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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等同采用国际标准化组织颁布的国际标准 ＩＳＯ９９２３：１９９４《缩微摄影技术——Ａ６透明缩微

平片——影像的排列》。在编制规则上遵照国家标准 ＧＢ燉Ｔ１１—１９９３《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１单元：标

准的起草与表述规则 第 １部分：标准编写的基本规定》。
本标准的附录 Ａ、附录 Ｂ和附录 Ｃ为提示的附录。
本标准由全国文献影像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由全国文献影像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二分技术委员会负责起草。
本标准起草人：黄亚非、毛谦、黎三羊、孙跃军、孙静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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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ＩＳＯ（国际标准化组织）是由各国标准化团体（ＩＳＯ成员团体）组成的世界性联合组织。制定国际标

准的工作通常由 ＩＳＯ技术委员会完成。各成员团体若对某技术委员会确立的项目感兴趣，均有权参加

该委员会工作。与 ＩＳＯ保持联系的各国际组织（官方和非官方的）也可参加有关工作。ＩＳＯ与国际电工

技术委员会（ＩＥＣ）在所有电工技术标准化方面保持密切合作关系。
由技术委员会通过的国际标准草案提交各成员团体表决，需要取得至少 ７５％参加的成员团体的同

意，方可作为国际标准正式发布。
国际标准 ＩＳＯ９９２３由 ＩＳＯ燉ＴＣ１７１《用于文献和影像记录、存储及应用的缩微摄影和光存储》技术

委员会起草。
本标准取代 ＩＳＯ２７０７：１９８０、ＩＳＯ２７０８：１９８０和 ＩＳＯ５１２６：１９８０。
对以上标准做了以下重要的技术调整：
——均匀和非均匀分格的源文献缩微平片以及 ＣＯＭ 缩微平片均包括在本标准中。
——４９、９８、２７０和 ４２０个画幅和单一画幅缩微平片的影像排列是标准的组成部分。
——３０、６０、６３、８４、２０８、２１０和 ３２５个画幅影像排列的均匀分格和 ２、４、８、１６、３２和 ６４个画幅非均

匀分格的影像排列放在附录中。
——２７０和 ４２８个画幅的影像排列可用于源文献的缩微拍摄（缩率为 １∶４８）。
——改变了标注索引页方法。
附录 Ａ、附录 Ｂ和附录 Ｃ是只用于提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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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批准 ┐┐实施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由源文献和 ＣＯＭ 系统制作的 Ａ６幅面透明缩微平片的特征，以保证信息的交换和缩

微品的发行。
本标准适用于均匀格式排列的 ４９、９８、２７０和 ４２０个画幅的缩微平片及单一画幅的缩微平片。
根据使用的需要，缩微平片的影像可以是正像或负像。
在附录中规定了均匀分格排列的 ３０、６０、６３、８４、２０８、２１０和 ３２５个画幅的缩微平片的特征，规定了

专用的非均匀分格排列的 ２、４、８、１６、３２和 ６４个画幅的缩微平片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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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Ｂ燉Ｔ６１５９１—１９８５ 缩微摄影技术 词汇 第一部分：一般术语（ｎｅｑＩＳＯ６１９６１：１９８０）
ＧＢ燉Ｔ６１５９２—１９８５ 缩 微 摄 影 技 术 词 汇 第 四 部 分：材 料 和 包 装 物（ｎｅｑＩＳＯ燉ＤＰ６１９６４：

１９８０）
ＧＢ燉Ｔ６１５９３—１９９４ 缩微摄影技术 术语 第三部分：胶片处理（ｎｅｑＩＳＯ６１９６３：１９８３）
ＧＢ燉Ｔ６１５９４—１９９４ 缩微摄影技术 术语 第六部分：设备（ｅｑｖＩＳＯ６１９６６：１９９２）
ＧＢ燉Ｔ６１５９５—２０００ 缩 微 摄 影 技 术 词 汇 第 五 部 分：影 像 的 质 量、可 读 性 和 检 查（ｅｑｖＩＳＯ

６１９６５：１９８７）
ＧＢ燉Ｔ６１５９７—２０００ 缩微摄影技术 词汇 第七部分：计算机缩微摄影技术（ｅｑｖＩＳＯ６１９６７：

１９９２）
ＧＢ燉Ｔ６１５９２２—２０００ 缩微摄影技术 词汇 第二部分：影像布局和记录方法（ｎｅｑＩＳＯ６１９６２：

１９９３）
ＧＢ燉Ｔ６１６０—１９９５ 缩微摄影技术 第一代银—明胶型缩微品的密度（ｎｅｑＩＳＯ６２００：１９９０）
ＧＢ燉Ｔ６１６１—１９９４ 缩微摄影技术 ２号测试 图 的 特 征 及 其 在 缩 微 摄 影 技 术 中 的 应 用（ｅｑｖＩＳＯ

