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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

’7’!本标准对以卷状!条状!片窗卡或散页形式!任何尺寸的已加工安全照相胶片"以下称照相胶片#的

贮存条件!贮存设施!处理和检查规定了要求和提出了建议$

’7(!本标准适用于照相胶片的长期和中期贮存%见第-章定义$

’7-!本标准适用于不常使用的照相 胶 片 记 录 的 贮 存 拷 贝$不 适 用 于&工 作’即&使 用’拷 贝(见 附 录 3

"标准的附录#)$

’7+!本标准虽然适用于良好加工的材料%但是对加工状况不明%经过调色!修版或有未知材料或未知稳

定性标记的照相胶片延长有效寿命也颇有价值$

’7.!本标准只适用于安全照相胶片"见/0*)%+-1#$硝酸酯片基胶片是危险的%本标准不包括(,)$它

们需要特殊贮存条件(%)$

’7,!照相纸和照相干板贮存需不同条件%本标准不包括$它们相应在!"#,1.’和!"#-&$%中叙述$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为有

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0*)%+-1+’$$,安全摄影胶片规范"=;?!!"#.+-,’$$1#

!"#!’1(’+,’$$’摄影术已加=照相材料贮存用案卷包装物

0!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定义$

-7’!档案介质!4<6D=@4:G9;=AG
指望在适当贮存时能永远保留信息的记录材料%该种信息能被检索而没有重大损失$

注,不存在这种材料%国际标准资料或系统规范中不用这术语$

-7(!复制件!;AO:=64?9
原稿片的再现%保持同样的极性和大小$

-7-!长期贮存条件!9d?9I;9;K?9<G8?><4C96>I;=?=>I8
适合于防护有永久价值的记录信息的贮存条件$

-7+!防火贮存设施![=<9KO<>?96?=@98?><4C9[46=:=?=98
保护照相胶片免受高温!水与其它灭火剂和由隔热保 险 柜 或 灭 火 产 生 的 蒸 气 以 及 建 筑 物 倒 塌 危 害 所 设

计的设施$

-7.!预期寿命!:=[99dO96?4I6H"Y2#

在长期贮存条件下%预测系统中信息能检索的时间长短$



-7,!Y2标号!Y2;98=CI4?=>I
记录材料和有关检索系统的!预期寿命"#见-E.$的额定值%

注&Y2符号后面的数值是在长期贮存条件下贮存’信息 能 被 检 索 又 没 有 重 大 损 失 的 估 计 最 短 的 预 期 寿

命’以年计%

例如’Y2(’11表示信息贮存至少’11年还能被检索%

-7%!中期贮存条件!G9;=AGK?9<G8?><4C96>I;=?=>I8
适合于防护记录信息至少’1年的贮存条件%

-7&!开放式包装物>F9I9I6:>8A<9
用来免受机械物理损伤’既不防光又不气密性的包装物%这种包装物可为片盘)片芯)片轴)片盒)暗盒)

