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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等同采用ＩＳＯ８３７４：２００１《摄影———ＩＳＯ安全灯条件的确定》（英文版）。

本标准等同翻译ＩＳＯ８３７４：２００１。

为便于使用，本标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ａ）　“本国际标准”一词改为“本标准”；

ｂ）　用小数点“．”代替作为小数点的逗号“，”；

ｃ）　将国际标准的前言删掉，改为本标准的“前言”；将国际标准的引言直接翻译作为本标准的

引言；

ｄ）　规范性引用文件的引导语按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０修改。

本标准修订并代替ＧＢ／Ｔ６８４６—１９８６《确定暗室照明安全时间的方法》。

本标准在内容上与ＧＢ／Ｔ６８４６—１９８６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将标准名称按国际标准名称翻译，从原来的《确定暗室照明安全时间的方法》改为《摄影　ＩＳＯ

安全灯条件的确定》；

———增加了前言和引言；

———为了能更清晰地理解标准内容，对“范围”进行了明确的规定（本版第１章，１９８６年版第１章）；

———增加了“规范性引用文件”一章。ＩＳＯ８３７４：２００１引用的国际标准，均已等同转化为我国标准，

因此本标准引用等同采用国际标准的国家标准（本版第２章）；

———“术语和定义”一章进行了扩充（本版第３章，１９８６年版第２章）；

———增加“安全灯条件的维护和记录”一章（本版第４章）；

———对试验方法的描述更详尽，并增加了方法２（本版第５章，１９８６年版第４～５章）；

———增加“命名”一章（本版第８章）；

———附录Ａ改为规范性附录，为一种试验方法。

本标准的附录Ａ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感光材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１０２）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乐凯胶片集团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赵燕燕。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６８４６—１９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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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摄影学中，“安全灯”这个术语用于描述一种光源，它为使用者提供充分的时间进行操作但在感光

材料的感光特性上不产生可检测的变化。因为大多数的感光材料都要由制造商或者用户，或双方均在

安全灯条件下处理，认为需要规定一种标准方法确定对感光材料是安全的工作条件。

如果在简单的“灰雾试验”的灯光条件下密度没有变化时，通常假定这些灯光条件是安全的，这经常

是不正确的。这对许多材料都不适合，尤其是对黑白和彩色相纸，它们的影像区域可能比未曝光区域更

为敏感。因此，如果只看未曝光区域的变化，可能会无法觉察不安全的灯光条件。此外，感光产品对安

全灯的灵敏度可能会依照安全灯曝光是在实际的曝光之前或之后接受而不同，在某些情况下对给定的

胶片或相纸类型，数量或甚至方向的差异在批与批之间也有变化。

还要考虑的因素是连续的曝光的累积影响。取决于曝光的类型和特定感光产品的乳剂配方设计，

这些曝光可能是次加和性的，加和性的或超加和性的。

一般来说，安全灯的光谱特性选择需要兼顾暗适应操作人员的视觉响应和该产品对安全光的光谱

响应。本标准与此选择无关。

本标准的目的是确定何时安全灯曝光量（强度和时间的乘积）在感光材料的影像形成的特性上发生

了可检测到的影响。因为事实上所有的曝光都是累加的，材料对安全灯的曝光在操作的所有阶段（也就

是制造，检查，装入照相机，接片，冲洗加工，印片等等）应保持最小的曝光量。

本标准提供了一种孤立和评价很可能在生产和使用周期内获得的几次曝光中任何给定的安全灯照

射的单次曝光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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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　犐犛犗安全灯条件的确定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确定给定的感光材料可以从一个给定的安全灯接受的不影响最终影像质量的最大曝

光时间的方法。也规定了安全灯组件维修和操作环境的记录。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Ｔ１１５００—２００８　摄影　密度测量　第２部分：透射密度的几何条件（ＩＳＯ５２：２００１，ＩＤＴ）

ＧＢ／Ｔ１１５０１—２００８　摄影　密度测量　第３部分：光谱条件（ＩＳＯ５３：１９９５，ＩＤＴ）

ＧＢ／Ｔ１２８２３．４—２００８　摄影　密度测量　第４部分：反射密度的几何条件（ＩＳＯ５４：１９９５，ＩＤＴ）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加和性　犪犱犱犻狋犻狏犻狋狔

感光产品接受的逐次曝光产生的净照相效应正好等于用单次曝光的数学总和预测的效果的条件。

３．２

点值　犱狅狋狏犪犾狌犲

被半调网点覆盖的面积百分率，由点的面积、实地面积和点之间的面积的相对透射密度计算而得。

３．３

几何平均数　犵犲狅犿犲狋狉犻犮犿犲犪狀

狀个数乘积的狀次方根，这里涉及的是两个相邻的安全灯曝光值的平方根。

３．４

半调影像　犺犪犾犳狋狅狀犲犻犿犪犵犲

在给定的网板频率（每厘米的网点数）的点组成的影像，其大小（值）和形状可变，以便产生不同的视

觉影调层次。

３．５

硬点　犺犪狉犱犱狅狋

具有足够陡的边缘梯度的半调网点，在胶片复制和印刷感光版生产时就是这种硬点。

３．６

犐犛犗最大安全灯条件　犐犛犗犿犪狓犻犿狌犿狊犪犳犲犾犻犵犺狋犮狅狀犱犻狋犻狅狀

当使用本标准叙述的方法来评价时，提供产生最小可察觉的变化需要的曝光量和（相邻的）没有可

察觉变化的最大曝光量的几何平均数一半曝光量的照明条件。

３．７

后曝光　狆狅狊狋犲狓狆狅狊狌狉犲

潜影加强　犾犪狋犲狀狊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

在感光材料接受正常的形成影像的曝光之后的安全灯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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