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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档案长期保存策略在保障信息安全方面的有效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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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数字化浪潮下，电子档案日益成为信息存储关键形式。其长期保存策略聚焦存储介质、加密、备

份与人员管控。存储介质选优汰劣保障物理稳定；加密筑牢防泄防改壁垒；备份应对灾难确保可恢复；人员管理

规避内部风险。综合各策略效能，精准剖析对防范数据损毁、泄密等安全问题的成效，为档案管理现代化转型提

供安全守护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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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wave of digitalization, electronic archives are increasingly becoming a critical form of information 
storage. Long-term preservation strategies focus on storage media, encryption, backup, and personnel management. Selecting 
high-quality storage media ensures physical stability; encryption builds robust barriers against leaks and modifications; 
backups address disasters to ensure recoverability; and personnel management mitigates internal risks. By comprehensively 
evalua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se strategies, we can precisely analyze their impact on preventing data destruction, leaks, 
and other security issues, providing a safety guide for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archiv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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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当今数字化时代，电子档案呈爆发式增长，其承

载的海量信息成为社会运转、知识传承的关键依托。但

电子档案面临存储介质老化损坏、黑客恶意攻击、数据

意外丢失、内部人员违规操作等诸多风险，时刻威胁信

息安全。如何确保电子档案长期可靠保存意义重大。本

研究聚焦存储介质、加密技术、备份机制与人员管理策

略，深入探究其在保障电子档案信息安全上的有效性，

为档案管理实践筑牢根基。  
1 存储介质稳固根基 
在数字时代，电子档案的存储介质呈现出多样化

的态势，每一种介质都有着独特的特性。硬盘作为日常

工作中极为常用的存储设备，具备存取便捷、数据读写

速度快的显著优势，能够迅速响应各类数据调用需求。

传统的机械硬盘内部构造精密，对震动极为敏感，稍有

不慎遭受震动，就可能导致盘片划伤、磁头损坏等严重

问题，进而引发数据丢失[1]。固态硬盘虽凭借闪存技术

在读写速度上更胜一筹，却难以逃脱闪存衰减的宿命，

随着使用年限增长、读写次数增多，闪存颗粒的性能逐

渐下降，数据存储的稳定性面临挑战。 
磁带以其成本效益高、存储容量大的特性，在电子

档案存储领域占据一席之地，并且能够实现离线存储，

有效抵御外界网络干扰。但磁带的检索方式相对繁琐，

检索效率较低，在需要快速获取特定档案时往往力不

从心。长期保存过程中，磁带介质还容易出现劣化现象，

如磁带变形、磁粉脱落等，影响数据的完整性与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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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盘存储凭借其稳定的特性，在电子档案存储方面表

