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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述

智慧档案馆（库）的集成系统采用了 RFID射频技术、大数据

和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构建了一个全面的档案管理和保护平台。

系统将智能密集架，环境监控，安全监控，3D导航，档案修复和

保护设备集成在一起，对档案信息资源进行一体化管理。其通过物

联网技术，实现了设备与系统之间信息，资源的共享，支持海量数

据访问，并具有告警，权限管理，报表生成与联动控制等功能，达

到档案库房“十防”保障要求，对纸质和电子档案进行全面管理。

该项目的内容涉及档案库房设计，设备购置及安装等方面，目的是

为了提高档案管理智能化和自动化程度，并在此基础上留出接口模

块，为二次开发提供支撑，满足档案事业发展的需要。

（一）各系统说明

1.智能密集架系统

系统提供了图形化的界面来显示密集架的布局和内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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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界面对设备状态进行监测和远程控制。主要功能有：具体列

开 /关、指示灯控制、LCD显示内容管理、区域通风和多通道状

态控制、设备状态的实时反馈等。整合触摸屏控制和智能馆库系

统支持档案查找定位和环境状态显示以及运动超速，超时和系统

故障报警。

2.RFID档案识别系统

通过运用超高频 RFID技术和电子标签来管理档案信息，我

们能够实现档案的实时监控以及自动借阅、归还、查找和盘点功

能。该系统由 RFID智能门禁组成，支持远程防盗和出入库管理并

具有数据自动备份功能以保障信息安全。定位精度较高，可准确

至单个档案盒 ±5cm以内。

3. 档案库房环境监控系统

通过温湿度传感器、消毒灭菌、漏水和空气质量检测实现档

案安全和环境最佳状态。包含自动控制中央空调、恒湿净化消毒

一体机，确保温湿度恒定；定时消毒灭菌，无需人工干预；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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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及时报警；空气质量监测系统超标报警，确保档案和人员

