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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 软件初始设置

!""""

!
" !"#$%&

学习目的
在使用 !"#$#%"#& 进行工作之前，需要认真做好基本设置，这将为

以后顺利操作软件创建一个较好的工作空间。

!"#$

!# 设置工作环境

启动 !"#$#%"#& ’() 之前，要在 *+,-#.% 中做好相应的设置。

显示器色彩设定非常重要。选择屏幕左下角的开始/设置/控制面板/显示，在弹出的窗

口中先选择“设置”选项卡，将颜色设定为 01 位增强色以上，屏幕区域应根据显示器的

实际情况设定，02 英寸显示器以 03)4 5 216 像素为宜。单击“ 应用” 按钮，单击“ 确定”

按钮退出，如图 070 所示。

在屏幕左下角的开始图标上右击鼠标，选择搜索命令，打开搜索窗口。在搜索文件名

中填入“!8 $9&”。指定搜索的目标为所有盘，单击“ 搜索” 按钮，将硬盘中所有 $9& 格

式文件搜索出来，按 ’$:; < = 键将所有 $9& 格式文件选中，按 >?;?$? 键删除全部 $9& 文件，

如图 07) 所示。

图 !$!

@ @
图 !$%

这样做是为了清理磁盘空间，在清理!8 $9& 文件之前，应关闭所有应用程序，启动

!"#$#%"#& ’(。

过去 !"#$#%"#& 的启动画面是一只大眼睛，它眼看着 !"#$#%"#& 从 38 A2 到 28 3 走过了十

几年的历程。到了 !"#$#%"#& ’(，这个启动画面变成了几只美丽的彩色羽毛，现在只剩下



!"# !"#$#%"#& ’( $%&’

!""""

! 图 #$%

一只蓝绿色的羽毛，画面简洁了许多，如图 "#$

所示。

!& 设置软件工作环境

选择“编辑%首选项%常规”（&’() % *+,-,+,./,0 %

1,.,+23） 命 令，在 弹 出 的 窗 口 中“ 历 史 记 录 状

态”（4(0)5+6 7)2),0） 中默认的数值是 89，这是指

将来操作中可以后退撤销的操作步数。如果没有

特殊要求，建议不要设置更高的数值，因为后退操作的记录是以牺牲磁盘空间为代价的。

如图 "#: 所示。

打开这个窗口顶上的下拉框，选择“ 文字” 选项，取消对“ 以英文显示字体名称”

（7;5< =5.) >2?,0 (. &.@3(0;）选项的选中，以保证将来输入文字时字体名称是中文显示。

在“字体预览大小”中可以选择“大”，以使得将来字体框中显示的字体样式更清晰，如

图 "#A 所示。

图 #$’

! !
图 #$(

打开这个窗口顶上的下拉框，选择“增效工具与暂存盘”（*3B@#(.0 C 7/+2)/; D(0E0）选

项。将暂存盘第一（=(+0)）设定为机器中空间最大的盘。这样，将来做图时，会有足够的空

间来倒图像。再为第二（7,/5.’）设定一个较大的硬盘，一旦第一个盘空间不够，可以利用

第二个盘来倒图，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因磁盘空间不够而死机，如图 "#F 所示。

再次打开这个窗口顶上的下拉框，选择“ 内存与图像高速缓存”（G,?5+6 C H?2@,

I2/;,）选项。可以将“*;5)50;5J 占用的最大数量”（K0,’ L6 *;5)50;5J） 选项设置提高到

M9N，这样将在机器中为 *;5)50;5J I78 提供更大的使用空间。但是要注意，因为大部分空间

留给了 *;5)50;5J，如果再同时启动多个大型应用软件，有可能出现死机现象，如图 "#O 所示。

! "#
! =A 键是笔刷调板（P+B0;,0）的开关键；

! =F 键是颜色调板（I535+）的开关键；

! =O 键是图层调板（Q26,+0）的开关键；

! =M 键是信息调板（ H.-5）的开关键；

! =R 键是动作调板（S/)(5.0）的开关键。

图 #$)



