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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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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档案馆档案资料保护部、云南省档案局(馆)。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黄丽华、李东霞、何畏、林静、高凯、陆兴中、周雯莉、陈庆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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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档案仿真复制是抢救和保护珍贵档案资源、传承和传播档案文化的重要技术手段。基于数字图像

技术的档案仿真复制具有高效、易用、色彩还原准确、细节表现全面及按需制作等优点,在档案行业得到

广泛应用。
为保障基于数字图像技术的档案仿真复制工作的科学性和规范性,根据目前数字图像技术发展水

平,特制定本文件。

211



DA/T
 

90—2022
 

档案仿真复制工作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基于数字图像技术的档案仿真复制工作的组织、管理制度、工作流程、业务外包、设备

选型、前期准备、图像采集、图像处理、图像输出、后期制作、质量检查与移交,以及数据管理与利用的

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各级各类档案机构开展基于数字图像技术的档案二维仿真复制工作,其他单位开展

相关仿真复制工作可参考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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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2887 计算机场地通用规范

DA/Z
 

64.4 纸质档案抢救与修复规范 第4部分:修复操作指南

JGJ
 

25 档案馆建筑设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仿真复制 simulation

 

replication
采用临摹、印刷、摄影、复印、扫描、打印等技术和方法,将档案原件的文字、图像、外形、质地等信息

再现到相同或相似的载体上,生成内容、形式、外观都与档案原件相似的制成品的过程。

3.2 
数字图像 digital

 

image
表示实物图像的整数阵列。一个二维或更高维的采样并量化的函数,由相同维数的连续图像产生。
[来源:GB/T

 

31219.3—2014,3.1]

3.3 
色彩管理 color

 

management
采用计算机系统进行各类数字图像设备的色彩校准,生成设备的色彩特性文件,使图像采集、显示

和输出三个环节色域匹配,实现数字图像在各种设备之间转换时保持色彩一致。

3.4 
图像采集 image

 

acquisition
采用扫描或拍摄设备,获取档案原件的数字图像信息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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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图像处理 image

 

processing
采用计算机软件对数字图像进行分析调整,使数字图像显示效果、输出效果与档案原件保持一致。

3.6 
图像输出 image

 

output
采用喷墨打印机、激光打印机等设备,将处理完成的数字图像打印到与档案原件相同或相似的载

体上。

3.7 
后期制作 post

 

production
对照档案原件,采用裁切、打孔、折叠、做旧、边缘打磨、装裱、装帧等技术方法对档案仿真复制件进

行处理,使其外形近似档案原件。

4 总体要求

4.1 保护原件

档案仿真复制在使用原件时应按照原件保管的相关规定进行,确保不对档案原件造成损坏。

4.2 仿制逼真

档案仿真复制应保持档案原貌,其内容、尺寸、形制与档案原件相似。

4.3 满足利用

档案仿真复制应选择适合的技术和方法,满足不同的利用需求。

5 工作组织

5.1 岗位及人员

5.1.1 应设置承担档案仿真复制工作职责的岗位,对档案仿真复制工作的组织实施、协调管理、安全保

障、技术支持、监督检查、成果验收等进行统筹规划,确保档案仿真复制工作质量。

5.1.2 应配备具有相应能力的档案仿真复制工作人员,包括熟悉档案业务并具有较高组织协调能力的

管理人员;具备计算机知识、相关软硬件操作能力、一定美学知识、美术摄影基础以及档案修复、保护专

业素养的技术人员。

5.2 工作场地

5.2.1 仿真复制工作场地应按GB/T
 

2887、JGJ
 

25等相关标准,结合档案仿真复制工作开展的具体需

要,进行设计、建设和管理,场地内应避免出现高饱和度的艳丽色彩,避免出现杂乱光源,墙面颜色宜采

用中性灰色,拍摄场地照明光源宜采用符合D50、D60标准的光源。

5.2.2 仿真复制工作场地宜设置局域网,连接仿真复制系统相关设备,实现设备共享。

5.3 工作方案

5.3.1 珍贵档案以及批量档案的仿真复制应制定工作方案,内容包括仿真复制对象、工作目标、工作内

容、费用核算、工作流程、技术方法、技术指标、验收依据、责任分工、进度安排、安全管理措施等。

5.3.2 工作方案的制定应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综合考虑档案仿真复制件用途、利用率、资金预算、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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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价值及原件保存情况等因素。

