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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B0_88_E6_95_B0_E7_c39_514266.htm 照片档案是国家机构、

社会组织及个人在社会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具

有保存价值、集中保管的一种信息载体。从其载体组成情况

、制作过程和对记录内容的表现形式来讲，它又是摄影技术

的产物，因此，照片档案与摄影技术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

系。一直以来用传统照相机和普通胶片，采用可见光使胶片

感光的照片是照片档案管理的主要对象。但随着数码相机在

社会中的普及及传统照片的数子化，社会各领域中的数码照

片也越来越多。数码照片同样是照片的一种，但由于所用设

备和摄影技术与传统照片存在很大的差异，因而原有的针对

传统照片归档管理的方法和规范显然不能适合数码照片的归

档管理。如何做好数码照片的归档管理成为目前照片档案管

理中急需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数码照片及其特点 数码照片是

指用扫描仪、数码照相机等设备获得的，以数码形式存储于

磁带、磁盘、光盘等载体，依赖计算机系统阅读、处理，并

可在通信网络上传送的静态图像文件。数码照片与传统照片

相比，大致有以下特点： 1、成像快，处理快。不管是扫描

仪还是数码照相机，都拥有操作方便，不用冲洗，成像快捷

的特点，瞬间影像便立拍立显或立扫立显。同时数码照片存

储在相机上，或是存储在计算机里，都是以数字文件形式来

保存的，它不受药物和温度影响，也不经繁琐的工艺过程，

而是通过数字化程序进行处理，省事又省时。 2、连接快，

传输快。数码照片可以在自己的相机和计算机上显示、测览



、处理，而且还可以与打印机、刻录机、幻灯机、电视机等

多种外连设备连接传输，更能与局域网中多台电脑或各个网

站互相联体工作。只要拥有数码相机和笔记本电脑，只要有

通讯网络，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在内地还是海外，都可以

将拍到的数码照片迅速传出。 3、可编辑，易修改。数码照

片从拍照到存储，随时可以修改调整和编辑处理。如果照片

不理想，随时可以删除，没有浪费胶卷的遗憾。 4、存储久

，查阅快。数码照片只要经过整理、加工、编辑，暂存在计

算机中，或刻录成光盘作为存档资料，就可以长期保存，不

退色，不变形。一旦需要，检索起来十分方便。只要按预设

好的分类和编号，轻点鼠标，随时都可以在显示屏上找到所

需的照片。 从这些特点可以看出，数码照片与传统照片相比

存在不少的差异，这种差异必然会影响到其归档管理，数码

照片巴不可能完全按照传统照片归档管理的方法进行归档管

理。如何进行数码照片的归档管理已成为很多档案管理者关

注的问题，在实践中人们已开始着手研究其问题。 数码照片

的归档管理中需解决的几个问题 （一）急需制订新的管理规

范，指导实践中的数码照片档案管理 一直以来我国的照片档

案归档管理主要依据是，1989年10月25日国家技术监督局批

准1990年7月1日实施的《照片档案管理规范》及各地依其为

基础制定的各种规范和1986年10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档

案局制定的《新闻宣传报道档案管理暂行办法》等。这些规

范都是针对传统照片档案制定的，已不能完全适用于数码照

片档案的管理，这就难免使实践管理者在管理包括传统照片

和数码照片在内的照片档案时产生一些困惑。如有人就在网

上询问"按《照片档案管理规范》规定，照片、底片、说明应



齐全，但现在基本上都是用数码相机，无底片，甚至无照片

，请教该如何处理?是否就刻在光盘上保存?还是仍需要冲洗

出照片，翻拍底片?"应该说实践中有类似困惑的人不在少数

。这就要求在原有规范的基础上制定一个能包括传统照片档

案和数码照片档案都通行适用的新的照片管理规范来指导和

规范实践工作。 目前，很多地方和单位已意识到这一点，都

在着手制定并出台二些自己地区、自己单位和行业的管理规

范。如北京市地税局2003年度出台的《北京市地方税务局数

码照片档案管理办法》，绍兴市2004年出台的《绍兴市数码

