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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科学调查样品档案管理利弊分析及对策

薛惠芬，
(中国海洋档案馆

孙晓燕
天津300171)

摘 要：海洋科学调查样品实施档案管理面临着保管环境、利用方法和人员配备

方面的问题，但实施档案管理须有法可依、有实践基础，且有利于保障海洋调查档案的系

统性和促进海洋调查档案、海洋样品的共享和价值发挥的管理优势。对海洋样品实施档案

管理，健全管理机制，建立业务标准规范，推进海洋样品信息化和国家保管基地建设，可

实现海洋样品的国家所有，促进海洋样品的统一管理和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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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科学调查样品(以下简称海洋样品)

作为一种特殊的信息载体，其档案基本属性表

现为历史记录属性和再利用属性，同时海洋样

品是海洋调查档案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因

此，从海洋调查档案的齐全性、完整性和系统

性角度来看，应将其归属于海洋调查档案系列，

实施海洋样品国家所有、统一管理，以确保国

家海洋样品资源的安全和共享，充分发挥海洋

样品在建设海洋强国中的信息支撑作用。但海

洋样品毕竟不同于一般传统意义上的档案，也

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实物档案[1]。要对海洋样

品实施档案管理，还亟待解决很多问题，才能

保证海洋样品档案管理的有效性，促进海洋样

品管理的可持续发展。

1 海洋样品实施档案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件海洋中的物体转变成为样品，保存其

自然形成的外在和内在特性，就同时成为海洋

样品管理中最基本的要求，而发挥海洋样品的

利用价值是海洋样品管理的根本目的。为此，

海洋样品实施档案管理将面临传统档案管理中

不可遇及的问题。

1．1海洋样品需要特别的保管环境

海洋样品的保管环境与传统意义的档案库

房有着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主要体现在：样

品装具和库房环境两个方面。一般纸质档案装

具为档案盒，存放在库房的铁质密集架上，磁

介质档案则在防磁柜中保管，而生物样品一般

放在玻璃瓶、安瓿等容器中；要求避光的样品

放在棕色瓶中；干燥的固态样品需瓶装并放入

干燥器内，必要时置冰箱内保存；液态生物样

品还需及时添加防腐剂、抗氧化剂、充氮气或

二氧化碳等以保存其性状特征等。海洋底质样

品中柱状岩芯样品存放在特殊质地塑料管中，

表层样品可以放置在木盒中，包装好的地质样

品则放在大型的密集架上，样品存取时甚至需

要借助升降机实现。

海洋样品对库房环境要求非常高。海洋地

质样品库房要求主要体现在温度上，其中，为

保证一些珍贵的地质样品属性长期不变，需将

其保存在+4℃(平均海床温度)恒温库中，生

物地球化学研究所用样品和深海极端环境采集

的珍贵样品则要保存在一20℃恒温库房中，以

保护岩芯中极易被损坏的生物分子，天然水合

物样品由于对温度和压力等都有很高的要求，

这部分样品的保存对环境的要求更大。由于海

洋生物样品溶剂的易燃性和装具的易碎性，海

洋生物样品库房需要较高的防火和防震要求，

有的生物样品也需要长期低温保存。

1．2海洋样品利用方式特殊

海洋样品的利用与传统档案的利用方式截

然不同，一般传统档案的利用方式大多为阅览

和复制，甚至可以用复制件代替原件提供服务

利用，对档案原件的损害程度微乎其微。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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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中除了一部分样品具有观赏、展览的价值

