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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我国信息化的普及和信息化技术的不断进步，网络环境的形成，医院传统科技档案管理向

数字化过渡是势之所趋。通过科技档案管理数字化建设，实现医院档案信息整合，建立多渠道、多途径、快速、

全面的查询系统，达到医院档案信息共享。

【关键词】 医院科技档案；数字化；信息整合；资源共享

【中图分类号】R 197．3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4—3806(2011)lO一1000一04

doi：10．3969／j．1ean．1674-3806．201 1．10．34

Ⅸgital construction of hospital technology蛾mV姻LEI Xiao-yun，WEI Hui·de．The People’j Hospital of Gnan-

gxi Zhuang Autonomous胁gion，Narming 530021，China

[Abslran] witlI the popularization and the devdopmem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network environment。the traditional forms of hospital arcIlive8 should be turn to the transition to di6fizd manage—

ment。which is a inevitable trend．By carrying out of the digital construction of hospital technology arclliV∞，the inte-

gration of h∞pital archivea and information，establishmem of multi-channel，multi—channel，rapid and compmhemive

inqlliry system，the 8hariIlg of the hospital雠llive8 and information Can be realized．

[Key words]Hospital technology arcllive8；Digitalization；Information integration；Resource sharing

档案数字化是建立在现代信息技术普遍应用基

础上，利用数字化手段，以综合档案信息资源为处理

核心，对数字档案信息资源进行收集、管理，通过高

速宽带通信网络设施相连接和提供利用，实现资源

共享的超大规模、分布式数字信息系统。它具有业

务管理自动化、馆藏档案数字化、信息组织标准化、

信息存储海量化、信息传递网络化和档案信息社会

化等特征。数字档案馆是档案数字化发展的方向。

l国外数宇档案馆建设概况

在国际档案界中，美英国家对于数字档案馆

(di#tal archives)研究较集中It]。1994年，美国国家

档案与文件局和美国研究图书馆团体合作成立了一

个数字档案特别工作组，并出台了一份关于数字档

案的最终报告和建议，提出了国家数字档案馆方案。

2000年美国国家档案与文件局宣布将与美国国家

科学基金会共同创建一个电子文件档案馆。英国公

共档案馆也和伦敦大学合作推出联合王国数字档案

馆计划(2】。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等国家虽然对

美英两国数字档案室(馆)中的某些项目内容也有

深入研究，但相对分散，较少使用“数字档案室

(馆)”的概念⋯。国外数字档案馆建设大体分

为【3】：基于信息共享的数字档案馆和基于本馆信息

化的数字档案馆。前一类主要是由图书馆等机构发

起而由档案馆参与的项目，较为典型的是伊利诺斯

数字档案馆。该馆主要是由该州的图书馆和行政部

门联合建设和维护，共15个机构参加，还包括两所

学校，一个历史研究会和一个博物馆。其项目的主

要目的是在网上为用户提供有关该州历史和现状的

信息，同时为项目参加机构向伊利诺斯数字档案馆

上传数据提供工具。类似的合作还有美国的西北数

字档案馆(northwest digital archives)，该数据库于

2002年初由13个机构共同建立。该项目得到美国

国家人文基金批准，资助金额为两年35万美元。参

加该项目的13个机构除了高校和历史协会之外，还

包括华盛顿州档案馆、西雅图市档案馆。该数据库

最终将安装在华盛顿州立大学，为各类研究人员提

供在线的信息检索和服务。基于本馆信息化的数字

档案馆比较侧重信息化，一种是基于数据的积累，重

视服务数字的项目；另一种是基于各种研究成果的

积累，强调各项业务活动信息化的项目。英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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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DAD(Nafional Distal Amhive of Datasets)和美国的

电子文件档案馆(ERA)分别是这两类的代表。

ERA资助了很多研究项目，并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
会(NSF)进行了深入的合作，其中包括在美国国家

