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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档案存储用可录类蓝光光盘(BDＧR)
技术要求和应用规范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档案级可录类蓝光光盘的技术要求,刻录前检测,光盘数据刻录,刻录后检测,光盘的

标签,光盘的保存、使用和维护要求,光盘的三级预警和性能监测,光盘的数据迁移.
本标准适用于我国档案部门电子档案的光盘存储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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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２８２８．１—２０１２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１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

计划

AVS/T１０４　可录类蓝光光盘(BDＧR)常规检测参数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可录类蓝光光盘　bluＧraydiscrecordable;BDＧR

一种一次写入多次读出、基于BD格式的可录类光盘.
　　注:通过记录后反射率由高变低或由低变高的方式记录信息.

３．２　
　　档案级可录类蓝光光盘　archivalbluＧraydiscrecordable

电子档案存储用可录类蓝光光盘.
　　注:档案级可录类蓝光光盘技术指标优于光盘工业标准,保存寿命大于３０年.

３．３　
　　翘曲　tilt

垂直于参考面(P)入射的平行光与反射光之间的角度α.
见图１.
注１:分为径向翘曲(radialtilt,RT)和切向翘曲(tangentialtilt,TT).单位为度(°).

注２:改写 GB/T３３６６２—２０１７,定义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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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翘曲

３．４　
　　BCA码　BCAcode

光盘内圈一组呈环形分布排列的低反射条纹,低反射条纹可以通过高功率激光刻录形成,未刻录的

区域会呈现高反射率.
　　注:BCA码中可以包含碟片的信息,供光驱读取.

３．５　
　　写前反射率　reflectivitybeforerecording

RgＧv

激光束聚焦在BDＧR光盘未刻录沟槽时的反射电平大小.

３．６　
　　写后反射率　reflectivityafterrecording

R８H

已记录BDＧR光盘读取时激光束聚焦在８T岸上获得的反射电平最大值.
见图２所示I８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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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I２H———２T信息坑(岸)的高频信号最高值;

I２L ———２T信息坑(岸)的高频信号最低值;

I２PP———２T信息坑(岸)的高频信号峰峰值;

I３PP———３T信息坑(岸)的高频信号峰峰值;

I８H———８T信息坑(岸)的高频信号最高值;

I８L ———８T信息坑(岸)的高频信号最低值;

I８PP———８T信息坑(岸)的高频信号峰峰值.

图２　高频信号

３．７　
　　不对称性　asymmetry;ASYM

表征高频信号的不对称性参数,用I２ 中心电平与I８ 中心电平的相对位置来描述nT(n ＝２~８)坑
与岸的长度不对称状况.

见图２.ASYM 见式(１):

ASYM＝[(I８H＋I８L)/２－(I２H＋I２L)/２]/(I８H－I８L) (１)
式中:
(I８H＋I８L)/２———I８ 的中心电平;
(I２H＋I２L)/２———I２ 的中心电平;

I８H－I８L ———I８ 的峰峰值.
注:

I２ ———２T信息坑(岸)产生的反射信号电平大小;

I８ ———８T信息坑(岸)产生的反射信号电平大小.

３．８　
　　数据对时钟抖晃　datatoclockjitter;DCJitter

读出高频信号(HF)与判定电平(DecisionLevel)相交处的计时变化.
注１:DCJitter测量所有数据边缘(指凹坑和台交界处)与参考时钟脉冲边缘相比较的标准偏差,用系统时钟长度的

百分比来表示.

注２:改写 GB/T３３６６２—２０１７,定义２．４４.

３．９　
　　突发误码串　bursterror

任意两个误码字节之间正确字节数小于３个的一串字节序列.
见图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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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突发误码串示例

注１:误码是指一个字节中被错误检测电路或纠错电路侦测到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位有错误.

注２:突发误码串长度是指在一个突发误码串中从第一个误码到最后一个误码之间总的字节数.

注３:突发误码串误码字节数是指一个突发误码串中实际包含误码的字节数.

３．１０　
　　突发误码串数　numberofbursterrors;BENum

一个记录单元块中突发误码串长度大于或等于４０个字节的突发误码串数量.
注１:改写CY/T１０８—２０１４,定义３．２４.

