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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和超大尺寸纸质档案数字图像输出到缩微胶片上的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特殊和超大尺寸纸质档案数字图像输出到 35mm 卷式黑白缩微胶片上的一般要求。

它包括缩率、分幅方法和缩微品制作、存储等方面的具体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利用计算机等设备将 GB/T 14689－2008 中表 2 和表 3 给出的特殊和超大尺寸纸

质档案数字化后产生的数字图像制作成缩微品的过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

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6159.1 缩微摄影技术 词汇 第 1部分：一般术语（ISO 6196-1:1993,MOD） 

GB/T 6159.3 缩微摄影技术 词汇 第 3部分：胶片处理（ISO 6196-3:1997,MOD） 

GB/T 6159.4 缩微摄影技术 词汇 第 4部分：材料和包装物（ISO 6196-4:1998,MOD） 

GB/T 6159.5 缩微摄影技术 词汇 第五部分：影像的质量、可读性和检查（eqv ISO 

6196-5:1987） 

GB/T 6159.8 缩微摄影技术 词汇 第 8部分：应用（ISO 6196-8:1998,MOD） 

GB/T 6159.22 缩微摄影技术 词汇  第二部分：影像的布局和记录方法（ eqv ISO 

6196-2:1993） 

GB/T 7516－2008 缩微摄影技术 缩微拍摄用图形符号（ISO 9878:1990,MOD） 

GB/T 10609.4－2009 技术制图 对缩微复制原件的要求 

GB/T 14689－2008 技术制图 图纸幅面和格式（ISO 5457:1999,MOD） 

GB/T 15737－2005 缩微摄影技术 银-明胶型缩微品的冲洗与保存 

GB/T 18444 已加工安全照相胶片贮存 

GB/T 19474.1－2004 缩微摄影技术 图形 COM记录仪的质量控制 第 1部分：测试画面的特

征（ISO 11928-1:2000,MOD） 

GB/T 19474.2－2004 缩微摄影技术 图形 COM记录仪的质量控制 第 2部分：质量要求和控

制（ISO 11928-2:2000,MOD） 

GB/Z 20650－2006 缩微摄影技术 缩微品的法律认可性（ISO/TR 10200:1990,MOD） 

DA/T 31－2005 纸质档案数字化技术规范 

DA/T 44－2009 数字档案信息输出到缩微胶片上的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 6159.1、GB/T 6159.3、GB/T 6159.4、GB/T 6159.5、GB/T 6159.8、GB/T 6159.22、DA/T 

31－2005、DA/T 44－2009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标板 target 

由文字、数字、图形等内容组成的数字图像，用于标识数字档案信息的某些特性、帮助判断缩

微品的内容和质量、提高缩微品的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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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则 

 

4.1 缩微品制作各环节应遵循 GB/Z 20650－2006 提出的程序和建议。 

4.2 数字图像输出到单一画幅，影像尺寸不应超过 30.4mm×41.0mm，输出时应使用能够将全部影

像容纳进一个画幅的最低缩率。 

4.3 输出数字图像对应的纸质档案原件宜符合 GB/T 10609.4－2009 对缩微复制原件的要求。 

 

5 缩率 

 

5.1 缩率的选择，应保证胶片上的影像还原后清晰可读，可根据档案原件的尺寸、字迹情况、扫

描后的图像质量、输出设备技术规格等因素来确定。 

5.2 宜使用附录 A中建议的缩率，最大限度利用画幅面积。 

5.3 一页档案原件分幅的数字图像，输出时应使用相同的缩率。 

5.4 应在每个画幅内影像区外左下角位置标注出缩率的具体值，且便于其在缩微品上阅读。 

 

6 分幅 

 

