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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暗室照明安全时间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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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所有银盐照相胶片!照相干板和照 相 纸 的 暗 室 安 全 照 明 时 间 的 确 定"本 标 准 也 适 用 于 确

定潮湿感光材料的暗室安全照明时间"

+#定义

!E2#可检测的变化#能够用对比法目视检验出来的#或者能够用配有合适滤光片的密度计测量出来的

影像上任何密度和色调的微小差别"

!E!#预曝光#感光材料在接受正常成像曝光之前受到的全部安全灯曝光"

!E;#后曝光#感光材料在接受正常成像曝光之后受到的全部安全灯曝光"

!E4#安全时间#感光材料能经受暗室安全灯照明试验#而在最终影像的密度和色调上又不产生可检测

变化的最长时间的一半"

’#装置

;E2#梯级光楔#为了获得系列曝光量#最好使用透射梯级光楔"测量使用的光源色温应与受试材料常

用光源色温一致"受试感光材料在全暗下处置和加工#得 到 的 影 像 密 度 应 该 包 括 该 材 料 正 常 使 用 时 从 小 到

大的全部密度"B光胶片#必须使用B射线曝光装置来获得系列曝光量"

如果没有梯级光楔#可以采用下列步骤来代替梯级 光 楔 曝 光$用 不 透 光 的 黑 纸 卡 遮 住 被 测 感 光 材 料#先

露出相当于梯级光楔一级的长度#以均匀的白光曝光"依次移动遮光黑纸卡#以一系列#如2!!!4!>!2#%%

秒的时间曝光#这些曝光应使该材料能产生实际使用中所有的全部密度"

;E!#遮光卡#遮光卡用于控制试验片条的曝光面积"取一张较厚的不透明黑纸#裁成与试验片条一样

大小#沿其长向对折起来#就是一个简单的遮光卡"把试片夹紧在其中#纸卡正好沿纵向遮住试片的一半"

;E;#计时器#计时器的计时范围应在>分钟以上#记时分度值不大于2秒"记时照明可使用试验用的

安全灯"必须注意#记时单独使用的照明不得照射到受试材料上"

(#预曝光试验程序

4E2#把感光材料裁成若干片条#其长度略长于梯级光楔板#其宽度不小于!<毫米"

4E!#用遮光卡沿纵向遮住试验片条的一半#另一 半 在 安 全 灯 下 以 最 短 的 试 验 时 间 曝 光#这 个 时 间 根 据

实践经验确定"

4E;#其余的片条也按4E!方法曝光#但是曝光时间要逐次倍增"例如一条片子曝光2<秒#则下一条片

子就曝光;"秒#即每一条片子的曝光时间比它前面一条片子增加一倍"

4E4#撤去遮光卡#将经安全灯曝光后的片条在白光源下再做一次梯级光楔曝光"

4E<#!小时内把片条在全暗条件下一次显影加工完#加工工艺和该感光材料正常使用条件相同"

4E##若最长时间的安全灯曝光不能使片条上任何一级产生可检测的变化#则需另做试验"重新试验的



起始时间为上次试验的最长安全灯曝光时间!重复4E2!4E<步骤"

%#后曝光试验程序

<E2#把要试验的感光材料裁切若干片条!其长度略长于梯级光楔板!其宽度不小于!<毫米"

<E!#把上述片条在没有安全灯照明下逐条用白光源做一次梯级光楔曝光"

<E;#用遮光卡沿纵向遮住片条的一半!另一半在安全灯下以最短的试验时间曝光"这个时间根据实践

经验确定"

<E4#其余的片条也按<E;方法曝光!但每一条片子的曝光时间都要比前一条片子增加一倍"

<E<#!小时内把片条在全暗条件下一次显影加工完!加工工艺和该感光材料正常使用的条件相同"

<E##若最长时间的安全灯曝光仍不能使片条上任何一级产生可检测的变化!则须另做试验"重新试验

的起始时间为上次试验的最长安全灯曝光时间!重复<E2!<E<步骤"

$#潮湿感光材料的后曝光试验程序

#E2#首先按<E2#<E!试验"

#E!#在全暗条件下加工第一片"加工第二片时!显影进行到总显影时间的<"\时开始使用安全灯"加

工第三片时!从显影一开始就使用安全灯"

#E;#如果第二片上 光 楔 影 像 的 任 何 一 级 有 密 度 增 加!则 需 再 加 工 四 片!分 别 显 影 到 总 时 间 的3"\#

>"\#5"\##"\时再开始使用安全灯"

0#测算

5E2#密度计测量及比较

找出试验片条上的可检测的密度变化区域"在密度 计 上 逐 条 测 量 试 验 片 条 的 每 一 级!记 录 经 安 全 灯 曝

光和未经安全灯曝光的密度!并进行比较!找出密度有可检测变化的一级"