片夹)片封)纸板盒)片箱)片套)透明片框)开窗卡%

-7$!防护性包装物!F<>?96?=@99I6:>8A<9
用来免受例如活性气体和湿度)包括相对湿度变化的外部因素危害的防光不渗透性容器%

-7’1!安全照相胶片!84[9?HFD>?>C<4FD=6[=:G8
符合/0*)!%+-1规定可燃性规范的胶片%

-7’’!贮存装具!8?><4C9D>A8=IC
本身结构支承照相材料及其包装物%

注&它可由抽屉)支架)搁板或橱柜组成%

&!胶片包装物

所有用于中期和长期贮存的包装物应符合!"#!’1(’+的要求%

+E’!卷状胶片

+7’7’!中期贮存包装物

航空片)缩微片)电影片以及一些人像片是卷在片盘或片芯上以卷状贮存的%胶卷应当卷紧’但不能卷得太紧%

建议-.GG宽的胶片拉出力为17-W%长度超过’.1G的胶卷应让卷的半径呈水平位置’胶片靠片边支撑%长度短于

’.1G的胶卷’如果用水平杆插入片芯支撑住片芯以避免胶卷底部受到压力’也可以让卷的半径呈垂直位置贮存%但

是如果这种胶卷是卷在有凸缘的片盘和片轴上’就不需要杆了’因为凸缘支承了胶卷的重量%

电影片应当乳剂面朝卷内卷绕’因为这能改善随后的放映性能+&,%

照相胶卷如果不用贮存装具#见第.章$保 护’最 好 贮 存 在 密 闭 容 器 中’以 防 护 灰 尘 和 物 理 损 伤%彩 色

片)重氮片和热处理银胶片应贮存在密闭)不透光的 包 装 物 中’或 者 用 其 它 方 法 防 止 光 照 射%合 适 的 包 装 物

有滑动套叠式或螺旋拧盖的容器%所用材料应和!"#!’1(’+规 定 的 片 芯 和 片 盘 的 材 料 要 求 相 同%密 闭 包

装物无需气密性’周围空气可能会有有限的进出’因此如果用它’周围空气湿度不应超过推荐范围%

当需要保持胶片湿度范围#见第%章$)防护大气中气态杂质或者采用不控制湿度的低温贮存时#见附录

0#提示的附录$’应该使用不渗透性材料制作的防护性包装物%合适的包装物有装有密封条的摩阻型或螺旋

拧盖的密闭容器%不要用橡胶垫圈’热封合薄膜袋里 的 片 盒 对 高 湿 起 到 额 外 保 护%金 属 容 器 对 环 境 气 体 保

护最好’但能被容器内的酸雾’$腐蚀’除非有涂层保护%替代的材料有聚苯乙烯)聚乙烯)聚丙烯%

+E’7(!长期贮存包装物

长期贮存应符合+7’7’要求%用作片盘)片芯和 容 器 的 材 料 应 符 合!"#!’1(’+的 要 求’不 要 用 橡 胶 带

固定片盘或片芯上的胶片%如果用纸带’这纸至少要符合!"#!’1(’+的技术要求%片盘上的胶片可以将片

尾塞进卷和凸缘之间来固定%如果包装物需要压敏胶带’它 应 不 含 过 氧 化 物’并 通 过!"#!’1(’+规 定 的 照

相活性试验%压敏胶带不要和胶片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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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片和不同类其它胶片!例如重氮胶片和银胶型胶片"和磁带及光盘可能会相互影响#不同类胶片不能