３３３４：１９８９）
ＧＢ燉Ｔ７５１６—１９９６ 缩微摄影技术 图形符号（ｅｑｖＩＳＯ９８７８：１９９０）
ＧＢ燉Ｔ１３９８４—１９９２ 缩微摄影技术 重氮和微泡胶片视觉密度技术规范（ｅｑｖＩＳＯ８１２６：１９８６）
ＧＢ燉Ｔ１５７３７—１９９５ 缩微摄影技术 银—明胶型缩微胶片的冲洗与保存（ｎｅｑＩＳＯ５４６６）
ＧＢ燉Ｔ１６５７３—１９９６ 缩微摄影技术 在 １６ｍｍ和 ３５ｍｍ银—明胶型缩微卷片上拍摄文献的操作

程序（ｅｑｖＩＳＯ６１９９：１９９１）

１



ＧＢ燉Ｔ１７２９４１—１９９８ 缩微摄影技术 字母数字计算机输出缩微品 质量控制 第一部分：测试

幻灯片和测试数据的特征（ｉｄｔＩＳＯ８５１４１：１９９２）
ＧＢ燉Ｔ１７２９４２—１９９８ 缩微摄影技术 字母数字计算机输出缩微品 质量控制 第二部分：方法

（ｉｄｔＩＳＯ８５１４２：１９９２）
ＧＢ燉Ｔ１８４０５—２００１ 缩微摄影技术 ＩＳＯ字符和 １号测试图的特征及其使用（ｉｄｔＩＳＯ４４６：１９９１）
ＩＳＯ５４３：１９９０ 摄影术——安全胶片的特征

ＩＳＯ４３３０：１９８７ 摄影术——摄影胶片卷曲的测定

ＩＳＯ５１２３：１９８４ 文献学——单张和连续的缩微平片的标题

ＩＳＯ６１４８：１９９３ 摄影术——胶片规格——缩微摄影技术

ＩＳＯ１０１９６：１９９０ 缩微摄影技术——对原件制作的建议

ＩＳＯ１０６０２：１９９３ 摄影术——加工制作后的黑白银—明胶型摄影胶片——稳定性规范

 定义

本标准采用 ＧＢ燉Ｔ６１５９的定义。

 缩微平片的基本特征

 物理特征

 生片

拍 摄 和 拷 贝 所 使 用 的 胶 片 是 按 缩 微 平 片 尺 寸 裁 切 的 卷 片 或 者 是 单 页 胶 片。它 应 符 合 ＩＳＯ５４３、
ＩＳＯ６１４８和 ＩＳＯ１０６０２的规定。
 缩微平片的尺寸

经处理后的缩微平片的外形尺寸，从缩微平片基准角测量应为：
１０５０

－０．７５ｍｍ×１４８０
－１ｍｍ

缩微平片的尺寸是经过处理后，使该胶片在温度为（２３±２）℃和相对湿度为 ４５％～５５％的环境中，
达到平衡状态时测量的尺寸。

确定公差时，已经考虑到了因裁切生片过程而产生尺寸的改变。胶片老化可以引起尺寸的变化，纤

维 素 酯 片 基 胶 片 尤 为 如 此。温 度 和 湿 度 的 改 变 也 可 以 引 起 胶 片 尺 寸 的 暂 时 变 化 （见 附 录 Ｂ和

ＩＳＯ６１４８）。
由于处理所需要的高温可引起缩微胶片的延展或卷曲，因此在处理之前裁切出的 Ａ６尺寸缩微平

片可能超出经过处理之后缩微平片的公差值。
 缩微平片感光乳剂面的识别

为便于进行从缩微平片至缩微平片拷贝操作，可以利用切口或切角鉴别缩微平片的感光乳剂层面，
其方法为：

手持一张缩微平片或生片，使它的长边为垂直状态，且切口或切角位于右上角，则感光乳剂面应朝

向观察者。
若使用切口识别缩微平片的感光乳剂面，则应将切口开在该平片的短边上，且靠近该平片一个相应

的角。切口可以呈任意形状，但是切口距缩微平片边缘的纵向深度不得超过 １６ｍｍ。
若使用切角识别缩微平片的感光层面，切角的位置只能在标头区一侧的角上。切角的名义尺寸应使

