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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古建档案管理与信息共享平台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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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古建筑作为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档案管理与信息共享对于保护和传承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传统的古建档

案管理方式存在诸多问题，如信息不完整、档案存储困难等。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数字化古建档案管理与信息共享平台的建

设成为一种必要选择。本研究旨在通过对数字化古建档案管理与信息共享平台的研究，提出有效的建设方案，以促进古建档

案的管理与信息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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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cultural heritage， ancient architecture’s archive management and information sharing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However，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with the traditional management of ancient 
architectural archives， such as incomplete information and difficulties in storing archives. In order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the 
construction of a digital ancient architectural archives management and information sharing platform has become a necessary choice.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propose effective construction plans through the study of digital ancient architectural archives management 
and information sharing platform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management and information sharing of ancient architectur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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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本研究通过对古建档案管理现状的分析，提出了数字化

古建档案管理平台的构建和古建档案信息共享平台的建设的

关键技术。在数字化古建档案管理平台的构建中，包括架构

设计、数据采集与整理、数据存储与管理、数据安全与保护

等方面的内容。古建档案信息共享平台的建设则包括功能需

求分析、用户界面设计、数据交互与共享机制、推广与应用

等方面。最后，本研究还对数字化古建档案管理与信息共享

平台建设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对策。

二、数字化古建档案管理与信息共享平台概述

（一）数字化古建档案管理的定义与特点

数字化古建档案管理是指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将古

建档案进行数字化处理和管理的过程。这一过程实现了传统

纸质档案向电子数据的转化，使得档案信息的存储和管理变

得更加便捷和高效。数字化古建档案管理的特点包括：（1）

数字化存储：通过扫描、摄影等方式将纸质档案转化为电子

数据，实现档案信息的数字化存储，提高了档案信息的保存

寿命和抗损能力。（2）便捷检索：利用数字化技术对档案数

据进行分类、索引和存储，提供快速、准确的检索功能，使

用户能够更加方便地获取所需的档案信息。（3）多维度分析：

通过对数字化档案数据进行深入挖掘和分析，为古建筑研究

和保护提供更多的数据支持，有利于更好地保护和传承文化

遗产。

（二）信息共享平台的定义与功能

信息共享平台是一种基于网络技术构建的平台，旨在实

现信息的共享与交流。这种平台具有以下功能：信息发布与

查询：提供信息发布和查询的功能，使用户能够轻松地获取

所需的信息，提高信息利用的效率。协同工作与共享：支持

信息的多方共享和协同工作，促进信息的流通和共享，提高

信息的利用率。安全可靠：提供安全可靠的数据存储和传输

机制，保障信息的安全性和完整性，防止信息泄露和损坏。

（三）数字化古建档案管理与信息共享平台的关系

数字化古建档案管理与信息共享平台是密不可分的。数

字化古建档案管理实现了古建档案的数字化管理，为信息共

享平台提供了丰富的古建档案资源。而信息共享平台则为数

字化古建档案管理提供了一个有效的途径，使得古建档案能

够更广泛地被共享和利用。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推动了古建

档案管理与信息共享的发展。

三、数字化古建档案管理与信息共享平台建设关键

技术

（一）古建档案数字化技术

古建档案数字化技术旨在将纸质、录音、录像等传统载

体的档案资料转换为数字化形式，便于存储、检索和利用。

主要涉及图像处理、光学字符识别（OCR）、语音识别等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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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图像处理技术用于调整档案资料的亮度、对比度、色彩