卷绕在同一片芯上$或在同一包装物内贮存#如果照相胶片不用贮存装具!见第.章"防护灰尘和损伤$就应

该用密闭容器#

+7(!散页片和幻灯片

+E(7’!中期贮存包装物

散页片应该贮存在纸或塑料薄膜片封%折叠纸 板 盒%片 箱%文 件 夹%片 窗 卡 或 片 条 套 中$照 相 幻 灯 片 应 该

贮存在纸板%金属或塑料的片箱中#彩色片%重氮片和 热 处 理 银 胶 片 应 该 贮 存 在 不 透 光 片 封 或 纸 板 夹 中$或

采用其它方法防止光照射#不要把胶片堆叠起来$因 为 这 可 能 会 使 下 层 胶 片 受 到 过 高 压 力#和 照 相 胶 片 表

面直接接触$用作片封%片套%片罩%片夹%片箱和片盒的纸和塑料材料$至少要符合!"#!’1(’+的技术要求#

合适的塑料包装物有无涂层的聚酯!聚对苯二甲酸乙二 醇 酯"%高 密 度 聚 乙 烯 和 聚 丙 烯#避 免 使 用 玻 璃 纸 片

封和氯化%硝化或高度增塑的薄膜#

凡需要保持胶片湿度范围!见第%章"%防护大气中气态杂质或采用不控制湿度的低温贮存时$应使用防

护性包装物#由铝箔里面挤压涂布透明聚乙烯$外面用合 适 纸 张 层 压 构 成 的 可 热 封 合 的 包 装 袋 已 成 功 用 作

密封包装物#要小心使用这些包装物$不要使它戳破#为了更好防护针眼$建议套两层袋#

接缝用的粘结剂也应符合!"#!’1(’+的技术要求#案卷包装物的结构应使接缝都在包装物边上$并且

不接触影象层#

任何胶片$只要释放酸$都应贮存在塑料封皮中#

+7(7(!长期贮存包装物

长期贮存应符合+7(7’的要求#

照相胶片和许多聚乙酸乙烯酯及乙酸纤维素酯粘结剂适合粘结纸张#压敏型!永久发粘的"粘结物应符

合!"#!’1(’+技术要求#

胶片和不同类型其它胶片!例如重氮片和银胶型 胶 片"以 及 和 磁 带%光 盘 可 能 会 相 互 影 响#不 同 类 型 胶

片不应该装在一起$或彼此直接接触#

$!贮存装具

照相胶片应贮存在密闭的装具内$例如抽屉和用门密闭的搁板和支架上$以防灰尘和脏物#但是如果胶

片放在密闭容器内$也可用敞开的搁板和支架存放#贮存装具的材料应如!"#!’1(’+所述不会腐蚀并不易

燃烧#由于木材有易燃本性以及老化时可能会产生活性退色剂$不要使用木材%压缩板%硬质纤维板%刨花胶

合板和其它天然材料来制作#

装具材料的涂层应耐久$并且对贮存的照相胶片没有有害影响#含有氯化或高度增塑树脂的涂层%新刷油

漆或清漆的表面可能会产生有害影响$新油漆的橱柜三个月内不能使用$因为它们能放出过氧化物和污染物#

在单独空调时$贮存装具的布置应能使空气内部循环$让支承胶片容器的所有搁板和抽屉获得相同湿度

条件#位于符合%7’条房间内的贮存装具应装备 通 气 口$让 空 气 进 入 内 部#这 种 开 口 不 应 和 防 火 贮 存 或 防

水要求相冲突#如同其它照相产品一样$胶片和释放酸气的其它材料%磁带及光盘不应贮存在同一装具中#

2!贮存室

,7’!中期贮存室

贮片室和贮片区应和放置胶片检查和观看设备的房间毗连#最主要的是要对贮存室有良好管理#空调空间的

内壁和围墙的设计应能防止湿气凝结在内表面和墙内部$尤其在室外温度很低%墙内壁能冷到空气露点以下时#应作

好防止水灾%漏水%洒水器滴水$以及火灾时从石质内壁产生的蒸汽对胶片危害的预防措施#只要可能$贮存室应高于

地下室#中期贮存的胶片记录只要能保持%7’7’条推荐的条件$一般来说$无需有与工作区分开的特殊贮存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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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有酸气放出的胶片!例如某些微泡片!应贮存在单独的贮存室内"显示出任何化学降解迹象的胶片

应贮存在有单独循环空气系统的单独的贮存室内"

,7(!长期贮存室

长期贮存室应符合,7’条的要求

有长期保存价值的照相胶片!宜提供和临时贮存设施#办公室或工作区隔开的贮存室"只要有酸放出的

胶片!其贮存室应有单独的空气循环系统$见附录R%提示的附录&’"

洞穴和坑道构成的贮存室如符合环境条件%见%7:&和空气纯度%见%7-&的要求!则是极令人满意的"

.!环境条件

%7’!湿度和温度范围$见附录^%提示的附录&和附录2%提示的附录&(

%E’7’!中期贮存环境

中期贮存环境的平均相对湿度应不超过.1S"理想的温度是长期不应超过(.M!最 好 是 低 于(’M%见

表’&"短期最高温度应不超过-(M"

要避免温度短期周期性变化"(+D内相对湿度周期性变化应不超’1S"在低温和低相对湿度下贮存胶

片会增加保护性"

表’贮存的最高温度和相对湿度范围

感光层
中期贮存

最高温度)M 相对湿度范围(&)S

长期贮存’&

最高温度)M 相对湿度范围(&-&)S
银胶

热处理银

微泡

静电摄影

光塑

重氮

(. (1".1
(’

’.

(1"-1

(1"+1

(1".1

彩色 (. (1".1
(
K-
K’1

(1"-1
(1"+1
(1".1

注

’!早期通称*档案贮存+见!"#引言"
(!待贮存胶片湿含量应不超过胶片在这些相对湿度的平衡湿度"
-!有历史意义的静物照相记录的贮存见附录/%提示的附录&"

%7’7(!长期贮存环境

%7’7(7’!黑白片推荐环境

随着温度和相对湿度的降低!诸如胶片片基降解和发 色 型 染 料 退 色 这 些 大 多 数 化 学 反 应 的 速 率 就 会 降

低"结果!由于贮存温度或湿度降低!预期寿命就会增加"此外!较低贮存温度能抵偿较高的湿度!而预期寿

命相同$见附录]%提示的附录&("因此!正如表’所规定的!长期贮存环境允许用几组相对湿度)温度组合"

如果平均温度降低了!可采用较高相对湿度范围!但最高相对湿度不应超过.1S"(+D内相对湿度周期性变

化应不超过L.S"

任何设施都不可能规定什么是应具有的正确的贮存相对湿度和贮存温度!因为这要取决于胶片价值#以

往贮存经历#胶片贮存时间的长短#贮存室的大小和 各 种 选 择 的 费 用!以 及 设 施 所 处 地 域 的 气 候 条 件!费 用)

保护比由单个设施决定"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收集 照 相 胶 片 时 要 恰 当 分 类!即 是 否 把 照 相 照 片 和 干 板

也收入了!是否把新胶片或老胶片混在了一起"低相对湿度会造成乳剂过度张力!并导致薄片基照 相 胶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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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卷曲!低湿度还会造成较老的有历史意义的照相记录严重的问题"见附录/#提示的附录$%&应按照表’
给出的准则选择环境条件&