沿缩微平片的长边和短边的各切角边长均为 ４ｍｍ。
 垂直度

经处理后，裁切成 Ａ６幅面缩微平片的垂直度和边线平直度的偏差，应受到由本标准所规定的最小

公差尺寸和最大公差尺寸所形成的两个各自完整矩形的限定。缩微平片边缘上的任意一点不得进入小

矩形之内，也不得超出大矩形之外（尺寸见 ４１２）。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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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１：某些复制处理（如热法处理）的胶片可能不满足上述要求。在这种情况下，该缩微平片将不适用于自动制作设备。

 厚度

缩微平片的厚度不得大于 ０２２ｍｍ，且不得小于 ０１０ｍｍ。
 圆角

除了一个角已经被裁切为切角之外，缩微平片的其他各角都可制作成圆角。制作圆角时，形成该角

各边长度的被裁切部分不得超过 ３ｍｍ。
 卷曲与弯曲

将经过处理的缩微平片裁切为规定尺寸，放在温度为（２３±２）℃和相对湿度为（５０±５）％的环境中，
将 其 凸 面 向 下 放 在 一 个 平 面 上，至 少 放 置 ６ｈ之 后，缩 微 平 片 的 各 部 分 不 得 高 于 该 表 面 ６５ｍｍ（见

ＩＳＯ４３３０的测试方法 Ｃ）。
 标头

 标头区

在影像区的上方应留出缩微平片标头区，用于涂布标头区的检索涂层和记录可直接目视识别的信

息和参考的资料。表 １和表 Ａ１规定了各种格式的缩微平片标头区的尺寸。
若标头区需要更大区域，则该标头使用的区域可允许占据下面整行的影像位置。在此情况下，剩余

画幅部分识别方法应按照 ４３保持不变。
表 １ 缩微平片的布局 单位：ｍｍ

画幅数 影像区１） 画幅尺寸２） 行数 列数
标头区

最大宽度

底边

空白区

左边

空白区
图示编号

４９ ８７５×１４０ １２５×２０ ７ ７ １２２５ ４±０５ ４±０５ ３
９８ ８７５×１４０ １０×１２５ ７ １４ １２２５ ４±０８ ４±０５ ３
２７０ ９３７５×１３９５ ６２５×７７５ １５ １８ ６ ４±０５ ４±０５ ４
４２０ ９３７５×１４０ ５×６２５ １５ ２８ ６ ４±０５ ４±０５ ５
１ ９５×１３３ ９５×１３３ — — ８２５ ０５＋０．２

０ ７５±０２５ ６

１）影像区不包括标题。

２）在同一张缩微平片上可以同时使用单幅和双幅。

 标头的排列

标头区按图 １所示依次分为三个不同的部分，每个部分区域长度是不固定的，可由制作者确定（见

ＩＳＯ５１２３）。

图 １ 标头区的格式

 标识区

该区域用于标注对缩微平片的识别和任何与平片密级相关的规定。
 著录区

该区域用于标注与缩微平片内容相关的著录信息。
若因其他目的而需要更为详细的信息时（如分类和编目），可使用该缩微平片的第一个画幅。
该区域的底部应包括详细的版权陈述。

 序号区

机读字符和光学代码应放在该区域的右上端，它们的高度不得超过表 １中所规定的最大标头区的

宽度。
一组连续的缩微平片的序号应记录在该区域内。当使用机读字符和光学代码时，序号应记录在该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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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左上部分。
一组连续的缩微平片应使用序号记录方式。序号可以是分数形式，分子表示这张缩微平片在本组连

