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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介绍一种方正书版 10
.

0 大样文件免费生成 PD F 文件的方 法
,

以便 实现远程电子校样传送和期刊全文免费发布

等
。

该方法利用方正 Ap ab i R ea de
r
和 PD F Cr

e at or 软件
,

操作简单
,

完全免费
。

关键词 方正书版软件 p DF A p a b i n e a d e r PD F e r e a to r

方正书版软件是北大方正集团研制的一款用于书刊排

版的批处理软件
,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方正书版 6
.

0 版
,

发

展到 目前 10
.

0 版
,

功能更加强大
,

被许多期刊编辑部所采

用
。

方正书版的大样文件(以下简称
“

大样文件
”

)因版本不

同而有 52
、

57 2
、

M PS
、

PSZ
、

PS 等文件格式
,

其中 52 和 57 2 分

别由 D O S环境下运行的方正书版 6
.

0 和 7
.

0 软件排版生成
,

MPS
、

PSZ 和 PS 由在 W ind ow
s

98 及以上版本的环境下运行

的方正 书版 9
.

0 及 10
.

0 版本 的软件排 版 生 成
。

PD F

(p
o rt ab le D o e u m e n t Fo

rm
a t)格式是 A d o be 公司开发的一种电

子文档格式
,

可以通过 A dob
e A c ro bat R ea d er 进行阅读

、

打

印
,

具有许多其他电子文档格式无法 比拟的优点
,

是目前国

际上通用的科技文献电子版格式
。

方正书版文件转换 PD F 文件的方法 已有一些相关报

道〔’一’) ,

但均存在一些缺点
,

如操作复杂 (A doh
e PD F 虚拟打

印机
、

方正系列打印机)
、

软件费用高 (方正文易
、

方正世纪

Rl p
、

方正流畅等)
、

保真度低 (M ie r o so ft Offi e e D o e u m en t xm a g e

w rit er 虚拟打印机 )等
。

《眼科新进展》杂志编辑部 自 20 07

年 5 月利用互联网独立建站以来
,

全文发布刊载论文
,

供读

者和作者免费下载
,

在此期间我们对大样文件 (PS 文件 )转

换 PD F文件的方法进行了不断地摸索和总结
,

掌握了一种免

费的简单转换方法
,

现介绍如下
。

大样文件转换 PD F 文件的意义

1 1 实现远程电子校样传送

传统的校样传送主要采用邮寄纸质校样
,

随着互联网的

高速发展
,

实现远程电子校样传送显得越来越迫切
。

由于广

泛使用的方正书版软件具有一定的专业性
,

所以普通作者无

法直接打开排版文件进行校样的校阅
,

而 PDF 文件贴近于传

统桌面出版软件所使用的页面描述语言
,

尤其是可以通过下

载字库的方式将原始文件的字形嵌人其中
,

确保了前后端字

形的一致叫
。

只要将大样文件转换为 PD F文件
,

就可解决

文档的通用性和可读性等问题
。

通过电子邮件或其他方式
,

将 PD F格式的电子校样传送给作者
,

作者就可以利用 PD F

文件易操作修改的特点进行校样的校阅
,

然后将校阅完成并

已作修改标记的电子校样再返回至编辑部
,

根据实际情况也

可以进行作者的二次校对 〔’) ,

既节省了邮寄费用
,

又节约了

大量的时间
。

1
.

2 期刊全文免费发布

随着网络信息资源的日益丰富
,

通过互联网获取信息已

成为目前环境下读者和作者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

其中对于

获取免费的全文电子文献信息资源
,

更是受到他们的普遍青

睐
。

众所周知
,

期刊文献在各类文献类型中处于被引用率前

列
,

但其最终被引用的是期刊论文文献的内容
,

所以全文论

文资源的利用在学术研究中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

目前
,

大

多数网络文献信息资源数据库中的期刊论文
、

会议论文
、

学

位论文等全文论文资源
,

一般都采用各种不同类型的有偿服

务方式
,

这从数据库公司商业运作的角度讲是无可厚非的
,

但对于需要大量浏览论文全文进行参考或合理引用
,

而又受

到种种条件制约的读者和作者而言是非常不便的
。

因此
,

互

联网建站或加人开放存取数据库进行论文全文免费发布及

下载
,

不仅使更多读者和作者更方便地利用文献信息资源
,

也使论文更多地被引用以提高期刊文献计量学评价指标数

据
,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2 基本软件及安装

2
.

1 方正 A p a bi R e a d e r

方正 A p ab i Re ad er 是一款国产的免费电子文档阅读软

件
,

它集电子书阅读
、

下载
、

收藏等功能于一身
,

既可看书又

可听书
,

还兼备 R SS 阅读器功能
。

它具有功能完善
、

界面友

好
、

操作简单等特点
,

可用于阅读 c E B
、

x E B
、

PD F
、

H T ML 格

式的书籍或文件
。

其中 C E B 格式是由北大方正集团独立开

发的电子书格式
,

由于在文档转换过程中采用了
“

高保真
”

技

术
,

从而可以使 C E B 格式的电子书最大限度地保持原来的

样式
。

正是基于这种特点
,

不少电子书发行机构和数字化图

书馆都已经开始采用这种格式
,

国家有关部门还把 C EB 格

式作为电子公文传递的标准格式
。

目前 Ap ab i Re ad er 最新

版本为 4
.