注２:长度大于或等于４０个字节的突发误码串又称为极值突发误码串.

３．１１　
　　极值突发误码串长度总数　sumofthelengthsofmaximumbursterrors;BESum

一个记录单元块中长度大于或等于４０个字节的突发误码串长度之和.

３．１２　
　　长程纠错码块　longdistanceerrorcorrectioncodeblock;LDCblock

按BD数据编码格式,为实现读出数据纠错,使用长程纠错码来保护,长程纠错码的每个码字含有

２１６个信息字节和３２个校验字节,码字长度为２４８字节,由此重新构成的数据块.

３．１３　
　　随机误码率　randomsymbolerrorrate;RSER

在１００００个长程纠错码块中,所测得总误码数扣除长度大于或等于４０个字节的突发误码串中的误

码数,与总字节数扣除长度大于或等于４０个字节的突发误码串中的误码数之后的比值.

RSER的计算公式:

RSER＝
误码数总和－突发误码串长度大于或等于４０个字节的突发误码串中误码数
总字节数－突发误码串长度大于或等于４０个字节的突发误码串中误码数

３．１４　
　　不可纠正错误　uncorrectableerror;UE

在纠错系统中无法纠正的字节.

３．１５　
　　跟踪误差　trackingerror;TE

参考驱动器测量径向跟踪伺服剩余误差信号与开环跨道信号峰峰值的比值.
　　注:表征高速旋转光盘径向跟踪能力的参数.可录类蓝光光盘在高倍速读写过程中,光学头需要精确锁定径向轨

道位置,跟踪误差太大,光学头可能失去道跟踪,导致刻录过程的掉速,甚至刻录失败.跟踪误差通常和偏心有

关,也和盘片翘曲有关.

３．１６　
　　聚焦误差　focuserror;FE

参考驱动器测量垂直聚焦剩余误差信号与开环聚焦信号(S曲线)峰峰值的比值.
　　注:表征高速旋转光盘垂直聚焦能力的参数.可录类蓝光光盘在高倍速读写过程中,光学头在刻录时需要精确聚

焦到信息面上,聚焦误差太大,光学头聚焦可能会偏离信息面,导致刻录过程的掉速,甚至刻录失败.聚焦误差

通常和垂直偏差有关,也和盘片翘曲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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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７　
　　光盘保存寿命　longevityofopticaldisc

从可录类蓝光光盘存储数据到数据不能再正确读取的时间.
　　注:可录类蓝光光盘存储数据后,RSER、BESum随着时间推移而增大.RSER、BESum超过一定值后,可录类蓝光

光盘中存储的数据不能再正确读取,表征可录类蓝光光盘寿命终止的技术指标是:RSER≥１．０E－０３或 BE
Sum≥１８００或 UE＞０.

３．１８　
　　批　lot

汇集在一起的一定数量的某种产品、材料或服务.
[GB/T２８２８．１—２０１２,定义３．１．１３]

３．１９　
　　接收质量限　acceptancequalitylimit;AQL

(验收抽样)可容忍的最差质量水平.
[GB/T３３５８．２—２００９,定义４．６．１５]

４　档案级可录类蓝光光盘的技术要求

４．１　记录前技术指标

４．１．１　聚焦误差FE＜４５nm.

４．１．２　跟踪误差 TE＜１３nm.

４．２　记录后技术指标

４．２．１　随机误码率 RSER＜３．５E－０４,极值突发误码串长度总数 BESum＜６００,不可纠正错误

UE＝０.　
４．２．２　信号不对称性 ASYM:－０．１０~０．１５.

４．２．３　数据对时钟抖晃DCJitter:BDＧR２５为DCJitter＜８．５;BDＧR５０为DCJitter＜９.

４．３　湿热试验指标

在温度８０℃、相对湿度８０％的环境条件下放置９６h(见附录 A),光盘的 RSER＜７．０E－０４,BE
Sum＜１２００,UE＝０.

４．４　其他要求

４．４．１　原材料选择、生产工艺和出厂质量检测应符合附录B的要求.

４．４．２　其他指标应符合 AVS/T１０４的要求.

