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建档案异地备份保存问题研究

□吴淑范

【摘　要】本文从城建档案在各种灾后重建和恢复生产生活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这一角度，论述了城建档案异地备

份保存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对城建档案异地备份保存的地理位置确定、实施步骤安排和备份内容选择等方

面提出一些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建议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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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对城建档案进行异地备份保存。各

种自然灾害（如地震、台风、水灾、

火灾等）无疑对保存城建档案的房屋

及各种设施及载体造成损毁和缺失，

对于灾后重建利用城建档案产生极

其严重的制约和影响。如果能够未

雨绸缪，提前进行了城建档案异地

备份保存，就能弥补突发灾害事件

对城建档案造成的损失，起到雪中

送炭的应急作用，也为受灾地区进

一步健全完善城建档案系统提供准

确的基础信息资源。

（二）人为灾害的难以预测性

需要对城建档案进行异地备份保存。

当今世界，由于政治、经济、民族、

宗教、资源、气候、价值取向等各种

矛盾的影响，造成局部战争、局部动

乱、恐怖袭击、网络犯罪等各种人为

灾害和灾难频发，也会对当地的各种

建筑设施造成破坏，作为承载城建档

信息的基础设施也难以免遭战火、战

乱以及其他方式的侵袭，引致档案原

件或信息系统造成破坏。而城建档案

遭到破坏后是不会再生的，这些人为

的难以提前100%预测的因素都迫使

人们思考研究城建档案的异地备份保

存问题，以此来提高城建档案馆在防

灾减灾中的服务能力。

（三）高科技犯罪的隐蔽性需要

对城建档案进行异地备份保存。随着

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各级城

建档案馆都在加快数字化和网络化建

设进程，给一些网上黑客提供了可乘

之机。数字化城建档案信息和数据一

旦被破坏便难以复制，因此为了防止

一些精神扭曲之徒和别有用心之人进

行网上攻击和破坏，我们也需要对城

建档案秘密进行异地备份保存。

二、城建档案异地备份保存
的可行性

（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应

用为城建档案信息异地备份保存创造

了条件。如今计算机技术在城市建设

管理部门应用已经十分普及，大多数

城建档案馆已经建立了收集检索利用

等计算机管理系统，各级城建档案馆

也开始接收电子档案。其中，同步数

据库复制技术、网络附加存储和存储

区域网络使电子文件的异地备份存储

成为现实。同时，国内外许多IT企业

开发了数据备份系统软件，这些软件

都提供了远程异地备份、跨网络平台

备份、自动化备份与恢复、病毒警示

自然灾害（地震、台风、海啸、火

灾、水灾、山洪泥石流等）对人类社会

的危害是极其巨大的，人为灾害（战

争、动乱、恐怖袭击等）对现代社会的

创伤也是非常严重的。5.12汶川特大

地震和4.14玉树特大地震给人民生命

财产和精神造成的损失和伤害至今使

人难以忘却。各种灾害过后，重建家

园和恢复生产生活是保持社会稳定、

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的重要举措，也是

体现政府应对危机和执政能力的最

直接验证。实践证明，对救灾减灾影

响最大的是各种建筑物的倒塌、陷落

和交通、给水、排水、供电、通信等管

线中断问题，作为记录这些城市基础

设施建设和发展的城建档案在灾后

重建和恢复生产生活过程中起着举足

轻重和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城建

档案也会在各种灾害中遭到破坏甚至

丧失，因而对城建档案异地备份保存

问题确需提上应有日程，这也是城建

档案工作者和科研人员需从战略高度

认真思考和研究的重大课题。

一、城建档案异地备份保存
的必要性

（一）自然灾害的不可抗拒性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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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功能。这些都为城建档案异地备份

