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ournal of Water Resources Research 水资源研究, 2024, 13(6), 614-621 
Published Online December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jwrr 
https://doi.org/10.12677/jwrr.2024.136069  

文章引用: 陈薇薇, 熊凯, 龚敬. 水文基建项目档案管理数字化建设实践与探讨[J]. 水资源研究, 2024, 13(6): 614-621.  
DOI: 10.12677/jwrr.2024.136069 

 
 

水文基建项目档案管理数字化建设实践与探讨 

陈薇薇，熊  凯，龚  敬 

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湖北 武汉 
 
收稿日期：2024年11月25日；录用日期：2024年12月9日；发布日期：2024年12月31日 
 

 
 
摘  要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水文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增加和基建项目管理要求的提高，水文基建项目档案数量迅速增

加，档案管理难度也相应加大，传统管理方式与方法亟待创新。为了提高档案管理效率、确保档案信息全面和

准确、保障档案信息安全、促进信息共享等，本文结合长江委水文局水文基建项目档案管理的特点，探讨数字

化建设的实践方法，通过对水文基础建设项目档案管理数字化转型发展的实施路径、成效等进行探讨，研究成

果可为水文行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档案管理的数字化转型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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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increase of government investment in water conservancy infrastructure construc-
tion and the improvement of project management requirements, the number of water conservancy infra-
structure project files has increased rapidly, and the difficulty of file management has also increased ac-
cordingly. Traditional management methods and approaches are urgently in need of innovation to impr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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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 management efficiency, ensure comprehensive and accurate file information, ensure file information 
security, and promote information sharing.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ater conservancy infrastruc-
ture project files management in Bureau of Hydrolog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ractical methods of digi-
ta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through the exploration of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and achievements of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infrastructure project files management, the research results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infrastructure project files man-
agement in the water conservancy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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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水文基建项目档案是指水文建设项目在前期准备、实施、竣工、验收等各阶段过程中形成的，具有保存价

值并经过整理归档的文字、图表、音像、实物等形式的工程建设项目文件[1]。项目档案工作是水文基础设施项

目建设与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项目建成后运行、维护、管理等工作的重要依据，应融入建设管理全

过程，纳入建设计划、质量保证体系、项目管理程序、合同管理和岗位责任制，与建设管理同步实施，所需费

用应列入工程投资[2]。 
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大水文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十三五”期间长江委水文局水文完成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3.2 亿，“十四五”期间预计完成投资 10 亿，“十三五”、“十四五”期间总投资预计将超过 13 亿。随着水文

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投入，水文基建项目档案数量急剧增加，管理难度也不断加大，长江委水文局水文基建项

目档案从 2015 年的 220 卷暴增至 2023 年的 1450 卷，数量增加近 7 倍。 
传统的水文基建项目档案管理方式存在效率低、查询困难、易损坏等问题，难以满足现代化管理的需求。

为提高水文基建项目档案管理效率，长江委水文局在水文基建项目档案管理数字化方面做了大量探索，建设了

长江水文数智档案管理平台，实现档案信息的数字化存储、管理及检索，具有高效、便捷、可共享等特点，能

够显著提高档案管理效率和管理水平。 

2. 水文基建项目档案主要特点 

2.1. 文件种类数量多 

水文基建项目档案包括项目前期工作、项目建设管理、项目招投标及合同协议、项目施工、项目监理、项

目试运行、项目竣工验收等各类文件，每类文件又包含众多文件，以项目招投标及合同协议为例包含招标计划、

招标文件、投标文件、询价谈判文件、合同及协议书、谈判文件等。单个水文基建项目档案文件数量就能达到

上百个。水文基建项目档案管理，依照《建设项目档案管理规范》(DA/T28-2018)、《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档案管

理规定》(水办[2021] 200 号)等进行分类管理。 

2.2. 参与主体多 

水文基建项目一般涉及建设、设计、施工、供货、监理、质量监督、运行管理等单位。档案文件从形成、积

累、整理、审核到移交和归档，由建设单位负总责，参建单位共同参与完成，参与各方多且分散，各方高度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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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才能确保基建项目文件归档及时、完整、系统和准确[3]。 