５　刻录前检测

５．１　应对空白档案级可录类蓝光光盘进行抽检或全检,检测参数包括 TE、FE.检测合格(符合４．１要

求)的空白光盘才可用于数据刻录,不合格品应废弃.

５．２　光盘的检测应在温度１５℃~３５℃、相对湿度４５％~７５％、大气压力８６kPa~１０６kPa的环境中

进行.检测前光盘应在检测环境中放置２h以上,光盘上不应出现凝露现象.

５．３　光盘检测设备的光路和光学头应符合附录C的要求.

５．４　光盘检测前,检测设备应用基准光盘校验定标,保证检测数据的可靠性和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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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　同一批光盘,可按７．６、７．７、７．８的方法进行抽样检测.如果所检批样本不合格数未超过接收数

Ac,则认为该批合格,但样本中的不合格品应废弃.如果所检批样本不合格数达到或超过拒收数 Re,
则判断整批光盘为不合格品.

６　光盘数据刻录

６．１　空白光盘

应使用检测合格的空白档案级可录类蓝光光盘.

６．２　光盘刻录机

６．２．１　应使用经检测性能优良的专业光盘刻录机.

６．２．２　选用的刻录机应能识别档案级可录类蓝光光盘的最佳写功率和写策略.

６．３　数据刻录

６．３．１　数据刻录工作环境应符合９．２．１的规定,并有良好的通风条件.光盘刻录前,应在工作环境中

放置２h以上.

６．３．２　应先将电子档案制作成映像文件,在刻录之前关闭系统其他应用程序,然后采用全盘一次刻完

(DiscAtOnce,DAO)方式进行光盘数据刻录.

６．３．３　应采用中速(４~６倍速)刻录光盘数据.

７　刻录后检测

７．１　刻录后应对光盘进行抽检或全检,检测参数包括 RSER、BESum、UE、ASYM、DCJitter.检测合

格(符合４．２的要求)的方可保存;不合格光盘应报废,重新刻录并检测合格后才可保存.

７．２　光盘的检测环境应符合５．２的规定.

７．３　光盘检测设备的光路和光学头应符合附录C的要求.

７．４　光盘检测前,检测设备应用基准光盘校验定标,保证检测数据的可靠性和一致性.

７．５　相同条件下(相同软硬件平台、相同刻录倍速、相同工作环境等)刻录产生的同一批光盘,可依据

GB/T２８２８．１—２０１２进行随机抽样检测.

７．６　接收质量限 AQL的数值应不大于１,按一般检验水平Ⅱ来抽检;根据批量光盘数 N,从样本量字

码表(见表D．１)确定出样本量字码.

７．７　根据样本量字码和接收质量限 AQL,从正常检验一次抽样方案表(见表 D．２)确定出接收数 Ac、
拒收数Re以及需要抽检的样本量n.

７．８　按系统随机抽样方法确定抽取样本:首先给批中每个光盘编号１~N,然后确定抽样间隔,若样本

量为n,则取N/n的整数部分作为抽样间隔,最后按抽样间隔从批中抽取样本.

７．９　执行上述方法进行抽样检测后,如果所检批样本不合格数未超过接收数 Ac,则认为该批合格,但
应把所抽检的样本中不合格品重新刻录后再交验.全部合格后的批方可保存.如果所检批样本不合格

数达到或超过拒收数Re,则判断整批产品为不合格产品,整批产品应返工后再交验.合格后才可保存.

８　光盘的标签

８．１　如果需要在标签面书写,应使用内含水性墨水的软笔.软笔墨水应通过光盘湿热试验.
　　注:光盘湿热试验可委托专业机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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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　如通过光盘打印的方法制作光盘标签,应使用支持光盘盘面打印的喷墨打印机,在计算机上排版

和操作打印机.打印机墨水应通过光盘湿热试验.

８．３　不应使用粘贴标签.

９　光盘的保存、使用和维护

９．１　光盘的保存

９．１．１　光盘应置于光盘盒内垂直存放.

９．１．２　保存环境的温湿度应符合下列要求:温度４℃~２０℃,相对湿度２０％~５０％;温湿度选定后,每
昼夜温度波动幅度不应大于±２℃,相对湿度波动幅度不应大于±５％.