可以在单个贮存装具中!也可以在有这种装具的贮存室中保持推荐的温’湿度条件&

极低湿度条件下水分会通过乳剂挥发掉!引起含明胶乳剂的胶片变脆或卷曲&在这种情况下!在使用前

把胶片恢复到较高湿度是好作法&

%7’7(7(!彩色片贮存环境

彩色片贮存温度应等于或低于(M"$!’1%!靠贮存室控制在要求的温度和推荐的相对湿度可达到这要求&

一种替代的办法是将胶片在室温下调节到推荐的相 对 湿 度!放 入 不 透 气 密 封 的 或 用 胶 粘 带 粘 牢 的 容 器

中!然后置入冷库中#&片桶中的卷片和 散 页 片 如 果 放 在 两 个 热 封 台 的 薄 膜 袋 中!将 有 良 好 的 防 潮 性!双 袋

技术减少了漏气可能性&用这种袋改善了防潮性!但不能保证防潮&这方法有很好保持条件的优点!并且使

得用价格适度的速冷装置成为可能!它的要点是尽量减少密封胶片容器中空闲空间的容积&

使用者应比较冷库贮存室或速冷装置伴随胶片装袋的劳工和材料费所需的资金和运转费用&

%7’7(7-!湿度状态调节时间

温度平衡容易达到!但要达到湿度平衡需要很长 时 间&一 袋 胶 片 与 其 环 境 达 到 湿 度 平 衡 需 要 的 时 间 取

决于以下因素(

)))贮存容器的透湿性*

)))容器的容积和其中胶片的包装密度*

)))胶片的类型和包装物的材料*

)))调节湿度状态时的温度*

)))初始和最终湿含量之差&

这些因素能延长状态调节周期!如果想在贮存中进行状态调节!那么就得在状态调节周期和贮存室效率

之间进行折中&

例如随意散开的散页片在室温下几个小时就会调节好!而在零下温度!状态调节时间将会剧增&视情况

而定!胶片存放前也许需要有状态调节程序&让空气无阻碍地接近散页片表面!(+D即能达到湿度平衡&如

果散页片堆叠在贮存环境中!则需较长的状态调节时间!但最终是能达到湿度平衡的&卷片湿度平衡时间更

长&如果片卷可以接近空气或放在透湿性包装物内!则状态调节时间会缩短&但是!在密闭金属容器内的片

卷!在室温下要几个月才能达到湿度 平 衡"’1%&胶 粘 带 粘 合 的 容 器 内 的 卷 片 与 适 量 活 性 硅 胶’分 子 筛 或 其 它

惰性控制湿度物质一起放(或-周可能会干燥&

如选择的贮存环境相对湿度要求和使用环境相对湿 度 要 求 相 差 不 大!则 可 以 缩 短 或 取 消 湿 状 态 调 节 程

序&使用和贮存之间相对湿度水平相差不大有额外的好 处!减 少 了 贮 存 和 使 用 之 间 相 对 湿 度 周 期 性 变 化 形

成的胶片上的应力&湿度水平相差大!对达到湿度平衡需要的时间有强烈影响&

%7’7(7+!升温时间

胶片贮存温度比室温低得多时!为了防止潮气在冷的胶片表面吸收或冷凝!胶片使用前需要有一定升温

时间&升温期间要用适当防潮层把胶片内容物包裹 起 来&为 了 使 胶 片 整 个 容 积 接 近 室 温!必 须 有 足 够 时 间

"见附录2#提示的附录$%&升温时间可在’D到’天内变动!取决于包装的大小!绝热程度和温差&

%7(!环境控制要求

环境必须适当控制以保持在规定温’湿度范围内!长期贮存比中期贮存的要求更为严格&贮存室内应保持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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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用说明!

’1!"为.+,,原文为薄纸基照相照片"照相照片贮存实施的!"#标准是!"#,1.’#本标准对象是已加工照相胶片"



轻微正压!要按照有关国家标准和法规#!中的介绍制作并维护环境控制装置以及将空气送到贮存室或从贮存室抽

出空气的管道中的自动火灾控制档板!还应遵循有关国家标准和法规7中耐火档案室的介绍!砖石或混凝土墙内部

结合的水分在被火烤热后可能形成水蒸气溢出!这种贮存室需要防潮层"或者应该使用密封容器!

推荐自动控制系统"而且应经常检查确保不超出 表’规 定 的 湿 度 范 围!像 吊 式 干 湿 球 温 度 计 那 样 的 可

靠湿度计可用于此目的!在空调不实用的地方"可用 恒 湿 器 控 制 电 致 冷 型 减 湿 器 来 降 低 高 湿 度!只 要 减 湿

器装有能去除小到17-!G尺寸尘粒的过滤器"就可使用例如化学纯硅胶这类惰性干燥剂"并加以管理"以维

持%"’规定的相对湿度!

地下室和洞穴这类本身温度低并且湿度经常超上限的贮区可能需要去湿!

如果相对湿度经常低于%7’的规定"或者常用 案 卷 本 身 遇 到 卷 曲 或 发 脆 麻 烦"则 必 须 加 湿!如 需 加 湿"

应该用控制增湿器"不要用水盘和饱和化学品溶液"因为有过度增湿的危险!

%7-!空气纯度#见附录R$提示的附录%&

固体粒子有擦伤胶片和与影像反应的可能性"应 该 从 气 源 到 贮 存 装 具 或 贮 存 室 用 机 械 过 滤 器 滤 除!机

械过滤器最好是干介质型的"并按有关国家标准和法规8中的试验进行测定"除尘率不低于&.S!过滤器应

是非可燃型的"构造符合有关国家标准和法规的要求!

