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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物联网在高校档案管理中的应用 
崔丽 

（滨州学院  256600） 

摘要：物联网是互联网的延伸，本质在于“物联”与“感知”，物联网技术能够实现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连接到
“任何物品”。依托物联网能够更好的实现高校档案管理的中的环境管理、实体档案管理及安全管理。目前高校档案管理应用物联
网仍存在一定的问题，如高校档案管理理念较为落后、应用物联网技术需要较大的资金、物联网技术应用于档案管理中尚未形成完
善的标准等。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相应的应用策略，包括及时更新高校档案管理理念、注重物联网技术应用的自己支持、建立
健全基于物联网的档案管理标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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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是依托于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新型技术。应用物联网能

够实现目标定位、信息的良好交换、开展监控管理等诸多业务[1]。
档案管理中应用物联网能够明显提升管理质量与管理效率，还可实
现档案信息的动态更新、深度挖掘档案资料价值、充分展示档案管
理的服务职能等。本文着眼于物联网技术，浅要分析了物联网在高
效管理中的应用及应用策略，希望能够为类似的研究提供参考。 

一、物联网  
1、概念 
物联网最初的定义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自动识别中心提出，

系指将物品通过射频识别等信息传感与互联网相连实现智能识别
与管理。2005 年正式确定物联网的概念，指出物联网可以将我们在
“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连接到“任何物品”。物联网的本
质在于“物联”与“感知”，是互联网的延伸，其发展受到了全球
范围的共同关注。 

2、特点 
档案领域应用物联网的关键技术为无线传感器网络和射频识

别。射频识别具有非接触式读写、可移动与快速识别、寿命长、可
反复擦写等特点非常适合于档案管理[2]。传感器网络中的多种微型
传感器节点能够促进网络分布区域内检测对象信息的实时监测、感
知、采集，并对信息进行处理供上层使用，实现档案环境与档案信
息的感知、采集、传输、控制、处理。 

二、物联网在实际高校档案管理中的应用分析 
1、环境管理 
应用物联网可以实现高校档案库房环境管理。如实际高校档案

管理中的温湿度、空气检测管理应用分步式温湿度传感器网络可以
实时测量并记录温度与湿度数据，提升工作效率，与空调、除湿机
联动还可进行闭环控制，实现自动调节。库房安装空气传感器，能
够检测粉尘、有害气体等，还可与空气净化器、新风设备联动自动
改善空气质量。再如库房火警监测，可以安装烟感器监测火警情况，
当出现火灾自动报警，并将信号与射频识别联动，提示库房启动灭
火设备前是否还有人员，避免气体灭火损害工作人员。 

2、实体档案管理 
基于物联网的实体档案管理可以更好的进行实体档案管理。例

如“虚拟三维库房”的实现：粘贴射频识别标签并写入对应位置信
息，匹配纸质档案的电子标签生成虚拟三维库房，查阅档案信息时
就可以看到具体的三位位置信息。再如利用继承大功率读写器的射
频识别盘点能够对档案馆进行逐柜扫描，便于管理人员快速掌握档
案卷数、错位档案、档案丢失等，并且自动生成报表简化人工操作。
而在出入口设置通道式读写器，并在档案上粘贴射频识别标签，就
能够规范化自动记录档案的出入库情况。 

3、安全管理 
高校档案管理工作中基于物联网可以优化门禁系统。通过为工

作人员配备射频门禁卡，刷卡出入门可有效保障出入安全，同时可
生成报表规范记录。对重要区域使用网络摄像头进行 24h 实时监控，
通过图像分析等方法能够有效提升档案馆的安全系数；对于具有较
高价值的贵重档案，可以在存放区域覆盖读写信号网络来实时跟踪
其移动轨迹，提升安全等级。 

三、物联网在高校档案管理中的应用策略 
1、现阶段存在的问题 

物联网在高校档案管理工作中的应用范围十分广泛，但目前实
际应用推广仍存在许多问题。 

（1）高校档案管理理念较为落后，固有的档案管理理念制约
了档案管理创新环境的形成[3]。 

（2）应用物联网技术需要较大的资金，而高校作为非盈利性
的教育组织，资金来源较为单一，相较于将物联网技术应用于档案
管理工作，高校的资金更多用于建设教学楼、采购教学设备与器械
等。 

（3）物联网技术应用于档案管理中尚未形成完善的标准。仍
有部分高校档案管理具有明显的随意性和机械性，管理标准不健
全，增加了物联网技术得以应用难度。 

2、应用策略 
2.1 及时更新高校档案管理理念 
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和普遍应用的当下，许多高校相继进行了物

联网技术的应用尝试[4]。高校档案管理工作应与时俱进，秉承“信
息化”、“智能化”的原则更新管理理念，为档案管理中物联网技
术的应用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另外应做好人才队伍建设，因为档
案管理人员的管理素养、物联网技术应用能力的高低、管理理念等
均会影响物联网的应用推广，高校应注意对档案管理人员进行培训
与教育从而提升管理人员相关技术的掌握能力。 

2.2 注重物联网技术应用的资金支持 
重视档案管理中物联网技术的应用，加大资金投投入，同时做

好具体规划，有步骤的进行应用物联网技术的相关建设，有重点的
明确基于物联网的档案管理工作建设，确保物联网技术在高校档案
管理工作中应用的软件、硬件条件得到满足，从而促使物联网技术
应用深度与广度的延伸。 

2.3 建立健全基于物联网的档案管理标准体系 
技术的应用需要由标准的支撑。高校应结合自身特点、应用现

状、应用需求等要素构建具体的档案管理标准体系[5]。细化物联网
技术的应用标准，明确物联网技术的应用权职，明确说明标准内涵，
规范物联网在高校档案管理中的应用活动。 

结束语 
物联网技术的应用提升了高校档案管理工作中环境管理、实体

档案管理及安全管理的管理质量与效率，各大高校应深刻意识到物
联网技术的重要价值，重视物联网技术在档案管理工作中的应用，
避免物联网技术的应用流于形式。同时就目前高校档案管理工作中
物联网技术应用存在的应用问题，应进一步采取多方面的手段加以
协调，包括更新管理理念、加大资金投入、建立健全标准体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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