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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使用重新起草法修改采用ISO11506:2009《文件管理应用———电子数据的存档———计算机

输出缩微品(COM)/计算机输出激光光盘(COLD)》(英文版)。
本标准与ISO11506:2009的技术差异如下:
———在第2章“规范性引用文件”中:
● 以修改采用国际标准的GB/T6159.1—2003代替ISO6196-1;
● 以修改采用国际标准的GB/T6159.2—2011代替ISO6196-2;
● 以修改采用国际标准的GB/T6159.3—2003代替ISO6196-3;
● 以修改采用国际标准的GB/T6159.4—2003代替ISO6196-4;
● 以修改采用国际标准的GB/T6159.7—2011代替ISO6196-7;
● 以修改采用国际标准的GB/T6159.8—2003代替ISO6196-8;
● 以修改采用国际标准的GB/T19474.1—2004代替ISO11928-1:2000;
● 以修改采用国际标准的GB/T19474.2—2004代替ISO11928-2:2000。
本标准与ISO11506:2009相比,做了以下编辑性修改:
———重新编写了前言;
———删除了7.6.1连同脚注3关于使用打印机的推荐;
———在附录B中,添加了提及图的文字;
———将附录C中的硫代硫酸根最大残留量由0.007g/m2 改为0.014g/m2。
本标准由全国文献影像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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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会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斌、寇瑞清、李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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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各种形态的业务、管理和组织,在其运营形式上正在逐渐实现电子化,有的将其纸质文件数字化,有
的则完全使用了电子方式(通过网络执行程序和提出报单,进行在线管理,用电子形式生成合同等)。除

了方便信息的使用、处理和传递之外,与对应的纸质文件相比,这些做法也减少了书面信息的体积。
向电子资源的转化,涉及具有各种重要的信息,从内部文件、病案,到会计账目、报税单、银行交易和

电子商务。
因此,关于法律文件的真实性和可溯性的问题,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很多国家已经修改了它们的

立法,以管理提交证据时电子方法的使用。在日益连通的世界中,跨越边界的交易司空见惯,而“无纸办

公”的使用更加剧了能够为信息完整性和持久性提供足够保证的解决方案的需要,因此,涉及存档技术

的证据问题是不能忽视的。
这样,无论动机如何,这种新情况正在造成一个大问题:如何才能可靠地并且有可能相当长时期地

存档以电子形式生成、转成或接收的数据。实质上,就存档技术来说,需要有一定的软硬件才能够对电

子文件进行解释、显示以及使之可以被理解。这意味着保存一个电子文件不能局限于将数字数据作为

一个被存储的物体逐比特地存储下来,因为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会迅速地淘汰。
存档需要使这些信息不依赖于初始软硬件平台,以保证其在要求的期限内得以保存。
尽管本标准认识到有必要用缩微技术来保存文件,但在PDF、PDF/A等电子文件格式的标准化方

面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本标准支持继续使用胶片作为电子格式和介质的一种深度参考档案。
若干世纪以来,纸张一直是存档的优选材料,使得信息得以保存、管理、传输和验证。对于电子文件

来说,单一介质是不可能的,因为在线存取和咨询是以动态方式进行的,而证据的存档和提供则是以静

态形式进行的,二者是相悖的。从而有必要对相关的技术资源分别予以分析,以避免将电子信息的“耗
材”部分和对于保存工作而言持久性是必不可少的部分混淆起来。

有关敏感信息的电子数据的存储环境所相关的问题也属于这个问题。动态地存储这类数据对私密

性存在着风险(参见附录A)。
这证明确实有澄清的必要,而本标准是为帮助经济合作者和社会合作者精心存档他们的电子数据

而制定的。它将帮助他们回答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以及有关保护私密和个人权利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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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管理应用 电子数据的存档
计算机输出缩微品(COM)/计算机输出

激光光盘(COLD)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为长期确保电子数据的完整性、可存取性、可用性、可读性和可靠性而将其存档的技

术,以便保护数据的证据价值。
在本标准中,长期的含义是延续100年以上的时间(见GB/T18444—2001)。
本标准使用化学药液处理的黑白缩微品。之所以选择该方法,是因为其结果总是不可逆转的记录,

而且作为长期保存的介质,缩微品的质量是经过验证的。
本标准还规定了由一个制作单位从同样数据并行记录COM和COLD输出的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多种不同类型的电子数据,诸如文本数据和能够以黑白影像表达的二维图形数据。
本标准不适用于:
———动画影像或声音;
———三维影像;
———灰度或彩色影像;
———X射线影像。
热法处理生成的缩微品由于在不可更改性和长期性方面没有提供足够的保证,所以这样的缩微品

不包括在本标准的范围内。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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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6159.1—2003 缩微摄影技术 词汇 第1部分:一般术语(ISO6196-1:1993,MOD)

GB/T6159.2—2011 缩微摄影技术 词汇 第2部分:影像的布局和记录方法(6196-2:1993,

MOD)

GB/T6159.3—2003 缩微摄影技术 词汇 第3部分:胶片处理(ISO6196-3:1997,MOD)

GB/T6159.4—2003 缩微摄影技术 词汇 第4部分:材料和包装物(ISO6196-4:1998,MOD)

GB/T6159.7—2011 缩微摄影技术 词汇 第7部分:计算机缩微摄影技术(6196-7:1992,

MOD)

GB/T6159.8—2003 缩微摄影技术 词汇 第8部分:应用(ISO6196-8:1998,MOD)

GB/T17294.1—2008 缩微摄影技术 字母数字计算机输出缩微品 质量控制 第1部分:测试

幻灯片和测试数据的特征(ISO8514-1:2000,IDT)

GB/T17294.2—2008 缩微摄影技术 字母数字计算机输出缩微品 质量控制 第2部分:方法

(ISO8514:2000,IDT)

GB/T19474.1—2004 缩微摄影技术 图形COM记录仪的质量控制 第1部分:测试画面的特

征(ISO11928-1:2000,M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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