6 管理制度

6.1 基本要求

应制定科学、规范的档案仿真复制管理制度,以有效保障档案原件及相关信息安全和档案仿真复制

工作质量。档案仿真复制管理制度应包含岗位管理、人员管理、场地管理、设备管理、档案原件和仿真复

制件管理、耗材管理、数据管理、工作台账管理等方面。

6.2 岗位管理

规定档案仿真复制工作各岗位的工作目标和职责,明确岗位业务流程规范、考核标准、奖惩办法等。

6.3 人员管理

规范人员的安全保密责任、工作纪律、外聘人员信息审核及管理、来访登记等。

6.4 场地管理

规范人员出入和工作场地内基础设施、环境、网络、监控设施、现场物品管理等。

6.5 设备管理

规范档案仿真复制工作各环节涉及设备的使用、维护、更新等。

6.6 档案原件和仿真复制件管理

规范档案仿真复制工作中档案原件及仿真复制件的交接登记、使用、保管以及档案仿真复制件半成

品、残次品处置等。

6.7 耗材管理

规范档案仿真复制工作所需耗材的采购、登记、保管、使用。

6.8 数据管理

规范档案仿真复制工作各环节产生的电子数据的著录、存储、备份、维护和利用。

6.9 工作台账管理

规范档案仿真复制工作中各环节所产生的表单管理。

7 工作流程

7.1 流程

档案仿真复制工作流程包括工作审批、档案原件交接、前期整理、图像采集、图像处理、图像输出、后
期制作、质量检查、档案原件及仿真复制件交接、档案仿真复制件利用、数据管理与利用等。如图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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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档案仿真复制流程示例图

7.2 审批

应严格执行审批制度,填写档案仿真复制工作申请表(见附录A的表A.1);

7.3 记录

应全程记录工作情况,填写档案仿真复制流程作业单(见表A.2)。

7.4 反馈

应建立完善的问题反馈机制,对档案仿真复制工作过程中产生和发现的问题进行及时反馈和修正。

8 业务外包

8.1 基本要求

档案仿真复制工作如需外包,应从企业性质、股东组成、安全保密、企业规模、注册资金情况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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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审查外包企业的相关资质,尤其须严格审查企业的涉密资质。资质的申请见《国家秘密载体印制资

质管理办法》。

8.2 评估

应对外包企业承接档案仿真复制业务的能力进行综合评估,包括技术工艺、场所建设、设备配备、成
果业绩等技术能力,组织机构、规章制度、质量控制、安全保障等管理能力。

8.3 实施

外包工作实施过程中,应严格执行涉及档案部门、外包服务机构、工作场所、设备、档案原件及电子

数据交接等方面的安全管理要求,具体见《档案数字化外包安全管理规范》。

8.4 监督与指导

档案部门应指派专门人员参与档案仿真复制外包业务的监督与指导、质量控制、进度安排、安全管

理和沟通协调工作。

9 设备选型

9.1 图像采集设备

9.1.1 基本要求

图像采集设备应选择采集精度和尺寸满足档案仿真复制件输出需要,且对档案原件损害较小的设

备,优先选用非接触式设备。

9.1.2 扫描设备

9.1.2.1 扫描设备应能选择彩色、灰度、黑白等采集模式,光学分辨率应不低于3
 

200
 

dpi,色彩位数应

达24位以上,并具备自动或手动白平衡调节功能。

9.1.2.2 应按照设备的使用要求对其进行定期维护、保养。

9.1.3 拍摄设备

9.1.3.1 应选用全画幅及以上的数码相机。

9.1.3.2 应配备显色指数不低于95的专业灯光。

9.1.3.3 应配备满足拍摄需要的翻拍台(架)、三脚架、快门线、色温表、测光表等拍摄辅助设备。

9.2 图像处理设备

9.2.1 图像处理设备应选择图形工作站,或配备高性能处理器、专业图形显卡和专业显示器的计算机。

9.2.2 设备处理器要求采用高频率、多核多线程的高性能处理器。最低配置要求为频率3.5
 

GHz、

8核16线程。

9.2.3 显卡要求显存容量8
 

GB、显存位宽256位。

9.2.4 显示器要求采用具备99%RGB色域的专业显示器。

9.3 图像输出设备

9.3.1 仿真复制输出设备一般选择喷墨打印机、激光打印机等。

9.3.2 喷墨打印机:宜使用大幅面喷墨打印机,分辨率不低于1
 

200
 

dpi,使用稳定性较好、颜色数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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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色以上的颜料墨水。

9.3.3 激光打印机:使用具备色彩管理功能的彩色高分辨率激光打印机。

9.4 数据管理设备

9.4.1 配备具有较高稳定性、安全性的高性能服务器作为数据管理设备。

9.4.2 服务器储存空间应能够满足相关工作数据存储需要并留有适当冗余。

9.5 色彩管理及质量检测设备

9.5.1 色彩管理设备应满足扫描仪、数码照相机、显示器、打印机等各类档案仿真复制设备色彩校准和

色彩一致性管理的需要,主要包括分光光度计、色彩管理软件等。

9.5.2 一般使用标准光源、分光光度计、色度计、密度计等设备检测档案仿真复制件色彩准确性。

10 前期准备

10.1 档案交接

交接中应认真检查、清点、确认档案原件状况,填写档案仿真复制登记表(见表A.3)。

10.2 前期整理

10.2.1 在对档案原件进行数字化采集之前,应对档案原件进行规范有序整理,不改变档案原始状态。
必须处理时,应在取出的位置做好标识或拍照记录,并将取出的档案原件进行登记,有序排列并妥善

