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区档案馆档案保护

工作现状

截止1996年，石景山区档

案馆保管着48个全宗的19212

卷档案，档案起止年代为1948

年至1994年(大部分为1988年

以前)。档案载体为纸制的占

94％，胶片占0．9％，磁带占

1．7％。

档案现状一览表

40、50年代少量档案的字迹已

档案 出现褪变、扩散现象；部分档案

为纯蓝墨水、圆珠笔油、铅笔等
字迹

不耐久字迹。

底片、胶片保存完好；40、50年

档案 代的部分档案已发黄、老化，纸

载体 张强度减弱；因地下库房湿度

较高，纸张受潮；个别档案发现

虫洞，有破损。

采取的保护措施

档案馆的保护工作主要是

从外因入手，改善外界不利因

素。

从1982年起，档案馆为地

下库房(新馆刚投入使用)。档案

馆工作人员立足现实，采取了较

为可行的保护措施。1982年安

装了防盗铁门，在每间库房门口

均设置了10厘米高的防水隔

段，并陆续购置了除湿设备；

1991年建立了较为系统的温湿

度记录，加强了对库房温湿度的

控制；加强库房的日常管理，做

好防尘防虫、防有害气体等各项

工作，开展档案的修复工作，修

补、复制解放时期字迹褪变的档

案450余卷。

二、档案保护工作中存

在的问题

(一)库房与设备不符合规

范要求。档案库房与设备是保管

档案最基本的物质基础。地下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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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的弊端显而易见：湿度高，不

利于通风，不利于维护档案的安

全。从维护档案的设备上看，存

在单一、老化的问题。新馆的建

成解决了档案保护工作最基本、

最首要的问题。

(二)档案保护意识缺乏。档

案保护工作是为利用工作服务

的。当前由于过分强调为经济建

设服务，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保

护意识的减弱，表现在实际行动

上就有所松懈。大的方面，如资

金的投入，人员的安排；小的方

面，如在接收、利用、整理、编研

工作中忽视保护工作，修补档案

未用专用浆糊，将档案放置地

上，不注意防尘等。从中可以看

出，档案保护意识在工作人员头

脑中还相对淡漠。

(三)档案保护技术的培训

研究不够，档案保护技术人才缺

乏。

业务天地

1．培训J不够。档案人员参加

的档案培训I，尤其是档案保护技

术专题的培训J相当有限。随着科

学技术的发展，办公自动化的普

及，档案的载体已呈现多样化的

趋势，以胶片、磁,15材料为载体

的档案所占比例将有所增加。它

们的保管、使用方法同纸制档案

发生了根本变化。档案人员如果

不及时补充知识，保护工作将无

从谈起。各有关单位组织的培训

不仅次数有限，而且由于资金、

时间等原因难以保证参加。

2．档案保护技术的研究不

够。档案人员不仅要做好档案管

理的日常工作，而且应加以总

结、研究。在我局、馆人员撰写的

论文、业务研究、调查报告中，很

少有专门涉及档案保护技术课

题的。

3．档案保护技术专业人员

缺乏。近几年，档案馆人员的学

历、职称都有明显提高，但既具

有理论知识，又有丰富实践经验

的保护专业技术人员却相当匮

乏。档案保护技术是一门综合性

的应用技术，档案专业人员虽有

一定的理论知识，实际操作技能

却很有限。

出现以上问题，也有某些客

观原因：档案馆人员多是身兼数

职，征集、接收、整理、提供利用

等各项工作都要参与，难以保证

“专”；部分保护技术很少接触，

如裱糊、去酸等。

(四)制度不够完善。档案保

护在档案馆的各项制度中都有

所体现，但从总体上讲还存在着

不深入、不细致的问题。在制度

执行方面也存在一定的疏漏，由

于人员少、时间紧，有的制度没

有严格执行，工作只停留在表面

上，缺乏必要的分析。

(五)财力投入不够。保护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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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天地

