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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兽药监察档案是兽药监察历史发展的真实记录，具有重要的原始凭证作用。 针对兽

药监察档案实体保存困难、查询不便等情况，就如何做好其保护和管理进行深入思考，并结合工

作实际提出意见措施，以不断提高兽药监察档案现代化管理水平，更好服务新时代兽药监察事业

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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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档案工作是一项非常重要

的工作，经验得以总结、规律得以认识、历史得以延

续，各项事业得以发展，都离不开档案。 做好档案

管理工作不仅可以使其成为对内对外宣传教育的

历史材料，也是发展各项事业的依据与借鉴。 兽药

监察档案在兽药行业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支撑作

用，档案实体保护尤为重要。 本文主要针对目前档

案管理中档案实体出现破损或查询困难等问题，结
合实际工作情况提出针对性保护措施，就档案信息

化建设提出思路。
１　 兽药监察档案的重要性及管理现状

１． １　 兽药监察档案重要性　 兽药监察档案作为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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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媒介，是兽药评审、检验、监督、菌毒（虫、种）制

备、兽药标准制定和安全评价科技活动中产生的真

实记录，涉及大量科学数据及图文资料，是保障兽

药质量、动物性食品安全的有力凭证。 在二十世纪

五六十年代，我国老一辈兽医工作者就开展了大量

兽药研发、检验等工作，这些珍贵的研究数据和资

料都是以纸质档案的形式保存至今，供后来者学习

借鉴。 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疫苗研制档案，它不仅

记录着一代代科研工作者的成果结晶，更是完整地

呈现了我国动物疫病防控的发展历程，为未来新型

疫苗的开发、新兽药的研制等工作提供了有力参

考，推动着兽药监察工作血脉不断赓续。
１． ２　 兽药监察档案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

我国兽药监察事业的发展，兽药监察档案的种类、
数量在不断丰富与完善，涉及领域随之扩展。 新时

代对兽药监察档案实体的日常管理工作提出了愈

来愈高要求，在当下信息化建设加速时期，传统档

案管理模式存在的弊端日益凸显，一是档案管理设

备设施较为落后，档案实体存储安全存在风险。 很

多年代久远的纸质档案需要在严格的温湿度环境

中才能得以长期保存，纸张薄脆、损坏严重的档案

保存难度对管理设备的要求更高，一些单位的档案

管理设备并没有随着档案存储难度的提升而升级，
增加了档案实体的保存难度。 二是大多档案管理

部门仍采用最基础的档案手工目录进行档案查阅，
未能实现对档案的数字化管理，查询费时费力，导
致档案利用率低，难以发挥兽药监察档案的积极

作用。
２　 兽药监察档案现代化管理思考

２． １　 加强档案信息化建设，确保档案实体保存完整

纸质档案在档案管理工作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
它是档案产生、保管的最原始形态，其价值具有一