之外，大多数海洋样品的核心作用还是用于科

学研究，即对样品本身进行分析和测试。

一般档案提供利用涉及的工具也就是一台

复印机或一台电脑，而海洋样品的使用工具就

相当复杂。根据不同的利用目的，所采用的不

同的分析测试方法，使用的测试仪器种类繁多。

如利用海洋地质样品时，需要对样品初步处理

的切割机，对样品进行分析测试的粒度仪、质

谱仪、色谱仪以及显微镜等一系列仪器设备。

一般档案利用在阅览室里即可以完成，而海洋

样品利用则需在仪器设备和试剂溶液等配备完

全、安全条件保障的实验室里进行。同时，大

多数分析测试方法对样品本体是具有彻底的毁

坏性。例如，最常见的沉积物粒度测试实验，

首先要对样品加入双氧水浸泡24 h，以除去样

品中的有机质，之后上机测试，有机化学测试

则要对样品进行冷冻干燥，然后进行研磨，之

后加入一系列的有机溶剂进行分离提取和测试。

因此，绝大多数样品利用后也就不复存在了。

1．3管理人员需要具备多方面专业素质

海洋样品管理工作人员必须具备较强的海

洋专业知识。一方面要具备海洋各学科的基本

知识，了解各取样海域的物理环境和地质环境，

了解样品的采集过程和取样方式，只有这样才

能更好地明确所取样品的性质和重要程度，准

确地确定样品装具、保存方式以及保管环境等；

另一方面要具备海洋样品的预处理能力，要能

掌握各种样品预处理方法，并能熟练操作各种

仪器设备，避免样品在保存过程中部分信息的

缺失。此外，为了更好地实现海洋样品的服务

利用，管理人员还要了解各种样品的研究分析

方法，以了解样品使用申请者的利用要求，协

助样品使用者更好地利用样品，避免样品使用

的浪费，从而最大限度上实现样品的科研价值。

海洋样品管理人员还需具备较强的档案管理意

识。要从海洋样品国家所有以及档案管理的规

范性、系统性和安全性等角度对海洋样品进行

保管，以实现海洋样品的长期保存和有效利用。

2海洋样品实施档案管理的优势

正因为海洋样品保管和利用中的这些特殊

性，使人们对将海洋样品列为档案大家庭进行

统一管理提出了异议。但海洋样品实施档案管

理并非要求海洋样品采用传统档案的保管和利

用手段，海洋样品实施档案管理中的困难是海

洋样品自身属性确定的，海洋样品不管以何种

方式进行管理都不会改变其在客观上需要的保

管和利用条件。对海洋样品实施档案管理在于

一种管理方式方法和理念。海洋样品实施档案

管理操作性强，有实践基础，有利于维护海洋

调查档案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便于实施海洋样

品的共享。

2．1有法可依，操作性强

海洋样品是海洋科学研究、资源开发和工

程建设中不可或缺的资源，而海洋样品获取的

艰难及其不可再生的特点，使其愈显珍贵。目

前，我国大部分海洋样品都处于由样品采集单

位分散保管状态，有的甚至没有保存。由于各

单位保管条件不一，重视程度不一，样品的保

管现状也参差不齐，这种分散管理方式不仅影

响到海洋样品的长期保存，还严重地制约海洋

样品资源的共享和再利用。我国大洋调查、近

海海洋环境综合调查和评价等少数专项通过项

目管理的方式实现了海洋样品集中管理，这种

管理方式解决了部分海洋样品的私有化问题。

但由于管理部门和依托的样品保管单位具有暂

时性以及被保管海洋样品的局限性，这种管理

方式不能长期地全面地运行。

要全面实施海洋样品的国家所有、统一管

理，唯有法制化。在法律、法规、条例、办法

和规定之间，最有权威的莫过于国家的法律，

利用法律的手段实施海洋样品的统一管理是最

有效的途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以法律

的形式规范了档案的收集、保管和利用工作，

明确规定档案实施统一管理，任何集体或个人

不能占为己有。只要把握海洋样品的档案管理

属性，将海洋样品管理提升到档案管理高度，

海洋样品管理就有法可依，其统一管理和开发

利用就可以得到保障和认可。同时，近年来我

国海洋档案管理事业得到了快速发展，一系列

海洋档案管理制度和业务规范有效地保障了海

洋档案的归档和保管利用工作。因此将海洋样

 



82 海洋开发与管理

品归属于海洋科学调查档案系列，实施统一管

理，具有很强的操作性。

2．2有实践基础．可行性高

与海洋样品类似的地质样品，已经实施了

样品实物与档案资料的统一管理。地质档案工

作中定义实物地质资料为“地质勘察、科学研

究和其他有关生产技术活动中所采取并按有关

规定留存的岩矿心、标本、样品和光薄片等实

物及其有关资料。著录时简称实物蚍21，即地质

实物按照档案要求进行著录。国务院令349号

发布的《地质资料管理条例》中明确地质资料

包括了“岩矿心、各类标本、光薄片、样品等

实物地质资料”，即将地质样品实物和其他形式

的资料并列共同构成了地质资料档案。

多年来，海洋档案工作者也一直在探索着

海洋样品纳入档案管理的方式方法，早在全国

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项目档案管理中就

提出“典型的标本、样品也应妥善保管”[2]，西

北太平洋环境调查项目档案管理规定中也将样

品、样本作为归档范围。正在实施的“908”专

项，参加单位数百个，涉及沿海11个省、市、

自治区和海洋、科学院及高等院校等多个系统，

已经通过项目管理方式实现了该专项调查获取

的海洋生物样品、海洋地质样品实物向委托保

管单位的移交和集中保管，“908”专项档案工

作中通过建立替代卷，保管海洋样品的目录信

息及委托保管信息，保持了“908”专项所有资

源的有机联系。实践证明，海洋样品的统一集

中管理是完全可行的，而在国家法律框架下，

这种管理方式将更具说服力和生命力。

2．3系统性强。便于利用

海洋样品是海洋调查过程中获取的第一手

资料，与海洋调查数据和调查活动过程形成的

其他信息资源共同构成海洋调查信息资源整体，

这些信息资源互为依赖、互为印证。因此，对

海洋样品实施档案管理，可以更好地维护海洋

调查档案的完整性和系统性，保持了海洋调查

各类信息资源之间的有机联系性。

由于海洋样品与其分析数据以及其他调查

成果之间这种密不可分的关系，使得海洋调查

资源再利用时，这种档案管理的系统性就避免

了各类信息资源分散管理造成的脱节现象，为

各类信息资源的互相佐证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同时，海洋样品一旦纳入海洋档案管理范畴，

