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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档案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优化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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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水利工程档案作为工程建设的重要记录，承载着工程的历史、设计、施工等全过程信息。传统的档案管理在面对工程

众多、信息庞杂的现代挑战时显得力不从心，档案与工程建设管理的脱节、电子化水平不足、档案分散丢失等问题日益凸显，

迫切需要寻求科学合理的解决方案，以推动水利工程档案管理迈向更加高效、智能和可持续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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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record of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archives carry the entire process 

information of engineering history, design, construction, etc. Traditional archive management is inadequate in the face of modern 

challenges such as numerous engineering projects and complex information. The disconnect between archives and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insufficient level of electronicization, and scattered and lost archives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prominent.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seek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solutions to promote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archive management 

towards a more efficient, intelligent, and sustainabl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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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水利工程在社会经济

中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在水利工程的建设和管理中，

档案管理作为重要的支撑系统，却面临着一系列需要解决

的问题。为了更好地适应数字化时代的需求，提高档案管

理的科学性和效率，我们开展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一系列切实

可行的优化策略，以推动水利工程档案管理的现代化升级。 

1 水利工程档案的特点 

1.1 周期长 

水利工程档案的特点之一是产生和形成周期的长期

性。规划阶段涉及对水资源、环境影响、土地利用等多方

面的研究和分析，这些工作需要经历漫长的调研、勘测和

论证，因而形成的档案非常庞大。设计阶段工程师需要完

成各类设计图纸、计算书以及相关的技术文件，形成需要

经过反复验证和修改，确保方案的科学性和可行性，这个

过程常常需要数年的时间。接着是建设阶段，档案记录包

括了施工计划、工程进度、施工日志等，以及对原始设计

的调整和变更，这一阶段的档案形成周期与工程的实际建

设时间相一致，可能持续数年，尤其是对于大型水利工程

而言。随后是运行和维护阶段，涉及到水利工程的日常运

行、设备维护、水质监测等方方面面，运行和维护的周期

可能是水利工程生命周期中最为漫长的部分，可能持续几

十年之久，档案的更新、修订、补充将贯穿整个运行和维

护阶段。 

1.2 内容广泛，专业性强 

水利工程档案的内容显著特点在于其广泛而专业的

性质，档案所涵盖的内容不仅丰富多样，而且具有较强的

专业性。水利工程档案需要包含详尽的水文数据，包括但

不限于降雨量、径流量、水位等信息，为工程的规划和设

计提供了必要的基础。设计阶段形成的档案包括了大量的

设计图纸、计算书和技术规范，这些文件不仅涉及到土木

工程、水力学等多个专业领域，还需要满足相关法规和标

准，具备高度的专业性。建设阶段档案涵盖了施工计划、

施工图纸、工程进度、施工日志等，这些信息既需要对工

程的实际情况进行准确记录，又需要满足相关施工标准和

规范的要求。随着水利工程进入运行和维护阶段，档案内

容变得更加广泛，包括了工程的日常运行记录、设备维护

记录、水质监测报告等，这些信息不仅需要满足工程运行

的需要，还可能涉及环境监测、灾害防控等多个方面。 

1.3 涉及主体众多 

水利工程档案涉及主体众多，这是因为水利工程的建

设涉及多个阶段、多个专业领域以及多个机构和部门的参

与。规划部门需要提供相关的地理信息、环境评估报告等

资料，而设计院则负责产生包括设计方案、工程图纸、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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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规范等专业性文件。建设单位提供了项目的合同文件、

