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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数据存储用LTO磁带应用规范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档案数据存储用LTO磁带的技术要求、选择、条形码标签、使用、保管、运输以及磁

带的复制、更新和转换等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各级档案部门及有关单位档案数据存储用LTO磁带的应用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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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１８８９４—２０１６　电子文件归档与电子档案管理规范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线性磁带开放协议　LinearTapeＧOpen
LTO
一种基于伺服(３．４)系统、硬件数据压缩、优化的磁道(３．３)面和高效率纠错技术,具有线性多通道、

双向磁带格式特点的磁带开放协议.

３．２
LTO磁带　LTO　tape
采用线性磁带开放协议的数据流磁带.
注:包括LTO４、LTO５、LTO６、LTO７、LTO８等多种格式,参见附录 A.

３．３
磁道　track
记录磁信号的物理轨迹,与磁带的边沿保持平行.

３．４
伺服　servo
用于辅助定位记录磁道的专用磁信号通道.
注:伺服磁道在出厂时就被写入,一旦改变,将会导致磁头定位失败,进而引起数据读写失败.

３．５
装载次数　mounts
指磁带被装载到驱动器的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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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写失败总次数　totalfatalwriteerrors
磁带在被写入数据过程中出现不可纠正错误的次数总和.

３．７
读失败总次数　totalfatalreaderrors
磁带在被读取数据过程中出现不可纠正错误的次数总和.

３．８
伺服失败总次数　totalfatalservoerrors
磁带在被定位磁道过程中出现失败的次数总和.

３．９
读取重试参数　readretriesparameter
读取数据过程中出现读取错误后,磁带数据被重新读取的次数与读取数据量的比值.
注:单位为次/TB.

３．１０
伺服错误参数　servoerrorsparameter
读取或写入数据过程中出现磁道定位错误后,磁带被重新定位的次数与读取数据量或写入数据量

的比值.
注:单位为次/TB.

３．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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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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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磁带的技术要求

４．１　总体要求

档案数据存储用磁带,在达到磁带行业相关标准技术指标的基础上,还应符合４．２的要求.

４．２　主要技术指标

４．２．１　写失败总次数＝０.

４．２．２　读失败总次数＝０.

４．２．３　伺服失败总次数＝０.

４．２．４　读取重试参数＜５.

４．２．５　伺服错误参数＜１０.

５　磁带的选择

５．１　磁带格式的选择参见附录B,应保证磁带与驱动器类型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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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磁带外观完整无损.

５．３　应对磁带进行全检或抽检,各项参数应符合４．２的要求.

５．４　同一批次的磁带,在写操作时能够明确单盘磁带档案数据明细的,可依据 GB/T２８２８．１－２０１２的

方案进行随机抽样检测.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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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批量磁带数 N,从样本量字

码表(见表C．１)确定出样本量字码.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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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２)确定出接收数 Ac、
拒收数Re以及需要抽检的样本量n.

５．７　按系统随机抽样方法确定抽取样本:首先给批中每盒磁带编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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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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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认为该批磁带合

格,但样本中的不合格磁带应废弃.如果所检批样本不合格数达到或超过拒收数 Re,则认为该批磁带

不合格.

６　磁带条形码标签

６．１　磁带条形码应符合 Code３９编码,尺寸规格为高度小于１７mm,长度小于等于７９mm,参见附

录D.

６．２　磁带条形码的编码能被读取设备识别.

６．３　磁带条形码的编码应具有唯一性.

６．４　磁带条形码标签应粘贴在磁带预留位置.

７　磁带的使用

７．１　使用前应对磁带进行全检或抽检,抽检按照５．４、５．５、５．６、５．７、５．８的规定进行;各项参数应符合

４．２的要求.

７．２　读写操作之前,磁带应在符合第１０章要求的工作环境中放置２４h以上.

７．３　磁带可采用追加写入或者一次写入的方式写入数据,单盘磁带的数据量不宜超过标称容量的

９５％,装载次数应少于４００次.

７．４　宜采用只读方式存储档案数据.

８　磁带的保管

８．１　磁带入库前应进行全检或抽检,抽检按照５．４、５．５、５．６、５．７、５．８的规定进行;各项参数应符合４．２
的要求,装载次数应少于４００次.

全检时,检测合格的磁带方可保存;不合格磁带不应入库,用符合４．２要求的磁带重新写入数据并

检测合格后才可保存.
抽检时,如果所检批样本不合格数未超过接收数 Ac,则认为该批磁带合格,但抽检样本中的不合格

磁带不应入库,用符合４．２要求的磁带重新写入数据,检测合格后该批磁带才可保存;如果所检批样本

不合格数达到或超过拒收数Re,则认为该批磁带不合格,应使用符合４．２要求的磁带重新写入数据,检
测合格后才可保存.

８．２　磁带应在专用库房中保存.保存环境应符合第１０章的要求.

８．３　磁带宜放置于磁带盒中竖放保存,确需堆叠保存的,叠放数量不应超过３盒.

８．４　宜将磁带存储数据明细表(参见表E．１)打印并且同磁带一同保管,必要时管理员可单独建立磁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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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线保存备查表(参见表E．２),或建立信息管理系统,用于磁带介质的查询.

８．５　磁带出入库应登记备查(参见附录F),并定期盘点.

８．６　管理员应制定详细检测规划,定期检测磁带,时间周期不宜超过２年.检测方式可选择全检、抽检

或与原始数据的比对检查,抽检按照５．４、５．５、５．６、５．７、５．８的规定进行.

９　磁带的运输

９．１　在运输过程中,宜将磁带放置于专用的防潮和防震容器,采用磁屏蔽的容器,磁带距容器外壁至少

２６mm,采用非磁屏蔽的容器,磁带距容器外壁至少７６mm.