练习 !" 软件初始设置

#""""

图 !$%

#& 合理安排调板位置

启动 !"#$#%"#& ’() 后应单击窗口右上角的最大化图标。

如果是新手，而且使用的是别人用过的机器，软件中各个调板的位置已经被改变，可

以选择“窗口*工作区*复位调板位置”（+,-.#/ *+#01%&234 * 54%4$ !264$$4 7#32$,#-%）命令将

所有控制调板恢复到默认位置。这个菜单中新增加的一组命令（复位调板位置、复位键盘

快捷键、复位菜单）就是为方便操作而设的。

左边的工具箱会自动贴到桌面最左边工具选项栏下面，将来它会直接影响到图像打开

的位置，如图 89: 所示。

将来如果某个调板没有打开，可以在“ 窗口”（+,-.#/） 菜单下依次单击相应的命

令，这些调板会逐个打开。如图 89; 所示。

图 !$’

< < < < < < <
图 !$(

每个窗口中都有几个调板，这些调板可以任意组合。用鼠标按住历史（=,%$#0>） 调

板，拖动到图层（72>40%） 调板窗口中去。如图 898? 所示。再将动作调板（@3$,#-） 也拖

入到图层调板（72>40%）窗口中去，然后将图层调板的窗口拉长。这样就将原来的 A 个窗

口简化为 B 个，便于初学者做练习，如图 8988 所示。

!"#$%
为 !"#$#%"#& 创建一个良好的工作空间，是确保软件正常工作、充分发挥软件效能的重

要前提条件，认真做好软件初始设置十分必要。

!"#$#%"#& ’() 的界面既保持了过去的传统风格，又做了新的改进。与前一个版本相

比，增加了一个新的动画调板。各个调板移动、组合、开关都很方便灵活。操作者依照爱

好和习惯，调整好一个较舒适的工作界面，将为以后的操作带来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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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 ! ! !
图 #$##



练习 !" 打开图像文件

#""""

!
" !"#$%&

学习目的
进入 !"#$#%"#& ’()，打开图像文件是所有操作的第一步，灵活迅速

打开文件，准确方便观察图像，这些都是开始进行图像操作之前的

基本操作。

!"#$

$% 打开图像文件

选择“文件*打开”（+,-. * /&.0）命令，在弹出的窗口中，找到所需的图像文件。!"#1

$#%"#& ’() 专为练习而提供的图像在“!2#3245 +,-.% * 67#8. * !"#$#%"#& ’() * 样本” 目录中。

选择图像山丘9 $,: 打开。图像打开后并不一定是桌面上的最佳显示比例，这时用鼠标在工

具箱中的抓手工具上双击，图像会自动以最佳显示比例显示在桌面工作区域中，如图 )1;

所示。

在上边选项栏的右侧单击 <2,73. 图标，这是 !"#$#%"#& ’() 中新增加的一个“ 图像浏览

器”独立软件，在打开的图像文件浏览窗口中，先找到所需的目录，再选中所需的图像文

件。这时，被选中的图像各项信息显示在左侧的缩略图下，如图 )1) 所示。

图 !&$

= =
图 !&!

双击或者拖动这个图像到桌面上来就可以打开所选的图像文件。

!"#$#%"#& ’() 将过去桌面最下面的状态栏移到了每个文件的最下面。

要想清楚地知道当前打开图像文件的基本参数，就按住 6-$ 键，再用鼠标按住文件最

下边状态栏中显示文件大小的标志不要松开，可以看到弹出的窗口中显示了当前文件的各

项数据，包括图像的宽高像素总数、厘米数值，还有色彩模式和通道数，以及图像精度。

这些都是在进行图像操作前应该知道的，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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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图 #$%