保管。

10.2.2 应分析档案原件自然状况,对于破损、脆化严重,可能影响数字化采集工作的档案原件,应采取

相应的技术手段进行加固和修复,相关操作应遵循DA/Z
 

64.4的要求。

10.2.3 应对档案原件进行科学合理的分类,幅面尺寸、采集内容、字迹材料、背景色彩相似,后期输出

载体相同的档案原件集中归类,使用相同的技术参数采集。幅面较大、采集内容复杂、字迹材料和背景

色彩各异的档案原件,根据情况设置相应的技术参数分别采集。

10.3 技术工艺选择

根据档案原件特性及档案仿真复制件的使用需求、复制时间和成本,确定仿真技术工艺。

11 图像采集

11.1 图像扫描

11.1.1 扫描设备工作环境干净整洁,环境光照、温湿度满足要求。水平摆放扫描设备。定期进行扫描

设备色彩校准,扫描前充分预热扫描设备,并完成白平衡校准。

11.1.2 根据档案原件情况和仿真复制件利用要求,在扫描软件中合理设置色彩模式、色彩位数、分辨

率、图像储存格式等扫描参数。

11.1.3 扫描分辨率不低于300
 

dpi,高精度仿真复制扫描分辨率不低于600
 

dpi。

11.1.4 扫描时宜在档案原件旁放置标准色卡、比例尺等一并扫描,作为后期色彩处理和输出制作的参

照基准。

11.1.5 扫描图像存储格式建议选择TIFF或JPEG。

11.1.6 将采集形成的数字图像文件保存在预先设置的计算机文件夹中规范管理,应根据档案原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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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及处理情况,给文件夹和数字图像文件命名。

11.2 图像拍摄

11.2.1 拍摄应在暗室内进行,暗室的面积、层高、墙面、门窗应满足拍摄需要,暗室内应安装翻拍台

(架)。

11.2.2 拍摄灯光采用一组或多组翻拍专用灯,灯光闪烁频率应达每秒40
 

kHz以上,色温为5
 

000
 

K~
6

 

500
 

K,显色指数不低于95。

11.2.3 拍摄前需对拍摄设备进行必要调整,包括相机色彩校正、镜头平面与翻拍台(架)平行度、相机

水平、光圈、快门、焦距、灯光等。根据拍摄现场的照明光源色温调整白平衡,加载白平衡文件和ICC特

性文件。选择适合的镜头,使用快门线、低感光度、低速快门、小光圈拍摄。

11.2.4 拍摄精度的折算分辨率不应低于300
 

dpi。

11.2.5 拍摄时宜在档案原件旁放置标准色卡、比例尺等一并拍摄,作为后期色彩处理和输出制作的参

照基准。

11.2.6 拍摄图像存储格式应使用RAW。

12 图像处理

12.1 图像校正

对图像采集过程中产生歪斜、失真、变形等的数字图像进行调整。

12.2 图像裁剪

去除图像边缘不需要的部分。

12.3 图像拼接

将分幅采集的各部分图像进行拼接,合成完整图像。

12.4 图像去污

去除图像采集过程中产生的斑点、划痕等。

12.5 色彩调整

对图像偏色进行调整,使输出图像的色彩与档案原件一致或相似。

12.6 编辑排版

对图像输出版面根据输出需要进行编排。

13 图像输出

13.1 输出载体

13.1.1 输出载体原则上宜与档案原件载体相同或相似;若没有可直接使用的输出载体,可以通过染

色、涂布、托裱、做旧等技术工艺,制作与档案原件相似的载体。

13.1.2 应对输出载体和输出设备进行统筹安排,喷墨打印机适合选用普通打印纸、宣纸、涂层宣纸、照
片纸、工程绘图纸、新闻纸、白画布、耐火布、油画布、丝绸等载体;激光打印机适合选用普通打印纸、铜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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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等载体。

13.1.3 应对拟采用的输出载体制作ICC特性文件,确保颜色在不同设备间的传递过程中保持一致。
采用同品牌、同型号、同批次的材质或不同批次的材质放置一段时间后,须重新制作ICC特性文件,最
大程度降低材质变化对色彩一致性的影响。