为了有最长贮存寿命"照相胶片放入贮存室前应是清洁的!

象二氧化硫’硫化氢’过氧化物’臭氧’酸气’氨及氧 化 氮 这 些 气 态 杂 质 会 使 某 些 胶 片 的 片 基 变 质 或 影 像

衰退#见附录 U$提示的附录%&!它们可用洗涤剂或吸收剂从空气中除掉!胶片长期贮存的贮存室位置要尽

量远离城市和工业区"那些地方可能有有害浓度的污染物!把胶片贮存在符合第+章的密封容器内’能够充

分保护胶片"不受外界污染物的影响!

因为油漆蒸气可能是氧化性污染物的来源"在长期或中期贮存区新刷油漆三个月内都不要放胶片!

硝酸酯片基胶片分解释放出的气 体 会 危 害 或 破 坏 同 一 贮 区 内 贮 存 的 安 全 胶 片 记 录 的 影 像9!因 此"安

全胶片和硝酸酯片基胶片不要贮存在同一房间内或用通风管连接的房间内!

%7+!光

正常情况下"在暗条件下保存胶片!这是推荐的作法"因为光对某些影像不利!

%!防火贮存!"见附录&"提示的附录#$

在贮存包装中"耐火贮存用的包装材料在’.1M加热+D时应不燃烧或不会放出比胶片本身更多的活性

烟雾!许多包装材料在该温度下会熔化或严重变形!

这种熔化或变形不应危害胶片或妨碍将胶片从包装物中取出来!片盘和片芯用的材料应比贮存在它上

面的胶片更不易燃"也更不易分解!

为了防止火灾及伴生灾害"胶片应放在耐火贮存室或隔热记录容器的密闭容器内:如果用耐火贮存室"

结构应符合有关标准和法规的介绍-%"还要特别小心防护蒸汽!

当胶片量不太多时"可用符合有关国家标准和法规的隔热记录容器!当它们按照记录容器类别作:D到

+D烤火试验时"其内部温度不应超过,.M"内部相对湿度不应超过&.S!如果建筑物不是耐火的"隔热记录

容器应放在建筑物最底层的地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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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见参考文献"’(#和"(%#
例如!见参考文献"’-#和"(&#
例如!见参考文献"’+#的污染试验$也见参考文献"($#
例如!见参考文献"’.#’类结构$也见参考文献"($#%
例如!见参考文献"’%#的类别’.$也见参考文献"-1#%



最佳的防火是把胶片记录的复制拷贝放在另一贮存区内!

’!胶片的识别!处理和检查

$7’!识别

加工过的胶片经常用例如墨水"颜色笔"水笔或压敏标签这些非照相方法来识别!这些识别材料应通过

!"#!’1(’+所述的照相活性试验#试验时识别表面和试验检测物接触进行老化!

$7(!处理

胶片适当处理很重要!某些类型的胶片经常使用会造成损坏#要有严格的处理和归档要求!

注$明胶乳剂层会机械划伤%微泡影像易受压力损害#造成气泡破裂!

良好的保管和清洁工作很重要!处理时应该拿胶片的片边#处理者戴薄的棉或尼龙手套是好习惯!

$7-!检查

每隔(年应检查若干不同代表性的胶片样品!碰 到 偏 离 推 荐 温 度 和 相 对 湿 度 范 围 的 情 况#检 查 时 间 间

隔应更短!应预先建立采样方案#每次应检查不 同 的 批!应 注 意 胶 片 和 包 装 物 的 损 坏 情 况!美 国 国 家 标 准

学会已制定检查胶片的推荐作法&’&’!

可以通过胶片物理变化(例如$卷曲"变形"发脆"粘 连 故 障)#胶 片 目 视 变 化(退 色"微 斑"变 色)或 包 装 材

料的变化(变脆"变色)来检查!应确定造成问题的原因并采取纠正措施!

如果胶片贮存在温度低于检查室大气露点的地方#在 打 开 胶 片 包 装 之 前#应 先 升 温#使 胶 片 达 到 比 检 查

室露点温度高几度!升温所需时间随胶片容积和温差的增加而增加*见附录2(提示的附录)’!

附!录!3
(标准的附录)

贮存拷贝和工作拷贝的区别

贮存和供使用的照相胶片记录之间的区别不总 是 清 晰 的!在 图 书 馆 或 记 录 中 心#主 要 的 照 相 记 录 是 工

作(即使用)拷贝!它们的价值在于可用作现成的参考资料!但是作这种用途会使它们受到尘埃"擦伤"手指

印"外来物污染#并曝露在过量光和过高温度下!这样 使 用 的 拷 贝 湿 度 可 能 变 成 和 工 作 区 的 湿 度 一 样#而 工

作区的湿度和图书馆归档的贮存区湿度可能十分不同!事实上如果工作拷贝不恢复到图书馆贮存区的湿度

条件就可能产生物理变形!显然#照相记录使用拷贝不适合作长期保存!