９．１．３　保存环境的大气压力应在７５kPa~１０６kPa范围内.

９．１．４　保存环境照度应不小于５０lx(垂直面、高度０．２５m).照明光源紫外线含量不大于７５μw/lm.

９．１．５　保存环境中有害气体及颗粒物应符合表１所列要求.

表１　光盘保存环境中有害气体及颗粒物的要求

有害物种类 允许值 单位

二氧化硫(SO２) ≤１０ １０－９(体积分数)

氮氧化物(NOx) ≤１０ １０－９(体积分数)

臭氧(O３) ≤１０ １０－９(体积分数)

乙酸(CH３COOH) ＜４ １０－９(体积分数)

甲醛(HCHO) ＜４ １０－９(体积分数)

颗粒物 ≤５０ μg/m３

９．１．６　保存环境应远离强磁场、强热源及有害气体源.

９．２　光盘的使用

９．２．１　应在下列环境中使用光盘:温度１５℃~３５℃,温度梯度不大于１０℃/h;相对湿度４５％~７０％,
相对湿度梯度不大于１０％/h;大气压力７５kPa~１０６kPa;照度不小于２００lx(水平面、高度０．７５m);照
明光源紫外线含量不大于７５μw/lm.

９．２．２　在准备刻录光盘前才拆除串轴盒或光盘盒外的塑封包装.

９．２．３　不应使用刻录机读取光盘.

９．２．４　手拿光盘时用两个手指捏住光盘的中心孔和外缘.不应用手弯曲光盘.

９．２．５　使用后应立即把光盘放回光盘盒.

９．３　光盘的维护

９．３．１　擦拭光盘去除光盘上灰尘、异物、污斑、指纹和液体,应使用干净的棉布从光盘的中心沿半径方

向朝光盘的外缘擦拭,不应沿光盘的圆周方向擦拭光盘.

９．３．２　使用蒸馏水或去离子水清洁光盘,对实在难以清洁的,可使用稀释的异丙醇.用无绒布或擦镜

纸做湿的擦洗和拭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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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光盘的三级预警和性能监测

１０．１　为保证光盘的数据安全,设立三级预警线:
———一级预警线,随机误码率RSER＝５．０E－０４,BESum＝８００,UE＝０;
———二级预警线,随机误码率RSER＝７．５E－０４,BESum＝１２００,UE＝０;
———三级预警线,随机误码率RSER＝９．５E－０４,BESum＝１７００,UE＝０.

１０．２　光盘检测的时间周期为:未达到一级预警线,光盘每四年检测 RSER、BESum、UE一次;从一级

预警线到二级预警线之间(不含二级预警线),光盘每两年检测RSER、BESum、UE一次;从二级预警线

到三级预警线之间(不含三级预警线),光盘每年检测RSER、BESum、UE一次.

１０．３　为光盘建立监测档案,绘制RSER、BESum时间曲线,建立光盘寿命曲线数据库.

１０．４　抽检方法可按７．５、７．６、７．７、７．８的规定进行.

１１　光盘的数据迁移

使用档案级可录类蓝光光盘作为电子档案存储载体时,应建立定期检测制度,监控光盘关键性能参

数,适时实施光盘的数据迁移.当光盘性能参数达到或超过１０．１规定的三级预警线时,应立即把该光

盘的数据迁移到新的光盘或其他存储载体上,并做好数据迁移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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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可录类蓝光光盘(BDＧR)的湿热试验

　　为测试光盘抵抗温湿度的能力,规定可录类蓝光光盘(BDＧR)在模拟室外湿热大气的人工气候加速

老化环境条件下,仍能达到规定的技术指标.
将待测可录类蓝光光盘(BDＧR)盘片垂直放置在温度８０ ℃、相对湿度８０％的温湿度老化试验箱

内,持续９６h后取出.将光盘放置在检测环境(温度１５℃~３５℃、相对湿度４５％~７５％)中２４h后,经
检测,光盘各项性能参数应符合４．３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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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档案级可录类蓝光光盘的原材料选择、生产工艺和出厂质量检测

B．１　档案级可录类蓝光光盘原材料选择

B．１．１　档案级可录类蓝光光盘生产原材料应受到严格控制.其光盘产品应通过湿热试验.