等参数，优化数字化效果，使得档案资料在数字化后更加清

晰易读。OCR 技术用于将扫描的纸质档案资料转换为可编辑

的文本，提高了档案资料的利用效率，使得用户能够更加便

捷地进行检索和查阅。语音识别技术则用于将录音、录像档

案资料转换为文本，便于检索和利用，提高了档案资料的访

问速度。

（二）信息共享平台设计技术

信息共享平台的主要设计技术有数据库设计，数据交换

协议以及平台界面设计。利用数据库设计技术规划并建设与

古建档案管理相适应的数据库结构以确保档案资料储存与安

全。数据交换协议被用来在不同档案管理机构间进行数据交

换与共享，从而提高档案资料利用率，使用户能够更便捷地

查阅与使用各种来源档案资料。采用平台界面设计技术，设

计出直观易用的平台界面便于用户对档案资料进行快速访问

与使用，改善用户体验与满意度。

（三）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安全技术对于数字化古建档案管理与信息共享平台

的安全至关重要。主要包括身份认证、访问控制、数据加密

等技术。身份认证技术用于确保只有授权用户才能访问平台，

防止未经授权的访问，保障了档案资料的安全。访问控制技

术用于限制不同用户访问档案资料的权限，保障档案资料的

安全，防止未经授权的泄露和篡改。数据加密技术则用于对

档案资料进行加密存储和传输，防止未经授权的泄露和篡改，

保障了档案资料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四、数字化古建档案管理平台的构建

（一）数字化古建档案管理平台架构设计

在数字化古建档案管理平台作为用户与平台进行交互的

窗口，需要具备一系列便捷的功能，例如档案数据的检索、

浏览、上传等。此外，前端设计还应注重用户体验，采用人

性化的设计理念，使平台易于使用，让用户能够快速上手。

后端数据库的搭建是整个系统的基石。为了确保档案数据的

安全性、完整性和可用性，数据库需要具备良好的结构化和

索引设计。同时，数据库还应支持数据的备份和恢复，以防

止数据丢失或损坏。常见的数据库管理系统包括 MySQL、

PostgreSQL 等。中间层服务负责处理用户请求和数据传输。

作为连接前端与后端的桥梁，中间层服务要实现对前端请求

的响应，将处理结果反馈给前端，同时将数据传递给后端数

据库。常见的中间层服务技术包括 RESTful API、WebSocket

等。

（二）数据采集与整理方法

为了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可以采用多种方式进

行数据采集，如扫描纸质档案、拍摄照片、录入数字化数据

等。在采集过程中，需要注意保持数据的原始性和真实性，

避免对数据进行篡改或遗漏。整理方法是确保数据质量的关

键环节。在整理过程中，需要对数据进行清洗、标注、分类

和关联等处理。数据清洗是指对数据进行去重、纠错、补全

等操作，以提高数据的质量；标注是指对数据进行标签化处

理，以便于检索和分类；分类是指根据档案的类型、主题等

进行归类；关联是指建立数据之间的关联关系，便于数据分

析和利用。

（三）数据存储与管理策略

数据存储与管理策略是数字化古建档案管理平台的核心。

在存储方面，可以采用分布式存储技术，将数据分散存储在

多个节点上，以提高数据的可用性和可靠性。此外，为了应

对数据丢失或损坏的情况，还需要制定数据备份和恢复策略，

定期对数据进行备份，并在必要时进行数据恢复。在管理方

面，需要有效地利用存储资源，按照档案的类型、主题等进

行分类存储。同时，需要制定严格的访问控制策略，限制用

户对数据的访问权限，确保数据的安全性。

（四）数据安全与保护措施

在数据加密方面，可以采用对称加密和非对称加密技术，

对数据进行加密传输和存储，确保数据的机密性。同时，需

要建立完善的访问控制机制，根据用户的身份和权限，限制

其对数据的访问。此外，还需要定期进行数据备份和演练，

以应对数据丢失或损坏的情况。在数据备份方面，可以采用

全量备份、增量备份和差异备份等多种方式，确保数据的完

整性。在演练方面，需要模拟真实的数据丢失或损坏场景，

测试数据恢复的效果，并根据测试结果对备份和恢复策略进

行调整。

五、古建档案信息共享平台的建设

（一）古建档案信息共享平台功能需求分析

古建档案信息共享平台需要具备以下功能：灵活的档案

信息录入方式，高效的档案整理流程，安全的档案存储机制，

快速的档案检索能力，友好的档案展示界面，深入的档案数

据分析以及便捷的数据共享功能。具体包括：提供多种档案

信息录入方式，如手动录入、批量导入、自动识别等，以满

足不同用户的需求；设计高效的档案整理流程，实现档案的

分类、排序、编目等工作的自动化；建立安全的档案存储机

制，确保档案数据的完整性、准确性和保密性；提供快速的

档案检索能力，支持多条件检索、模糊检索等高级检索功能；

设计友好的档案展示界面，方便用户查看和浏览档案信息；

深入分析档案数据，挖掘其潜在价值，为决策提供支持；实

现便捷的数据共享功能，支持档案数据在多个部门、机构之

间的高效传输与共享。

（二）古建档案信息共享平台用户界面设计

古建档案信息共享平台的用户界面设计应遵循简洁、清

晰、易用的原则，以提供用户良好的使用体验。界面设计应

采用简洁明了的风格，避免过多的装饰和复杂的布局，使用

户能够快速理解和操作。导航结构应清晰明确，通过明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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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和标签，使用户能够快速找到所需的档案信息。同时，