! "#
用鼠标双击灰色桌面即可弹出“ 打

开”（"#$%）窗口。

#& 观察图像

在图像操作过程中如果图像显示区域不够，可以关闭各项调板以扩大图像显示区域。

按相应的功能键可以快捷地打开或关闭相应的调板。

按 &’()* + ,-. 键，则关闭所有调板。这时可以将图像扩大到整个工作区域。再次按

&’()* + ,-. 键，所有的调板又都打开了。如果单按 ,-. 键，则临时关闭桌面上所有的活动调

板，这样可以更好地观察图像，如图 /01 所示。

打开导航器调板（2-3(4-*56）。向右移动滑块，则图像被放大，最大可以到 7899: 。

向左移动滑块，则图像被缩小，再用鼠标反复单击缩小图标，最小可以到 9; 7<: 。也可在

前面的比例框中直接键入所需比例后回车，如图 /0= 所示。

图 #$’

! !
图 #$ (

当显示比例大于桌面最佳显示比例时，导航调板（2-3(4-*56） 预览窗口中的红色线框

可以移动，需要详细观察哪一部分图像就将红框移动到哪个地方，桌面上的大图像也将随

之移动到相应位置，如图 /08 所示。

当显示比例大于桌面最佳显示比例时，图像的右边和下边会出现滚动杆。拉动滚动杆

或使用工具箱中的抓手工具可以在框中移动图像，如图 /0< 所示。

图 #$ !

! !
图 #$ )

如果正在使用其他工具，而临时需要使用抓手工具移动观察图像，就按住空格键，图

像中的鼠标临时变成抓手工具，移动图像到所需位置后松开空格键，又恢复为正在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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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

图像操作过程中经常要以 !""# 比例显示图像，这时就在工具箱中的放大镜上双击。

这样做是确保所有像素点都被显示出来，在制作高精度图像时尤其必要。

当需要将图像恢复到桌面最佳显示比例时，在工具箱中的抓手工具上双击鼠标即可。

当正在使用其他工具而临时需要放大或缩小图像时，可以同时按下空格键和 $%&’ 键，

图像中的鼠标临时变成了放大工具，单击鼠标就将图像放大一倍。如果同时按下空格键和

(’% 键，图像中的鼠标临时变成了缩小工具，单击鼠标就将图像缩小一半。松开 $%&’ 键，图

像中又恢复为正在使用的工具，如图 )*+ 所示。

$% 设定标尺与参考线

在操作图像时，往往需要准确地定位。选择“视图,标尺”（-./0 , 12’/&3） 命令，当前

图像和以后打开的图像上都出现了标尺。随着鼠标的移动，在横竖标尺上都可看到鼠标的

坐标位置。当需要将图像中的某一点设定为 " 坐标点时，用鼠标按住图像左上角的 " 坐标

点移动到图像中的所需位置就行了。什么时候需要恢复原始 " 坐标点，就在原始 " 坐标点

上双击鼠标，如图 )*4 所示。

图 !& ’

5 5
图 !& (

在图像有标尺的情况下，从标尺位置按下鼠标向图像中拉动就产生了一条参考线，重

复操作可产生多条所需的参考线。哪条参考线不要了，就用工具箱中的移动工具，在这条

参考线上按下鼠标将它送回标尺中或者拉到图像的外面去，如图 )*!" 所示。

图 !&)*

选择“视图,显示”（-./0 , 6780）下面的各项命

令，可以分 别 显 示 参 考 线、网 格、裁 切 线 等 设 置，

直接单击“ 全部”（(’’） 命令，会同时打开当前所

有的参考设置项。再次选择“无”（98:/） 命令，将

同时关闭所有参考选项显示。

在视图 （ -./0） 菜 单 中，“ 对 齐 ”（ 6:;<） 或

“对齐到”（6:;< =8）命令使图像中的各项操作与参

考线自动对齐；“ 锁定参考线”（>8?@ A2.B/3） 命令

将已有的 参 考 线 锁 定 不 能 再 移 动；“ 清 除 参 考 线”

（$’/;& A2.B/3）命令则清除所有的参考线，如图)*!!