圣地亚哥超级计算中心的“档案和电子文件的持久

管理”项目；美国国家历史出版物和文件委员会在

圣地亚哥超级计算中心的项目“依赖于软件的电子

文件的保存和利用”。此外电子文件档案馆还赞助

了美国hterPARE5等。这些项目的研究结果将成

为美国电子文件档案馆的技术基础。

2我国数字档案馆研究现状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互联网的普及和电

子文件的大量产生，数字档案馆问题成为我国档案

馆界关注的热点。自1996年戴维·比尔曼在十三

届国际档案大会上发表《虚拟档案》以来，国内一些

学者开始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尤其是1999年后，部

分有一定自动化基础的档案馆已开始进行数字档案

馆建设的实践探索。我国在数字档案馆建设方面与

欧美一些国家差距较大，基本处于了解、学习阶段。

直到现在我国还没出现成型的数字档案馆技术方

案【2J。深圳、长春、青岛等一些市级档案馆陆续开

始了建立数字档案馆的尝试。解放军总后勤部档案

馆作为数字档案馆建设试点单位拉开了全军数字档

案馆建设的序幕。但总的来说，这些研究与探索仅

仅标志着我国数字档案馆研究与实践的开始，还处

于试验性阶段。虽然有关数字档案馆的论文逐年递

增，但真正具有实践价值的不多，缺乏具体的实施方

案，尤其是技术解决方案旧J。国内医院数字化档案

馆研究及建设方面的报告可视为稀有。但数字档案

馆是档案馆的发展方向，已成为档案界的共识。其

实，数字档案馆不论从技术开发上还是信息资源建

设上以及社会环境上，都需要有一个不断完善和发

展的过程，并非一朝一夕能完成的。

3医院科技档案数字化管理

3．1医院是科技密集型单位，科技兴院已经成为当

今医疗卫生单位生存发展的主要途径。科技档案工

作是医院科研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高科研质

量，促进科技工作高质量为经济和社会进步服务的

重要保证【．】。故档案信息管理既是医院信息管理

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评价医院管理、活动、技术水

平优劣的重要依据口】。《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

和《国营企业档案管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规

定》)颁发后，为档案工作指明了基本的理论、方法

和规则。医院虽属事业单位，也参照企业进行档案

·lool·

管理，逐步建立、健全医院的档案系统。《规定》指

出，“企业档案是企业在各项活动中形成的全部档

案的总和。其构成是以科学技术档案为主体，包括

计划统计、经营销售、物资供应、财务管理、劳动工

资、教育卫生和党、政、工、团工作等方面的档案。”

医院档案以科技档案为主体之说也就此通过法规形

式得以表现和界定。这本身就是变革，即科技档案

在医院档案管理中理应占主导地位，成为医院档案

工作的着重点∞J。2004年徐淑异¨1提出局域网内

构建档案管理网络，包括文书、病历、人事、医院图书

馆的网络化管理，并利用网络技术共享档案信息。

陈爱红【Bo认为档案管理系统要建立统一的数据库，

集中存储医疗医务、病案、药品、物资、图书和科技资

料，以及人事、财务等方面的信息，并建设指引库，指

引用户到特定地址获取所需信息一J。此外，王皓杰

等Ll训报道医院档案管理信息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该档案管理系统对全院所有档案实行全程管理，包

括档案的收集、登记、修改、查询、注销、借还的每一

个环节，及时反映档案的实际情况，为医院的正确决

策提供信息。杨静谊¨¨报告开发了一套通用性较

强的计算机档案管理软件并将其同医院网络系统联

网，对完善医院网络化建设具有重要的作用。该系

统分为八个子系统：文书档案、科技档案、会计档案、

声像档案、档案统计、通讯管理、档案借阅、系统设

置。医院档案信息数字化管理已成为今后医院信息

管理系统发展过程中相互依附，不可或缺的一环。

3．2医院科技档案的建设要求是标准化、数字化、

系统化【121。(1)标准化：是指全面采用国际、国家档

案局与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系列标准(如GB／

T17678(电子文件归档与档案管理》¨引、《光盘信息

组织结构》，GB／T17679等)。以卫生部《医院信息

系统基本功能规范》为依据，以最符合医院实际需

求为标准，减少跨系统使用困难，保证各子系统结合

在一起。因此，技术支持要具备灵活的结构化，具备

良好、安全的数字化制作加工流水线。数据以安全

的存储方式移交，可对档案的利用情况进行统计，提

供定时定期的数据，具备档案数据备份功能¨1。医

院档案数字化管理系统从功能上分为基本功能模块

和专项技术功能模块。基本功能模块从结构上分为

归档管理、数字化处理、数字化认证、查询、检索、统

计、备份、系统维护以及档案流通等模块。(2)数字

化：原则是定位准确并体现档案服务需求：个性多

元、交流便捷、平易包容、独特交互、不张扬显赫、受

众面广且受众准确。设计选题以档案用户需求为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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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为医院工作服务：满足用户需求、发挥档案特殊

