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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图书馆的出现主要是为了满足现代文明的文化需求。在

互联网环境下，文献信息资源越来越丰富。作为一个特殊的

集收藏、整理、保存以及传播和共享机构，图书馆馆藏的纸

质文献能够被系统地保存下来，流传至今，是一笔不可多得

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但在科技发展的今天，纸质图书已

不再是图书馆唯一的文化载体，文献影像技术的发展给图书

馆带来了新的活力。

2�文献影像技术简述

文献是指具有历史价值和研究价值的知识，运用一定的

方法和手段，采用一定的意义表达和记录系统，记录在一定

的载体上。图像是人类视觉感知的物质表达，文学信息是中

华民族五千年灿烂文化和悠久历史的重要载体，在不断变化

的信息社会中，它也是承载知识、财富和文化的重要资源。

进入 ��世纪后，随着计算机网络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普及，

图像技术在文件的编辑、保存、传输、检索和利用等方面得

到了广泛的应用。简而言之，文件图像技术是一种通过光学

设备和电子设备来呈现文件图像的技术。

3�文献影像发展简述

3.1�文献影像的发展

由于历史悠久、保管不善，许多档案已不同程度损坏，

如酸化、纸张破损、虫蛀、霉变等，有损毁的危险。事实上，

任何原始档案都不可能永远完整保存。因此，采取技术措施

延长档案寿命是国家档案管理的一项重要任务。起初，随着

世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记录发展的载体也发生了变化，

磁带和光盘记录的图像数据成为文件管理的对象之一。录音

带、录像带、光盘、光盘或存储在其他物理媒体上的多格式

文件 ���。与以书本为基础的文字材料相比，图像材料更加生

动具体，可以极大地还原当时的社会发展。因此，图像数据

在中国档案管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827年，比利时物理学家约瑟夫普拉托，作为生产技术

的基础，发现了计算机视觉和视觉保留原理，并发明了“诡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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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后，法国卢米埃尔兄弟将视觉动态影像，即移动影像技

术被带入人们的视野。1920年代到 1960年代，视音频融合

技术日趋成熟，开启了全息时代。到 ��世纪，影像生产的技

术基础，即计算机视觉和计算机图形已经诞生，机器工业化

占据主导地位，影像产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文献影

响技术也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而应运而生。

3.2�文献影像发展的必要性

文献影像技术有助于保护原始文件。以微缩技术为例，

它可以将原始文件复制成缩微胶卷，实现档案的再生和保护。

同时，缩微胶卷与原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可以代替原件使用，

以减少原件在使用过程中的损坏。

文档影像技术有利于档案的利用。通过运用文献影像技

术，将档案转化为可以在互联网上传播和使用的数字信息，

从而最大限度地扩大档案的使用范围，打破时空距离的壁垒，

满足各种信息需求。同时，利用文献影像技术建立档案缩微

胶片管理系统和数据库系统，使档案以影像数据库、统一编号、

统一管理、统一检索的形式汇集在一起，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它不仅整合了档案信息资源，而且使用方便。

4�文献影像技术现状

常用的文献影像技术类型基本上可以分为模拟影像技术

和数字影像技术。它们各有优缺点，共存互补。

4.1�模拟影像技术

模拟影像技术是一种利用摄影原理，以摄影胶片为载体，

形成一种档案影像的技术方法。其主要代表是微摄影技术，

广泛应用于图书、档案和信息部门。它是在照相底片上对原

稿进行整理、缩小、拍摄，然后显影、复印成各代缩微胶卷，

最后利用检索、展示、复印等手段的过程 ���，以“模拟图像技术”

为代表，微技术是以纸质文件为代表的文件信息永久保存、

高效管理和方便利用的有力手段。它的生命力在于技术的标

准化、图像的稳定性和持久性以及信息的真实性。微缩胶片

与档案馆原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其正片可作为档案馆原件

的微缩胶片妥善保存，以保证原档案的长期保存，满足国家

重点档案永久保存的需要，但微缩资料的检索利用存在存储

容量和存储密度低、检索速度慢等问题，存在对数据依赖度

高等不可避免的缺陷。设备在输出时不能很好地满足国家重

点档案的传播和使用需要，因此微技术在国家重点档案的管

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文献影像技术的发展可以说促使了档案管理的进步。为

进一步推动纪实影像技术的发展，积极推动微摄影和数字影

像技术的应用、推广和发展，中国文献影像技术协会（原中

国微摄影技术协会）于 1994年成立，是具有法人资格的全国

性团体，是与广大中国文学、影像技术人员有联系的专业团

体。本协会受政府有关部门委托，参与国家文献影像技术标

准化工作。主要工作是提高文件图像技术在现代信息管理中

的地位和作用，积极推动微图像数字图像合成技术的研究和

应用 [3]。我们将定期开展文档图像技术的市场应用研究和咨

询，拓展文档图像技术服务领域。

4.2�数字影像技术

文献数字影像技术是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出现

的一种新的图像技术。数字影像信息是基于二进制数字代码

来记录光影变化信息的。因此，数字影像信息的本质是图像

的数字化记录。数字影像技术具有信息输入方式多样、存储

容量大、检索速度快等优点。可将扫描图像转化为完整图像

并与计算机连接，实现远距离传输；它具有丰富的编辑功能。

扫描图像文件后，可利用计算机的各种编辑功能进行图像拼

接、重叠等一系列处理；从信息管理的角度来看，最大的优

点是对文档录入的顺序没有严格要求，可以和记录一起使用，

不影响检索效果。数字影像技术大大提高了信息处理的质量

和速度，实现了高速、多向检索。借助通信网络，数字影像

信息在传输和通信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和功能 ���。对于

数字成像技术来说，它也有它的缺点，主要是对设备的依赖

性强，阅读信息必须使用软硬件设备；储存期短；一旦受到

污染、划伤、黑客攻击等，信息将丢失且无法读取。

总体来说，文献影像技术它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

是文献模拟影像技术；二是文献数字影像技术。它们采用的

信息载体有胶片、磁盘、光盘等。前者已经历了一百多年的

历史检验，并被证明了是一项最为成熟的文献真迹存储技术。

而后者是近十年来新兴的采用电子技术的一种存储技术。这

两种技术都属于文献影像技术的范畴，互有其优缺点。如果

将其优势互补成为一个更加完整的新技术，这将对文献的信

息化建设产生更大的推动作用 ���。

5�结语

文献影像管理已经成为当前社会各大图书馆的重要工作内

容，在此项工作开展的过程中，图书馆工作人员要秉承着坚守

为人民服务、为读者服务的工作原则，在工作中积极探索、总

结经验，从而摸索出一条高质量的文献影像管理办法，来满足

当前读者对影像资料的使用需求以及后世对影像资料的需要。

参考文献
[1]� 李天.公共图书馆自主完成影像资源建设的意义——以南京图书

馆影像数字资源建设为例[J].江苏科技信息,2021,38(4):20-24.

[2]� 郭晓婉.口述历史的影像呈现在图书馆的发展实践与思考[J].图书

馆研究与工作,2021(2):67-72.

[3]� 刘勇.图书馆馆藏纸质文献规范化管理研究——评《图书馆文献

资源建设与创新服务研究》[J].中国造纸,2020(3):98.

[4]� 张旭森.基于最大互信息系数的图书馆文献个性化推送系统设计

[J].现代电子技术,2020,43(9):146-149.

[5]� 王碧春.数字化时代高校图书馆资源建设的策略研究——《高校

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实证研究》荐读[J].情报理论与实践,2020�

(9):1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