6.1 需要分幅处理的档案原件，可以在扫描环节进行分幅扫描，也可以整体扫描后，进行分幅处

理，处理过程不应使图像有任何变形，不应影响图像的清晰程度。 

6.2 需分幅输出时，应根据档案原件尺寸、字迹、线条、阅读顺序等情况，选取合适的缩率和分

幅方式。 

6.3 缩率 1/30 

6.3.1 纸质档案原件单页，其短边不大于 910mm，但长边大于 1230mm 时，应选用图 1 所示分幅方

式。 

6.3.2 纸质档案原件单页，其短边大于 910mm，但不大于 1230mm，长边大于 1230mm 时，应选用图

2所示分幅方式。 

6.3.3 纸质档案原件单页，其短边大于 1230mm，而且长边大于 1230mm 时，应选用图 3所示分幅方

式。 

6.4 缩率 1/21.2 

6.4.1 纸质档案原件单页，其短边不大于 640mm，但长边大于 860mm时，应选用图 1所示分幅方式。 

6.4.2 纸质档案原件单页，其短边大于 640mm，但不大于 860mm，长边不大于 860mm时，应选用图

2所示分幅方式。 

6.4.3 纸质档案原件单页，其短边大于 860mm，而且长边大于 860mm时，应选用图 3所示分幅方式。 

6.5 缩率 1/15 

6.5.1 纸质档案原件单页，其短边不大于 450mm，但长边大于 610mm时，应选用图 1所示分幅方式。 

6.5.2 纸质档案原件单页，其短边大于 450mm，但不大于 610mm，长边不大于 610mm时，应选用图

2所示分幅方式。 

6.5.3 纸质档案原件单页，其短边大于 610mm，而且长边大于 610mm时，应选用图 3所示分幅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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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分幅方法示例 1 

 

 

1/30 1/4 1/30 2/4 1/30 3/4 1/30 4/4

图 2 分幅方法示例 2 

 

标题栏 

 

标题栏 

 标题栏 

 

标题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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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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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9 2/9 3/9

4/9 5/9 6/9

7/9 8/9 9/9
 

图 3 分幅方法示例 3 

6.6 相邻分幅图像之间应留有对应档案原件上 100mm 的重叠，如果原图在重叠部分有重要信息，

或为使最后一个分幅满幅，可加大重叠部分。 

6.7 需进行图像旋转时，应按逆时针方向旋转 90°。 

6.8 分幅系列的每幅都应在该画幅内影像区外右下角位置标注出分幅序号，分幅序号记作 1/n、

2/n、3/n 等（n为分幅数），且便于其在缩微品上阅读。 

6.9 分幅输出一页没有标题栏的档案时，应先输出分幅示意图，并在示意图中每一分幅中心放置

分幅序号；分幅输出一页有标题栏的档案时，应将包含标题栏的图像作为第一幅，如图 3所示，为

方便利用，也可输出分幅示意图。 

 

7 非标准尺寸 

 

其他尺寸纸质档案应按能容纳下全部档案的最小标准尺寸处理。 

标题栏 

 

标题栏 

 

1/9 

 

2/9 

 

3/9 

 

4/9 

 

5/9 

 

6/9 

 

7/9 

 8/9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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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数字图像准备 

 

8.1 扫描环节应充分考虑扫描参数对输出缩微品质量的影响。数字图像质量应符合 DA/T 31－2005

的规定。 

8.2 数字图像的文件格式应符合输出设备的要求，对于不符合要求的图像应在输出前进行格式转

换，转换过程不能影响档案信息的真实、完整和清晰程度。 

8.3 需要解释说明的数字图像前应加入相应图形符号标板或说明文字标板。 

8.4 标板准备见附录 B。 

8.5 应确保数字图像输出后在画幅中居中。 

 

9 编排 

 

9.1 根据胶片长度、缩率、标板数、分幅、影像排列等因素计算出一盘胶片应输出的图像数。一

页档案原件分幅输出时应编排在一盘胶片上。 

9.2 胶片上各区段的设置和具体输出顺序见附录 C。 

 

10 缩微胶片 

 

应使用安全片基、高解像力及具有中、高反差性能的银－明胶型黑白缩微胶片。 

 

11 输出 

 

11.1 每盘胶片应按附录 C.1.1 的规定留出片头和片尾。 

11.2 输出前应对编排好的数字图像进行检查，确保输出内容、顺序等准确无误。除按第 8章的要

求设置的标板、图形符号和必要的说明外，不得丢失和增加任何信息。 

11.3  应在输出、检测测试标板后再进行常规输出的情况见附录 D。 

 

12 冲洗 

 

应充分注意缩微胶片处理设施内的危害物。 

缩微胶片冲洗的方法和步骤应符合 GB/T 15737－2005 的规定。 

 

13 质量要求 

 

13.1 缩微品记录的影像应保持档案信息的完整、可读。 

13.2 缩微品的密度应按照 GB/T 19474.2－2004 中 5.2.3 的规定进行检测，密度值应符合 GB/T 

19474.2－2004 中表 1的规定。 

13.3 缩微品的解像力应按照 GB/T 19474.2－2004中 5.2.1 的规定进行检测，解像力值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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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解像力要求 

缩率 
解像力 

（线对/mm） 

1/30 135 

1/21 118 

1/15 107 

 