续的缩微平片的排列位置，分母表示这组缩微平片的总数（如 １燉５，２燉５，…５燉５）。若一组缩微平片的总数

未确定时，可以使用横线（—）代替分母。
当连续的缩微平片的最后一张拍摄完成后，序号的分母应由这组连续的缩微平片所包含的缩微平

片总数确定（如 １燉－，２燉－，…１２燉１２）。分母也可以用字母“Ｆ”代替，“Ｆ”表示“完”，系英文“ｆｉｎｉｓｈ”或法文

“ｆｉｎ”的第一个字母（如 １２燉Ｆ）。
 标头字符

标头区字符可以是正像（明背景与暗文字），或者是负像（暗背景与明文字）。
标头区的所有文字都应正立、向右方向阅读，并可直接目视。字符的最小高度应为 １６ｍｍ。

 彩色标识条

标头区的背面可以使用彩色标识条。如使用彩色标识条，缩微平片增加的厚度不得超过 ００１ｍｍ。
注 ２：彩色标识条会妨碍标头的拷贝。

 画幅的识别

当用坐标识别缩微影像的位置时，用字母识别行，用数字识别列。
从标头区下方的最上一行影像开始，第一行标记为“Ａ”，如果第一行被拓宽的标头区所占据，则在

标头区下的第一行应标记为“Ｂ”，依次类推。从影像区左侧开始，第一列应标记为“１”，第二列应标记为

“２”，依次类推（见图 ３～图 ５）。
可将坐标标注在缩微平片上。若这样做，坐标应标注在平片边缘的空白区（字母位于缩微平片的左

侧边空白区，数字位于缩微平片的底边空白区），或者将坐标标注在标头区的下方。坐标也可标注在影像

区内或影像区下端。
注 ３：若坐标标注在影像区的底边空白区，它会影响自动切片机和拷贝机的操作。

 裁切标记

当缩微平片具有将卷片自动裁切为缩微平片的裁切标记时，裁切标记的边长应至少为 ３００ｍｍ的

正方形，正方形的中心与被裁切平片的基准角的距离应为 ３２ｍｍ±０２ｍｍ，正方形的底边与缩微平片

的底边的距离不超过 ０２ｍｍ（见图 ３～图 ５）。

 和 个画幅的格式（常用于源文献）

 尺寸与影像排列

在表 １和图 ３之中列出了 ４９和 ９８个画幅格式的尺寸与影像排列。
 底边和侧边的空白区

在表 １中规定了缩微平片的底边和左侧边空白区的宽度应为 ４ｍｍ±０５ｍｍ。
 影像位置和排列取向

第一个缩微影像应位于影像区的左上角，对横向标注页码的连续画幅，应按照从左至右、从上一行

至下一行的依次排列；对纵向标注页码的连续画幅，应按照从上至下、从左一列至右一列的依次排列。当

缩微平片以横向或纵向标注序号时，可以同时缩微拍摄以横向或纵向放置两页或者更多页的源文献。
制作源文献的缩微平片时，可以使用纵向标注画幅序号的方法。然而，在通常情况下是不推荐使用

纵向标注页码的方法。对于使用从右向左阅读的语言文字或东方语言文体排列的情况，第一张缩微平片

的第一个缩微影像应位于影像区的右上角。
手持缩微平片，使标题为正读、正立时，缩微影像应为正读的方式。若不能使被记录的文献以正立的

位置缩微拍摄时，应将正立位置的文献逆时针方向旋转 ９０°的方式拍摄在缩微平片上。
影像信息区与画幅的边缘之间至少应保留 ０１２ｍｍ的空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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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缩率

缩微拍摄源文献时，使用的缩率应为 １∶２４。然而，如果利用高质量的拍摄机和拷贝机复制适宜的

文献时，使用 １∶４８的缩率正在逐步地增多。另外，根据原文件的尺寸、字符的大小和原文件的总体质

量，可以选择其他缩率。
 技术标板

每张源文献的缩微平片应包括一个测试标板，但要避免因使用该标板，而造成为记录原件必须增加

一张缩微平片的现象。技术标板应包括：
——一张符合 ＧＢ燉Ｔ６１６１的 ２号测试图或符合 ＧＢ燉Ｔ１８４０５的 １号测试图；
——缩微拍摄使用缩率的标识符号（如 １∶２４），必须满足直接目视的要求。
技术标板还可包括：
——米制刻度尺；
——９０％、５０％和 ６％的反射率板，其影像面积至少为 ２ｍｍ×２ｍｍ；
——任何有效信息；
技术标板应记录在最后一个记录文献缩微画幅之后或者在第一个画幅中。

 索引

若缩微平片备有索引，索引首页应位于平片右下角的第一个画幅中。若需要增加索引页，应依据标

注画幅序号方式，按顺序记录从右下角画幅向左侧或上方排列。
注 ４：这种标注索引页的方法是当前普遍使用的方法，不同于原 ＩＳＯ２７０７给定的方法。

 缩微拍摄大幅面文献

若文献尺寸太大，使用一个画幅容纳不下时，可以采用双面幅方法进行缩微拍摄。
若一页文献太大，利用一次曝光不能完整拍摄该图像时，可以按照图 ２所示的方法 ａ）、方法 ｂ）和

方法 ｃ）进行顺序分幅缩微拍摄，在连接处保留宽度约为 ２５ｍｍ的重叠区。

图 ２ 分幅缩微拍摄大型文献的标准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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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形符号