投资计划等档案，施工单位产生施工图纸、施工计划等，

监理单位则涉及施工监管记录等档案。运维单位产生了工

程的日常运行记录、设备维护档案，而环保和水资源管理

部门则可能涉及水质监测报告、灾害防控方案等档案
[1]
。

此外水利工程可能还会涉及到地方政府、相关研究机构、

第三方审计机构等多个主体，每个主体都在水利工程的不

同阶段产生、管理或使用着特定的档案信息。因此水利工

程档案管理要考虑到这些涉及主体的复杂性，需要建立协

同机制，确保各个主体之间的信息流畅、沟通有效，以保

证档案的完整性和可追溯性。 

2 水利工程档案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2.1 档案与工程建设管理脱节 

水利工程档案与工程建设管理脱节是一项普遍存在

的问题。在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工程建设管理涉及项目

进度、质量、成本等方面的具体实施，而档案管理则负责记

录和保存相关信息，以及为后续的监管、运维提供支持。在

实际操作中，由于管理体系的分工和信息流的不畅通，档案

与工程建设管理之间往往存在断层。这种脱节可能源于信息

传递的滞后、不对称，导致档案无法及时获取到工程建设的

最新信息。同时工程建设管理可能缺乏对档案重要性的充分

认识，未能将档案管理纳入整体管理体系中，使其成为工程

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档案与工程建设管理脱节，可能

导致信息不完整、难以追溯工程历史，影响了工程质量的评

估和后期管理的科学性。因此需要在工程建设的各个阶段强

化档案管理与工程管理的协同性，确保信息的实时传递和有

效整合，以提高水利工程全生命周期的信息管理效能。 

2.2 工程资料收集不完整、整理标准不统一 

水利工程资料收集的不完整性和整理标准的不统一

是档案管理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工程资料的收集不完整可

能源于对于所需信息的识别不足或信息采集过程中的遗

漏，在水利工程中，涉及多个学科领域的信息，如水文、

地质、设计、施工等，若在收集过程中未能全面考虑，就

会导致档案的信息缺失。整理标准不统一表现在不同主体、

不同单位在资料整理过程中使用的规范和标准存在差异，

可能包括文件命名方式、文件分类标准、归档结构等方面

的不一致，导致形成的档案难以形成整体体系。这种情况

下，由于资料的不完整和整理标准的不统一，水利工程的

档案难以提供全面、准确的信息支持，档案的不一致性也

可能在后续的检索和利用过程中造成困扰，降低了档案的

整体管理效能。因此需要在资料收集的初期加强对所需信

息的认知和规划，同时在整理过程中建立明确的标准，确

保各个主体、不同阶段的资料能够按照一致的规范进行整

理，以提高档案的信息完整性和整体性。 

2.3 工程档案的分散、丢失和损坏 

工程档案的分散、丢失和损坏是水利工程档案管理中

普遍存在的问题。分散主要表现在档案可能被存放在不同

的地点、由不同的主体管理，缺乏集中的统一管理体系，

档案的查找和检索变得复杂，容易导致信息的不及时共享

和利用。由于档案管理涉及多个主体，可能存在交接、移

交过程中档案遗失的情况，同时，档案在存储环境受到自

然灾害、人为破坏等因素的影响，导致损坏或丧失部分信

息，进而影响了档案的完整性。这种分散、丢失和损坏的

现象导致了水利工程档案管理的混乱和不可靠性。档案的

丢失可能意味着失去了工程历史的一部分，对于工程后续

的管理和决策产生了负面影响，档案的损坏则可能导致信

息的不完整，影响了对工程实际状况的准确了解
[2]
。因此，

有效管理和维护水利工程档案的完整性尤为关键。需要建

立健全的档案管理制度，强化对档案存储、传递过程的监

管，确保档案在整个生命周期内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和管

理。 

2.4 电子化水平不足，信息安全缺乏保障 

水利工程档案电子化水平的不足和信息安全缺乏保

障是当前档案管理面临的严重问题。电子化水平不足主要

表现在档案管理中仍然大量采用传统纸质方式，未能充分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数字化管理，这导致了信息检索、

共享、更新的效率较低，档案管理的整体运作流程相对滞

后。电子化水平的不足可能面临信息泄露、篡改和病毒攻

击等安全风险，缺乏合适的信息安全措施，使得档案中的

重要信息容易受到非法访问和损害。这种状况下，水利工

程档案管理难以适应信息化时代的发展要求，档案的安全

性和可靠性受到了威胁。信息技术的不足影响了档案的长期

保存和有效利用，可能导致档案的不完整性和可追溯性下降，

对工程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带来挑战。因此，为了提升水利工

程档案管理的电子化水平和信息安全水平，需要采取相应的

技术手段和管理策略，确保档案能够更好地适应数字化时代

的管理需求，并保障档案信息的安全、完整和可靠。 

3 水利工程档案管理的优化策略 

3.1 强化工程建设管理与档案管理的协同 

强化工程建设管理与档案管理的协同是水利工程档

案管理中至关重要的一项任务。首先协同工程建设管理与

档案管理能够确保档案的信息获取及时、准确，在工程建

设的各个阶段，及时收集和记录关键信息，使其能够迅速

整理成档案，确保了档案的及时性和完整性。其次强化协

同可以提高档案的质量和科学性，通过与工程建设管理相

结合，档案记录能够更加全面、详实地反映工程的各个方

面，包括规划、设计、施工等关键环节，使档案成为科学

管理和未来决策的可靠依据。此外通过与工程建设管理相

衔接，避免了重复的信息录入，确保了信息一致性，提高

了档案管理的效率和经济性。 

3.2 规范工程资料的收集和整理流程 

规范工程资料的收集和整理流程是确保水利工程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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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信息完整性的关键步骤。工程建设初期，明确定义资料