健康。

4. 档案库房安全管理系统

档案库房安全管理系统结合视频监控、红外防盗和烟雾报警

技术，全面监控库房安全。实时视频监控记录入库人员和档案使

用情况；红外探测器24小时监测库房动态，异常时触发录像保存

和报警通知；烟雾探测及时预警，保护档案免受火灾威胁。

5. 档案库房灯光控制系统

在各档案库房灯控区域安装 RFID读卡器，读卡器监测到持有

合法工卡的工作人员进入或离开时，系统自动打开或关闭相关区

域的灯光，以解决档案库房人来灯开、人走灯灭的问题，并且权

限可控。同时可在中央控制台方便查看库房灯光开、关情况。

6. 智慧屏公告系统

在库房门口区域安装一块智慧大屏，实时显示该库房的馆藏

信息、温湿度的信息以及该库房的一些活动和警报信息。功能包

括以下内容：

（1） 实 时 显 示 库 房 内 环 境 数 据（ 温 度、 湿 度、PM2.5、

TVOC、二氧化碳）

（2）智慧库房内实时显示 RFID盘点结果、24小时 RFID监

测异常。

（3）可全景3D化显示库房内环境变化、警报。

（4）可播放档案馆历史文化视频及宣传视频等

（5）用户可自行发布公告、重要活动

7. 智慧档案库房一体化管理平台

智慧档案库房一体化管理平台将所有子系统（内容涉及智能

密集架，RFID管理，环境监控，安防，消防）整合在一起，通过

统一的人机界面实现全流程的管理和设备的智能联动。该平台支

持集中监控，数据智能分析等功能，在提供底层通讯协议的支持

下实现了高效一体化的控制与管理，便于数据共享与应用整合以

适应智慧管理的需要。

二、安装与调试

（一）密集架安装

1.密集架轨道设计制作与安装

密集架轨道为20×25mm实心方钢及 δ=3.0mm冷轧钢板制

成，每节基准长度为1000mm，端部加工保证误差≤0.50mm，

焊接过程中保持平行垂直。轨道表面镀有亮泽，轨座上喷塑有

黑色亚光。安装前应将轨道沟槽留于地面上， 使地面水平度

≥10mm；轨道用干浆混凝土掩埋连接。安装过程中确保轨道水

平，两轨平行度偏差 <1.5mm，对接误差≤0.3mm。利用红外线

水准仪进行测试，达到技术标准，最终将轨道四周的杂物清理干

净，对库房的地面进行全面的清洗。搬运、堆放轨道时应保护库

房内的设施免受损坏。

2.架体安装

（1） 架体安装人员必须按乙方公司制订的《产品安装标

准》，《产品安装须知》等安装要求规范安装，所有零部件须连接

牢固、到位。

（2）防倒钩在每区移动列头二组必须安装到位，“到位挡

块”按标准配件安装牢固。

（3）安装完毕后须按《产品安装标准》由安装负责人带领下

进行初步验收，验收结果由安装负责人确认并签字。

（4）安装负责人在安装期间须协调好各安装工种人员（架体

与电气人员）的关系，强调协作精神，严格控制安装质量和安装

时间。

3. 架体安装步骤

（1）架体安装技术要求：

1）每标准节组装后，外形尺寸（长、宽、高）的极限偏差为

±2mm。

2）每标准节组装后，侧面板上、中、下的对缝处的间隙应小

于2mm。

3）门缝间隙应均匀一致，间隙应在1.0 ～ 2.0mm之间。

（2）安装顺序：有次序的安装。

（3）到货前做好库房设备的防护工作；重点须做好下列各项

防护工作：

1）通道两边的墙面须用纤维板做好防护。

2）楼梯扶手或电梯内，须用厚纸板或纤维板做好防护。

3）各库房的门板门框须用厚纸板或纤维板做好防护。

4）堆放产品的地面须用纤维板做好防护。

4. 架体电气控制系统安装步骤

（1）架体电气控制系统安装，按供方的安装技术标准，以区

域为单位，逐列安装完成一个区域的安装，即进行调试检测。

（2）总体调试。

5. 电源线与电气系统布线步骤

（1）档案库房中的所有电源线和电气系统使用的网络线均需

要预埋入；

（2）凡有电线在埋入地（墙）面内、外需用 ф25专用铁管

或 PVC管套保护；

（3）用于智能密集架的电力电源线路和网络线路应在地面装

饰面制作前和墙面装饰面制作前铺设好，并留足线头接线长度约

300mm；

（4）所有预埋入的电源线和通讯线、接头连接牢固，防导电

应符合接线标准，中间不得有断裂等不通电故障；

（5）按电气线路图进行管线铺设；

（6）检测用万向表进行检测，铺设的线路是否安全牢固。

（二）产品调试

调试人员应按各种型号产品的功能和标书内容中提出的功能

和要求进行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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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调试中出现零部件（元器件或线路板）的质量问题时，应

找出问题的根源，并配合安装人员及时地修复。

发扬协作精神，服从安装负责人的统一安排。

（三）工程现场安排人员计划

（1）电源线路和网络线路开沟2人；

（2）电源线路和网络线路布设3人；

（3）地轨轨道留槽2人；

（4）地轨轨道安装铺设2人；

（5）密集架架体安装2人；

（6）电气系统设备安装5人；

（7）产品调试5人。

（四）注意事项

密集架库房的设计中考虑到使用平行于地轨的 LED灯带来

保证足够的光线，同时地面要留槽安装地轨使其平整以便推车作

业。建议采用带保温、防盗等功能的特殊门，库房一体机需留排

水管，以免人工排水。配电箱要根据不同地区单独接线，并考虑

智能化设备留线。确认消防设施设置是否达到验收标准以及在搬

运过程中要考虑空间利用问题。一体机的排水建议采用口径为

32mm的管线，机柜是库房的核心，要考虑到它的产热、噪音等因

素，摆放在合适的地方才不会对办公环境造成影响。

三、运行

（一）试运行

档案库房管理系统调试完成，所有设备能够正常运转。计划

开始试运行。

1. 执行标准

所有设备、材料、施工工艺及施工符合下面所列规范和设计

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

《档案馆建筑设计规范》JGJ25-2010

《档案馆建设标准》（建标103—2008)

《数字档案馆建设指南》

《智能建筑设计标准》GB50314-2015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JGJ16-2008