图形符号用于文件的准备工作，以说明源文献或缩微平片中的异常情况及给出必要的提示。图形符

号的使用应符合 ＧＢ燉Ｔ７５１６的规定。

 和 个画幅格式（常用于 ﹤）

 尺寸与影像排列

在表 １、图 ４和图 ５中表示出了 ２７０和 ４２０个画幅格式的幅面尺寸与影像排列。对于增加画幅数量

的平片格式，参见附录 Ａ。
 底边和侧边的空白区

在表 １和图 ５中规定缩微平片底边空白区和左侧空白区的宽度应为 ４ｍｍ±０５ｍｍ。
 缩微影像位置和排列取向

第一个缩微影像应位于影像区的左上角。对于横向标注序号的连续画幅，应按照从左至右、从上一

行至下一行的依次排列；而对于纵向标注序号的连续画幅，应按照从上至下、从左一列至右一列的依次

排列。纵向标注画幅序号的排列是专门应用于计算机输出缩微影像技术。
手持缩微平片，使标题为正读、正立时，缩微影像应为正读的、正立的方式。
影像信息区与画幅的边缘之间至少应保留 ０１２ｍｍ的页边空白区。

 缩率

应用于 ＣＯＭ 技术的 ２７０和 ４２０个画幅格式的有效缩率应为 １∶４８（见附录 Ｃ）。
 索引

若缩微平片备有索引，索引首页应位于平片右下角的画幅中。若需要增加的索引页，应依据标注画

幅序号方式，按顺序记录向右下角画幅的左侧或上方排列。

 单一画幅格式（常用于地图或大幅面图样）

 尺寸

单一画幅格式的尺寸表示在表 １和图 ６中。
 底边和侧边的空白区

缩微平片底边的空白区域的宽度规定为：０５＋０．２
０ ｍｍ。

缩微平片的左侧和右侧边的空白区域的宽度规定为：７５ｍｍ±０２５ｍｍ。

 处理和保存

在 ＧＢ燉Ｔ１５７３７和 ＩＳＯ１０６０２规定了缩微胶片处理和保存的条件。

 缩微影像质量的控制

当按 ＧＢ燉Ｔ６１６１或 ＧＢ燉Ｔ１８４０５的规定对缩微平片进行检测时，技术标板中的测试图形字符应清

晰可辨，且符合表 ２对第一代缩微品、第二代缩微品和发行用拷贝片的规定。发行拷贝片是一种可以获

得符合质量标准的硬拷贝的缩微平片。
 源文献的缩微平片

ＧＢ燉Ｔ１６５７３—１９９６的附录 Ｃ和附录 Ｄ在关于确定缩微摄影系统影像质量因数方法和字符质量的

光学等级的描述中，规定了确定文献缩微影像的信息最低可读性（解像力）的方法。
缩微影像质量与原文件质量是相关联的。ＩＳＯ１０１９６提出了关于源文献制作的建议。

 ＣＯＭ 缩微平片

ＧＢ燉Ｔ１７２９４１和 ＧＢ燉Ｔ１７２９４２规定了检测 ＣＯＭ 缩微平片的质量操作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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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最低可读性（解像力值） 单位：ｍｍ

缩 率 ＩＳＯ １号测试图字符 ＩＳＯ ２号测试图图样标示数码

名义值 最小值 最大值 第一代 第二代 发行拷贝片 第一片 第二代 发行拷贝片

１∶１０ １∶９ １∶１１ ４５ ５０ ５６ ９０ ８０ ７１

１∶１２ １∶１１ １∶１４ ５０ ５６ ６３ ８０ ７１ ６３

１∶１６ １∶１４ １∶１７ ５６ ６３ ７１ ７１ ６３ ５６

１∶１８ １∶１７ １∶２０ ６３ ７１ ８０ ６３ ５６ ５０

１∶２２ １∶２０ １∶２３ ７１ ８０ ９０ ５６ ５０ ４５

１∶２４ １∶２３ １∶２８ ８０ ９０ １００ ５０ ４５ ４０

１∶３０ １∶２８ １∶３３ ９０ １００ １１２ ４５ ４０ ３６

１∶３６ １∶３３ １∶３８ １００ １１２ １２５ ４０ ３６ ３２

１∶４０ １∶３８ １∶４４ １１２ １２５ １４０ ３６ ３２ ２８

１∶４８ １∶４４ １∶５２ １２５ １４０ １６０ ３２ ２８ ２５

 密度

ＧＢ燉Ｔ６１６０和 ＧＢ燉Ｔ１３９８４规定了缩微平片的密度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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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ｍｍ

