例的最终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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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图像色调的调整

图像色调的调整就是对图像的明暗程度进行调整。通过对图像色调的调整能够获得不

同的图像效果。

5.3.1 色阶调整

所谓色阶,是指在各种色彩模式下图像原色的明暗度。对色阶进行调整,实际上就是对

图像明暗度进行调整。其范围为0~255,共256种色阶。对于灰度模式来说,从白色到黑

色被分为256个色阶,其变化由白到灰,再由灰到黑。RGB颜色模式的彩色图像的色阶代

表图像中红、绿、蓝三原色的明暗度。

Photoshop提供了用于色阶调整的【色阶】命令。该命令能够调整某个选区或整幅图像

的色阶。选择【图像】→【调整】→【色阶】命令,能够打开【色阶】对话框,如图5-31所示。

1.
 

通道的选择

在【色阶】对话框中,【通道】下拉列表框用于设置待调整色阶的颜色通道。对于RGB颜

色模式的图像来说,该下拉列表框中的选项包括【RGB】、【红】、【绿】和【蓝】。

2.
 

输入色阶的调整

在【输入色阶】选项组中,占主体位置的是一个直方图。该直方图可以直观地显示图像

中不同亮度像素的分布范围和数量。直方图的横轴表示亮度的取值范围,其值为0~255,
从左向右逐渐增大;

 

纵轴表示像素的数量,其高度标识某个亮度值所对应的像素的多少。
在直方图的下方有3个滑块,分别是左侧的黑色滑块 、右侧的白色滑块 和中间的

灰色滑块 。黑色滑块的位置指定了图像中最暗处的像素的位置,白色滑块的位置指定了

图像中最亮处的像素的位置,灰色滑块的位置指定了图像中中间亮度的像素的位置。
在直方图下方有3个文本框,其中的数值分别与黑色、灰色和白色滑块的位置相对应。

直接在相应的文本框中输入数值可以改变滑块的位置,如图5-32所示。

图5-31 【色阶】对话框 图5-32 直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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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准确地设置黑、白场

若要准确地设置图像中最暗处和最亮处的色调,也就是设置黑场和白场,可以通过【色
阶】对话框中的吸管工具来实现。3个吸管工具依次为设置黑场工具、设置灰场工具和设置

白场工具。
选择设置黑场工具 ,在图像中单击,则图像中最暗的亮度值将被定义为该单击处像

素的亮度值,所有比它更暗的像素都将变为黑色。
选择设置灰场工具 ,在图像中单击,单击处颜色的亮度将成为图像中间色调范围的

平均亮度。
选择设置白场工具 ,在图像中单击,则图像中最亮的亮度值将被定义为该单击处像

素的亮度值,所有比它更亮的像素都将变为白色。

4.
 

输出色阶的调整

通过设置【输出色阶】也可以实现对图像色调的调整。向右拖动【输出色阶】上的黑色滑

块,其下方对应文本框中的数值增大,图像会随着滑块位置的改变而变亮。之所以会产生这

样的效果,是因为Photoshop在输出时将这里的黑色滑块所指定的亮度值作为了图像的最

低亮度值。增大此值,图像的亮度将随之增加。
如果是向左拖动白色滑块,【输出色阶】下对应文本框中的数值会减小,此时图像变暗。

在改变白色滑块的位置时,Photoshop会将其指定的亮度值作为图像的最高亮度,向左拖动

该滑块,图像自然会变暗。

5.
 

其他设置项

在【色阶】对话框中单击【自动】按钮,Photoshop将自动调整图像的色阶,使图像的亮度

均匀分布。【自动】按钮适用于调整简单的灰度图像和像素值比较平均的图像。对于复杂的

图像,只有使用手动调整才能获得准确的效果。
单击【选项】按钮可打开【自动颜色校正选项】对话框,如图5-33所示。使用该对话框可

设置色阶调整的算法以及黑点和白点所占的比例,改变自动色阶调整的效果。

图5-33 【自动颜色校正选项】对话框

单击【色阶】对话框中的 按钮,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存储预设】命令,可以将当前的

设置参数以ALV文件的形式保存,在需要时直接载入使用。选择【载入预设】命令,可以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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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色阶参数文件。
在【色阶】对话框中,按住Alt键【取消】按钮将变为【复位】按钮,此时单击该按钮可将参

数恢复到初始状态。

5.3.2 曲线调整

与【色阶】命令类似,【曲线】命令同样能调整图像的色调。但与【色阶】命令不同,【曲线】
命令对色调的调整不是使用黑场、白场和灰点这3个变量,而是使用0~255范围内的任意

点来进行调整。因此,在对图像进行调整时,它比【色阶】命令更为准确、灵活。
选择【图像】→【调整】→【曲线】命令,可打开【曲线】对话框,如图5-34所示。

图5-34 【曲线】对话框

1.
 

