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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提质增效 标准先行

《纸质档案抢救与修复规范 第2部分：

档案保存状况的调查方法》解读

文/ 黄丽华 张美芳

档案保存状况调查是档案保护的重

要基础性工作，《纸质档案抢救与修复规

范 第2部分：档案保存状况的调查方法》

(DA/T 64.2—2017)（以下简称《档案保存

状况的调查方法》)作为档案行业标准，于

2018年1月1日起实施。

制定背景

档案保存状况调查涉及面广、任务

重、复杂程度高，开展此项任务前需要对

调查内容、方法、范围等进行系统研究，

以便确定科学合理的调查方案，确保调查

工作顺利推进。《档案保存状况的调查方

法》规定了调查内容、方法和范围，馆藏

单位可以以其为依据，开展档案保存状况

的调查研究工作，并进行相关数据统计分

析，科学制定档案抢救修复方案和策略，

建立档案保存现状信息数据库。

制定该标准的目的是为各级各类档案

部门开展档案保存状况调查、摸清家底、

全面了解和掌握所藏档案保存情况提供参

考和依据，为有重点和有针对性地开展档

案保护与抢救工作、制定档案抢救修复方

案、提出档案保护发展策略奠定基础，为

建立档案保存现状信息数据库、实现档案

保存现状动态管理提供可能。

标准的作用

《档案保存状况的调查方法》在开展

档案保存状况调查中有重要作用。

第一，《档案保存状况的调查方法》

可以对所保管档案的构成特点、数量、分

布、信息内容、载体组成、保存状态、损坏

程度、保管方式、保护手段等一系列问题

形成全面、深入的了解，对需要保护的对

象建立完善的系统性认知，为制定相应保

护策略和保护计划提供第一手材料。

第二，《档案保存状况的调查方法》

有助于档案保存现状的规范化著录与描

述。纸质档案保存现状调查通过对每卷

（件）档案进行专门的、详细的、标准化的

信息著录和说明，包括各类档案的背景资

料、历史沿袭、存在状况、保存环境、保护

手段以及其他一系列专用术语的介绍等，

有助于对档案有更深一层的了解和认识。

第三，《档案保存状况的调查方法》

可以获得大量关于馆藏档案的系统化信

息，通过对调查数据的整理、统计和分析，

一方面，可以建立档案保存现状信息数据

库，实现档案保存状况动态管理；另一方

面，可以发现档案长期保护工作中的一些

问题或疏漏，提出完善和调整的改进建

议，全面提高档案保管的科学化水平。

第四，《档案保存状况的调查方法》

可以从当前馆藏中找到一些原先并未得到

应有重视的珍贵历史档案，发现其特殊价

值和作用，为历史、民俗、文化等方面的社

会学研究带来影响，意义非凡。

主要内容

开展纸质档案调查可以在不同范围内

进行，包括省市、行业等档案部门以及各级

各类档案部门（本单位）。一般情况下，纸

质档案调查在一个单位内部进行，是一项

由馆藏单位总体部署，多方人员共同参与

的工作，调查范围、调查重点应该由馆藏

单位根据开展调查的目的自行决定，调查

方法及内容应遵循统一规范。

纸质档案保存现状调查内容主要包

括两个方面：档案个体调查和档案保管状

况调查。

档案个体调查主要内容是对纸质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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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制成材料、保存现状、损坏程度、老化

状况、形成时间、信息内容、记录形式、

价值、重要程度等相关问题进行系统调

查，根据档案破损情况和稀缺程度确定

其日后的抢救措施和修复方案。调查主

要项目包括：纸张、字迹材料种类，纸张

酸化、老化程度，霉变、虫蛀、受污染情

况，档案撕裂、残缺、粘连、絮化、字迹洇

化或扩散、字迹褪色现象，档案形成时

间、来源、记录内容、记录形式、是否有

特殊价值和意义，档案信息内容的稀缺

和重要程度。

档案保管状况调查主要是对档案保

管环境条件、历史上曾经采取的修复方

法、馆库情况变化等进行调查。调查主要

项目包括：档案馆的地理位置和库房建

筑、装具情况、消防设施、温湿度调控、防

光措施、空气质量、防霉防虫手段、档案主

要修复方法、档案管理制度、档案保护技

术和管理人员情况。

纸质档案保存现状个体调查主要方

法有：普查、抽样调查和重点调查。普查是

全面性调查，即对全部馆藏或者部分档案

进行普遍的、逐卷（件）、逐页的调查，适

用于馆藏档案数量较少的档案部门或某一

重要专题档案。抽样调查是馆藏单位根据

自身情况先对纸质档案进行分类，在分类

的基础上可进一步开展随机或等距抽样，

样本要能反映被调查的整体情况，分类可

依据档案形成的时间、保管库房、所属全

宗、档案载体类型等进行。重点调查是在

馆藏中选择一部分档案进行调查，这些档

案在馆藏中虽然只是一部分，但具有代表

性和典型性，通过对重点部分的调查就能

够反映出整体现象或基本情况。

调查中，馆藏单位可根据自身馆藏的

数量和特点，确定调查选用的方法，依据调

查档案的损坏和珍贵程度、调查经费、调查

人员等方面因素，确定具体的抽样数量。一

般情况下，依据馆藏量来确定抽取的样本

量。《档案保存状况的调查方法》还分别制

定了档案破损状况调查表和档案保存环境

调查表，表格内容基本覆盖目前全部档案

保存现状和保管条件，并充分考虑到调查

填写过程中的方便性和可操作性。

档案保存状况调查的组织和流程

档案保存状况调查工作在参照《档案

保存状况的调查方法》基础上，应由馆藏

单位统筹规划并指导实施。开展调查工作

时，首先应组建相关档案调查机构，开展

档案调查人员培训，使其明确调查任务并

掌握调查方法。对馆藏档案量较大的档案

馆，可列出计划，分步骤、分阶段地开展相

关调查工作，建立相关信息数据库。馆藏

单位在调查过程中可能随时会发现问题，

需要不断调整和完善调查方案，以便工作

的顺利推进。

馆藏单位在明确调查任务后，需要对

调查标准或规范进行认真研读。为便于调

查数据的填写和统计，在开展个体调查和

保管状况调查时，尽可能一次性收集齐所

需要的数据。馆藏单位在将调查记录输入

计算机转化为统计数据之前，应设计好统

档案保存状况调查组织流程图

计表格，数据核对无误后，借助统计软件

或相关工具进行数据的统计，得出有效结

论和规律性的认识。统计工作完成后，馆

藏单位可根据调查结果划分档案的破损等

级，分析档案保存中存在的问题，制定档案

抢救策略，实施保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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