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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国家档案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国家档案局档案科学技术研究所、江苏省档案馆、江苏华夏电影胶片修复技术有

限公司、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上海电影技术厂有限公司、广东珠影影视制

作有限公司、中国照片档案馆、江苏省如皋市档案馆。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曹燕、黄静涛、陈万田、栾宁丽、刘建、陈新新、徐亮、杜琳琳、祝成、葛向北、徐剑锋、

王峥、白晓飞、朱君、袁俊杰、梁雄升、唐京伟、谢晓明、周敬宜、张禧琳、潘伟德、苏海霞、周明华、黎涛、
关玥、孙伟、李吉申、陈红、井辉辉、张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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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胶片档案数字化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基于安全片基的电影胶片档案数字化的技术和管理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各级各类档案馆(室)、数字化外包服务机构的电影胶片档案数字化工作,其他电影胶

片档案保管机构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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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18 档案著录规则

DA/T51 电影艺术档案著录规则

DA/T68.2 档案服务外包工作规范 第2部分:档案数字化服务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电影胶片 cinefilm
供拍摄和制作电影用的符合电影专业标准的感光材料,由透明柔韧片基及感光层组成。
[来源:GB/T15769—1995,2.101,有修改]

3.2
电影胶片档案 cinefilmrecords
国家机构、社会组织或个人在社会活动中直接形成的以记载在电影胶片上的影像、声音为主要反映

方式的有保存价值的历史记录。

3.3
电影胶片档案数字化 digitizationofcinefilmrecords
将电影胶片上的档案信息采集转化为存储在磁盘、磁带、光盘等载体上的音视频文件,并按照档案

的内在联系,与目录数据建立关联关系的处理过程。

3.4
安全片基 safetyfilmbase
燃烧速度缓慢的不易燃片基。

  注:安全片基主要是乙酸纤维素酯片基、聚酯片基,不包括硝酸纤维素酯片基。

4 总体要求

4.1 应根据电影胶片档案的珍贵程度、利用率、电影胶片保管状况、数字化资金情况等因素统筹规划、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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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序实施、规范开展电影胶片档案数字化工作。

4.2 应采取有效的管理和技术手段,加强过程管理和质量控制,保证数字化成果质量,真实反映电影胶

片档案内容。

4.3 电影胶片档案数字化过程中,应保存数字化项目信息、技术环境、各类数字化技术参数等方面的元

数据,相关元数据元素见DA/T63的内容。

4.4 应加强电影胶片档案数字化各环节的安全管理,确保档案实体和档案信息安全。

4.5 电影胶片档案数字化外包工作应按照DA/T68.2的要求执行。

5 组织与管理

5.1 机构人员

5.1.1 应建立电影胶片档案数字化工作组织,统筹规划、组织实施、协调管理、监督检查数字化工作,并
提供安全保障、技术保障、资金保障,对数字化成果进行质量验收,确保电影胶片档案数字化工作的规

范、有序开展。

5.1.2 应配备具有相应能力的工作人员,管理人员应熟悉电影胶片档案业务和数字化工作,具有良好

的组织协调能力;技术人员应熟悉本岗位相关标准技术规范及相关操作技能,掌握电影技术基础知识。

5.2 基础设施

5.2.1 应设置专用的电影胶片档案数字化工作场地,并合理布局档案存放、档案著录、数字化前处理、
信息采集、声画校正、声画质量鉴定等工作区域。质量鉴定场地参考 GY/T183的要求建设。

5.2.2 电影胶片档案数字化场地的选择及温湿度等环境条件应适宜电影胶片档案的保护。应配备可

覆盖全部场地的防火、防水、防有害生物、视频监控等设施设备。

5.2.3 电影胶片档案数字化设备主要包括:

a) 电影胶片扫描设备;

b) 电影胶片音频采集设备;

c) 非线性编辑工作站;

d) 调色设备;

e) 电影胶片清洁设备;

f) 数字电影播放设备;

g) 数据存储设备。

5.3 管理制度

5.3.1 应制定并实施科学、规范的电影胶片档案数字化管理制度,有效保障电影胶片档案安全和数字

化成果质量。

5.3.2 电影胶片档案数字化管理制度主要包含岗位管理、人员管理、场地管理、设备管理、数据管理、
档案实体管理等方面:

a) 岗位管理制度主要规定数字化工作各岗位的工作目标和职责,形成明确的岗位业务流程规范、
考核标准、奖惩办法等;

b) 人员管理制度主要对人员的安全责任、日常行为、外聘人员信息审核及管理、非工作人员来访

登记等进行规范;

c) 场地管理制度主要对人员出入和工作场地内基础设施、环境、网络、监控设施、现场物品、证件

等管理进行规范;

d) 设备管理制度主要对数字化工作各环节涉及的所有设备的管理进行规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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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数据管理制度主要对数字化各环节所产生的数据的管理进行规范;

f) 档案实体管理制度主要对电影胶片档案在数字化过程中的交接、管理、存放等工作进行规范。

5.4 工作方案

5.4.1 应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制定科学合理的工作方案并严格执行,确保电影胶片档案数字化工作

达到预期目标。

5.4.2 数字化工作方案主要包括数字化对象、工作目标、工作内容、成本核算、数字化技术方法和主要

技术指标、验收依据、人员安排、责任分工、进度安排、安全管理措施等内容。

5.4.3 宜对工作方案进行专家论证,确保其科学、规范、合理。

5.4.4 工作方案应经审批后实施,审批结果应与数字化工作过程中形成的其他文件一并保存。

5.5 工作流程控制

5.5.1 应制定电影胶片档案数字化工作流程和各环节操作规范等,对电影胶片档案数字化全过程进行

有效地控制。

5.5.2 电影胶片档案数字化的基本环节主要包括:档案出库、数据库建立、数字化前处理、信息采集、声
画校正、数字修复、质量鉴定、数据挂接、验收与移交、档案入库等。电影胶片档案数字化流程示例见附

录A。

5.5.3 应加强对电影胶片档案数字化工作的全流程安全管理,及时对信息采集、声画校正、数字修复等

各个环节产生的数据进行备份。

5.5.4 应建立完善的问题反馈机制,对电影胶片档案数字化工作过程中后端环节发现的前端环节中产

生的问题进行及时反馈并修正。

5.5.5 宜通过数字化管理系统实现电影胶片档案数字化工作全流程管理。

5.6 工作文件管理

5.6.1 应根据情况制定符合实际要求的电影胶片档案数字化工作文件,主要包括:电影胶片档案数字

化工作方案、数字化审批书、数字化流程材料、数据验收材料、项目鉴定验收报告、数字化成果移交材料

等。采取服务外包方式实施时,还应包括项目招标文件、投标文件、中标通知书、项目合同、保密协议、监
督文件等。部分工作文件示例见附录B。

5.6.2 应提出数字化工作过程中形成的工作文件的整理、归档、移交等管理要求,明确责任人,加强对

数字化工作文件的管理。

6 档案出库

6.1 数字化部门提交档案出库申请,经相关责任人批准,档案保管部门应严格按照档案库房管理规定

对数字化对象开展调取、清点、登记等工作,经双方共同清点无误后,进行档案交接出库。

6.2 从库房调出的电影胶片档案应进行温湿度平衡。将胶片放入具有温湿度控制的缓冲间进行平衡

调节,确保平衡调节过程中胶片不结露,并达到工作环境要求,温度为18℃~28℃,相对湿度为

20%~60%。

7 数据库建立

7.1 遵循DA/T18对档案著录的要求,建立电影胶片档案目录数据库。

7.2 数据库结构的设计应保持档案的内在联系,以利于数字化成果的管理和利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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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目录数据主要包括档号、题名、保管期限、年代、责任者、出品单位、国别、片种、色别、胶片种类、本
数、规格、时长、档案存放位置、文件存储路径等。电影艺术档案的著录应符合DA/T51的相关规定。