会议材料著录的最佳办法——稍瓣霉
一部分会议材料的著录应不同于其他档案的

著录——既要反映“面”，即对一次会议形成的材料

作总体著录，又要揭示“点”，对通过总体著录不能

揭示的且具有独立检索意义的会议材料作分析条

目，做到总、分并举。如“1955年4月5日国务院常

务会议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在京负

责人的发言纪要汇编”这份材料，它涉及到民政、国

防建设、工业、公安、铁路、商业、粮食等内容。对此，

为保证利用者从“国务院常务会议”角度查到它，必

须作总体著录，从整体上反映此汇编的内容和形式

特征。其次，为使利用者能从“民政”、“国防建设”、

“工业”、“公安”、“铁路”等内容角度检索到该份汇

编，还应分别为这些内容作分析条目。这样，利用者

无论从哪个角度都能查到这份材料，从而避免了因

漏著录而造成的漏洞。

总体著录，是以一次会议为单位，对这次会议

形成的所有材料的内容和形式特征进行概括记录

的过程。总体著录各项内容应以会议材料自身特

征为据。由于会议材料的内容多而杂，因此只能对

会议材料作概括性地分类标引。主题标引也是如

此，不同的除标出主标目词外，还要标明会议的性

质、会议材料的形式，如纪要、记录、汇集等。例
BBl2 0034

22—2—143—7$63

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委员会在京负责人的发言纪要汇编／国

务院秘书厅．——正本；长期．——
1955．4．5．——74页：16开

政务 国务院常务会议发言汇编

一项专业性较强的工作，档案库

房温湿度的控制、档案的修复、

专门档案的特殊保护要求、专业

培训J等都需要相关的设备和资

金为后盾。档案馆并无专项保护

资金，使档案馆除维持日常的管

理工作外，难以有足够的财力购

置较为先进的设备及进行保护

技术的开发、利用。

如何进一步提高档案保护

工作水平，我认为应当加强以下

几方面的工作：

一、提高档案保护意识。认

识提高了才能付诸行动。保护工

●束维兵
分析条目，是对总体著录没有反映的并有独立

检索意义的会议材料中的某点内容进行补充著录

的结果。总体著录已揭示的内容，无需再作分析条

目。会议材料中一些没有独立检索意义的内容，也

没有必要通过补充著录来制作分析条目。补充著

录的对象不拘一格，可以是几卷、几件，也可以是一

件中的某点内容。总之，被补充著录的内容应独特、

单一，有价值。补充著录的格式、内容与文件级著录

基本相同。不同的是要在附注项内注明“此材料为

某时在某地召开的某会形成的材料之一”。现以

“1955年4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在京负责人发言纪要汇编”

为例，对汇编中的“民政”内容作补充著录，其格式

为：
CA 0034

22—2—143—9$63

[关于加强民政工作的发言]／曾希圣(中共

安徽省委书记)．——正本；长期．——
1955．4．5．——2页：16开．——此材料为

1955年4月5日在北京召开的国务院常务

会议形成的材料之一

民政国务院常务会议发言汇编

总、分并举，虽然增加了工作量，但它对会议材

料的揭示全面、充分，便于查全查准，不失为会议材

料著录的最佳办法。

作直接关系到档案的寿命，一旦

遭到破坏，为经济建设服务也只

会成为空谈。

二、加强培训。开展、组织多

种形式的培训J、讲座。因档案保

护工作的技术性较强，培训的内

容不但要注重理论的指导，还要

增强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

三、完善制度。建立和完善

有利于档案保护的各项制度，形

成从进馆到管理到使用的一套

完善的体系。加强对基层档案室

的指导、监督。进馆档案质量不

高势必直接危害档案的寿命，增

(作者单位：安徽省档案局)

加保护工作的难度。执行进馆档

案的消毒、除尘制度，是防止有

虫害、污染的档案入馆的有效防

范措施。

(四)增加投入与因地制宜

相结合。档案馆作为管理和利用

档案的中心，应有必要的资金投

入到保护工作中去。另一方面，

档案馆也应立足现实，因地制宜

地采取措施：如加强日常的维护

和管理，避免人为的损失；工作

有所侧重，将珍贵档案置于相对

优越的保护环境中等。

(作者单位：石景山区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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