密度测量的方式应和被测材料正 常 测 量 一 致"例 如 测 量 透 明 彩 色 负 片 密 度!透 射 密 度 计 应 配 有$F 状

态%红#绿#蓝滤光片"测量黑白印相材料的密度!经常 用 配 有 明 视 觉 亮 度 函 数 响 应 滤 光 片 的 反 射 密 度 计!等

等"

5E!#目视测量及比较

黑白感光材料和供观看的彩色感光材料也可采用目视比较法确定暗室照明安全时间"比较时将经安全

灯曝光加工的片条和未经安全灯曝光加工的片条目视对应比 较 密 度!找 出 接 受 安 全 灯 照 射 时 间 最 长 而 密 度

又没有增长的片条"潮湿感光材料干燥后才能进行这种比较"

目视观测条件应和被测材料的正常观察条件一致!即目视光源的光谱性质#照明强度以及观察时的几何

条件应和被测材料正常使用的条件相同或相似"彩色负片一般不使用目视比较法"

5E;#安全时间

按本标准进行试验的片条!其中接受安全灯照明时间 最 长 而 又 没 有 可 检 测 的 变 化 的 那 一 片 条 所 经 受 的

安全灯照明时间的一半!即为该材料的最大暗室照明安 全 时 间"比 上 述 短 的 任 何 时 间 都 是 该 材 料 的 暗 室 照

明安全时间"潮湿感光材料的暗室照明安全时间!为显影过程中开始使用安全灯到显影结束的一段时间"

5E4#试验报告

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E安全灯滤光片的名称#尺寸#大约使用过的时间"

PE灯泡型号#功率及电压"

7E安全灯到感光材料之间的距离"

/E安全灯曝光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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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感光材料的名称和冲洗加工数据!

ZE对试验中出现的特殊情况的说明!

1E试验求出的最大暗室照明安全时间!

图2#超过安全灯安全照明时间的试片

图!#安全灯曝光产生照相效应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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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K
!参考件"

暗室照明通常由装在灯具内的#有一定的光谱能量分 布 的 光 源 和 具 有 一 定 光 谱 特 性 的 安 全 灯 滤 光 片 构

成$在实际使用时%还必须规定安全灯与感光材料之间的距离$只有上述三个因素固定之后%才能确定某感

光材料在特定暗室照明条件下的安全照明时间$

本标准对安全灯滤光片的光谱性质不予规定%因为即便照相性能极为相似的产品%不同制造厂所推荐的

灯与滤光片的组合也不尽相同$

任何光线!如各种成像曝光#安全灯曝光以及灯具的漏 光"照 射 到 感 光 材 料 上 都 会 使 它 或 多 或 少 发 生 变

化%这种效应累加到一定程度就会使感光材料的照相性能变坏$因此%使用暗室照明的原则是%除非必须%否

则不要使用&如须使用%照明时间也力求最短$

同一感光材料在潮湿状态下的暗室照明安全时 间 与 干 燥 状 态 时 相 比 较%或 许 长 些 或 许 短 些$利 用 安 全

灯照明检验显影程度%愈接近显影后期愈不容易产生安 全 灯 灰 雾$在 显 影 前 把 感 光 材 料 置 于 能 降 低 感 光 度

的溶液中浸泡%可增加该材料的安全照明时间$显影前把 感 光 材 料 置 于 水 或 其 他 能 够 溶 解 可 溶 溴 化 物 的 溶

液中浸泡或者改变乳剂的化学成分及明胶中的溴浓度%也会改变感光材料的安全照明时间$

超过暗室照明安全时间时%对于按负片使用的感光 材 料 来 说%加 工 后 的 最 低 密 度!片 基 密 度 加 显 影 灰 雾

密度"高于按相同条件加工的未受安全灯照明的该材料的 最 低 密 度&对 于 直 接 正 性 感 光 材 料 来 说%加 工 后 的

最低密度低于相同条件加工的未受安全照明的该材料的最高密度&对于彩色材料来说%彩色平衡还将受到破

坏$

连续使用的安全灯滤光片会逐渐老化%导至输出光强增大%光谱变宽&电源电压的波动%灯泡寿命终止前

短时间的强烈发光等等%这些都是安全灯使用时的不安全因素$因此%试验直接求出的安全照明时间须用系

数U来修正!相除"$

安全灯的低强度曝光对感光材料感光测定特性的 影 响 还 和 许 多 因 素 有 关%如’光 源 的 光 谱 性 质%光 源 强

度#曝光时间#影像曝光特性#感光材料显影加工程度#互易率特性#感光材料的潜影形成机理#感光材料的低

强度曝光潜影的保持特性#成像曝光和安全灯曝光的先 后 次 序 等 等$因 此 使 用 暗 室 照 明 之 前 应 该 做 一 条 试

验片%以验证这个照明条件和安全照 明 时 间 确 实 是 安 全 的$经 常 使 用 着 的 安 全 灯%也 应 该 定 期 地 做 这 种 试

验$

附加说明!

本标准等效采用KL%$XM!E!!(5>)确定暗室照明安全时间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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