B．１．２　用于档案级可录类蓝光光盘生产的聚碳酸酯(PC)塑料不应使用回用料.

B．１．３　注塑用压模的沟槽设计应与所使用的记录层材料匹配,压模的导入区应有刻录机能识别的最

佳写功率和写策略.

B．１．４　记录层宜选用无机合金材料.

B．１．５　反射层金属材料应选择金或银合金.

B．１．６　标签面应采用可书写型油墨或可打印型油墨.

B．１．７　油墨、保护胶和黏合胶应通过光盘湿热试验.

B．２　档案级可录类蓝光光盘生产工艺

B．２．１　注塑机工艺参数和模温的选择应确保盘基的厚度、厚度均匀度、双折射、径向偏差、切向偏差等

技术指标.注塑机启动后或工艺参数调整后,前５０片盘基不用于档案级可录类蓝光光盘.

B．２．２　记录层溅镀工艺应确保记录层厚度均匀度.

B．２．３　金属溅镀工艺应确保金属反射层厚度均匀度和光盘反射率技术指标.

B．２．４　保护层涂覆工艺应确保对记录层和金属反射层的有效覆盖,保护它们与空气完全隔绝.

B．２．５　终端在线检测应有分级筛选功能,缺陷、径向偏差、切向偏差等分级指标设置使生产线把档案

级可录类蓝光光盘和其他等级光盘分开.

B．２．６　档案级可录类蓝光光盘标签面印刷图案应有专用的标志图案.

B．２．７　档案级可录类蓝光光盘上应标明容量、生产日期、批次等信息.

B．２．８　除上述光盘生产传统工艺外,生产企业还可以增加有利于提高光盘保存寿命的其他工艺.

B．２．９　光盘的生产工艺应保持稳定.

B．３　档案级可录类蓝光光盘的出厂质量检测

B．３．１　档案级可录类蓝光光盘在出厂前应经过严格的质量检测.

B．３．２　档案级可录类蓝光光盘的检测环境应符合５．２规定的条件.

B．３．３　档案级可录类蓝光光盘的检测仪器应使用符合要求的光路和光学头(见附录C).

B．３．４　档案级可录类蓝光光盘检测仪器在检测前应用基准光盘定标.

B．３．５　档案级可录类蓝光光盘的检测参数参照相应光盘行业标准中所规定的质量检测参数指标,并
符合第４章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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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检测光学系统

C．１　检测光路

用于可录类蓝光光盘(BDＧR)常规检测参数的检测光学系统应符合图C．１所示要求.

　　说明:

Ia、Ib、Ic、Id———各象限输出信号.

图C．１　检测光学系统

C．２　检测光学头

可录类蓝光光盘(BDＧR)常规检测参数的检测光学头特性应符合表C．１所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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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１　BDＧR常规检测参数的检测光学头特性

波长(λ) (４０５±５)nm

偏振光 圆偏振光

数值孔径 ０．８５±０．０１

物镜出瞳的边缘光强度与

最大光强度的比值

径向(６５±５)％
切向(６０±５)％

像差 ≤０．０３３λ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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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规范性附录)

样本量字码及正常检验一次抽样方案

　　表D．１、表D．２给出了样本量字码、正常检验一次抽样方案.

表D．１　样本量字码

批　　量
特殊检验水平 一般检验水平

SＧ１ SＧ２ SＧ３ SＧ４ Ⅰ Ⅱ Ⅲ

２~８ A A A A A A B

９~１５ A A A A A B C

１６~２５ A A B B B C D

２６~５０ A B B C C D E

５１~９０ B B C C C E F

９１~１５０ B B C D D F G

１５１~２８０ B C D E E G H

２８１~５００ B C D E F H J

５０１~１２００ C C E F G J K

１２０１~３２００ C D E G H K L

３２０１~１００００ C D F G J L M

１０００１~３５０００ C D F H K M N

３５００１~１５００００ D E G J L N P

１５０００１~５０００００ D E G J M P Q

５００００１及其以上 D E H K N Q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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