凡需长期贮存的胶片记录均应制作复制件#复制 件 应 保 持 在 与 工 作 拷 贝 贮 存 区 隔 开 的 收 集 区 中!贮 存

拷贝应符合有关照相材料标准的要求#并按本标准的建议贮存!贮存记录偶而会被查看#否则就没有必要保

存它了!但是#使用贮存拷贝的情况应该极少!如果 胶 片 在 其 寿 命 期 内 估 计 要 使 用’1次 以 上#就 应 该 从 贮

存拷贝印制工作拷贝!

附!录!0
(提示的附录)

防护性"密封#包装物的优!缺点

推荐包装物主要取决于贮存的特定条件#不受水分和气体影响的密封容器#例如胶粘带粘合的金属罐或

热封合的含金属封皮#保护胶片不受贮存环境高湿度和污染气体的影响!金属罐还可防止操作损坏"肮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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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尘!易于堆叠放置!并对水和火提供一定保护"但是!已经确定在这种密闭环境中!分解的三乙酸纤维素酯

胶片片基会降解得更快"密闭的环境禁烟了乙酸#分解形成$并且催化进一步降解"纸板箱和纸封皮有吸收

乙酸蒸气的优点!因此使降解反应变慢"但它们对外界湿度和污染物只能提供有限的保护!而对火和水没有

或几乎没有保护能力"如果由于包装物吸收乙酸 使OU降 到+以 下!这 些 材 料 会 变 脆"所 有 纸 板 和 纸 包 装

物应符合!"#!’1(’+要求"

胶片档案保管者必须对收藏品潜在危险做定性评估"如果主要涉及湿度%污染物%灰尘%水和火!应该用

密封包装物"但是!如果乙酸酯片基胶片收藏品已显 示 一 定 变 质 信 号!例 如 有 乙 酸 或 酸 味!则 应 贮 存 在 开 放

式环境中或贮存在能吸收蒸气的包装物中"如果分解的 胶 片 贮 存 在 开 放 式 环 境 中!还 必 须 考 虑 乙 酸 蒸 气 对

同房间内贮存的其它胶片的影响"这将取决于贮存室内 空 气 换 气 情 况!其 它 收 藏 品 的 接 近 度 以 及 包 装 物 的

类型"

对于密封包装中的胶片案卷!可在包装中加入分子筛 等 能 吸 收 分 解 酸 的 物 质 来 预 防 和 抑 制 贮 存 胶 片 的

降解($

附!录!R
#提示的附录$

夹杂空气和气态杂质

当灰尘和其它空气带入的固体粒子沉积在照相 馆 片 上 就 会 影 响 易 读 性!并 造 成 成 划 伤"反 应 型 灰 尘 会

造成影像层退色或污染"例如硫化物%臭氧%过氧化 物%氨%油 漆 蒸 气 和 其 它 活 性 化 合 物!这 些 气 态 杂 质 可 能

造成片基变质和照相影像化学降解"最常见杂质#特别在 城 市 和 工 业 大 气 中$是 二 氧 化 硫!而 且 微 不 足 道 的

浓度就很可能产生有害作用"硫化氢不是普通杂质!它即使在低浓度下也是很活泼的杂质&它会在含分解的

生物污泥的空气洗净器中存在"例如过氧化物这类氧化性气体和微粒影像银的局部氧化有关’’$K(1(!致使形

成微小带色胶态银沉积物"

除去气态杂质有现成合适方法!例如!用处理过的水 工 作 的 空 气 洗 净 器 消 除 二 氧 化 硫!用 活 性 炭 吸 收 二

氧化硫和硫化氢’(’("要求坚持不懈地控制气态杂质"在活性炭情况下!要由有经验的人操作"

附!录!^
#提示的附录$

贮存潮湿度

湿度显著超过本标准规定范围对照相胶片有很有害的影响!应避免相对湿度高过,1S和低于(1S"

长期曝露在超过,1S相对湿度条件下!会趋于滋生霉菌从而损害明胶乳剂层!并且会明显地造成乳剂软

化和粘连"曝露在高湿度下还会促进残留加工化合物#例 如 硫 代 硫 酸 盐$对 银 影 像 稳 定 性 的 影 响!并 会 损 害

染料影像稳定性"高相对湿度会加速胶片片基降解"