2.3. 形成周期长 

水文基建项目建设周期短则几月长则几年，档案的生成、归档伴随着项目建设的整个周期。长江委水文局

水文基础设施项目档案管理办法对文件的归档时间作出了要求，例如施工文件(含竣工图)，在项目合同验收后归

档，建设周期长的项目可分阶段或按单位工程、分部工程归档。 

3. 现代信息技术在档案管理数字化建设中的应用 

3.1. 数据库技术 

数据库技术作为信息存储与管理的核心工具，在 20 世纪 60 年代首次出现，至今已有数十年的历史，在近

几年我国现代网络科技蓬勃演进的大背景下，国内信息技术也得到了完善，数据库在理论架构和实际应用发展

上都有很大进展[4]。数据库技术构建了一个集中化、高容量的数据存储中枢，能够有效地收纳海量的数据及相

关元信息，并通过标准化的结构化查询语言，高效便捷的进行数据检索、更新和维护。数据库作为档案管理的

基石，有力支撑档案信息的快速检索、自动化统计、多维度分析以及深层挖掘等能力。 

3.2. 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 

地理信息系统(GIS)是一种强大的信息技术手段，用于捕捉、存储、分析和视觉呈现所有类型的地理数据。

在档案管理中，可以帮助资料管理者和资料使用者直观、立体地查看档案在地理空间上的分布，从而优化档案

管理流程，提升数据检索效率。 

3.3. 云计算技术 

传统的档案电子化存储常常面临空间受限、数据安全等诸多问题，而云计算凭借其规模、弹性的存储能力，

可以依据业务需求实时灵活地调整存储容量，确保档案长期安全保存。同时，云计算技术提供高级的数据加密

技术和安全防护措施并可实现数据的远程安全存储、冗余备份及灾备恢复机制，以保障数据的安全性，有效抵

御硬件故障、数据遗失等风险，维持档案数据的完整性与可用性。 

4. 水文基建项目档案管理数字化建设实践 

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近些年在档案高效、智能管理上做了系列的探索，以整体智治、数字赋能为目的，

按照集中搭建、共享应用的模式建设了长江水文数智档案管理平台，通过统一业务标准、统一技术接口、统一

汇总平台推进档案全流程智能管理，形成“一总库、两中心、三平台”的总体架构(见图 1)，平台结构如图 2 所

示。 
“一个总库”指档案数字资源库，是推动档案资源数字化、实现数智管理的基础；“两个中心”指“数据中

心”和“业务中心”，是构筑数智档案管理的双驱动引擎；“三个平台”即归档交换平台、资源管理平台和资源

利用平台，平台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等新技术，加快档案资源深入挖掘和档案管理数智化

转型[5]。 
长江水文数智档案管理平台下设水文基建项目档案数字化管理系统，在应用系统的基础上，长江委水文局

针对水文基建项目数字化管理在标准建设、安全管理、应用实践等方面做了探索。 

4.1. 建立数字化管理系统 

水文基建项目档案数字化管理系统依托长江水文数智档案管理平台，系统包括档案收集、档案管理、档案

鉴定、档案编研、档案统计、库房管理、档案利用、数据管理等功能。其中，档案收集包含文件目录、文件归 

https://doi.org/10.12677/jwrr.2024.136069


水文基建项目档案管理数字化建设实践与探讨 
 

 

DOI: 10.12677/jwrr.2024.136069 617 水资源研究 
 

 

图 1. “一总库、两中心、三平台”架构管理平台 
 

 

图 2. 平台结构示意图 
 
档、预归档管理、预归档日志；档案鉴定包含密级鉴定、保管期限鉴定、开发控制鉴定、销毁鉴定、到期鉴定

等；档案编研包含在线编研、分配编研任务、在线排版等功能；档案利用包含未入库、已入库全文检索、档案

借阅、授权阅读、利用日志等。系统与 OA 办公系统绑定，能够实现水文基建档案线上预归档、审批、归档以

及利用，并实现档案信息的数字化存储和分类管理，系统档案管理流程如图 3 所示，归档流程如图 4 所示，水

文基建项目档案管理界面如图 5 所示。为保证档案管理的规范和安全，系统建设有标准规范体系和安全运维体

系，并具备严格的分级权限管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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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系统档案管理流程图 
 