7.4 依据档案目录和档案内容进行档案著录,形成准确、完整的档案目录数据。对不符合数据规则的

著录项进行修改、补充。

7.5 应对目录数据的质量进行检查,包括著录项目的完整性、著录内容的规范性和准确性,发现不符合

要求的数据应及时进行修改。

8 数字化前处理

8.1 对电影胶片进行外观检查,出现下列情况采取如下技术处理:

a) 出现卷曲、变形、脆裂、粘黏,可放在专业修复湿润箱进行湿润处理;

b) 出现折断,应使用专业胶片接片器进行接片;

c) 出现齿孔损坏,可使用专用修复用齿孔片边或选取同类型胶片截取相应长度的齿孔片边进行

黏合修复,也可使用专用透明胶带黏合并打孔进行修复;

d) 出现受潮,应进行干燥处理;

e) 出现灰尘、脏点、霉斑、污渍,可使用超声波清洁机或胶片水洗清洁机对整本胶片进行清洁作

业,风干收片后再次检查;

f) 出现牵引片不完整或过短,应前后添加牵引片;

g) 出现片轴松脱,应调整松紧度;

h) 出现其他影响电影胶片数字化采集的情况应进行相应处理。

8.2 记录发现的问题及相应的处理情况。

8.3 对完成物理修复的整本胶片,使用检片设备进行复查,直至符合信息采集要求。

8.4 修复后的胶片宜装入无酸避光保护袋(牛皮纸袋或避光塑料袋),再放入电影胶片盒。

9 信息采集

9.1 采集要求

应根据电影胶片档案实际情况,进行相关参数的设置和调整。参数的设置和调整应保证采集后的

画面与声音信息清晰、完整、不失真,声音和画面效果最大程度展现档案内容原貌。

9.2 设备准备

9.2.1 扫描前应对相关设备进行清洁、检查和调整。

9.2.2 根据电影胶片类型、画面等情况,设定胶片类型、画面定位、扫描速度、对焦辅助、图像稳定、镜头

校准、曝光调节、色温调节等设备参数。

9.3 胶片扫描

9.3.1 扫描过程中,应随时监视画面及监听声音,当出现抖晃、画面错位、无声、胶片断裂等异常时,应
停止作业并及时进行处理。

9.3.2 对画面进行信息采集的技术参数宜满足下列要求:

a) 文件格式:DPX、TIFF等序列帧文件;

b) 编码格式:无压缩;

c) 帧速率:与档案原件相同;

d) 画面宽高比:与档案原件相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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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分辨率:不低于2K,有特别用途的35mm电影胶片档案不低于4K;

f) 色深位数:不低于8bit;

g) 色彩空间:RGB;

h) 色度采样率:4∶4∶4。

9.3.3 对声音进行信息采集的技术参数宜满足下列要求:

a) 文件格式:WAV;

b) 编码格式:无压缩;

c) 采样率:不低于48.0kHz;

d) 位深度:24bit;

e) 声道数:与档案原件相同。

9.4 文件存储

9.4.1 应将采集的DPX、TIFF等序列帧文件、WAV音频文件进行长期保存。

9.4.2 应依据档号构成要素逐级建立存储文件夹,并确保数据挂接的准确性。存储文件夹组织结构示

例见附录C。

9.4.3 以档号为基础进行文件命名,并确保唯一性。

9.4.4 一条目录对应采集后的多个文件时,可用档号与顺序号的组合方式进行文件命名。文件命名示

例见附录C。

10 声画校正

10.1 应对采集的画面、声音文件进行接头校正,以保证若干文件合并时接头处的画面与声音的连续

性。应对采集的画面、声音文件进行声画对位,达到声画同步。通过对画面颜色进行白平衡校准等处理

方式进行颜色校正,以纠正偏色,还原画面色彩信息,并记录相应的处理情况。

10.2 可从播放环境、存储空间占用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虑,将声画校正后的序列帧文件、音频文件合成

为 MXF、MP4等格式的音视频文件。声画校正后形成的音视频文件应长期保存,文件命名示例见附

录C。

10.3 应通过全片播放方式对比档案原件,对音视频文件进行质量检查,检查内容主要包括:画面是否

偏色、错帧,接头处是否抖动,声画是否同步、完整、稳定,是否产生非原始内容等。

11 数字修复

11.1 根据不同用途或要求,可对提供利用的音视频文件进行数字修复。数字修复后的音视频文件宜

长期保存,文件命名示例见附录C。

11.2 通过专业修复软件等技术手段对视频画面进行调色,同时对闪烁、抖动、脏点、划痕、霉斑、模糊、
撕裂等情况进行修复。

11.3 对底噪、音调失准、失真等情况,进行优化及修复。

12 质量鉴定

12.1 应成立专门的鉴定组结合数字化工作方案中工作目标提出的要求,对电影胶片档案数字化音视

频文件的画面、声音进行质量鉴定,并出具鉴定意见。

12.2 画面主要检查漏帧、抖动、脏点、划痕、霉斑、亮度、对比度、饱和度、色彩连贯性等,声音主要检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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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声、清晰度、连贯性等,还应检查声画是否同步、完整、稳定。