在低湿度下贮存!不仅避免滋生霉菌!也降低化学降解速率"近来研究’.!(((表明!当贮存湿度降到.1S相对湿度

以下时!显著改善片基和乳剂稳定性"当相对湿度降到(1S时!有用寿命会增长+至’1倍!取决于合适的措施"胶片

长期曝露在相对湿度’.S以下!也会造成明胶乳剂胶片暂时脆性!但是调节到相对湿度-1S或以上后!胶片柔性会恢

复"在低相对湿度贮存时!应小心处理胶片记录!避免不必要的弯曲"低湿含量胶片易产生静电荷!造成吸引灰尘粒

子!但是可通过处理和印片时适当去电荷克服这困难"曝露在低相对湿度也会造成胶片高度卷曲!能使散页片产生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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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变形!电影片产生"车辐条状变形#$这也可能加剧现存的实际问题!例如乳剂剥落或分层$

附!录!2
%提示的附录&

贮存用温度

温度持续在约+1M以上会永久性降低某些胶片片基的柔性!并会加速染料影像退色和微泡影像的衰退$

虽然明胶胶片在低温%低于#M&变脆!但升到室 温 时 柔 性 会 恢 复$当 胶 片 在 低 温 贮 存 时!应 小 心 处 理!避 免

过分弯曲$贮存温度低于空气露点!湿气可能会在胶片表面冷凝!除非在取出胶片前让容器和内容物升到露

点温度以上$升温所需时间从’D到一天内变化!取决于包装的大小和类型以及温差$

温度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贮存区相对湿度的影响$在不控制贮存区湿度时!温度下降会升高相对湿度$

这可能造成超出推荐的合适贮存湿度范围$这种情况下!应该用密封容器$

附!录!]
%提示的附录&

温度与相对湿度的相互关系

照相胶片降解是化学反应造成的!降解速率随温度下降和相对湿度下降而下降$因此!胶片有用寿命能靠

降低贮存温度或贮存湿度来增加$此外!较低贮存温度能补偿较高相对湿度!而胶片预期寿命一样$图]’说

明由三乙酸纤维素酯片基降解造成酸度增加的这种关系’((($聚酯片基降解和发色型染料退色速率有相似性

质$这些关系使得贮存室设计人员可在如表’规定的长期贮存条件几组温度与相对湿度组合中进行选择$

图]’三乙酸纤维素胶片到达固定酸度水平的温度与相对湿度的相互关系

注!新加工过的胶片加速试验得出的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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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提示的附录"

有历史意义的静物照相记录

贮存有历史意义照相记录的设施中应小心选择相 对 湿 度 水 平#使 不 良 状 态 的 物 品!指 有 脱 膜$乳 剂 层 分

层和卷曲的胶片"在(1S到-1S低相对湿度时实际上不受到应力%如果不良状态的有历史意义的胶片记录

拷贝贮存在低相对湿度的贮存室中#则应对它们的损坏 进 行 监 控%在 低 相 对 湿 度 贮 存 区 和 较 高 相 对 湿 度 使

用区之间周期性变化会加剧现存问题%

因为低温和&或低相对湿度下贮存会造成发脆#它使 乳 剂 和 胶 片 涂 层 在 处 理 时 对 机 械 损 伤 更 敏 感#所 以

一切有历史意义的胶片记录#尤其是处于不良状态的#在低温和&或低相对湿度贮存时应小心处理#避免不必

要的弯曲%弯曲和粗暴处理发脆胶片除了有加剧例如乳 剂 分 层 和 剥 落 这 类 物 理 问 题 的 倾 向 外#还 会 毁 坏 发

脆胶片%

需频繁使用的物品应制作拷贝%这很重要#因为靠低 湿 度 或 低 温 使 胶 片 片 基 和 彩 色 染 料 增 加 化 学 稳 定

性获得的好处#很快会被频繁的周期性变化和搬移到较高湿度和温度处时间延长所减弱%

附!录!U
!提示的附录"

微!斑

加工过的微粒胶片$光谱干板及*R相纸在经过(年"(1年 后 在 显 微 镜 下 会 显 现 小 彩 色 斑 点#即 污 斑%

在缩微胶片片卷外层发灰的片头中经常出现污斑#在深入缩微胶卷的影像区偶而出现污斑’’$(1%

这些斑点是由影像银局部氧化形成的#导致生成 表 现 为 红 色 或 黄 色 斑 点 的 胶 体 银 小 淀 积%造 成 这 种 降

解可能的氧化剂是大气中的氧#它的作用被湿气加 速#还 有 例 如 过 氧 化 物$臭 氧$二 氧 化 硫$硫 化 氢 那 些 大 气

污染物#以及工业大气中存在的其它污染物’’.#(-#(+(%过氧化物会存在某些木材中#还会由通常用作贮存胶片

的衬纸和纸板容器老化而生成%

加工和贮存条件对斑点的出现起到重要作用%加 工 过 的 胶 片 应 没 有 水 斑 和 化 学 品 斑$尘 埃 及 划 伤%将

胶片贮存在没有氧化性气体或蒸汽的干冷空气中#一般是阻止或延缓斑点形成的有效手段’’(#(.#(,(%

附!录!!
!提示的附录"