0
,

其安装程序可从网络上免费下载
,

点击其安装程

序
,

选择安装目录
,

即可安装该软件
,

操作十分简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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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D F Cr e ato r

PD F Cre at o r

是一个在 Mi
c ro so ft wi nd ow

、

环境下将其它文

件转换成 PD F文件的软件
。

一旦安装此软件后
,

它允许用户

选择 PD F cr ea to :

作为打印机
,

允许大部分程序将文件打印成

PD F 文件
。
PD F cr

e at o :

是一个遵循 G N u 通用公共许可证和

自由软件发布的软件
。

由 Mi
c ro s

oft Vi su al Ba si 。 写成
,

其依赖

于部分 Wi nd ow
s

独有的组件
,

像 HTM L 帮助和 W ind ow 打印驱

动等
,

因此该程序仅能在 Mi
c ro s

oft W ind ow
s

环境下使用
。

目

前 PD F c re at o :

最新版本为 0
.

9
.

8
,

其中文版安装程序可从网

络上免费下载
,

但在软件安装过程中需注意
,

该软件提供了 2

种安装方式
,

即标准安装和服务器安装 (图 1 )
。

图 2 PD F Cr ea tor 安装后生成的虚拟打印机

点击
“

确定
”

(图 3 )
。

图 1 p D F C r e a to r
安装信息框

标准安装方式可以在本机上安装此软件
,

并生成虚拟打

印机
,

它可 以将所有可打印的文件转换为 PD F
、

BM P 或者

Po st sc ri Pt 格式的文件 ;服务器安装方式可以生成一个虚拟的

打印服务器
,

处于局域网的其它计算机可以通过它在本地电

脑上轻松制作 PD F文件
,

这种安装方式对于处在局域网环境

中的用户非常的合适
,

相当于一台 PDF 生成的服务器
。

期刊

编辑部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安装方式
。

笔者建议选择标

准安装方式
。

因该软件为免费软件
,

可轻松下载至每一台计

算机上进行安装
,

而不必利用服务器安装方式提供的服务器

功能
,

且有利于后续转换操作
。

软件安装后会 自动生成虚拟

扫
一

印机
,

可通过
“

设置。打印机和传真
”

选项查看 (图 2 )
。

图 3 C E B 文件打印对话框

3 转换方法

3
.

1 C E B 文件的生成

使用方正书版 ro
.

0 软件将 PS 文件生成 C E B 文件
,

具体

生成方法可参考文献【6 〕所介绍的方法
。

3
.

2 PD F 文件的转换

(1 )利用已安装的方正 A p ab i Re ad er 打开 C E B 文件
,

选

择
“

文件一打印
”

选项打开打印对话框
,

从打印机名称下拉列

表中选择
“
PD F C re at or

”

虚拟打印机
,

其它选项的设置跟真实

打印机相似
,

可以根据需要进行更改
,

也可以保持默认
,

最后

需要注意的是
,

对于某卷内各期页码顺延编排的期刊来

说
,

计算页码范围时某期第一页应为该期实际顺序页码
,

而

非该卷的编排页码
。

根据编辑部的实际转换需要
,

可以对
“

打印范围
”

进行更改
:

若单独对某期某作者的论文进行转

换
,

可以根据该作者论文在该期所在的实际顺序页码选择打

印页码范围 ;若分别对某期每一位作者的论文进行转换
,

可

以根据每一位作者论文实际占用的页码
,

从前至后依次选择

页码范围
,

即可进行逐篇转换 ; 若对某期全部论文进行整体

转换
,

选择
“

全部
”

即可
。

(2 )点击完
“

确定
”

后
,

出现
“

正在打印
”

的提示 框

(图4 )
,

软件即在后台对文件进行分析
,

分析完成后 自动弹

出设置选项对话框(图 5 )
。

图 4 正在打印提示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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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对话框中
,

可以对论文的标题
、

创建修改 日期
、

作

者
、

主题
、

关键词等进行设置
,

最后点击
“

保存
” ,

选择保存路

径
,

即可轻轻松松生成 PD F文档 (图 6 )
。

点击该设置页面的
“

选项
”

按钮
,

还可以对更多的参数进行设置
。

图 5 PD F 文件设置选项对话框

4 小结与讨论

因单独采用 PD F Cre at or 进行转换
,

其转换出的 PD F文

件只能在 A do b e A cr ob at 5
.

5 以下的版本正常打开阅读
,

而高

版本的 A d ob
e

Ac ro ha t却因为字符集没有子集化而无法正常

打开
,

故本转换方法首先利用方正书版系统生成 c E B 文件
,

然后将 c E B 文件转换为 PDF 文件
,

过程简单
,

仅需要两个步

骤
,

且成功率高
,

不容易出错
。

以往报道的利用 A do be PD F

虚拟打印机
、

方正系列打印机等转换 PD F文件容易出错
,

设

图 6 转换生成的 PD F文件

置操作复杂
。

本法使用的软件均为免费软件
,

易下载
,

易安

装
。

而方正文易
、

方正世纪 RI P
、

方正流畅等软件均为共享软

件
,

注册费用较高
,

一般期刊社或编辑部无力配备
。

另外
,

本

法制作出的 PD F文件具有高保真度
,

质量高
,

保持了文件原

貌
,

而其他几种软件转换方法
,

如 Mie ro s o ft Offi e e D o e u m e n t

Im ag
e
W rit er 虚拟打印机

、

大样文件转 PD F专家
、

T R SP SZ N et
、

黑马校对 S2 版
,

转换的文件与原稿不完全一致
,

特别是对图

形的支持不够完善
,

需要对 PD F文件进行二次编辑
,

降低 了

工作效率[7]
。

综上所述
,

利用本法转换 PD F 文件具有明显的优势
,

极

大地降低了对操作软件的过高要求
,

经简单学习即可熟练操

作
。

随着 PD F文件在编辑出版过程中的广泛应用
,

相信会有

越来越多的更简易转换方法出现
,

这对推动编辑出版现代化

必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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