海洋样品拥有的国家所有属性使海洋样品的共

享就成为可能。

3 实施档案管理的策略和方法

针对海洋样品档案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可

以从机制建设、工作程序和规范建设、海洋样

品信息化建设和保管利用基地建设人手，实现

国家层面上的统一，促进海洋样品更有效地为

海洋事业发展服务。

3．1建立健全的海洋样品管理运行机制

首先明确海洋样品的概念及其国家所有的

属性，海洋样品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

理的原则”[1]。其次成立海洋样品工作机构，包

括领导机构、管理机构和海洋样品保管机构等。

结合海洋样品工作专业性强的特点，建立海洋

样品工作专家组，指导海洋样品管理各项业务

工作，负责海洋样品价值鉴定和验收工作。再

次明确海洋样品工作机构在海洋样品工作环节

中的作用和应履行的职责。做到“海洋样品出

现在哪里，管理工作跟哪里”，并将海洋样品的

管理工作渗透到海洋样品业务工作的每一个

环节。

3．2制定海洋样品业务工作程序和规范

以国家或行业标准的方式建立海洋样品业

务工作程序和规范，促进海洋样品的科学管理

和合理使用。海洋样品业务工作程序和规范主

要体现在海洋样品获取、整理、归档、鉴定、

验收、移交、保管和利用等业务环节中。如，

制订海洋样品的归档范围和保管期限。即哪些

海洋样品应该归档，这些归档样品的保管期限

是多久；规范海洋样品整理方法和要求，包括

归档样品的装具、样品处理方法、样品标识和

样品归档手续等；明确海洋样品的利用程序和

要求，包括海洋样品利用的手续、方法和权限，

其中还要明确样品利用和保存之间的关系，即

对消耗性的海洋样品，再利用时应如何保持保

证利用与长期保管的平衡；海洋样品的移交和

保管等，也需要制定相关的制度和要求，便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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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样品的管理和管理工作的监督检查。

3．3大力推进海洋样品信息化建设

开展海洋样品信息化建设是促进海洋样品

资源统一管理和共享的有效途径，也是解决海

洋样品实施档案管理问题的有效办法。目前海

洋数字档案馆建设已经纳入《国家海洋事业发

展规划纲要》，是国家海洋事业发展中重要保障

措施之一，这是海洋样品实施档案管理为海洋

样品信息化建设提供的良好契机。海洋样品信

息化建设主要包括两个内容：①对海洋样品进

行数字化，包括对海洋样品实体的图像化、调

查和分析现场的影像化以及海洋样品描述和分

析信息的结构化等，使海洋样品从一个实物提

升为具有多种表现形式的信息复合体[3]。②建

设国家海洋样品资源共享系统，将保管在不同

物理位置的海洋样品实物通过样品信息复合体

在网络平台上展示出来，为广大海洋科学工作

者直接利用或提供利用途径，最大限度上发挥

这些资源的作用和价值。

3．4建立国家海洋样品保管和利用基地

海洋样品采取海洋档案的统一管理、分级

负责原则。海洋样品获取单位应对海洋样品进

行处理、规范化整理和归档集中保管；珍贵的、

需长期保存的海洋样品或者国家海洋专项调查

获取的海洋样品应在国家层面上实施集中保管，

因此需建立国家海洋样品保管和利用基地。如

国土资源部实物地质资料中心就是从事实物地

质资料保管利用的公益性事业单位，负责承担

实物地质资料的收集、整理、保管、利用、研

究，为上级部门提供决策支持和技术支撑，向

社会提供公益服务。因此，在改善海洋调查单

位海洋样品基本保管条件的同时，重点建设国

家海洋样品保管和利用基地，使之成为公益性

服务机构，保障海洋样品的齐全、完整、安全

和及时提供利用，促进海洋样品工作持续健康

发展。

4 结束语

海洋样品实施档案管理将建立起我国海洋

样品工作和海洋档案工作的创新机制，加快实

施海洋样品统一管理的步伐，促进海洋样品的

共享和长久利用，充分发挥海洋样品在我国海

洋经济、海洋工程建设和国家安全中的积极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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