照片档案管理暂行办法》，以及一些报业集团内也出台了一

些内部管理规定。这些规范都有一定的可行性，许多做法都

有相同、相似处，但也存在不一致处。如在归档范围、归档

方式、前端控制、存档保存份数及保存方式等方面较一致，

但在具体的数码照片的分类整理、格式转换、著录项目、照

片原始性的保证、是否生成底片打印纸质照片即与传统照片

档案的管理衔接问题上有不少差异，而这些是数码照片管理

规范中非常关键的问题，解决不好必然会影响将来数码照片

的检索利用，以及移交问题。因此，国家档案主管部门有必

要在普遍调研的基础上，针对数码照片档案和传统照片档案

的不同特点，尽早制定出普遍通行的具有指导性的照片管理

规范，以指导目前的照片档案的管理及地方、部门规范的制

定，避免管理的混乱和不规范、不科学。当然，一些生成照

片较多，有一定行业特殊性的部门，如新闻传媒业，也可有

针对性的制定本行业的普遍适用的管理规范。 （二）应探索

一种较为科学的合理的通行的数码照片管理方法 尽管目前国

家的数码照片档案管理规范还没有出台，但在实践管理中，



很多单位都意识到应将数码照片予以归档，进行有序管理，

都在尝试探索有效的管理方法。如公安系统、报业传媒、医

疗系统等。各种数码照片档案管理的探讨性文章在2003年后

开始逐步出现，这些文章多是以自己所在单位的数码照片管

理实践为依据，讲述数码照片管理的具体做法。如河南日报

报业集团档案室尹买娣的《数码新闻照片的档案管理及对策

》，金华市公安局的《关于公安系统照片档案电子化管理的

思考与探索》，聊城市传染病医院苏海英的《规范管理医院

数码照片档案》及中原油田分公司李海珍、张晓敏的《数码

照片档案的整理要求》等。这些文章就数码照片的收集（归

档范围、归档方式）、鉴定、分类整理、编目、检索、保存

等管理的各环节进行了探讨。各种做法不尽相同，也不尽科

学，但都是有益的尝试，对实践中的管理提供了很多的启示

和值得借鉴的东西。目前有必要针对实践中的各种做法，并

借鉴传统照片档案管理的做法，有针对性的对管理中一些较

为关键的，在实践中易使人困惑的环节，进行讨论，寻求一

种大家较认可的通行做法，从而进行推广。如对数码照片的

分类整理编码编目方法（如按什么标准分类，如何编码编目

），数码照片的格式问题 （如应统一一下转换的格式，以方

便将来的移交和跨部门的检索利用），与传统照片档案管理

衔接问题（如二者可互为转换，是否有必要互为转换，是分

开管理形成互为参见的两体系还是统一管理构成一个体系）

等等。只有就这些容易引起分歧，但又是数码照片管理中的

核心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才能发现问题，并能互为启发，

最终逐步统一认识，探索出一种科学、合理并能全面推广的

管理方法，并将有助于管理规范的制定出台。 （三）必须着



手开发安全有效的数码照片档案的计算机管理应用程序 数码

照片一大特点就是可以在计算机上及网络中显示、测览、编

辑、整理加工、传递、保存、检索利用，这就使得可以开发

计算机管理应用程序来管理数码照片档案。可以说这既是数

码照片管理的优势但也可能是麻烦。说优势，是因为计算机

的高速有效的数字处理，使数码照片的归档、整理、传递特

别是检索利用变得方便而快捷。说麻烦，是客为目前计算机

及计算机网络在安全性方面还有很大的隐患，同时计算机处

理中复制修改的方便使档案的原始性问题不易保证，以及不

同管理系统不同格式的兼容问题。因而在开发数码照片档案

的计算机管理应用程序时，在考虑其功能设置应符合档案管

理要求外，还应解决其安全性，照片原始性的保证及兼容通

用性等问题。 目前，一些公司开发了一些数码照片的管理应

用软件，但多针对一般的个人和家庭用户的日常照片管理，

没有真正从照片档案的管理角度考虑，因而在功能设置，档

案的安全保护，原始性保证等方面存在缺陷，不能针对单位

的数码照片档案管理进行推广。一些单位系统内开发使用的

管理软件有一定的针对性但却不具有普遍推广性。对此，由

档案主管部门统一开发数码照片档案管理程序是有必要的。

这样可以从档案管理角度设置管理功能，并能规范数码照片

的数据结构，统一数码照片数据管理的标准，有效避免因数

据格式的不一致而造成管理上的麻烦，并为数码照片将来的

数据整合、跨部门行业的检索利用打下良好的基础。百考试

题整理F8F8"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