功能，讲究品牌、个性化、系列化、市场化和稳定可行

等。(3)系统化：科技档案有一个区别于文书档案

的特点，即成套性或系统性。科技档案的信息著录

就是建立档案信息网络，它是科技档案管理信息化

的核心内容。著录的内容应包括题名、责任者、类

型、密级、形成时间、归档时间、版本、数量、状态等。

著录的内容应做到准确、系统、全面。为此，根据实

际情况，拟提出建设医院档案信息数字化管理系统

标准C14]。

3．3医院科技档案的分类是医院科技档案科学管

理和有效利用的前提，是各级各类医院面临的一个

共性的问题【l引。医院科技档案的分类要根据科技

档案的性质、内容、特点和相互之间的联系，把科技

档案划分成一定的类别，使之能正确反映出产生这

些档案的历史条件和工作活动的真实面貌，达到便

于保管和充分利用科技档案的目的【4J。对于一般

的医院来说，除个别门类外，科技档案的分类一般要

涉及到三个层次，需要设置三级类目。其中一级类

目是科技档案分类的最高层次。根据医院科技工作

的内容及其档案产生的领域范畴和形成特点，我们

将科技档案一级类目划分为医疗业务、医学教育、科

学研究、基本建设和仪器设备等五大类。二级类目

是一级类目的细分，它是根据各类科技档案反映的

对象和性质，结合科技档案的形成规律和特点进行

设置的。例如，可根据专业性质，将医疗业务类档案

划分为医疗、护理和卫生检测等三个二级类目。根

据教育内容和对象，将医学教育类档案划分为培训

班、三基训练、进修和护士班等四个二级类目。根据

课题研究范围和成果形式，将科学研究类档案划分

为临床医学研究、基础医学研究、新技术引进和论著

等四个二级类目。根据基本建设项目的性质用途，

将基本建设类档案划分为综合建筑、医疗建筑、其他

建筑等三个二级类目。根据仪器设备的用途性质，

将设备仪器档案划分为诊断设备、治疗设备、科研设

备、辅助设备、办公设备和其他设备等五个二级类

目。在二级类目的基础上，每个医院可根据本单位

实际形成的文件材料的情况来设置三级类目¨引。

4医院科研档案管理的信息化问题及处理途径

科研档案管理信息化是指在国家档案行政管理

部门的统一规划和组织下，科研档案信息管理模式

从以档案实体保管为重心，向以档案实体的数字化

信息为重心转变。即通过档案资源的数字化和档案

管理过程的网络化，经过系统加工和网络传输后，实

现档案信息资源的合理配置与有效利用，最终实现

档案信息资源共享的过程‘161。林萍‘坨1、荣增鹏‘171

认为科技档案建设必须是改革与创新同步进行。

即：软件与硬件建设并举；信息资源整合与理顺调整

职能并举；拓展建设与安全防范并举。在信息化处

理中，要注意医院科技档案基础建设的真实性、实用

性、保密性、专业性四大特点。医院科研档案管理必

须注意医院科技档案的特点、作用和分类，科技档案

的收集与归档必须及时，并及时对医院科技档案进

行鉴定和利用[131。要把科技档案管理工作纳入到

科研管理、计划管理之中，档案人员应与科研部门多

加联系，及时了解科研动态，掌握科研工作“立项”

及其变更情况；到课题组布置建档任务，指导归档文

件的组卷工作，使科技档案达到完整、统一、准确、系

统。重视开发、利用档案资源，促进医院发展。科技

档案部门要提供阅览、出借、复制、信息交流和咨询

服务，为科研人员解答有关的科研技术问题。加强

管理，定期对科技档案进行鉴定。把价值不大的、不

值得保存的排除在收集范围之外，以免造成人力、物

力资源的浪费，使真正有价值的档案发挥其应有作

用。不断提高档案人员素质，提高服务能力和水

平n91。吴文栩等∞1分别对整合档案资源，有效应

用现代信息技术，档案管理有关的网络及信息安全

问题，建立档案管理系统全程跟踪等进行论证和实

践。针对医院科研档案管理的复杂工作，伴随“课

题申请的原始标书形成一科研立项文件的下达一科研

活动进行中的原始材料形成．科研中期检查情况调

查一课题结题鉴定一鉴定课题的报奖到获奖文件下

达”等环节，使科研档案更好地实现资源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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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期多囊卵巢综合征的中西医治疗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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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多囊卵巢综合征(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PCOS)是一种常见的妇科内分泌疾病，可增加妇女

不孕、糖尿病、子宫内膜癌及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青春期PCOS与PCOS的症状相似，常表现为月经稀发和

(或)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甚至闭经，且多伴有肥胖、多毛、痤疮等，故有研究认为PCOS是青春期PCOS的延

续。因此，及早诊断和治疗青春期PCOS的内分泌紊乱及其相关症状对控制PCOS的发展有一定的效果。就

近年来青春期多囊卵巢综合征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法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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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on treatment of adolescent polycysfic ovary syndrome with combin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ZHAO Zheng．WANG Lin．Department砖Nephrology。Guangxi College oj Traditional ChineseMe&

icine，Nann／ng 530001，China

[Abstract】Polyeystic ovarian syndrome(PCOS)is a comnlon gynecologic endocrine disease，which can in-

crease the incidence of infertility，diabetes，endometrial cancer and cardiovascular disease．The symptoms of Moles·

cent PCOS and Pcos are similar，oRen with oligomenorrhea and(or)functional uterine bleeding，and oven amenor-

rhea with obesity，polytrichosis，∞ne，etc．And some resesl-ches suggested PCOS is the continuation of adolescence

PCOS．Early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n endocrine disorder and relative symptoms of adolescent PCOS play a certain

effect on the control of the development of PCOS．ne combination method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in the treatment of adohsent PCOS in recent years will be reviewed in this article．

[Key words]Adolescence；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Combination treat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e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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