13.4 缩微品上的硫代硫酸盐残留量应符合 GB/T 15737－2005的规定。 

13.5 缩微品上不应有划伤及指印、水渍、油渍、药液等污染痕迹。 

 

14 其他 

 

    缩微品制作过程中画幅、影像区、进片距等尺寸、影像排列、检索标记、接续、补充输出与接

片等方面的要求见 DA/T 44-2009。 

 

15 存储 

 

缩微品的存储应符合 GB/T 18444 的要求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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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推荐用于 A系列尺寸纸质档案数字图像的缩率 

A 系列尺寸纸质档案数字化后产生的数字图像建议使用 1/30、1/21.2 和 1/15的缩率，见表 A.1。 

表 A.1 推荐用于 A系列尺寸纸质档案数字图像的缩率 

纸质档案尺寸 

mm 
缩率 

A0:841×1189 
        

 

A1:594×841 

        

 
                

   

A2:420×594 

          

   
         

 

A3:297×420 

          

   
          

 

A4:210×297 
          

 

 

1/（15   ） 

1/（21.2   ） 
+0.85 
0 

1/（30   ） 

1/（15   ） 

1/（21.2   ） 
+0.85 

1/（15   ） 

1/（21.2   ） 
+0.85 

+1.2 

+0.6 

+0.6 

+0.6 

0 
+1.2 

1/（30   ）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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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标板 

B.1 测试标板可按 GB/T 19474.1－2004 的要求制作；也可由设备制造商自行设计，其上应包括 GB/T 

19474.1－2004 所列全部检测内容。 

B.2 图形符号见 GB/T 7516－2008。 

B.3 凭证标板包括缩微品制作批准书、档案原件证明、输出说明等，格式参见 GB/Z 20650－2006

附录 B。 

B.4 识别标板应包括档案权属单位、立档单位、输出单位、输出时间、输出人员、输出设备型号、

操作系统、相关软件和其他需要识别的内容。 

B.5 著录标板应包括本盘胶片所输出档案的著录信息。 

B.6 数字图像输出到一盘缩微胶片上需使用不同的缩率时，应在前标识区按所用的最低缩率输出

一次测试标板，在后标识区按所用的每种缩率各输出一次测试标板或在每次缩率变动时输出一次测

试标板。 

B.7 如需输出数字档案信息的其他说明信息应一并制作成标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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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卷式缩微胶片区段设置及输出顺序 

C.1 卷式缩微胶片上各区段设置 

 

每盘胶片分片头、前标识区、正文区、后标识区和片尾五个部分。 

C.1.1 片头和片尾 

每盘胶片片头和片尾应各留出不少于 700mm 的空白片作护片和引片。 

C.1.2 前标识区 

前标识区应包括下列标板： 

a）  “卷片开始”标板； 

b）  如本盘胶片内容是续接前一盘胶片的内容，则须输出“接上盘”标板； 

c）  盘号标板（可直读）； 

d）  测试标板； 

e）  凭证标板； 

f）  识别标板； 

g）  著录标板； 

h）  其他说明信息标板。 

C.1.3 正文区 

正文区应包括数字档案信息及相关标板，数字档案信息应按照档案原件的正确顺序排列。正文

区与标识区之间应输出 2～3个空幅。如采用靶标闪现检索，宜在靶标两侧输出空幅。 

C.1.4 后标识区 

后标识区应包括下列标板： 

a）  其他说明信息标板； 

b）  著录标板； 

c）  识别标板； 

d）  凭证标板； 

e）  测试标板； 

f）  盘号标板（可直读）； 

g）  如本盘胶片内容需续接到下一盘胶片上，则须输出“转下盘”标板； 

h）  “卷片结束”标板。 

 

C.2 卷式缩微胶片常见的输出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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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片头  “卷片开始” 盘号标板    测试标板   凭证标板   识别标板    著录标板  其他说明信息   空幅        空幅        正文 

标板                                                                 标板 

12
      

     正文       空幅       空幅    其他说明信息  著录标板   识别标板    凭证标板   测试标板   盘号标板  “卷片结束”  片尾 

                                        标板                                                                 标板 

 

图 C.1 输出顺序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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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规范性附录) 

其他应输出测试标板的情况 

    在下列情况下应首先输出测试标板，以评价输出设备的质量，再进行常规输出。检测方法见 GB/T 

19474.2－2004。 

a）  对输出设备、胶片冲洗机进行保养和维修后； 

b）  冲洗胶片的化学药品发生变化时； 

c）  冲洗条件发生变化时； 

d）  任何不利于系统操作的情况发生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