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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方正小样与 ＰＤＦ文件的无缝对接实现远程校对
李　德　华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编辑部，６１００６６，成都）

摘　要　利用方正书版软件处理方正小样文件，利用方正ＰＳＰ
ＰＲＯ输出软件的虚拟打印机功能将方正大样文件转换成 ＰＤＦ
文件，以及 ＡｄｏｂｅＡｃｒｏｂａｔ软件对 ＰＤＦ格式文件合并创建和注
释等功能，以实现方正小样文件与 ＰＤＦ文件的无缝对接，并实
现作者的远程校对，从而提高作者校对的质量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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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ＤＦ格式文件不受排版软件的限制，可以很好地
反映稿件的排版原貌与格式［１］，是目前国际上通用的

科技文献电子版格式。由于北大方正排版系统生成的

大样文件一般作者无法直接阅读，无法实现作者远程

校对，因此，越来越多的编辑部把大样文件转换为

ＰＤＦ，利用网络实现远程校对［２３］；而作者收到稿件后

通常用ＡｄｏｂｅＡｃｒｏｂａｔ免费阅读器打开阅读或用打印
机输出后进行校对，无法在校对稿上直接修改［４］。文

献［５］中提到“由于目前无法实现方正书版与Ｗｏｒｄ文
档和ＰＤＦ文件之间的无缝对接，要实现远程校对，还
需作者熟练掌握‘修订’的操作方法，而对于许多作者

来说，这一操作可能并不熟练，如作者直接在文档上修

改，则编辑难于辨识作者校对之处，为‘誊样’带来困

难。目前，我们仍在采用邮寄纸样的方法”。

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发现，利用方正书版软

件处理方正小样文件并生成方正大样文件，利用方正

ＰＳＰＰＲＯ输出软件的虚拟打印机功能将方正大样文件
转换成 ＰＤＦ文件，以及 ＡｄｏｂｅＡｃｒｏｂａｔ软件对 ＰＤＦ格
式文件合并创建和注释等功能，可以实现方正小样文

件和ＰＤＦ文件的无缝对接，从而使编辑部可以充分利
用网络资源实现作者远程校对。

１　方正小样文件与ＰＤＦ文件的无缝对接

　　１）用方正书版软件处理小样文件并输出方正大
样文件。运行方正书版９．１１，打开需要处理的小样文
件，对其进行排版处理，如果有图形文件，则用ＰＳ命令
插入用飞腾等软件处理好的图形文件。对小样文件用

快捷键Ｆ８进行“一扫查错”，Ｆ７进行“正文发排”，Ｆ５
进行“正文结果发排显示”处理。通过显示，可以发现

问题并在小样文件中进行修改，直到显示满意的排版

效果。然后在书版中选择“排版”中的“直接输出正

文”（选择扩展名为ＰＳ），输出方正大样文件。
２）用方正ＰＳＰＰＲＯ输出软件的虚拟打印机功能将

大样文件转换成 ＰＤＦ文件。运行方正 ＰＳＰＰＲＯ输出
软件，在文件选单中选择“打开”，并选中大样文件，在

“参数模板”中选择“Ｄｅｆａｕｌｔ”，点击“修改”选项进行参
数设置。在“修改”选项的“输出设备”中选择“Ａｄｏｂｅ
ＰＤＦ”（计算机上须安装 ＡｄｏｂｅＡｃｒｏｂａｔ６．０或以上版
本），在“设备属性”的“ＡｄｏｂｅＰＤＦ设置”中，将选项全
部勾选。在 “参数设置”的“图像”中“输出色面”选择

“Ｂｌａｃｋ“，这样设置将使生成的ＰＤＦ文件较小。
“图像质量”一般选择“普通”，即可达到很好的效

果，生成ＰＤＦ文件的精度足够满足作者阅读和打印需
要，而且生成的 ＰＤＦ文件很小。设置好参数并确认
后，回到上一级选项，再确认，选择“打开”，即可开始

用ＰＳＰＰＲＯ输出软件将大样文件转换为ＰＤＦ文件。
在转换过程中，需要等待 ＰＳＰＰＲＯ的 ＲＩＰ作业管

理器进行作业，每生成一页 ＰＤＦ文件，则提示输出文
件名 （默认输出文件名为大样文件名），如果不改变文

件名，则进行覆盖。对生成的ＰＤＦ文件名可进行连续
编号，以便将所生成的多个 ＰＤＦ文件合并生成一个
ＰＤＦ文件。在转换生成ＰＤＦ文件过程中，系统自动打
开ＡｄｏｂｅＡｃｒｏｂａｔ软件，并显示已生成的 ＰＤＦ文件的
内容。

３）用ＡｄｏｂｅＡｃｒｏｂａｔ软件对 ＰＤＦ文件合并创建和
注释等功能生成校样文件。选择 ＡｄｏｂｅＡｃｒｏｂａｔ软件
工具中的“创建ＰＤＦ”，选择“从多个文件创建 ＰＤＦ文
件”，用ＰＳＰＰＲＯ转换好的ＰＤＦ文件显示在“要合并的
文件”列表框中，可以对其中的文件进行顺序调整和

