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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 标准是什么？“标准是对重复性事物和概念所做的统一规定，
它以科学、技术和实践经验的综合为基础，经过有关方面协
商一致，由主管机构批准，以特定的形式发布，作为共同遵
守的准则和依据”——引自国家标准GB/T39351-83定义。

• 全国文献影像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就是在国家标准化管理
委员会的领导下，负责制定文献影像领域内国家标准的部门，
并以此来规范该领域内人们的技术行为和产品质量的准则和
依据。20多年来我们在国家标准委的领导下，在各挂靠单位
的支持下，一群分散在全国各地全部由兼职人员组成的制标
队伍默默无闻、团结奋斗，制定出了近百项国家标准，为共
和国的标准化工作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 标准化是社会化大生产和现代化管理的重要技术基础，是
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环境
的重要手段，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促进贸易发展的技术纽
带。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在我国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新形势下，标准化工作愈来愈显示出
它在促进经济与贸易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原国务院总理吴仪



• 标准化水平是一个国家科技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反映。

• 随着信息技术的推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加快，标准
化在国际贸易和全球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从来没有像现在这
样重要。

• 标准已经是国际竞争中的重要战略组成部分，不仅是企业
的事，而且是事关国家和民族发展进步的大问题，受到各
国政府和相关团体的高度重视。

——原国家标准委主任李忠海



• 经过5-10年的努力，到2020年使我国标准的总体水平达到
发达国家水平。采用国际标准比例达到90%以上；我国承
担国际标准化组织技术委员会、分技术委员会比例达到
10%左右；国际标准化专家达到1000名左右；中国标准成
为国际标准达到200项左右，重点参与国际标准制修订
2000项左右；中国要成为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和国际
电工委员会（IEC）的常任理事国。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副局长刘平均



“全国文影标”的组织发展沿革

• “全国文影标”组织机构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1979
年-1987年的早期基础建设、筹备阶段；1988年-1999年的
成长发展阶段和2000年-至今的成熟收获阶段。

• 第一阶段（1979年-1987年）

• 这一阶段，国家标准制修订工作从无到有，做了大量开创
性的、基础性的工作。



“全国文影标”的组织发展沿革

1980年3月“文标会”缩微摄影技术标准化分委员会（一分会）
在京成立。图为文标会成立的新闻报道。

缩微摄影技术标准化分委员会葛葆森任主任委员，张杰、王德明
任副主任委员，图为国家标准局聘请葛葆森为缩微技术委员会主
任委员的文件。



“全国文影标”的组织发展沿革

左上：1983年首次缩微摄影技术国家标
准审议会在江苏无锡召开。图为会后代
表合影。
中上：1984年在山东烟台召开缩微标准
审议会，图为审议会会场。
右上：为适应缩微摄影技术的快速发展，
国家标准局决定成立全国缩微摄影技术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1985年6月该委员会
筹备组在京成立，李召奋任组长，葛葆
森任副组长。图为“缩微通讯”的报导。
左下：1987年，在全国缩标委成立大会
上，筹备组成员合影。



“全国文影标”的组织发展沿革

左图：1987年6月16日全国缩微摄影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北京正式成
立。图为成立大会与会代表合影。
右图：《缩微通讯》上全国缩标委成立的消息报导。



• 第二阶段（1988年-1999年）

• “全国缩标委”的成立，标志着我国缩微摄影技术标准化
工作进入了独立快速发展的阶段。一批分技术委员会陆续
成立，标准制定工作者队伍日渐整齐；起草制定了多项国
家标准；编辑出版了《缩微摄影技术标准汇编》；《全国
缩微摄影技术标准体系表》正式通过审定；召开了两次全
国性的大型学术研讨会；开启了海峡两岸缩微摄影标准化
工作者的交流；《缩微通讯》更名为《缩微技术》并在全
国公开发行；根据文献影像技术发展的要求，更名为“全
国文献影像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全国文影标”的组织发展沿革



“全国文影标”的组织发展沿革

左图：1993年全国缩标委第二届委员会成立，孙承鉴任主任委员，徐义全、关家麟、宫向
东、张荫松任副主任委员，边维华任秘书长，姜亚沙任秘书。图为缩微技术对二届委员会
成立消息的报导。
中图：1994年4月二届二次会议在云南昆明召开，图为会后合影。
右图：1995年8月二届三次会议在河北昌黎召开。图为与会委员合影。



“全国文影标”的组织发展沿革

左图：图为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标准化司的批文。
中图：全国缩标委二届委员会的工作总结及关于成立第三届委员会的报告。
右上：1999年4月全国缩标委第三届委员会产生，从本届起全国缩标委正式更名
为“全国文献影像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简称“全国文影标”。图为会场。
右下：第三届委员会会议在江西井冈山召开，孙承鉴任主任委员，张荫松、许士
平、李恩学、陶锦任副主任委员，索奎桓任秘书长，孙静荣任秘书。图为会后合
影。