收集的范围和内容，这包括水文、地质、设计、施工等多

个学科领域的信息，确保覆盖工程全生命周期的所有关键

信息。不同阶段涉及的单位和个人应清晰了解其在资料收

集中的职责和义务，确保信息的全面采集。在施工、监测

等环节，工程人员应主动将产生的关键信息记录下来，并

按照规范进行分类整理。规范的整理流程还需要明确文件

的命名规范、归档结构等，文件的命名应简洁明了，方便

后续的检索和利用，归档结构应能够反映工程的不同阶段

和内容，使得档案的组织结构清晰有序。 

3.3 加强档案的集中管理与保护 

加强档案的集中管理与保护是确保水利工程档案长

期安全性和可追溯性的至关重要措施。确立档案的集中管

理体系，明确定义专门的档案管理机构，负责统一组织、

管理和监督水利工程档案，该机构应设立明确的责任岗位，

包括档案管理员、保管员等，以确保档案的统一管理和监

控。建立安全有效的档案保管设施。确保档案存储环境符

合相关的温湿度要求，采取防火、防水、防盗等措施，以

提高档案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对于数字化档案，也要建立

相应的信息安全体系，防范信息泄露和损坏的风险。在集

中管理的过程中，要规范档案的存储和检索流程，建立明

确的档案分类、编目和检索体系，确保档案信息的快速检

索和高效利用，定期进行档案清点和检查，确保档案的完

整性和准确性。 

3.4 推进电子化水平提升与信息安全保障 

推进电子化水平提升与信息安全保障是适应数字时

代需求、提高水利工程档案管理效能的关键举措。加强电

子化水平提升，采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将纸质档案数

字化，建立电子档案数据库，确保数字化过程规范、高效，

保留档案的原始完整性，并建立完善的数字化管理系统，

方便信息的检索和利用
[3]
。加强信息安全保障，建立健全

的信息安全管理体系，包括完善的权限控制、加密传输、

防病毒等措施，确保电子档案的安全存储和传输，定期进

行信息安全风险评估，及时更新防护措施，防范潜在的信

息泄露和损坏风险。在推进电子化的同时，培养相关人员

的信息化素养，提高他们使用电子档案系统的熟练程度。

通过培训确保工程人员能够熟练操作电子档案系统，更好

地参与档案管理的各个环节。 

3.5 建立完善的水利档案管理制度 

建立完善的水利档案管理制度是确保档案管理科学

规范、有序运作的基础。该制度的建立不仅有助于规范档

案的收集、整理、存储和利用，还能够提高档案管理的效

率和质量。建立专门的档案管理机构，确定清晰的职责分

工和管理层级，确保档案管理有明确的组织架构和责任体

系。确立档案的收集、整理、存储和利用的标准流程，明

确各个环节的操作规范和文件命名规则，通过建立流程标

准，提高档案管理的一致性和规范性。建立完善的档案管

理制度还需要明确档案的保密性和安全性要求，建立相应

的信息安全管理制度，确保档案信息不被泄露、损坏或篡

改，保障档案的完整性和可信度。根据法律法规和实际需

求，明确各类档案的保存期限，及时清理不需要保存的档

案，释放存储空间，提高档案管理的效能和资源利用率。 

3.6 加强水利工程档案管理的信息化建设 

加强水利工程档案管理的信息化建设是适应现代管

理需求、提升档案管理效能的重要举措。建立完善的电子

档案数据库，将纸质档案进行数字化处理，建立结构清晰、

操作便捷的电子档案数据库。这有助于提高档案信息的存

储效率，方便档案的快速检索和管理。借助云计算技术，

搭建水利工程档案管理的云平台，实现多地点、多用户之

间的实时信息共享，这样可以加强协同办公，提高档案管

理的效率和灵活性。采用先进的加密技术、权限管理系统

等手段，保障电子档案的信息安全，防范信息泄露和损坏

的风险。开展相关培训，提高工程人员对于信息化工具的

熟练使用程度，确保他们能够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进行档

案管理工作。 

4 结语 

综合考察水利工程档案管理的特点和问题，提出了一

系列切实可行的优化策略。通过强化工程建设管理与档案

管理的协同、规范工程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加强档案的集

中管理与保护、推进电子化水平提升与信息安全保障、建

立完善的水利档案管理制度以及加强信息化建设等措施，

我们的目标是优化档案管理，以提升管理效率和科学性，

确保档案信息的安全、完整和可追溯。为水利工程管理提

供更为全面、现代化的支持，助力工程的长远发展和决策

制定。通过不懈努力构建更加健全、高效的水利工程档案

管理体系，迎接数字化时代的挑战。 

[参考文献] 

[1]徐典保.水利工程运行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分析与优化

策略分析[J].农业开发与装备,2023(7):115-117. 

[2]孙帅.工程档案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优化策略[J].机

电兵船档案,2023(2):81-82. 

[3]孔旸.工程档案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优化策略研究[J].

北京档案,2022(10):24-26. 

作者简介：米尔古丽·阿不都哈力克（1989.11—），毕业

院校：南京师范大学，所学专业：汉语言文学，当前就职

单位名称：新疆卡拉贝利水利枢纽工程建设管理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