删除，也可以用“添加文件”中的“浏览”选中需要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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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ＰＤＦ文件添加到合并列表框中。勾选“包括所有打
开的ＰＤＦ文档”，选中列表框中的全部ＰＤＦ文件，然后
点击确定，即可将合并列表框中的多个 ＰＤＦ文件合并
生成一个ＰＤＦ文件，选择选单“文件”中的“另存为”，
将合并生成的ＰＤＦ文件保存，则完成了方正小样文件
转换为ＰＤＦ文件的过程。

责任编辑可以用 ＡｄｏｂｅＡｃｒｏｂａｔ的注释工具对校
样进行必要的解释（这些批注可以是文本、图形或音

频格式，可附加外部文件，还可以从 ＰＤＦ文件导入或
导出注释和标记），以便作者对校样中经编辑改动处

进行确认［６］。责任编辑利用 ＡｄｏｂｅＡｃｒｏｂａｔ的注释功
能对ＰＤＦ文件进行注释，生成校样文件，然后通过网
络传送给作者进行远程校对。对 ＰＤＦ文件进行注释
的方法可参见文献［４，６］。

经过上述方法转换后，即可将小样文件转换为

ＰＤＦ文件，转换后的 ＰＤＦ文件与用 ＰＳＰＰＲＯ输出软件
打印的校样文件完全相同，并且包括方正小样文件中

的图表和公式以及特殊字符，完全实现了方正排版软

件与ＰＤＦ文件之间的无缝对接，而且克服了通过逐页
扫描的方法将它转换成 ＰＤＦ文件，工作量比较大，字
体的分辨率不高，生成的文件也大的缺点［７］。由于生

成的ＰＤＦ文件不大，每一页仅十几 ＫＢ或几十 ＫＢ（方
正小样文件中插入有图形文件时略大），从而可充分

利用网络资源通过网络快速传输。

在将方正小样文件转换为 ＰＤＦ文件的过程中，如
果发现转换的ＰＤＦ文件中有错误或者不令人满意，则
可以重新用方正书版对小样文件进行修改，然后通过

显示确认后生成大样文件，再转换为 ＰＤＦ文件。由于
方正书版、方正ＰＳＰＰＲＯ和ＡｄｏｂｅＡｃｒｏｂａｔ软件可以同
时打开进行操作，在小样文件与 ＰＤＦ文件之间，可以
用书版对小样文件进行修改并生成大样文件，然后通

过ＰＳＰＰＲＯ将大样文件转换成 ＰＤＦ文件。ＰＤＦ文件
中的文字等信息，尤其是作者对ＰＤＦ校样文件中的信
息，可以通过复制或导出到小样文件中。对于实现编

排校一体化的编辑部，责任编辑可以十分方便地通过

方正书版、方正ＰＳＰＰＲＯ和ＡｄｏｂｅＡｃｒｏｂａｔ等对稿件进
行处理，包括对作者校对信息的处理，从而真正实现了

方正小样文件与ＰＤＦ文件的无缝对接。

２　作者远程校对提高了校对的质量和效率

　　科技期刊编校质量的高低，除了取决于责任编辑
的编辑加工和校对质量外，还与作者是否参与校对及

其校对质量如何有关。要提高科技期刊的编校质量，

责任编辑必须十分重视作者的校对，充分利用作者熟

悉文稿本身的优势来消除编辑加工和排版过程中产生

的内容差错。

责任编辑可将经编辑加工排版并进行了一校的小

样文件，通过方正 ＰＳＰＰＲＯ输出软件转换成 ＰＤＦ文
件，并将在一校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以及相应的要求，通

过ＡｄｏｂｅＡｃｒｏｂａｔ软件对生成的 ＰＤＦ文件进行注释处
理，生成 ＰＤＦ校样文件；然后通过电子函件将 ＰＤＦ校
样文件发送给作者进行远程校对（二校），并让作者将

校对信息直接在ＰＤＦ文件上进行注释或者用Ｗｏｒｄ及
其他文本处理软件对校样的说明文件用电子函件返回

责任编辑。

作者在收到ＰＤＦ校样文件后，可以用任一台计算
机打开进行阅读和打印。作者可以在 ＰＤＦ文件上直
接进行注释完成校对，也可以用 Ｗｏｒｄ或其他文本处
理软件对校样进行文字说明完成校对，然后将校样或

校对说明文件发回给责任编辑，从而完成作者的远程

校对。

责任编辑收到作者发回的校对函件后，再对稿件

进行认真的修改，并用方正书版处理好小样文件，生成

大样文件，再用 ＰＳＰＰＲＯ输出软件将大样文件生成
ＰＤＦ文件，然后将在三校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和要求通
过注释生成ＰＤＦ校对文件，发送给作者进行再一次校
对和确认。

利用网络资源让作者进行２次远程校对，能充分
发挥作者校对的优势，保证了校对质量，提高了校对工

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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