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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暗室处理

Chapter 4   Film Processing



内 容 Contents

• 暗室基本知识
Basic knowledge of darkroom 

• 暗室处理技术
Film process techniques

• 自动洗片机
Automatic Film Process Machine



目的 Purpose

• 目的

使胶片的潜影变为可见影像的底片。

• 意义

保证影像质量的重要因素。

• 方法

手工法、自动法。



暗室基本知识
• 暗室布置 Layout of Darkroom

• 暗室设备器材使用知识 Operation of Devices

• 配液注意事项 Instructions

• 胶片处理程序和操作要点
Film Process Procedure

• 胶片处理的药液配方 Formula



暗室布置——布置方式



暗室布置——暗室环境

• 应有足够的空间；

• 应分为干区和湿区；

• 设备摆放顺序适当；

• 应完全遮光；

• 注意屏蔽射线；



暗室布置——暗室环境

• 温度控制：20±5℃;

• 湿度控制：相对湿度30－60％;

• 通风：应有排风设备，5～10次/H;

• 照明：白炽灯、安全红灯;

• 墙壁与地面：应反光少、防水、防腐蚀



暗室设备器材使用知识

• 安全灯：
工业胶片对蓝色最敏感，对红色最不敏感，注

意检查其安全性。

• 温度计：
酒精玻璃温度计，量程>50℃，刻度0.5或1℃；

• 天平：精度0.1g托盘天平；

• 槽式器皿：深度应超过底片长度的20％，药液应
装满，加盖防氧化。



配液注意事项

• 配液容器、搅拌棒应使用玻璃、搪瓷、塑料、不
锈钢等，切忌使用铜铁铝等（离子催化显影液氧
化）；

• 用蒸馏水、去离子水、冷开水或自来水；

• 配制显影液的水温：30～50℃，太低，有些药品

不易溶解，太高，某些药品氧化；配制定影液的
水温：60～70℃（硫代硫酸钠溶解时吸热）；



配液注意事项

• 顺序：待前一种药品溶解后再加下一种药品；

• 配制显影液：先加米吐尔，后加亚硫酸钠，再加

其余药品（米吐尔不溶于亚硫酸钠）；

• 配制定影液：先加亚硫酸钠，后加酸（防止硫代

硫酸钠分解），再加硫酸铝钾（防

止水解产生氢氧化铝沉淀）；



配液注意事项

• 注意搅拌，加速溶解；但显影液的搅拌不
宜剧烈，以免氧化；

• 先取3/4的水量，待全部药品溶解后再加水
至要求的体积；

• 应静置24H后使用。



胶片处理程序和操作要点

处理过程 温度/℃ 时间/min 操作与要求

显影 20±2 4～6 预先水浸，适当搅拌

停影 16～24 0.5～1 胶片完全浸没，充分搅拌

定影 16～24 5～15 适当搅拌

水洗 － 30~60 流动水漂洗

干燥 ≤40 － 去除表面水滴后干燥



胶片处理程序和操作要点

• 显影温度：须严格控制；

• 显影前胶片应在清水中预浸使表面湿润；

• 搅动方法：最初30s内不断搅动。以后每
30s搅动一次；

• 停影：应不断搅动；



胶片处理程序和操作要点

• 停影温度应与显影同，停影温度过高可能
产生“网纹”；

• 定影时间=通透时间×2；

• 通透时间=胶片开始定影到乳剂的乳白色消
失；



胶片处理程序和操作要点

• 水洗应使用清洁的流水漂洗，水洗不足使底片长
期保存后发黄；

• 水洗水温应控制，水温高时药膜易膨胀，产生划
伤、剥落；

• 干燥应避免灰尘，否则易吸附尘埃；

• 应去除底片表面的水滴，否则产生水迹。



胶片处理的药液配方

• 显影液配方Developer

• 停影液配方Stop-develop Solution

• 定影液配方Fixative



胶片处理的药液配方——显影液



胶片处理的药液配方——显影液



胶片处理的药液配方——停影液



胶片处理的药液配方——定影液



暗室处理技术
Film process techniques

• 显影 Develop

• 停影 Stop-develop

• 定影 Fix

• 水洗与干燥 Rinsing & Drying

• 质量控制 Quality Control