 

图 4. 归档及管理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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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水文基建项目档案管理系统界面图 

4.2. 制定数字化建设标准 

水文基础建设项目档案管理需要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要求，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水利

档案工作规定》等。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要深入了解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要求，建立完善的档案管理制度和

流程，同时还需根据实际需求制定切实可行的标准办法。长江委水文局结合水文基建项目档案管理的实际情

况，制定了长江委水文局水文基础设施项目档案管理办法等标准，针对水文基建项目档案参与主体多的特点，

管理办法对档案管理组织机构、各参与主体的职责任务进行了详细的规定；针对形成周期长的特点，管理办

法对各阶段的档案归档时间进行了明确的要求；同时管理办法对水文基建档案的数字化转化、存储、文件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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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文件归档、分类与整理、数字化采集、管理等进行了规定，以确保水文基建项目档案数字化管理的规范

化和标准化。 

4.3. 加强数字化安全管理 

加强数字化安全管理是水文基建项目档案管理数字化建设的重中之重。《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式下档案工

作的意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中明确对档案安全与信息保密提出具体要求，对构建档案安全体系作

出明确规定[6]。数字档案管理安全特性包括完整性、可用性和可控性，完整性是指数量齐全及档案间有机联系

没有被割裂；可用性指档案内容的可利用性、识别性、兼容性和完好性，可控性指对于人员管理、权限控制、

传播范围、信息保密等工作流程中的控制和限定[7]。通过规范档案管理、档案智能分析、加密技术、备份技术、

权限管理技术等能够强化水文基建项目数字档案安全管理。 

4.4. 推进数字化应用实践 

推进水文基建项目档案管理数字化应用实践是实现数字化建设的核心。长江委水文局结合实际需要，积极

推进数字化应用实践，通过系统建设、人员培训、系统使用等，使数字化建设成果与水文基建项目档案的生产、

归档、使用有机结合，将数字化技术应用于水文基建项目档案管理的各个方面。目前，长江委水文局水文基建

档案管理均使用数字档案管理系统，切实提高了档案管理效率与规范化水平。 

5. 水文基建项目档案管理数字化建设的效益 

5.1. 提高管理效率 

数字化建设将传统的手工操作转化为计算机操作，能够显著提高管理效率。数字化采集和存储可以快速完

成纸质档案的转化和存储；数字化检索可以实现快速查找和浏览；数字化统计分析可以对大量数据进行深度挖

掘和分析等。这些技术的应用能够减少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率和管理水平。 

5.2. 促进信息共享 

数字化建设实现水文基建项目档案信息的共享和利用。通过数字化管理系统和网络技术，可以实现不同部

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和交流，避免信息孤岛现象的出现。同时，数字化建设还可以为其他领域提供数据支持和参

考，推动水利工程建设的全面发展。 

5.3. 保障信息安全 

数字化建设可以通过加密技术、备份技术、权限管理技术等措施保障信息安全。这些技术的应用能够防止

档案信息被非法获取、篡改、泄露等问题的出现，保障水文基建项目档案信息的安全性和保密性。同时，还需

建立完善的数据安全管理制度和应急预案，提高数据安全防范意识，加强人员培训和管理，防止内部泄露和人

为操作失误带来的安全风险。另外，数字化建设还可以提高档案的持久性和稳定性，避免纸质档案因环境因素

而造成的损坏和损失。 

6. 总结与展望 

水文基建项目档案管理数字化建设是水利工程建设管理的重要发展方向。通过建立数字化管理系统、制定

数字化建设标准、加强数字化安全管理、推进数字化应用实践等措施的实施，可以实现水文基建项目档案管理

的数字化转型和发展。数字化建设在提高管理效率、促进信息共享、保障信息安全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为相

关领域的管理工作提供参考和借鉴。未来，随着信息化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数字化建设将在水文基建项目

档案管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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