“全国文影标”的组织发展沿革

第三阶段（2000年—至今）
随着“全国缩标委”更名为“全国文影标”，以及“电
子影像技术的应用分技术委员会”的成立，全国文影标
标准制修订工作的覆盖面和标准本身的技术含量上也都
有了质的变化。完成了国家标准和国家标准计划的清理
工作；出版了《文献影像技术国家标准》汇编；组织了
多次标准宣贯培训班，进一步密切了与国际标准化组织
的关系，并争取到2008年ISO/TC171工作年会在北京召开，
完成了纪念“全国文影标”成立20周年纪念会和回顾展
的工作。



“全国文影标”的组织发展沿革

左上图：全国文影标三届2000年工作会议在贵阳召开，
因工作变动张彦博接任主任委员职务。图为会议会场。

右图：全国文影标三届2000年工作会议，图为会后合
影。

左下图：全国文影标2001年工作会议在长春召开，因
工作变动，由陈力接任标委会主任委员。图为与会代
表合影。



“全国文影标”的组织发展沿革

左图：2002年6月国标委[2002]50号文发出整顿全国专业技术委员会的通知，全国文影标据此及时进行了检查调整。图为国标委关于整顿
的文件。
右图：经过半年努力全国文影标顺利通过了国家标准委的第一批确认。图为国标委第一批确认的名单。



“全国文影标”的组织发展沿革

左图：全国文影标2002年工作会议在河北承德召开，因工作需要聘任张晓星为标委会主任委员。图为大会主席台。
右图：全国文影标2002年工作会议，会后合影。



“全国文影标”的组织发展沿革

左上：2003年年会。
左上：在2004年年会暨第四届换届会上，
张雅芳主任委员做工作报告。
中上：第四届全国文影标与会代表合影，
第四届委员会由张雅芳任主任委员，赵
中新、董建伟、李恩学任副主任委员，
李健任秘书长，孙静荣任秘书。
中下：第四届全国文影标成立大会会场。
右图：2004年全国文影标第四届委员会
成立。图为国标委批复的文件。



国家标准制修订成果与应用概览

“全国文影标”是通过制定国家标准来规范文献影像技术
行业技术行为和产品生产的专业技术委员会，自1986年国
家标准局首批发布4项缩微摄影技术国家标准至今，共制
修订国家标准近百项。



国家标准制修订成果与应用概览



国家标准制修订成果与应用概览

左图：国标委的标准审批单。 右图： “中国标准化”刊登的首批4项国家标准名录。



国家标准制修订成果与应用概览



国家标准制修订成果与应用概览

左图：《缩微摄影技术标准体系表》。 右图：部分单位的规范及实施细则。



国家标准制修订成果与应用概览

采用国际标准是促进技术进步、提高产品质量、扩大对
外开放、提升国际竞争力、促进贸易健康发展的重要措
施，也是全国文影标在开展标准化工作中始终坚持的制
标原则之一。

左图：国标委要求各技术委
员会在制定标准中采用国际
标准方面最新的一份文件。

右图：采用国际标准制定的
国家标准。



国家标准制修订成果与应用概览



国家标准制修订成果与应用概览



与时俱进的学术交流活动

学术交流以学术报告会、研讨会及专业刊物为主要形式，
通过互相切磋、交流达到对一个问题或一个事物更深入更
全面认知的有效手段，也是“全国文影标”宣传先进技术
统一业内思想，推动事业发展的重要手段。

图为1984年6月文标会缩微摄影技术分委员会组
织国外缩微技术考察介绍会的消息报导。



与时俱进的学术交流活动



与时俱进的学术交流活动

多年来各个分工作委员会和各地区缩微摄影技术组织也有
针对性地对各自制修订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举行了各类研讨
会。同时，全国文影标还组织业内人士参加社会和企业举
办的一些相关研讨会，通过这种形式开阔眼界，统一认
识，推动了整个行业的标准推广。



与时俱进的学术交流活动



与时俱进的学术交流活动

《数字与缩微影像》杂志是日常学术交流的园地，作为
“全国文影标”和“中国文影协”的会刊，一直把宣传
报道文献影像技术标准化工作作为刊物的重要内容之
一。

“缩微通讯”创刊号封面、封底和发刊词。



与时俱进的学术交流活动

上图：1989年3月“缩微通讯”更名为“缩微技
术”季刊，内部发行。

左下图：1991年第4期封面及编委会文章。

右下图：2003年第2期更名为“数字与缩微影
像”。



与时俱进的学术交流活动
据统计自创刊以来杂志
共登载国际、国内标准
及论文139篇，报导国
际、国内标准化组织活
动121篇。
尽管杂志自1982年创
刊至今已经三易其名，
但该刊始终把宣传报导
标准化工作作为重要内
容的宗旨一直没有变
化。