所示。

选择“视图,新建参考线”（-./0 , 9/0 A2.B/）命令，在弹出的窗口中可以分别设置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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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或垂直参考线的精确位置，在厘米单位下甚至可以精确到小数点后 ! 位，如图 "#$"

所示。

图 #$%%

% %
图 #$%#

!"#$%
打开图像文件，观察图像文件，这是在 &’()(*’(+ 中进行图像操作的第一步。不要小看

这些基本操作，其中有很多快捷方法，灵活掌握、熟练运用这些快捷方法，既可以大大提

高工作效率，也可以享受工作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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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的
选区操作是 !"#$#%"#& 最基本的操作技法，读者通过这个练习可以

完全掌握建立各种选区的操作技法。

!"#$

$% 准备图像

打开图像山丘’ $()。确认左边的工具箱和上边的选项栏已经打开。如果工具箱和选项栏

没有打开，选中窗口（*(+,#-）菜单下第二组中的工具（.##/%） 和选项（0&$(#+%） 命令，

分别打开工具箱和选项栏，如图 123 所示。

初学者对工具箱中各项设置不熟悉，容易发生错误，将鼠标放在选项栏最前边的工具

图标上右击，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复位所有工具”（45%5$ 6// .##/%） 命令，各项工具设

置恢复初始状态，如图 127 所示。

图 !&$

8 8 8
图 !&’

8 8
图 !&!

8 图 !&(

’% 建立矩形选区

用鼠标按住工具箱中左列第一个选区工具，

看到里面还有同类工具，选中第一个矩形选区工

具，如图 121 所示。

按住鼠标沿斜线方向拖动，就会产生一个矩

形的选区范围。可以看到一圈虚线在不停地移动，

这被形象地称为蚂蚁线。鼠标进入选区范围之内

就会变成箭头带一个方框，鼠标移到选区范围之

外就会变成十字坐标线，以此区别选区范围的内

外，如图 12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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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需要制定一个选区范围的宽高固定比率，就打开这个工具的选项栏上的样式

（!"#$%）下拉框，选定其中的固定长宽 比（ &’(%) *+,%-" ./"’0） 命 令，然 后 在 下 面 宽 度

（1’)"2）和高度（3%’42"）中填入所需要的宽高比率，假如填入的是相同的两个 5 或 6，随

后拉出的选区范围一定是正方形，如图 789 所示。

如果需要选取一个精确的范围，可以在上边的选项栏中打开样式（!"#$%） 下拉框，选

定其中的固定大小（&’(%) !’:%），在后面的参数区中填入所需的宽高像素值，然后用鼠标

在图像中单击即可建立所设定的选区，如图 78; 所示。

将设置恢复为正常（<0=>/$）。

图 $%&

? ?
图 $%’

!"
做正方、正圆形选区之前，必须确认图像中没有选区，否则按住 !2’@" 键就是增加选区的

操作了。

拉出正方或正圆形选区后一定要先松鼠标，后松键盘。

$( 增加与减少选区范围

在图像上已经有了选区的情况下，还可以继续增加或减少一部分选区。要增加选区，

就在上边选项栏中选中增加选区图标，将鼠标放到图像中可以看到鼠标标志旁边有一个

“ A ”号，继续拉出新的选区框。新增加的选区可以和原来的选区相交，也可以不相邻，

如图 78B 所示。

增加选区的快捷键，按住 !2’@" 键，然后用鼠标在图像中增加新的选区。

要减少选区就在上边选项栏中选中减少选区图标，将鼠标放到图像中可以看到鼠标标

志旁边有一个“ C ”号，继续拉出新的选区框，但必须与原有的选区范围相交。松开鼠标

后可以看到原有的选区被缩小了一部分。

减少选区的快捷键，是按住 *$" 键，然后用鼠标在图像中减少原有的选区。

要取消选区就选择“选择D取消选择”（!%$%-" D E%+%$%-"） 命令，也可用快捷键 F"=$ A E

键操作。不提倡在选区线外单击鼠标来取消选区，如图 78G 所示。

)( 建立圆形选区

圆形选框工具的使用方法与矩形选框工具完全相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