使用预设方案

Photoshop自带多种预设的曲线方案,在【曲线】对话框的【预设】下拉列表框中可以选

择这些方案,直接将其应用于图像。
2.

 

曲线区域的结构

【曲线】对话框的主体部分是一个曲线区域,横轴是一个水平的色调带,表示原始图像中

像素的亮度,即输入色阶,具有0~255的亮度级别;
 

纵轴的垂直色调带表示调整后图像中

像素的亮度,即输出色阶。
在打开【曲线】对话框时,曲线区域会出现一条夹角为45°的直线,这意味着图像中像素的

输入亮度和输出亮度是相同的。这条直线在左下角和右上角各有一个控制点,左下角的控制

点代表图像的暗调,右上角的控制点代表高光,曲线的中间区域代表图像的中间调。使用【曲
线】命令对图像进行调整,就是调整这条曲线的形状来改变像素的输入亮度、输出亮度。

专家点拨:
 

在曲线区域中显示出了原始图像的直方图,以便用户了解原始图像的像

素亮度的分布情况。
3.

 

曲线的形状及其效果

在曲线上单击可创建一个控制点,拖动该控制点可以改变曲线的形状。将鼠标指标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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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曲线上,然后移动鼠标,也可以改变曲线的形状。通过在曲线上单击创建的控制点处于锁

定状态,在移动曲线时,该控制点的位置不会改变。如果需要删除该控制点,只需在选择该

点后按Delete键或将其拖到曲线区域外即可。
不同形状的曲线可以带来不同的图像效果。

•
 

加亮图像:
 

向上拖动曲线,能够将图像加亮。

•
 

压暗图像:
 

向下拖动曲线,能够将图像变暗。

专家点拨:
 

对于曲线上的某个控制点来说,向上移动意味着加亮图像,向下移动意味

着压暗图像。加亮的最大值为255,压暗的最大值为0。在选择某个控制点后,【输入】和【输
出】文本框可用。其中的数值将会随着控制点位置的变化而改变,显示该点的输入亮度和输

出亮度的值。通过在该文本框中输入数值,可以直接改变所选控制点的位置。

•
 

增强图像反差:
 

在曲线的中间创建控制点,然后在曲线的上、下部分分别拖动曲线,
以获得S形的曲线。这种曲线可同时扩大图像的亮部和暗部的像素范围,提高图像

的反差。

•
 

增加亮部和暗部层次:
 

在曲线的中间创建一个控制点,将该控制点上部的曲线和下

部的曲线均略微上移,抬高这两段曲线,使曲线呈 M 形,此时图像的亮部和暗部的

层次都会增强。

•
 

特殊的图像效果:
 

将曲线调整为不同的形状,能够创建不同的图像效果,有时能获

得特别的颜色效果。

专家点拨:
 

在具有多个控制点的曲线上,按Ctrl+Tab组合键可依次向前选择控制

点,按Ctrl+Shift+Tab组合键可依次向后选择控制点,按Shift键并单击控制点可同时选

择多个控制点。

4.
 

绘制曲线

单击【曲线】对话框中的铅笔按钮 ,使其处于按下状态,可以使用相应工具直接在曲线

区域中绘制曲线。绘制后的曲线即为调整后的曲线形状,如图5-35所示。此时该对话框中的

【平滑】按钮可用。单击【平滑】按钮可以使绘制的曲线成为平滑曲线,如图5-36所示。

图5-35 绘制曲线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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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6 使曲线平滑

5.
 

精确地调整图像的色调

若用户对图像的色调分布把握得不准,可以将鼠标指针放置到图像中,此时鼠标指针变

为吸管形状,之后若按住鼠标左键,就会在曲线上出现一个空的小方块,小方块的位置即为

图像中该取样点的色调在曲线上的位置,【输入】和【输出】文本框中将显示该取样点的输入

和输出亮度值,如图5-37所示。

图5-37 曲线上的取样点

按住Ctrl键并在图像中单击,将在曲线上建立与取样点相对应的控制点,拖动这些控

制点,能够准确地改变图像中对应区域的色调。

5.3.3 使用【色彩平衡】命令

使用【色彩平衡】命令能够调整图像阴影区域、高光区域和中间调区域的色彩成分,并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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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各色彩,以达到色彩的平衡。但使用该命令所进行的调整不够准确,如果要精确地对图像

中的各色彩成分进行调整,需要使用【曲线】或【色阶】命令。
选择【图像】→【调整】→【色彩平衡】命令,打开【色彩平衡】对话框,如图5-38所示。

图5-38 【色彩平衡】对话框

在该对话框的【色彩平衡】选项组中分别拖动3个滑块,或在【色阶】文本框中输入数值,
即可调整图像中的色彩。在这里每一个导轨两端的颜色正好是互补色。利用互补色原理,
通过增减某种颜色来获得其他颜色的增减,以达到对图像色彩进行调整的目的。通过选中