界面应提供直观的档案信息展示，例如使用清晰的图片和简

洁的文字描述，以便用户直观地了解档案内容。为了提高用

户的检索效率，界面设计应提供灵活的检索条件设置。用户

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设置关键词、时间范围、地理位置等

条件来进行检索，从而快速找到所需的古建档案信息。此外，

界面设计还应注重用户体验，根据用户反馈和行为数据进行

调整和优化。例如，通过用户研究和用户测试，了解用户的

需求和习惯，从而进行界面的优化和改进。古建档案信息共

享平台的用户界面设计还应具备良好的兼容性，以适应不同

终端设备的访问。平台应支持 PC、手机、平板电脑等多种终

端设备的访问，并且能够自适应不同屏幕尺寸的设备。

（三）古建档案信息共享平台数据交互与共享机制

古建档案信息共享平台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数据交互与

共享机制，实现档案数据在多个部门、机构之间的高效传输

与共享。机制应包括统一的数据格式、安全的数据传输协

议、权限管理以及数据共享流程。具体来说，统一的数据格

式有助于提高数据的兼容性和可移植性；安全的数据传输协

议可以确保数据在传输过程中的安全性和完整性；权限管理

可以控制不同用户访问和操作档案数据的权限，确保数据安

全；数据共享流程可以规范数据共享的过程，提高数据共享

的效率。

（四）古建档案信息共享平台的推广与应用

为推广古建档案信息共享平台，应加强宣传培训，让更

多的档案工作人员了解并掌握平台的使用方法。同时，平台

应提供优质的技术支持服务，解决用户在使用过程中遇到的

问题。此外，平台应不断优化升级，适应不断发展的档案业

务需求，为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在推广过程中，可以采用

多种方式，如举办培训班、研讨会、实地考察等，提高平台

知名度。同时，可以建立评价和反馈机制，收集用户意见和

建议，持续改进平台功能和服务，提高用户满意度。还可以

通过与其他档案机构的合作，共同推广平台，扩大影响力。

六、数字化古建档案管理与信息共享平台建设存在的

问题与对策

（一）问题

一方面，将古建档案进行数字化处理需要投入大量的人

力、物力和时间成本，导致项目成本较高。这一过程往往需

要专业人员进行操作，而且需要耗费大量时间，使得项目推

进较为困难。另一方面，古建档案的数据采集和整理工作具

有一定程度的难度和复杂性。由于古建档案的内容和格式多

样，而且部分档案可能已经遭到损坏或者缺失，这使得数据

采集和整理工作变得更加具有挑战性。在进行这项工作时，

需要专业人员进行处理，以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再

者，数字化古建档案的存储和管理也需要充分考虑数据的安

全性和可靠性。在存储和管理数字化古建档案时，需要采取

有效的措施来保护数据的安全，防止数据丢失、损坏或者泄

露。此外，还需要定期对数据进行备份，以确保数据的可靠

性和可用性。

（二）对策：

针对上述问题，可以采取一些对策。一是可以通过引入

自动化技术，如扫描仪和 OCR 技术，来提高古建档案的数

字化效率。二是可以建立一个专业的团队，负责古建档案的

数据采集和整理工作，以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三是

可以采用分布式存储和备份技术，以提高数据的安全性和可

靠性。同时，还需要加强数据的权限管理和访问控制，保护

古建档案的机密性和完整性。四是可以加强宣传和推广工作，

提高古建档案管理与信息共享平台的使用率和影响力，让更

多人了解和利用这一平台。

七、结束语

本研究通过对数字化古建档案管理与信息共享平台的建

设进行深入研究，提出了数字化古建档案管理平台的构建和

古建档案信息共享平台的建设的关键技术，并针对存在的问

题提出了对策。数字化古建档案管理与信息共享平台的建设

将有助于提高古建档案管理的效率和信息共享的便利性，推

动古建筑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然而，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实

践，以不断完善数字化古建档案管理与信息共享平台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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