９．２　磁带应牢靠的固定在容器内,应避免磁带在容器内晃动.

９．３　应避免磁带受到强磁场、光线的影响.

９．４　应避免磁带受到强烈冲击和重压.

１０　磁带保存、工作和运输环境要求

１０．１　磁带应在表１规定的温湿度条件下保存、工作和运输.

表１　磁带保存、工作和运输的温湿度要求

温度 相对湿度

保存环境 １５℃~２４℃ ４０％~６０％

工作环境 １０℃~２６℃ ４０％~７０％

运输环境 ４℃~３２℃ ２０％~８０％

１０．２　磁带保存或工作环境每昼夜温度波动幅度不应大于±３℃,相对湿度波动幅度不应大于±５％.

１０．３　磁带与磁场源(永久磁铁、电机、变压器)距离不应少于７６mm.

１０．４　保存环境可吸入颗粒物PM１０小于０．１５mg/m３,菌落总数小于２５００cfu/m３.

１０．５　保存环境应远离强热源及有害气体源.

１１　磁带的复制、更新和转换

１１．１　被检测的磁带不符合４．２的要求时,应立即进行复制、更新,或转换至其它存储载体上,并且登记

相关管理活动.

１１．２　磁带复制操作应在生成磁带数据的应用系统中进行.

１１．３　保存时间超过１０年的磁带,宜进行更新或转换.

１１．４　磁带的复制、更新和转换应符合 GB/T１８８９４—２０１６中１０．２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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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磁带规格表

　　表 A．１、A．２、A．３、A．４、A．５列出了LTO磁带规格.

表A．１　LTO４磁带规格

容量(非压缩/压缩) ８００GB(１６００GB)

传输速率(非压缩/压缩) 最高１２０MB/s(最高２４０MB/s)

磁道数量 ８９６

伺服方式 基于时序的伺服

磁带内存容量 ８１６０/８１９２B,内置EEPROM

磁带宽度 １２．６５mm

磁带厚度 ６．６μm

磁带长度 ８２０m

表A．２　LTO５磁带规格

容量(非压缩/压缩) １．５TB(３TB)

传输速率(非压缩/压缩) 最高１４０MB/s(最高２８０MB/s)

磁道数量 １２８０

伺服方式 基于时序的伺服

磁带内存容量 ８１６０/８１９２B,内置EEPROM

磁带宽度 １２．６５mm

磁带厚度 ６．４μm

磁带长度 ８４６m

表A．３　LTO６磁带规格

容量(非压缩/压缩) ２．５TB(６．２５TB)

传输速率(非压缩/压缩) 最高１６０MB/s(最高４００MB/s)

磁道数量 ２１７６

伺服方式 基于时序的伺服

磁带内存容量 １６３５２B,内置EEPROM

磁带宽度/１２．６５mm

磁带厚度 ６．１/６．４μm

磁带长度 ８４６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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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４　LTO７磁带规格

容量(非压缩/压缩) ６TB(１５TB)

传输速率(非压缩/压缩) 最高３００MB/s(最高７５０MB/s)

磁道数量 ３５８４

伺服方式 基于时序的伺服

磁带内存容量 １６３５２B,内置EEPROM

磁带宽度 １２．６５mm

磁带厚度 ５．６μm

磁带长度 ９６０m

表A．５　LTO８磁带规格

容量(非压缩/压缩) １２TB(３０TB)

传输速率(非压缩/压缩) 最高３６０MB/s(最高９００MB/s)

磁道数量 ６６５６

伺服方式 基于时序的伺服

磁带内存容量 １６３５２B,内置EEPROM

磁带宽度 １２．６５mm

磁带厚度 ５．６μm

磁带长度 ９６０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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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磁带与驱动器的兼容性

　　表B．１给出了磁带与驱动器的兼容性.

表B．１　磁带与驱动器的兼容性

磁带格式
驱动器类型

LTO４ LTO５ LTO６ LTO７ LTO８

LTO４ 写/读 写/读 读

LTO５ 写/读 写/读 读

LTO６ 写/读 写/读

LTO７ 写/读 读

LTO８ 写/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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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样本量字码及正常检验一次抽样方案

　　 表C．１、表C．２给出了样本量字码、正常检验一次抽样方案.

表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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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８１~５０ B C D E F H J

５０１~１２００ C C E F G J K

１２０１~３２０ C D E G H K L

３２０１~１００００ C D F G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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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以上 D E H K N Q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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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磁带条形码示例

　　磁带条形码字符部分由八个字符组成.数据带的条形码参见图 D．１,前六个字符是由大写英文或

阿拉伯数字字符组成的编号位;后两个字符的形式为“LX”,L代表LTO磁带,X代表是磁带型号,一般

用阿拉伯数字表示.清洗带的条形码参见图 D．２,用“CLNXXXNN”表示,CLN 为清洗带标识,X编号

位,NN为厂商设定位.

图D．１　数据带条形码编码示例

图D．２　清洗带条形码编码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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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资料性附录)

磁带存储数据明细表和离线保存备查表

　　表E．１为磁带存储数据明细表样式,表E．２为磁带离线保存备查表样式.

图E．１　磁带存储数据明细表

磁带条形码

内容概要

磁带开始使用时间 数据存储时间

磁带保存年限

备注

图E．２　磁带离线保存备查表

序号
磁带

条形码

内容

概要

开始使

用时间

保存

年限

保存

位置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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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资料性附录)

磁带入库表和出库表

　　表F．１为磁带入库表样式,表F．２为磁带出库表样式.

图F．１　磁带入库表

序号 磁带条形码 入库时间 移交人 接收人 保存位置 备注

图F．２　磁带出库表

序号 磁带条形码 出库时间 出库人 使用人 使用说明 归还时间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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