【阴影】、【中间调】或【高光】单选按钮,可以选择图像中要进行色彩调整的区域。

专家点拨:
 

在【色彩平衡】对话框中,【色阶】文本框中输入值的范围为-100~100,输

入负值,滑块会向左移动到相应的位置;
 

输入正值,滑块会向右移动到相应的位置。

5.3.4 使用【亮度/对比度】命令

使用【亮度/对比度】命令能够一次性地对整个图像的亮度和对比度进行调整。该命令

不考虑原图像中不同色调区域亮度和对比度的差异,对任何色调区域都进行相同的调整,因
此其获得的效果有时会不够准确。当图像中各个色调区域的亮度和对比度的差异不是很大

时,使用该命令能够取得想要的调整效果。

图5-39 【亮度/对比度】对话框

选择需要处理的图像,然后选择【图像】→【调整】→
【亮度/对比度】命令,打开【亮度/对比度】对话框,拖动其

中的【亮度】和【对比度】滑块,调整图像的亮度和对比度,
如图5-39所示。

专家点拨:
 

在【图像】菜单中,Photoshop提供了【自

动色调】、【自动对比度】和【自动颜色】命令,使用这些命

令,Photoshop会根据图像的情况自动对图像的色阶、对比

度和色彩进行调整,而无须用户进行参数设置。
除了上面介绍的色调调整命令外,Photoshop还提供了其他用于图像调整的命令,包括

 

【反相】命令、【色调分离】命令、【阈值】命令和【渐变映射】命令等。

5.3.5 图像色调调整应用实例———暮色
1.

 

实例简介

  本实例介绍一张数码照片色调的调整方法。照片拍摄的是暮色下的江面,整张照片的

色调偏冷,没有夕阳下浓烈的暖色效果。本实例将通过色调调整命令来调整这张照片的色
视频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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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获得一种夕阳下浓烈的色彩效果。
在本实例的制作过程中,将使用【色阶】命令、【色彩平衡】命令、【曲线】命令以及【亮度/

对比度】命令。通过本实例的制作,读者将进一步了解各种色调调整命令,掌握使用这些命

令调整图像色调的方法。

2.
 

实例操作步骤

(1)
 

启动Photoshop
 

CC
 

2018,打开素材文件夹part5中的“暮色.bmp”文件。
(2)

 

选择【图像】→【调整】→【色阶】命令,打开【色阶】对话框,向左拖动中间的灰色滑

块,将图像适当加亮,如图5-40所示。完成调整后单击【确定】按钮,关闭【色阶】对话框。

图5-40 加亮图像

(3)
 

选择【图像】→【调整】→【色彩平衡】命令,打开【色彩平衡】对话框,分别拖动各滑

块,调整图像中间调的色彩,如图5-41所示。

图5-41 调整中间调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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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色调平衡】选项组中选中【阴影】单选按钮,然后分别拖动各滑块,调整图像阴影

区域(即暗调区域)的色彩,如图5-42所示。

图5-42 调整阴影区域的色彩

(5)
 

在【色调平衡】选项组中选中【高光】单选按钮,然后分别拖动各滑块,调整图像中高

光区域的色彩,如图5-43所示。完成色彩的调整后单击【确定】按钮,关闭【色彩平衡】对
话框。

图5-43 调整高光区域的色彩

(6)
 

选择【图像】→【调整】→【曲线】命令,打开【曲线】对话框。在曲线中间位置创建控

制点,并将该控制点适当下拉,以压暗图像的亮度,如图5-4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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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4 改变曲线的形状适当压暗图像的亮度

(7)
 

在【通道】下拉列表框中选择【红】选项,将曲线上拉,适当增加红色通道的亮度,如
图5-45所示。

图5-45 适当加亮红色

(8)
 

在【通道】下拉列表框中选择【绿】选项,在曲线的上部和下部分别增加控制点,调整

曲线的形状,如图5-46所示。完成曲线的调整后单击【确定】按钮,关闭【曲线】对话框。
(9)

 

选择【图像】→【调整】→【亮度/对比度】命令,打开【亮度/对比度】对话框,适当调整

整个图像的亮度和对比度。
(10)

 

对图像的色调进行适当调整,效果满意后保存文档,完成本实例的制作。本实例

的最终效果如图5-4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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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6 调整绿色通道的曲线

图5-47 本实例的最终效果

5.4 本章小结

调整图像的色彩和色调是使用Photoshop进行平面设计的一项重要工作,良好的色彩

搭配、符合作品主题的色调将会使设计作品获得良好的视觉效果,起到烘托作品主题的作

用。本章从图像颜色模式的转换、图像色彩的调整和图像色调的调整三方面详细介绍了

Photoshop
 

CC
 

2018中调整图像的色彩和色调的方法。通过本章的学习,读者能掌握

Photoshop中常用的图像色彩和色调调整命令,掌握常用的调整图像色彩和色调的理论知

识,通过实例的制作获得相关的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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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本章习题

一、
 

填空题

1.
 