13.2 输出设备

应根据档案内容、输出载体选择喷墨打印机、激光打印机等输出设备。

13.3 输出参数设置

在打印机和输出软件中设置输出参数。打印机主要设置参数包括墨水类型、纸张类型等。输出软

件主要设置参数包括打印机纸张ICC特性文件、打印模式、页面布局、位置、打印尺寸、打印区域以及颜

色管理、渲染方法等。

13.4 设备使用

13.4.1 喷墨打印机需定期检测打印喷头,喷头堵塞应清洗或更换。每隔半年或在更换打印墨盒后应

校准色彩。打印过程中需实时监测,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13.4.2 激光打印机使用前应充分预热并校准色彩,打印前应先打印测试页,待打印输出的图像色彩稳

定后再打印。

14 后期制作

14.1 内容

后期制作主要包括档案仿真复制件裁切、边缘打磨、做旧、制作折痕、打孔、装帧、装裱、加盖复制件

印章或添加复制件标识等。

14.2 尺寸

应根据档案原件尺寸裁切制作档案仿真复制件,有特殊要求的可按需要等比例缩放并标注。

14.3 外观

应根据档案原件外形及折痕、残破、断裂、打孔等特征,对仿真复制件外形进行处理,确保与原件具

有较高相似度。

14.4 装裱及装帧

应根据档案原件的装裱、装帧方式,选择适合的形式、风格及工艺对仿真复制件进行处理。

14.5 标识

应根据档案仿真复制件的利用要求,确定是否加盖复制件印章或添加复制件标识。

15 质量检查与移交

15.1 检查内容

应对照档案原件,从载体、外观、色彩、装裱、装帧方式等方面进行检查,确保档案仿真复制件与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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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极高相似度。

15.2 检查方式

15.2.1 主观评价

检查者采用目测的方法,比较仿真复制件与档案原件的内容、外观、形制,根据主观印象对仿真复制

件的质量优劣作出评定。

15.2.2 客观评价

使用经过标定的仪器测量、比较档案原件及其仿真复制件的尺寸、色度、色彩密度等物理特征数据,
对仿真复制件的质量优劣作出评价。

15.3 移交

移交时应对档案原件及其仿真复制件等进行检查、清点,履行移交手续,填写档案仿真复制登记表

(见表A.3)。

16 数据管理与利用

16.1 数据管理

应系统收集、整理、保存档案仿真复制工作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包括原始采集图像数据、制作过程图

像数据、最终输出图像数据,图像元数据、图像著录数据、ICC特性文件,设备、纸张等基础数据、工作过

程数据、档案仿真复制知识数据等。外来档案在仿真复制过程中形成的数据依照双方约定处置,原则上

宜移交申请单位(部门)或销毁。

16.2 数据利用

宜与数字档案馆系统相衔接或者建设档案仿真复制数据管理系统,设置档案仿真复制数字图像数

据库、档案仿真复制知识库,实现档案仿真数据资源的有效管理和快速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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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档案仿真复制工作表单

表A.1、表A.2、表A.3分别给出了档案仿真复制工作申请表、流程作业单及登记表的参考样式。

表A.1 档案仿真复制工作申请表

任务名称

申请单位(部门) 联系人

申请时间 联系电话

档案题名(档号、页号)

及主要内容

仿真复制件用途

仿真复制要求

及数量

申请单位(部门)

负责人意见

上级领导意见

制作单位(部门)

负责人意见

处理情况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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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2 档案仿真复制流程作业单

题名 责任者

档号 年代

尺寸 页号 制作日期

档案状况:

记录人:

整理情况:

操作人:

图像采集设备: 采集图像文件名:

采集设备特性文件:

图像采集基本参数:

操作人:

图像处理设备: 指定特性文件:
 

图像处理情况:

操作人:

图像输出设备:
 

输出图像文件名:

输出用纸特性文件: 输出纸张类型:

图像输出基本参数:

操作人:

后期制作情况:

操作人:

质量检查情况及结论:

检查人: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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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3 档案仿真复制登记表

申请单位(部门):

档案题名(档号、页号)及主要内容:

档案原件状况:

档案仿真复制件用途:

档案仿真复制要求及数量:

申请单位(部门)负责人意见:
 

档案所有权单位(部门)负责人意见:

制作完成情况:

档案原件移交人: 移交时间:

档案原件接收人: 接收时间:

档案原件及仿真复制件移交人: 移交时间:

档案原件及仿真复制件接收人: 接收时间:

备注:

421



DA/T
 

90—2022
 

参 考 文 献

  [1] GB/T
 

31219.3—2014 图书馆馆藏资源数字化加工规范 第3部分:图像资源

[2] 国家秘密载体印制资质管理办法(国保发〔2012〕7号)
[3] 档案数字化外包安全管理规范(档办发〔2014〕7号)

5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