注

１ 缩微平片不显现网格线。

２ 缩微平片的轮廓尺寸是处理后测量的尺寸（见 ４１２）。

３ 画幅格式尺寸用于曝光过程。

４ 为机读字符或光学代码保留区域（见 ４２２３）。

５ 这种图像排列方式推荐使用于 １∶２４缩率缩微拍摄 ２１０ｍｍ×２９７ｍｍ幅面的文献。

６ 第一代和奇数代的复制平片的切角位于右上角，切口位于左侧边。偶数代复制平片的切角位于左上角，切口位

于右侧边（见 ４１３）。
图 ３ ４９和 ９８个画幅格式的影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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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ｍｍ

注

１ 缩微平片不显现网格线。

２ 缩微平片的轮廓尺寸是处理后测量的尺寸（见 ４１２）。

３ 画幅格式尺寸用于曝光过程。

４ 为机读字符或光学代码保留区域（见 ４２２３）。

５ 如果 Ａ行用于标头区，则行数的标注应是从 Ｂ至 Ｏ（不可将 Ｂ改为 Ａ）。

６ 这种图像排列方式推荐使用于 １∶４８缩率缩微拍摄 ２９７ｍｍ×３５５ｍｍ幅面的文献和 ＣＯＭ 文件。

７ 第一代和奇数代的复制平片的切角位于右上角，切口位于左侧边。偶数代复制平片的切角位于左上角，切口位

于右侧边（见 ４１３）。
图 ４ ２７０个画幅格式的影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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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ｍｍ

注

１ 缩微平片不显现网格线。

２ 缩微平片的轮廓尺寸是处理后测量的尺寸（见 ４１２）。

３ 画幅格式尺寸用于曝光过程。

４ 为机读字符或光学代码保留区域（见 ４２２３）。

５ 如果 Ａ行用于标题区，则行数的标注应是从 Ｂ至 Ｏ（不可将 Ｂ改为 Ａ）。

６ 这种图像排列方式推荐使用于 １∶４８缩率缩微拍摄 ２１０ｍｍ×２９７ｍｍ幅面的文献和 ＣＯＭ 文件。

７ 第一代和奇数代的复制平片的切角位于右上角，切口位于左侧边。偶数代复制平片的切角位于左上角，切口位

于右侧边（见 ４１３）。
图 ５ ４２０个画幅格式的影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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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ｍｍ

注

１ 缩微平片的轮廓尺寸是处理后测量的尺寸（见 ４１２）。

２ 画幅格式尺寸用于曝光过程。

３ 为机读字符或光学代码保留区域（见 ４２２３）。

４ 第一代和奇数代的复制平片的切角位于右上角，切口位于左侧边。偶数代复制平片的切角位于左上角，切口位

于右侧边（见 ４１３）。
图 ６ 单一画幅格式的缩微平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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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
（提示的附录）

其他均匀和非均匀分格的缩微平片

对于特殊用途，可以使用不同于本标准的前部分中所规定的影像排列方式。

﹢ 均匀分格的缩微平片

在图 Ａ１、图 Ａ２、图 Ａ３、图 Ａ４、图 Ａ５、图 Ａ６、图 Ａ７和表 Ａ１中描述了 ３０、６０、６３、８４、２０８、２１０和 ３２５
个画幅格式的缩微平片的特征。

﹢ 非均匀分格的缩微平片

非均匀分格与单一画幅的缩微平片的特征是完全相同，但以下情况除外：
影像区域可以被分割为 ２、４、８、１６、３２或 ６４个数量各异的画幅（见图 Ａ７和表 Ａ１）。
利用逐次分割全部可利用的影像面为两个相等的部分，而得到不同尺寸的幅面格式。
由此种分割结果而得到的尺寸是最接近常用于记录在 ３５ｍｍ缩微胶片上幅面尺寸。这有利于将缩