Photoshop支持的颜色模式有位图模式、灰度模式、双色调模式、索引颜色模式、
颜色模式、 颜色模式、Lab颜色模式和多通道模式。

2.
 

在将图像转换为位图模式时,会使图像的颜色减到两种,分别是 色和

色。

3.
 

【色相/饱和度】命令可以用来调整图像中单个颜色成分的色相、饱和度和明度。通

过调整色相可以改变 ,通过调整饱和度可以改变颜色的 ,通过调整明度可

以改变图像的 程度。

4.
 

使用【自动色调】命令,Photoshop会用比例来调整图像的亮度,将最亮的像素变为

色,将最暗的像素变为 色,使图像的亮度分布均匀。使用【自动对比度】命
令能够自动调整整幅图像的对比度,此时图像的最亮像素和最暗像素被转化为 色

和 色,从而使高光区域变得更 ,阴影区域变得更 。

5.
 

颜色可以用色轮来表现它们之间的关系,在色轮上处于 的两种颜色称为互

补色,它们在色轮上是呈 关系的色彩。对于互补色来说,其中一种颜色减少,其互

补色将 。对于色轮上的每种颜色,都可以使用其旁边的 颜色混合得到。
二、

 

选择题

1.
 

能够重新分布图像中像素的亮度值,以便能够更加均匀地呈现亮度级范围的命

令是(  )。

A.
 

【自动色调】命令           B.
 

【阈值】命令

C.
 

【色调均化】命令 D.
 

【色调分离】命令

2.
 

Photoshop为处理数码照片专门设置了一个命令,该命令能够通过将数码照片中的阴

影区域加亮来校正由于逆光拍摄所形成的有缺陷的数码照片,这个命令是(  )。

A.
 

【阴影/高光】  B.
 

【色相/饱和度】  C.
 

【替换颜色】  
 

D.
 

【曝光度】

3.
 

在【色阶】对话框中,如果要增加图像的亮度,不能使用(  )操作。

A.
 

将白色滑块向左拖移 B.
 

将灰色滑块向左拖移

C.
 

将黑色滑块向右拖移 D.
 

将灰色滑块向右拖移

4.
 

在使用【曲线】命令调整图像的色调时,如果要在曲线上创建与图像中某点对应的控

制点,应执行(  )操作。

A.
 

在图像中单击 B.
 

按住Ctrl键在图像中单击

C.
 

按住Alt键在图像中单击 D.
 

在图像中双击

5.6 上机练习

练习1 风景照色调的调整

  打开素材文件夹part5中的“练习1素材.jpg”文件,如图5-48所示。调整照片,效果如

图5-4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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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8 需处理的风景照 图5-49 照片处理后的效果

有多种方法调整色调,下面简单介绍几种常用的方法。
(1)

 

使用【色彩平衡】命令,分别调整阴影、中间调和高光区域的颜色。
(2)

 

使用【色阶】或【曲线】命令,分别对红、绿和蓝通道的亮度进行调整。
(3)

 

使用【照片滤镜】命令,选择应用加温滤镜,同时调整【浓度】的值。

练习2 变色花

打开素材文件夹part5中的“练习2素材.jpg”文件,如图5-50所示。调整图像,效果如

图5-51所示。

图5-50 需处理的花朵

图5-51 图像调整后的3个效果

以下是主要操作步骤提示。
(1)

 

效果图中的第1个色彩效果可以使用【黑白】命令来制作。
(2)

 

效果图中的第2个色彩效果可以通过使用【色相/饱和度】对话框来调整图像中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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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的色相、饱和度和明度。
(3)

 

效果图中的第3个色彩效果可以使用【渐变映射】命令获得。此处使用的是【色谱】
渐变样式,并勾选了【反向】复选框。

练习3 青山绿水夜归人

打开素材文件夹part5中的“练习3素材.bmp”文件,如图5-52所示。使用色彩和色调

调整命令对图像进行调整,调整后的图像效果如图5-53所示。

图5-52 需要进行调整的图像 图5-53 图像调整后的效果

以下是主要操作步骤提示。
(1)

 

使用【色彩平衡】命令增加阴影区域的青色、绿色和黄色,增加中间调区域的青色、
洋红和黄色,高光区域适当增加蓝色。

(2)
 

使用【色阶】命令将图像适当加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