与时俱进的学术交流活动

该刊还为1997年“迈向二十一世纪的文
献影像技术”和1998年“海峡两岸资讯

与微缩学术交流会”出版了论文专辑。这
是该刊首次刊发台湾标准工作者的论文。

1998年为了表彰杂志在宣传与推动标准
化工作中做出的重要贡献，在全国缩标委
成立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特别向杂志编辑
部颁发了荣誉证书。



注重培训，不断提高人员素质和制标质量

科学技术的进步推动缩微摄影技术不断
发展，国家的发展也在不断对标准提出
新的要求。这就要求从事标准化工作的
人员必须与时俱进，在不断学习新技术
的同时，掌握国家对标准制修订工作的
新要求，使制修订的标准更符合技术的
真实状况，更准确、更严谨。

上图：文影标（2001）02号关于组织培训宣贯的文件。

中图，下图：1986年缩微通讯的相关报导。



注重培训，不断提高人员素质和制标质量

上图：国家技术监督局标准审查部周
思源主任给委员讲解GB/T 1.1-1993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单元：标准的
起草与表述规则 第1部分：标准编写

的基本规定》。

左下图：委员们在培训后参加资格考
试。

右下图：2007年6月国标委标准审查

部副主任、高级工程师王长林在培训
班上为委员讲解宣贯GB/T 1.1-2000

《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结
构和编写规定》和GB/T20000.2-

2001《标准化工作指南第2部分：采

用国际标准的规则》。



注重培训，不断提高人员素质和制标质量

全国文影标各分技术委员会是制定国家标准的工作实体，
各分技术委员会也都经常借工作会议之机在分会范围内
组织有关标准化的培训和经验交流，不断提高委员的综
合素质。

全国文影标除自身组织培训、宣贯外，还经常与其它社
团一道组织相关培训，以扩大标准的实用效果。



注重培训，不断提高人员素质和制标质量

上图：一分会主任委员李铭在培训班上向
委员讲解了他自己编写的《标准的结构和
编写规则》，与全体委员一起分享他多年
从事文献影像技术标准化工作的心得体会。

下图：这是资深标准化工作专家李铭为培
训班编写的教材。



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化组织的各项工作

与“全国文影标”对口的国际标准化组织是其第171技
术委员会，简称（ISO/TC171）。

它的前身是成立于1949年的ISO/TC46“信息与文献分
技术委员会”下属的“缩微摄影技术分委员会”，1978

年该分委员会分离出来成为ISO/TC171缩微摄影技术委
员会。随着新技术的发展，1994年该委员会被重新命名
为“文献影像的应用技术委员会”，现在的名称为：
“文献管理应用技术委员会”。



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化组织的各项工作



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化组织的各项工作



全国文影标的工作得到各方的支持
全国文献影像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从无到有，从小到
大，二十多年历程的每一步，都得到了原国家标准局、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等主管部
门的指导与支持。

石保权司长、李凤文副司长、戴荷生总工程师、褚善之
副总工程师等许多领导同志都对文影标不同的成长阶段
的工作提出过指导性意见。

除此以外，文影标还得到中国文献影像技术协会、中国
档案学会等兄弟专业团体的协作和支持，这些都是全国
文影标不断取得成绩的力量所在。



全国文影标的工作得到各方的支持



新时期开启新征程
经国家标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全国文献影像技术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第五届委员会于2010年4月组建，2010年4月26日在江

苏省苏州市召开第五次换届大会。全国文影标第五届委员会
较之第四届委员会，人数有所增加，从第四届委员会的55人
增至75人；委员的知识层次、学历水平有所提高，副高以上
职称的委员超过75%；在组织结构方面符合《全国专业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管理规定》，第五届委员会各分技术委员会除
秘书处所在单位外，其余委员来自图书馆、档案局（馆）、
高等院校、科研单位、部队、企业等各系统的不同单位，保
证了委员的广泛性、代表性。



新时期开启新征程

左上图：国家图书馆副馆长魏大威、苏州独墅
湖高等教育区副主任章小英等出席会议。

左下图：与会嘉宾们认真记录。

右上图：会后，国家图书馆副馆长魏大威接受
记者采访。



新时期开启新征程

进一步解放思想，及时了解和掌握全球文献影像技术标
准的发展动态和趋势，采用国际标准，做好国家标准制
修订工作，不断提高专业技术水平，在国际标准化工作
中发挥作用，与友邻协会密切合作，开展标准、技术交
流工作。在全体委员的共同努力下，为推动我国文献影
像技术及标准化工作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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