微平片与这种尺寸影像胶片进行接触式拷贝。
由于被复制的诸如图样、著作和测绘图等文献的尺寸是极为接近 ＩＳＯＡ系列，建议所有缩微平片

画幅的长边与短边的比率（尺寸比率）采用最为接近 槡２的值。
表 Ａ１ 缩微平片的布局 单位：ｍｍ

画幅数 影像区１） 画幅尺寸２） 行数 列数
标头区

最大宽度

底边

空白区

左边

空白区
图示编号

３０ ８２５×１４１ １６５×２３５ ５ ６ １７２５ ４±０５ ４±０５ Ａ４
６０ ８２５×１４１ １１７５×１６５ ５ １２ １７２５ ４±０５ ４±０５ Ａ４
６３ ８７５×１３９５ １２５×１５５ ７ ９ １２２５ ４±０５ ４±０５ Ａ１
８４ ８２２５×１４１ １１７５×１１７５ ７ １２ １７５ ４±０５ ４±０５ Ａ２
２０８ ９１×１４０ ７×８７５ １３ １６ ８７５ ４±０５ ４±０５ Ａ５
２１０ ９３７５×１４０ ６２５×１０ １５ １４ ６ ４±０５ ４±０５ Ａ３
３２５ ９１×１３７５ ５５×７ １３ ２５ ８７５ ４±０５ ４±０５ Ａ６
２ ９５×１３３ ６６×９５ — — ８２５ ０５＋０２