《安全防范工程技术标准》GB50348-2018

《安全防范系统验收规范》GA308-2001

《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规范》GB50311-2016

其他相关国家和行业标准及规范

2.试运行时间

完成实施阶段后进行试运行，试运行时间一个月。

3. 试运行内容

硬件设备内容：智能密集架设备、RFID档案识别系统设备、

库房环境监控系统设备和库房安全监控系统设备

软件设备内容：智慧档案库房一体化、智能密集架系统、

RFID档案识别系统、库房环境监控系统、库房安全监控系统以

及集成系统接口：温湿度监测系统、门禁监测系统、红外监测系

统、图像监控系统和空气质量环境检测仪系统

4. 试运行情况

试运行期间软件系统及设备运行是否稳定，是否出现异常，

能否达到合同及招投标书的要求。

（二）运行

整个档案库房管理系统所有设备正常运转，无故障，进行验

收投产。

四、搬迁

智慧档案库房项目验收投产后，档案库房开始搬迁工作。

（一）前期安排

１. 会计档案的搬迁

会计档案是记录和反映单位经济业务发生情况的重要资料和

证据，在有效利用的同时，还应确保档案的安全和保密。《会计档

案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单位应当严格按照相关制度利用会

计档案，在进行会计档案查阅、复制、借出时履行登记手续，严

禁篡改和损坏。单位保存的会计档案一般不得对外借出，确因工

作需要且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必须借出的，应当严格按照规定办理

相关手续。

２. 临时资料的保管

由于企业搬迁时搬迁工作繁重，耗时长，调整周期长，企业

各部门资料繁多，为避免丢失和损坏，各部门可申请档案室暂存

资料，申请表（详见附件1）。企业档案库房管理规定：库房内不

得堆放杂物，经常保持清洁卫生，档案柜架应放置蛆虫、杀菌药

物，防止鼠、虫、霉、菌损害档案，防霉杀虫药按照商品使用期

限定期更换。故企业内各部门只能申请有保存价值且未归档的资

料暂存档案，且暂存时间不宜过长，办理完毕后及时移交归档。

（二）搬迁工作

1. 指导思想

坚持以“安全、平稳、高效”的搬迁原则，确保搬迁前各项

准备工作就绪、搬迁过程中档案资料安全和搬迁后的档案整理、

盘点，始终做到公司所有档案有序安全转移。

2.组织保障

（1）档案人员配置及分工

企业配备的档案人员应齐全，能够负责企业整体的档案工

作，并明确分工。

（2）搬迁人员安排（财务部配合）

成立档案搬迁工作小组，组长由档案主管部门负责人担任，

成员为档案人员和财务部配合人员。

责任分工

档案主管部门负责人：负责档案库房搬迁的全部统筹工作；

档案人员：负责对所有档案的出库、入库的盘点、打包和过

程跟踪、消毒和上架工作，负责联系相关人员做好整个搬迁过程

的物资配备、网络调试等工作；

财务部人员：负责配合对会计档案的盘点、打包、运输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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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跟踪和入库、盘点上交等工作。

（3）搬迁原则

服务全局原则。各部门和全体职工要树立大局意识，强化主

观能动性，服务全局安排，按照责任分工，认真完成本职工作，

配合完成搬迁工作。

保障安全原则。确保整个搬迁过程档案无破损、无遗漏、无

丢失、无泄漏，确保人员和财产安全。

按时搬迁原则。搬迁工作按步骤实施，确保按规定时间完

成，尽快恢复正常工作秩序。

3. 搬迁步骤

搬迁步骤包括统计档案，清洁新库房，准备搬迁材料（记号

笔、封口胶等），档案及办公物品清点整理。根据档案类别及保

管期限进行装箱、标签，尤其关注易碎物品的包装及财务档案特

殊处理等。记录打包物品的数量、挑选晴朗的天气进行迁移并安

排专人对搬运过程进行监管。到了之后对档案进行清点、消毒、

办公物品的清点、整理和放置。最终保证了网络调试的完成恢复

到正常运行。

（三）注意事项

1.搬迁过程中必须安排人员全程跟踪，防止搬迁过程中档案

丢失、损坏等情况；

2.搬迁过程中，人员由工作自行调剂，原则上人员必须到

齐，如有特殊情况及时报告组长；

3.搬迁过程中如遇特殊情况，应及时向搬迁工作小组组长反

映，组长及时向档案工作领导小组反映，由档案工作领导小组研

究解决。

附件1

资料暂存申请表（参考）

暂存部门 暂存人

暂存部门

负责人

盖 章（部门章）

年  月  日

暂存时间

暂存内容

暂存数量

备注：

1.此表需暂存人本人签字和暂存部门负责人同意后签字加盖部门章；

2.此表需暂存人明确填写暂存时间及暂存时间段；

3.此表需暂存人明确填写暂存资料数量。

附件2

档案室馆藏档案数量统计（参考）

　　统计时间：

门类

保管期限 盒 件 卷 件 卷 件 卷 件 卷 件 卷 件 卷 件

永久

30年

10年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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