防!火

即使胶片未被火烧毁#高温也会损坏照相胶片记录%照相胶片在’.1M下显示出一定物理变 形#但 银 胶

影像在该温度下可耐受几个小时而影像质量没有重大 损 失%但 是#染 料 和 重 氮 影 像 会 显 示 一 定 衰 退 或 彩 色

平衡变化%微泡和热处理银影像在这种严峻条件下 一 般 会 被 毁 坏%除 了 影 像 损 失 外#由 高 温 引 起 的 胶 片 物

理变形会造成观看$投影或印片发生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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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片曝露在高温下会使相邻散页片或相邻层胶片有粘连的危险!特别是有明胶或特殊背层的胶片"

某些类型耐火保险柜和贮存室门绝热设计的特点是产生蒸汽!从而产生冷却作用"胶片必须防蒸汽!否

则会造成粘连#明胶层熔化和严重变形"为此!推荐使用可使内容物隔离蒸汽的隔热记录容器$见第&章%"

很重要的记录和为防止较大的火灾发生!推荐把复制件贮存在另一个地方"

附!录!V
$提示的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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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Ŵ /*2W!27U7国家胶片档案中电影摄影胶片的防护"

0<=?=8DQ:I9G4?><C<4FDH">AI;4I;)9:9@=8=>I!’$,&’1$.1%($1"($(

&’1’3̂ 2Y")!W!O7h!/<4D4G!R7Y74I;‘98?!Y727有永久价值的彩色电影胶片的防护"V>A<I4:>[">Z

6=9?H#[T>?=>IO=6?A<94I;)9:9@=8=>I2IC=I99<=IC!’$%1’’$%$%(’1’’"’1’&
&’’’/##2"!*74I;0:>G4I!U7K27一种廉价防护和长期贮存彩色胶片的方法"V>A<I4:>[T>?=>IO=9

K

?A<94I;)9:9@=8=>I2IC=I99<8!’$&-’($$(%(’-’+
&’(’13W"!)W]O3$13*’$$-7空气状 态 调 节 和 通 风 系 统"W4?=>I]=<9O<>?96?=>I388>6=4?=>I!04??9<H

KG4<6DO4<B!kA:I66!T31((,$7\"37

&’-’3W"!)W]O3(-(*’$$’7记 录 的 保 护7W4?=>I4:]=<9O<>?96?=>I388>6=4?=>I!*4??9<HG4<6DO4<B!

kA:I6H!T31((,$!\"37
&’+’3"U*32"?4I;4<;.("%,7用于一般通风去除粒状物的空气洁净装置的试验方法73G9<=64I">K

6=9:H>[U94?=IC!*9[C9<4?=>5!4I;3=<6>I;=?=>I=IC2IC=I99<8!’%$’)A:=9R=<6<:9!W2!3?:4I?8!

/3-1-($!\"37
&’.’3W"!)\Y$11*’$&%7空气过滤装置的试验操作7\I;9<_<=?9<8+Y45><4?><:98!!I6!---O[=IC8?9I

-’’’(11,年无损检测与探伤应用技术标准手册



*;!W><?D5<>>B!!Y,11,(!\"3!

"’,#R3**#YY!V7]74I;R3YU#\W!V7T7氧化氮对已加工乙酸酯胶片的影响7V>A<I4:>[">6=9?H>[

T>?=>IO=6?A<94I;)9:9@=8=>I2IC=99<8!’$..$$,+%&.1’".1%
"’%#3W"!’\Y%((’$$17记录保护装置耐火试验7\I;9<_<=?9<8)Y45><4?><=98!!I6!--O[=IC8?9I

*;!W><?D5<>>B!!Y,11,(!\"37
"’&#3W"!’3::T T"+.(’$$17检查贮存的银胶缩微胶片变质迹像的推荐作法7’’11‘4HI93@9!

"A=?9’’11!":=@9<"F<=IC!T^(1$’1!\"37
"’$#U2WW!*7‘74I;‘2!")!̂7/7加工过的缩微胶片中的微斑!其性质和预防7OD>?>C<4OD=6"6=9I69

4I;2IC=I99<=IC!’$,-$"’1$%%&(.-"(,’
"(1#O#O2!R7!7已加工缩微胶片中斑点的形式7V>A<I4:>[*9894<6D>[W4?=>I4:0A<94A>["?4I;4<;8&

3(ODH8=684I;RD9G=8?<H!’$,&7.","%(3$-%#

"(’#U\/U!27274I;Tb2*"!*!国家档案建筑内二氧化硫*氧化氮和臭氧浓度的测量7W0.:*&-"

(%,%!’$&-7W4?=>I4:!I8?=?A?9>["?4I;4<;84I;)96DI>:>CH!/4=?D9<859<C!T^!(1&$$!\"37
"((#3̂ 2Y")2!W!O7h!*2!YYb!V7T!W!"U!T\*3!̂7‘74I;2*0Y3Ŵ !R7V7纤维素酯片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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