０ ７５±０２５ Ａ７
４ ９５×１３３ ４７×６６ — — ８２５ ０５＋０２

０ ７５±０２５ Ａ７
８ ９５×１３３ ３３×４７ — — ８２５ ０５＋０２

０ ７５±０２５ Ａ７
１６ ９５×１３３ ２３５×３３ — — ８２５ ０５＋０２

０ ７５±０２５ Ａ７
３２ ９５×１３３ １６５×２３５ — — ８２５ ０５＋０２

０ ７５±０２５ Ａ７
６４ ９５×１３３ １１７５×１６５ — — ８２５ ０５＋０２

０ ７５±０２５ Ａ７

１）影像区不包括标题。

２）在同一张缩微平片上可以同时使用单幅和双幅。

２１

﹩﹣燉 — 



单位：ｍｍ

注

１ 缩微平片不显示网格线。

２ 缩微平片的轮廓尺寸是处理后测量的尺寸（见 ４１２）。

３ 画幅格式尺寸用于曝光过程。

４ 为机读字符或光学代码保留区域（见 ４２２３）。

５ 这种图像排列方式推荐使用于 １∶２４缩率缩微拍摄的文献。

６ 第一代和奇数代的复制平片的切角位于右上角，切口位于左侧边。偶数代复制平片的切角位于左上角，切口位

于右侧边（见 ４１３）。
图 Ａ１ ６３个画幅格式的影像排列

３１

﹩﹣燉 — 



单位：ｍｍ

注

１ 缩微平片不显示网格线。

２ 缩微平片的轮廓尺寸是处理后测量的尺寸（见 ４１２）。

３ 画幅格式尺寸用于曝光过程。

４ 为机读字符或光学代码保留区域（见 ４２２３）。

５ 第一代和奇数代的复制平片的切角位于右上角，切口位于左侧边。偶数代复制平片的切角位于左上角，切口位

于右侧边（见 ４１３）。
图 Ａ２ ８４个画幅格式的影像排列

４１

﹩﹣燉 — 



单位：ｍｍ

注

１ 缩微平片不显示网格线。

２ 缩微平片的轮廓尺寸是处理后测量的尺寸（见 ４１２）。

３ 画幅格式尺寸用于曝光过程。

４ 为机读字符或光学代码保留区域（见 ４２２３）。

５ 第一代和奇数代的复制平片的切角位于右上角，切口位于左侧边。偶数代复制平片的切角位于左上角，切口位

于右侧边（见 ４１３）。
图 Ａ３ ２１０个画幅格式的影像排列

５１

﹩﹣燉 — 



单位：ｍｍ

注

１ 缩微平片不显示网格线。

２ 缩微平片的轮廓尺寸是处理后测量的尺寸（见 ４１２）。

３ 画幅格式尺寸用于曝光过程。

４ 为机读字符或光学代码保留区域（见 ４２２３）。

５ 这种图像排列方式推荐使用于 １∶２４缩率缩微拍摄的文献。

６ 第一代和奇数代的复制平片的切角位于右上角，切口位于左侧边。偶数代复制平片的切角位于左上角，切口位

于右侧边（见 ４１３）。
图 Ａ４ ３０和 ６０个画幅格式的影像排列

６１

﹩﹣燉 — 



单位：ｍｍ

注

１ 缩微平片不显示网格线。

２ 缩微平片的轮廓尺寸是处理后测量的尺寸（见 ４１２）。

３ 画幅尺寸用于曝光过程。

４ 为机读字符或光学代码保留区域（见 ４２２３）。

５ 这种图像排列方式推荐使用于 １∶２４缩率缩微拍摄 ２９７ｍｍ×３５５ｍｍ幅面的文献。

６ 第一代和奇数代的复制平片的切角位于右上角，切口位于左侧边。偶数代复制平片的切角位于左上角，切口位

于右侧边（见 ４１３）。
图 Ａ５ ２０８个画幅格式的影像排列

７１

﹩﹣燉 — 



单位：ｍｍ

注

１ 缩微平片不显示网格线。

２ 缩微平片的轮廓尺寸是处理后测量的尺寸（见 ４１２）。

３ 画幅格式尺寸用于曝光过程。

４ 为机读字符或光学代码保留区域（见 ４２２３）。

５ 这种图像排列方式推荐使用于 １∶２４缩率缩微拍摄 ２１０ｍｍ×２９７ｍｍ幅面的文献。

６ 第一代和奇数代的复制平片的切角位于右上角，切口位于左侧边。偶数代复制平片的切角位于左上角，切口位

于右侧边（见 ４１３）。
图 Ａ６ ３２５个画幅格式的影像排列

８１

﹩﹣燉 — 



单位：ｍｍ

注

１ 缩微平片不显示网格线。

２ 缩微平片的轮廓尺寸是处理后测量的尺寸（见 ４１２）。

３ 画幅格式尺寸用于曝光过程。

４ 为机读字符或光学代码保留区域（见 ４２２３）。

５ 第一代和奇数代的复制平片的切角位于右上角，切口位于左侧边。偶数代复制平片的切角位于左上角，切口位

于右侧边（见 ４１３）。

图 Ａ７ ２、４、８、１６、３２和 ６４个非均匀分区画幅格式的影像排列

９１

﹩﹣燉 — 



附 录 ﹣
（提示的附录）

缩微平片尺寸特性的变化

﹣ 处理引起的变化

由于多种变化因素，处理后的胶片尺寸是不能够很精确地预测。缩微胶片的伸长或收缩变化与乳

剂、片基厚度、含水率和处理时的胶片张力，以及处理的时间和温度等因素有关。
据估计利用常规的方法进行处理时，银盐或重氮感光乳剂层涂布在纤维素酯或聚酯片基的胶片，将

根据片基的厚度，产生伸缩率为±００３％。而经过热处理的涂布在聚酯片基的缩微胶片，将根据胶片的

种类、处理过程的时间和温度，它的尺寸变化量从 ０％～±０５％。

﹣ 老化引起的变化

这与胶片保存的条件、片基的类型和厚度有关，经过处理后的缩微平片可能因老化而产生伸长或收

缩。聚酯片基的胶片因老化引起的伸长或收缩的变化程度要远小于相同厚度的纤维素酯片基的胶片。

﹣ 温度和湿度引起的变化

由于温度和相对湿度的改变所引起胶片尺寸的变化是暂时的。当外界环境温度每改变 １℃时，纤维

素 酯 片 基 胶 片 将 产 生 约 ０００２％的 变 化。相 对 湿 度 每 改 变 １％时，将 使 纤 维 素 酯 片 基 胶 片 产 生 约

０００４％的变化，而聚酯片基胶片则根据胶片的类型产生 ０００１％～０００２％的变化。

﹣ 缩微平片画幅网格的变化

在使用寿命期间内，缩微平片的尺寸是由生片尺寸与处理、老化和保存的附加变量决定。
必须注意，由于处理和老化过程的尺寸变化将改变影像相对于缩微平片网格的位置。这些因素对特

定影像与网格的相对位置变化产生的影响与此影像到缩微平片基准角间的距离成正比。

附 录 ﹤
（提示的附录）

关于计算机输出缩微平片的说明

﹤ 格式片设计

ＣＯＭ 格式片的布局通常是由源程序设计软件确定。依据每行的字符数和每页的行数确定选用一

组字符的尺寸。无论字符的大小与否、无论使用纵向或横向格式线，格式线应平均分割各字符成像的位

置区。这种做法有助于防止动态字符重叠格式的产生。应避免格式或字符的过度曝光，以防止产生影像

边缘的相互“渗入”现象。

﹤ 缩率

在 ＧＢ燉Ｔ６１５９１中定义缩小为小于源文献的复制，缩率表达式表述为直线尺寸所缩小的比例。缩

微拍摄纸文献时，由于这项工作只涉及到简单的数学乘法和除法，则缩小是很容易理解的概念。然而，

０２

﹩﹣燉 — 



ＣＯＭ 涉及的是不能打印在纸张上的电子数据的缩微影像。但是，对大多数的 ＣＯＭ 影像，由系统设计员

或程序员以与影像相同的每行字符数和每页行数模拟设定在打印纸张上来表述。因此，ＣＯＭ 影像（画

幅）的缩率与等效纸张的尺寸有关。

﹩﹣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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