13 数据挂接

13.1 应借助相关软件对数据库中的目录数据和与其对应的电影胶片档案数字化音视频文件进行挂

接,以实现目录数据与音视频文件的关联。

13.2 应逐条检查挂接结果,包括目录数据与音视频文件对应的准确性,音视频文件是否能正常打

开,发现错误应及时纠正。

14 验收与移交

14.1 验收方式

14.1.1 在质量鉴定通过后,应成立电影胶片档案数字化成果验收组对数字化工作进行验收。

14.1.2 应采用计算机自动检验与人工检验相结合的方式,对电影胶片档案数字化成果进行验收。

14.2 验收内容

电影胶片档案数字化成果主要包括采集的序列帧文件及音频文件、声画校正形成的音视频文件、数
字修复形成的音视频文件,以及目录数据、元数据、数字化工作中产生的工作文件、存储载体等。验收内

容主要包括:

a) 采集的序列帧文件及音频文件、声画校正形成的音视频文件、数字修复形成的音视频文件,主
要包括技术参数、存储路径、文件命名、排列顺序的准确性、文件的完整性等;

b) 目录数据,主要包括目录数据内容、格式等的准确性,必填项是否填写等;

c) 元数据,主要包括元数据的完整性和赋值规范性等;

d) 数据挂接,主要包括目录数据和与其对应的音视频文件挂接的准确性等;

e) 工作文件,主要包括工作文件的完整性和规范性等;

f) 存储载体,主要包括存储载体的可用性、有无病毒等。

14.3 验收结论

应对全部电影胶片档案数字化成果质量进行检验,合格率达到100%予以验收“通过”。验收未通

过的,在返工或修改后,应重新验收。

14.4 移交

验收通过的电影胶片档案数字化成果应及时移交,并履行交接手续。

15 档案入库

按照电影胶片档案入库相关要求对完成数字化处理的电影胶片档案进行处理和清点,并履行档案

入库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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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电影胶片档案数字化流程示例

  图A.1给出了电影胶片档案数字化流程示例。

图A.1 电影胶片档案数字化流程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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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电影胶片档案数字化管理工作记录表示例

  表B.1~表B.8给出了电影胶片档案数字化管理部分工作记录表的示例。

表B.1 电影胶片档案数字化审批书示例

批次: 审批书编号:

经 办 人 时 间

数字化对象

档案数字化

部门意见

部门负责人: 年  月  日

档案保管

部门意见

部门负责人: 年  月  日

单位意见

  现批准对    等  全宗共计    本电影胶片档案进行数字化。

法定代表人: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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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
.2
 
电
影
胶
片
档
案
数
字
化
流
程
单
示
例

全
宗

号
:

门
类
:

件
号
:

进
度
□

数
据

库
建

立
 
□

数
据

质
检
 
□

数
字

化
前

处
理
 
□

信
息

采
集
 
□

声
画

校
正
 
□

声
画

质
检
 
□

数
字

修
复
 
□

质
量

鉴
定
 
□

数
据

挂
接
 
□

挂
接

质
检
 
□

成
果

验
收

流
程

数
据

库
建

立
数

据
质

检
数

字
化

前
处

理
信

息
采

集
声

画
校

正
声

画
质

检
数

字
修

复
质

量
鉴

定
数

据
挂

接
挂

接
质

检
成

果
验

收

数
据

录
入

备 注

数
据

质
检

备 注

档
案

整
理

物
理

修
复

画
面

采
集

声
音

采
集

声
画

校
正

备 注

声
画

质
检

备 注

画
面

修
复

声
音

修
复

质
量

鉴
定

备 注

数
据

挂
接

备 注

挂
接

质
检

备 注

成
果

验
收

备 注

完
成

人
员

完
成

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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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
.3
 
电
影
胶
片
档
案
数
字
化
前
处
理
工
作
单
示
例

全
宗

号
:  
 
 
 
 
 

门
类
:

件
号

本
号

片
基

类
型

档
案

检
查

情
况

记
录

外
观

检
查

与
处

理

灰
尘

脏
点

霉
斑

污
渍

变
形

粘
黏

其
他

画
面

质
量

声
音

质
量

总
体

质
量

检
查

备
注

档
案

整
理

人
:  
 
 
 
 
 
 
 
 
 
 
 
 

完
成

时
间
:

物
理

修
复

人
:  
 
 
 
 
 
 
 
 
 
 
 
 

完
成

时
间
:

总
体

质
检

人
:  
 
 
 
 
 
 
 
 
 
 
 
 

完
成

时
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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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4 电影胶片档案信息采集工作单示例

件号 本号
信息采集

时长

采集特殊情况记录

画面信息 声音信息
总体质量检查 备注

档案采集人:           完成时间:

总体质检人:           完成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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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
.5
 
电
影
胶
片
档
案
声
画
校
正
工
作
单
示
例

全
宗

号
:  
 
 
 
 
 

门
类
:

件
号

信
息

采
集

时
长

声
画

校
正

情
况

记
录

接
头

处
画

面
信

息
声

画
信

息

抖
动

连
续

其
他

偏
色

错
帧

其
他

同
步

完
整

其
他

总
体

质
量

检
查

备
注

声
画

校
正

人
:  
 
 
 
 
 
 
 
 
 
 

完
成

时
间
:

总
体

质
检

人
:  
 
 
 
 
 
 
 
 
 
 

完
成

时
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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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
.6
 
电
影
胶
片
档
案
数
字
修
复
工
作
单
示
例

全
宗

号
:  
 
 
 
 
 

门
类
:

件
号

数
字

修
复

处
理

情
况

记
录

画
面

声
音

闪
烁

划
痕

模
糊

其
他

底
噪

音
调

失
准

其
他

质
量

鉴
定

备
注

画
面

处
理

人
:  
 
 
 
 
 
 
 
 
 
 

完
成

时
间
:

声
音

处
理

人
:  
 
 
 
 
 
 
 
 
 
 

完
成

时
间
:

总
体

质
检

人
:  
 
 
 
 
 
 
 
 
 
 

完
成

时
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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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
.7
 
电
影
胶
片
档
案
数
字
化
成
果
验
收
登
记
单
示
例

批
次
:  
 
 
 
 
 
 
 
 
 
 
 
 
 
 
 
 
 
 
 
 
 
 
 
 
 
 
 
 
 

验
收

人
:  
 
 
 
 
 
 
 
 
 
 

验
收

时
间
:  
 
 

年
 
 
 

月
 
 
 

日

全
宗

号
总

件
数

音
视

频
数

据
目

录
数

据
数

据
挂

接
工

作
文

件
载

体

音
视

频

总
数

检
验

项
检

验

结
果

条
目

总
数

检
验

项
检

验

结
果

检
验

项
检

验

结
果

总
册

数
检

验
项

检
验

结
果

载
体

类
型

载
体

数
量

检
验

项
检

验

结
果

验
收

意
见

合
计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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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8 电影胶片档案数字化成果移交清单示例

批次

全宗号

内容描述

移交文件数量

个
移交条目数

数字化工作文件

件、册

载体起止顺序号 移交载体类型、规格

检验内容

单位名称

移交单位: 接收单位:

准确性检验

完整性检验

可用性检验

安全性检验

载体外观检验

填表人(签名)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审核人(签名)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单位(印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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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文件命名与存储文件夹组织结构示例

C.1 电影胶片档案档号结构示例

档号结构:全宗号-档案门类代码·年度·保管期限-件号。
如“C201-DY·2019·Y-0001”。

C.2 采集的序列帧文件命名示例

文件结构:档号-本号-序列号。
如“C201-DY·2019·Y-0001-01-00000001”。

C.3 采集的音频文件命名示例

文件结构:档号-本号。
如“C201-DY·2019·Y-0001-01”。

C.4 声画校正后合成的音视频文件命名示例

文件结构:档号-JZ。
如“C201-DY·2019·Y-0001-JZ”。

C.5 数字修复后的音视频文件命名示例

文件结构:档号-XF。
如“C201-DY·2019·Y-0001-XF”。

C.6 存储文件夹组织结构示例

图C.1给出了存储文件夹组织结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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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C.1 存储文件夹组织结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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