保存提供了技术支撑。

（二）国家档案局发布的《数字

档案馆建设指南》为城建档案异地备

份保存提供了政策依据。国家档案局

发布的《数字档案馆建设指南》中关

于长久保存策略章节指出，根据数据

重要程度以及管理和利用的需要，选

择在线、近线、离线、异地、异质和

分级存储等技术和方式对城建档案进

行长久保存，同时国家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国家档案局要求各地要强化城

建档案异地备份保存的协调机制，这

些都为城建档案异地备份保存提供了

有力的政策支持和机制保障。

三、城建档案异地备份保存
地理位置确定

目前全国县级以上城市都基本

建立了城建档案馆，主要大中城市城

建档案馆基本实现了或正在逐步实施

数字化。我们要充分利用现有资源优

势，通过各城建档案馆相互对接，充

分考虑自然灾害发生频度、气候差

异、地理环境因素及防灾救灾能力，

签订馆际之间合作意向，最后达成异

地备份保存协议。

（一）选址要合规。选择对接备

份城建档案馆馆址及其建筑设计要符

合规范要求，如选择备份的馆址要远

离危险源，沿海地区的城建档案馆要

远离海岸线，规避台风海啸的威胁和

破坏，山区的城建档案馆要远离有深

度断层的山体，避免山洪泥石流等灾

害对档案馆的危害。

（二）远离地震带。选择对接备

份的城建档案馆应尽量远离比较活跃

的地震带，实在无法避免，也应选择

处在不同地震带上的城市作为备份选

址，这样可以规避地震发生时同时遭

到破坏，降低受灾概率，确保地区遭

灾城建档案不受损。

（三）气候应适宜。我国幅员辽

阔，南北东西气候类型不尽相同，应

尽量避免选择同一气象灾害产生的地

域，同时须选择日、光、温、湿、压

等气象要素适宜于备份保存城建档案

的地区。

（四）生态要优良。由于各地

发展的不平衡，一些地区以牺牲环境

换发展，造成生态急剧恶化。诸如高

温、高湿、大风等极端气候时有发

生，大江大河时有泛滥，所以选择对

接的档案馆须远离这些地方，要选择

山川治理特别好、抗击灾害能力非常

强、生态环境十分优良的地域。

四、城建档案异地备份保存
实施步骤

（一）制定异地备份方案

就备份而言，可以分为离线备份

或叫做冷备份和在线备份或叫做热备

份。离线备份主要是依靠备份技术来

实现的，主要步骤是将数据通过备份

系统备份到磁带上，然后将磁带运送

到异地保存。在线备份要求两地城建

档案馆同时工作，两馆有传输连接，

数据从一馆实时复制传送到另一馆。

根据冷备份和热备份的特点，备份城

建档案馆要根据馆藏档案信息的重要

程度、珍贵种类、密级等级采取相应

的备份种类或相互结合，从而保障数

据安全。

（二）选择软硬件设施

对接备份的城建档案馆要相互沟

通，在购买设备时要考虑软硬件的兼

容性，选择标准要统一，不能各自为

战，浪费资源。

（三）制定应急预案

实施对接联机后，要保证通信线

路和网络设施的安全，检查设备能否

正常运行，有无备用电力设施，要加

强备份工作人员的培训及风险制度建

设。定期对备份系统进行检测，确保

城建档案异地备份系统正常运转。

五、异地备份保存城建档案
内容选择

城建档案异地备份是为了应对自

然灾害和人为灾害等突发事件设立的

系统管理措施，所以选择异地备份档

案的内容种类至关重要。

（一）城市地下管线档案。城市

地下管线工程与人民生产生活息息相

关，灾难发生时会造成供电或通信中

断、供水管道破裂、燃气泄露、污水

横流，严重时造成城市瘫痪，人民生

命财产受到威胁。所以这类档案是首

选在备份之列的。

（ 二 ） 党 政 机 关 和 新 闻 机 构

档案。党政机关、新闻媒体办公大

楼，大型商贸中心是恐怖分子袭击

的主要目标，这部分档案需列为首

选备份之列。

（三）大型物流仓库、燃气油

库、弹药库等档案。这些场所一旦遭

到袭击爆炸，后果不堪设想，该部分

档案也要列为首选备份之列。

（四）涉秘地名和测绘及人防军

事工程档案。一些涉及国家秘密的地

名和测绘档案特别是涉及军事秘密的

此类档案，一旦毁损和泄露，对国家

安全会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更需列

为首选备份之列。

总之，城建档案异地备份保存内

容的选择要根据各馆的数字化水平和

档案重要程度、秘密等级、保管期限

等来综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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