定的不可替代性。 就我国兽药档案管理而言，要全

面认识档案实体管理的重要性，维护档案实体的存

储安全，在管理方法和存储技术上采取措施，力求

档案实体不受损坏，尽量延长档案寿命［１］。 与此同

时，随着互联网技术、信息技术和自控技术的发展，
档案库房管理由传统的人工管理逐步迈向现代化

管理，传统档案库房也随之向智能库房演变，档案

信息化建设使得极具历史价值的珍贵档案得以留

存，有效延长了纸质档案的寿命［２］。
２． １． １　 打牢硬件基础，保护好原有档案，实现档案

库房现代化　 档案库房是保存档案的重要场所，对
档案实现长期的甚至无限期的保管，就必须对档案

库房建筑提出严格要求，如防火、防盗、防潮、防尘、
防虫、防光、防鼠、防水、防高温、防有害气体等。 研

究表明，影响档案物理寿命的重要两个因素是温度

和湿度［３］，有效调节温湿度是档案库房的重要任

务。 目前，档案库房缺乏智能化监测和管理，仅靠

人工定期监测或手动控制库房温湿度，一旦出现人

工失误，就会造成档案实体的老化和破损［４ － ５］。 档

案库房可安装库房消毒空气净化机及智能恒温恒

湿一体机等硬件设备，同时还要配备温湿度控制系

统，通过电脑远程实时监测并自动调节档案库房内

的温湿度，确保库房环境处于稳定状态。 同时需配

备防火灭火系统、消毒灭菌系统和安防系统。 防火

灭火系统是指智能烟感器实时监控系统，发生火警

火情时，系统可自动识别并在预设时间内发出报警

信息，同时启动灭火装置进行灭火，保证纸质档案

安全。 消毒灭菌系统可以在预设时间内自动对库

房内空气进行杀菌过滤，保证库房内空气清新，避
免空气内细菌繁衍威胁纸质档案安全。 安防系统

是采用红外线报警器和视频监控实现防范区域内

安全隐患第一时间向监控室报警，监控室通过视频

监控进行处理。 以上保护系统将有效延长档案保

存期限，提高档案原始材料保存的可靠性，全面保

障档案库房安全。
２． １． ２ 　 强化档案实体智能管理设施，提升档案实

体管理水平　 随着兽药监察工作的发展，档案内容

不断丰富，形成了党政、监察、科学研究、基本建设、
科技活动、兽药检验、菌毒（虫、种）鉴定、兽药残留、
新兽药注册、会计等众多类别的档案实体，管理这

些档案遇到最大的挑战就是提升档案实体的利用

率。 档案实体管理需要人工接收、整理、入库，借阅

时需要通过人工检索档案实体位置、出库。 由于档

案实体位置分布很广，如果借阅档案种类多、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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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或者需要进行档案盘点时，工作人员只能借助扶

梯爬上爬下拿取档案，而且档案出库登记只填写档

案借阅单，对档案实体情况难以进行实时追踪，不
能完全确保档案实体安全。 随着科技的进步，现代

化技术和档案实体工作融合，可引入档案实体智能

管理设施提高档案管理水平。 档案实体智能管理

设施由档案自动定位、识别系统和智能密集架组

成，通过档案条码读取设备、应用系统等实现档案

实体自动入库和出库，并同时保存出入库记录，极
大提升档案整理和借阅效率［６ － ７］。
２． ２　 利用现代化手段实现档案实体数字化，更好

发挥档案价值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

应用，档案信息化成为档案事业发展的战略选

择［８］。 在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正式实施的《档案法》中，对
档案信息化建设进行规定，严格规范了档案信息化

标准。 同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的《“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中也要求创

新档案管理的工作理念、方法、模式，加快全面数字

转型和智能升级。 持续提升兽药监察档案管理能

力现代化，也是推进新时代兽药监察事业高质量发

展的必然要求。 实现档案管理的信息化，可从以下

两方面入手：一是实现当前档案实体的电子化。 由

于一些年代久远的档案保管难度加大、查阅不便，
对其进行电子化处理，不仅可以让档案以电子图像

的形式保存，同时也便于查阅使用，可以极大提高

档案的利用率。 二是建立档案数字化管理体系，从
档案的产生、整理、归档、查阅、密级设定等各环节

都进行系统化的管理审批，保障档案的安全性。
２． ２． １　 用好“数字化”方法，确保纸质档案永久保存

随着我国兽药监察制度的发展，兽药监察机构、兽
药行业积累了大量兽药监管、兽药科研等珍贵档案

资料，由于档案存放时间久远，存放周期长，档案实

体易磨损、霉变，保管成本高。 实际利用率较高，而
且利用查询时效率较低，不便捷［９］。 保护好这些档

案实体，需要聚焦数字档案室建设［１０］，全面落实

《档案法》、《归档文件整理规则》（ＤＡ ／ Ｔ ２２ － ２０１５）、
《纸质档案数字化规范》 （ＤＡ ／ Ｔ３１） 《信息与文献

档案数字化实施指南》 （ ＩＳＯ ／ ＴＲ １３０２８ － ２０１０）和

《文献档案资料数字化工作导则》 （ＧＢ ／ Ｔ ２０５３０ －
２００６）、《电子文件归档与管理规范》（ＧＢ ／ Ｔ１８８９４ －
２０１６）等制度［１１］，将纸质档案通过扫描仪或数码相

机等设备进行数字化加工，利用电子数字化手段将

这些珍贵档案实体永久保存下来［１２］。 建立数字化

档案室，使传统的通过检索手段找到符合特定条件

的档案，转变为通过数据挖掘主动发现有用信息，
大幅提高档案的利用价值和利用效果［１３］。 推动档

案从传统载体转向数字化、电子化载体，保障兽药

监察档案工作科学、健康、可持续发展。
２． ２． ２　 融入“自动化”平台，推进档案和业务工作

无缝对接　 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各级党政机

关、企事业单位在履行职能的过程中使用各类业务

系统，包括办公自动化系统、财务管理系统、实验室

管理系统等，形成了大量具有保存价值的文书、科
技、专业类电子文件，成为电子档案的重要组成部

分和重要来源。 探索推进电子档案管理系统和数

字档案资源系统与办公系统连接，实现“一网查

档”，不仅使处于原始状态的档案资源得以原汁原

味的完整保存，也使文件相互之间的有机联系得以

直接展示，方便于理清工作思路，及时掌握工作

进展［１４］。
３　 结　 语

通过对上述问题的研究与思考，对兽药监察档

案特别是档案实体的管理与保存提出建议与措施，
就兽药监察档案现代化建设提出思路，更好服务新

时代兽药监察事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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