显影——概述

• 作用
把曝光形成的潜影变成可见影像。

• 意义
影响底片的主要质量指标如黑度、对比度、颗粒
度。

• 原理
显影剂中的负离子与已感光的AgBr的银正离子作
用，还原出Ag。



显影——显影液

• 特性：碱性。

• 显影剂：使感光的AgBr还原出Ag，常用：

米吐尔——显影速度快、影像反差小，软

性显影液；

菲尼酮——中等活性显影剂，与其他显影

剂配合使用时显影能力极强；

对苯二酚——显影速度慢、影像反差大，硬性显

影液。



显影——显影液

• 保护剂：阻止显影剂与氧作用，避免氧化，
常用Na2SO3。

• 促进剂：使显影剂的PH控制在8~11，常用
碳酸钠，硼砂，氢氧化钠。

• 抑制剂：负离子吸附在未曝光的AgBr表面，
减少显影剂的显影，降低灰雾度，常用 KBr。



显影——影响因素——显影温度

显影速度↑ 
灰雾↑

温度↑→影像颗粒度↑ 
乳剂层损害↑

温度↓→ 影像对比度↓ 

一般18～20℃。



显影——影响因素——显影时间

黑度↑

时间↑→  反差度↑

颗粒度↑

灰雾度↑

一般4～6min



显影——影响因素——搅动

显影速度↑

• 搅动充分↑→ 显影均匀↑                                                

反差↑



显影——影响因素——显影液活性

• 显影液老化：

显影时产生的生成物的抑制作用以及显
影液被氧化，使显影能力降低。

• 补充液：每次补充液不超过原显影液的2～
3％，如补充液的体积超过原显影液的2～3
倍，应报废。



显影——影响因素

• 显影操作：

将胶片浸入清水中；

将胶片迅速全部浸入显影液；

显影过程中保证胶片移动、且不互相粘接。



停 影——作用与原理

• 作用

终止显影——如显影后直接定影易产生不

均匀的条纹和二色性雾翳；

减少污染——如显影后直接定影会污染定

影液、使定影液PH指升高、缩短寿命。

• 原理：用酸中和显影液。



停 影——停影液

• 停影液

弱酸：2%~3％醋酸水溶液或流动水。



停 影——影响因素

• 搅动

因酸碱中和，乳剂层中产生CO2气泡从表
面排出。

• 温度

应与停影液一致，如温度过高形成温度网
纹，同时使药膜极易损伤，为此应加坚膜
剂无水硫酸钠。



定影——作用与原理

• 作用
把既未感光又未被显影液还原的AgBr溶解，
使显影形成的影像固定。

• 原理
定影剂与AgBr反应，生成溶于水的银的络
合物。



定影——定影液

• 特性：酸性。

• 定影剂
硫代硫酸钠Na2S2O3(大苏打、海波)；
硫代硫酸銨(NH4)2S2O3——速度更快。

• 酸性剂：
为中和带进的显影液的碱性，控制PH为4～6，
PH太低，海波发生分解析出硫；PH太高，坚膜
剂发生水解产生氢氧化铝沉淀，常用冰醋酸、硼
酸。



定影——定影液

• 保护剂

防止定影液酸性提高，导致定影剂海波分

解析出硫而失效，常用无水Na2SO3。

• 坚膜剂

定影中乳剂层会吸水膨胀，易造成划伤和
药膜脱落，应用坚膜剂降低其吸水性；同
时更易干燥。常用硫酸铝钾（明矾）。



定影 ——影响因素

• 定影温度

温度越高定影越快，温度太高药品分解、乳化剂
膨胀，一般与显影温度相同，16～24℃

• 定影时间

通透时间：从定影开始到未感光部分呈现透明的
时间。

定影时间：如少于通透时间，底片呈灰白雾状；
一般为2倍通透时间。用海波作定影剂时定影时间
通常为15min，用硫代硫酸銨时更短。



定影——影响因素

• 定影液老化

通透时间达到新定影液的2倍时，定影液需
更换。

• 搅动

适当搅动可使定影加速、均匀。



水洗与干燥 ——水洗

• 作用
防止胶片吸附的硫代硫酸钠、银的络合物和空气
等发生反应，生成棕黄色硫化银，使底片变黄。

• 温度：温度高可缩短水洗时间，但过高会损害乳
剂层，一般16～20℃。

• 时间：一般30min。

• 操作：流动水洗。



水洗与干燥——干燥

• 作用

排除膨胀的乳剂层中的水分。

• 方法

自然干燥、烘箱干燥。



质量控制 Quality Control

• 安全红灯的安全性检验

• 胶片验收检验

• 显影液有效性检验

• 系统稳定性检验



自动洗片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