现不俗，尤其是蓝光光盘，在存储容量上优势突出[2]。

光盘的存储质量高度依赖刻录环节，刻录质量不佳容

易导致数据读取错误。光盘对环境因素较为敏感，高温、

高湿、强光等环境条件，都可能加速光盘的老化磨损，

致使数据读取困难重重。 
为强化电子档案存储介质的安全保障，档案部门

必须制定严谨细致的规划。定期检测工作至关重要，借

助专业的硬盘检测工具，能够精准评估硬盘的健康状

况，及时发现潜在故障隐患；运用高精度的光学检测设

备，可排查光盘表面的细微划痕，确保光盘数据的完整

性。一旦检测到数据存在隐患，需迅速启动数据迁移流

程，将数据转移至安全可靠的存储介质中。构建冗余存

储体系同样不可或缺，采取多版本、多介质、异地备份

的策略，实现全方位的数据保护。在本地构建硬盘镜像，

确保日常数据的快速访问与恢复；在异地建立磁带备

份中心，利用磁带的大容量与离线特性，应对可能出现

的本地大规模灾害或系统故障。此外，为存储介质打造

适宜的存储环境也不容忽视，严格控制存储场所的温

度、湿度，使其保持在适宜范围内，有效防止介质因温

湿度问题产生变形、腐蚀等状况。做好防尘、防静电措

施，避免灰尘积聚影响介质性能，杜绝静电对电子元件

的损害，从物理底层为电子档案的安全存续夯实基础，

最大程度削减因介质 “伤病” 引发的信息散失风险。 
2 加密技术严守机密 
加密技术宛如电子档案的 “隐形铠甲”，时刻抵

御着外界的恶意侵袭。在众多加密算法中，对称加密算

法以其高效的运算速度脱颖而出，如广泛应用的 AES 
算法，在加密与解密过程中，犹如闪电般迅速，能够对

海量数据进行高效批量处理[3]。在内部环境中，对称加

密的密钥管理相对简易，便于操作与维护。对称加密存

在一个致命弱点，即密钥分发环节。倘若密钥在分发过

程中 “裸奔”，缺乏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一旦密钥

泄露，电子档案的安全门户将瞬间洞开，不法分子可轻

易获取并篡改档案内容。 
非对称加密算法，如 RSA 算法，采用公私钥搭配

的独特模式。公钥可以广泛公开，用于数据加密；私钥

则由所有者妥善保管，绝不外传，用于解密与数字签名。

这种模式使得数字签名具备验真防伪的强大功能，同

时保障了安全密钥交换的顺畅进行。非对称加密算法

在运算过程中需要处理复杂的数学运算，运算负荷较

重，对于大文件的处理速度犹如蜗牛爬行，在一定程度

上限制了其应用场景。 

在实际的电子档案加密实战运用中，常常融合对

称加密与非对称加密的优势，实现互补。首先借助非对

称加密算法，安全护送对称加密所需的密钥，确保密钥

传输过程的万无一失。利用对称加密算法的高效性，对

档案正文内容展开加密处理，大幅提升加密效率[4]。针

对不同密级的电子档案，需精准施策，实施差异化加密

策略。对于高密级档案，采用强度更高的加密算法，并

延长密钥长度，以 “重兵把守” 的态势，全方位增强

档案的安全性。加密体系并非一成不变，需紧跟科技发

展潮流，密切关注量子计算等具有颠覆性技术的发展

走向。量子计算的超强运算能力，可能对现有的加密算

法构成巨大威胁，因此必须及时升级加密算法，持续保

持加密技术的领先性与有效性，让窥探者、篡改者面对

加密后的电子档案望而却步。 
3 备份机制筑牢防线 
备份堪称电子档案的 “避风港”，不同类型的备

份方式功效各有千秋。全量备份能够完整留存电子档

案的全貌，在数据恢复时，操作极为便捷，只需简单还

原即可获取全部数据。但全量备份犹如 “数据饕餮”，

对存储空间的需求极大，每一次全量备份都需要占用

大量的磁盘空间。频繁进行全量备份操作，还会给系统

带来沉重负担，严重影响系统的正常运行效率[5]。增量

备份则显得更为机灵，它仅捕捉电子档案在两次备份

之间发生变化的点滴数据，相较于全量备份，具有节省

存储空间、备份速度快的显著优势。增量备份在数据恢

复时步骤相对繁杂，需要依赖之前的全量备份作为基

础，按照备份顺序依次恢复增量数据，一旦其中某个增

量备份出现问题，可能影响整个恢复过程。 
档案管理者在制定备份策略时，应当展现出足够

的智慧，依据电子档案的动态变化情况以及重要程度 
“量体裁衣”。对于关键核心档案，应定期进行全量备

份，如同为档案进行全面 “体检”，确保档案数据的

完整性与准确性。在两次全量备份的间隙，则灵活运用

增量备份或差异备份进行 “查漏补缺”，及时捕捉档

案数据的变化。备份的落脚点也应多元化，本地冗余备

份能够实现即时可用，在日常系统故障或数据误删除

等场景下，可迅速恢复数据，保障业务的连续性。本地

备份在面对大规模自然灾害、区域性网络攻击等极端

情况时，抗灾能力较弱[6]。异地灾备中心则凭借其地理

位置的优势，安全可靠，能够有效应对本地无法承受的

灾难事件，但建设与维护异地灾备中心的成本高昂。云

端存储以其灵活便捷的特性，近年来备受青睐，用户可

根据实际需求灵活调整存储容量，随时随地进行数据



孙士武                                                        电子档案长期保存策略在保障信息安全方面的有效性分析 

- 190 - 

备份与恢复操作。但云端存储也存在隐私隐忧，数据存

于第三方云端服务器，数据隐私安全面临一定风险。融

合三者长处，构建混合备份生态，如本地冗余备份保障

日常使用，异地灾备中心应对重大灾难，云端存储作为

补充，提供灵活的扩展与异地存储能力，确保在极端情

境下电子档案能够迅速“重生”，成为信息安全 “压

舱石”。 
4 人员管理把控内核 
人员作为电子档案安保的 “神经中枢”，对电子

档案安全的影响微妙而关键。权限分配环节一旦失衡，

便会引发严重问题。若赋予人员的权限过大，无异于为

违规操作大开 “绿灯”，某些心怀不轨之人可能利用

过高权限肆意篡改电子档案内容，甚至将机密档案泄

露给外部不法分子，给单位或组织带来难以估量的损

失[7]。反之，若权限分配过小，相关工作人员在履行正

常工作流程时，会因权限不足而处处受阻，导致工作效

率低下，档案管理流程无法顺利推进。 
安全认知不足同样是电子档案安全的一大隐患。

部分人员安全意识淡薄，设置密码时过于简单随意，或

者长期使用同一弱密码，极易被不法分子通过暴力破

解手段获取账号权限。账号共享现象时有发生，不同人

员共用一个账号登录档案管理系统，一旦该账号泄露，

众多档案信息将面临风险。更有甚者，在面对网络钓鱼

链接时，缺乏足够的警惕性，轻易点击链接，导致个人

信息泄露，进而被不法分子利用，入侵档案管理系统，

使系统防护的措施形同虚设。 
强化人员管控，要精细 “雕琢” 权限架构。依据

不同岗位的工作需求，精准适配相应权限，确保工作人

员既能顺利开展工作，又不会拥有过高权限带来安全

风险。权限并非一成不变，应根据人员岗位变动、工作

内容调整等实际情况，进行动态调整[8]。采用多因素身

份核验手段，如密码、指纹识别、短信验证码等，严格

把控人员访问档案管理系统的入口。建立健全操作日

志记录机制，对关键岗位人员的每一次操作进行全程

留痕，便于后续追溯与审计。定期开展安全培训工作，

通过实战演练模拟网络攻击场景，让工作人员亲身体

验安全的风险；结合实际案例剖析，深入讲解安全事件

发生的原因、造成的危害以及防范措施，唤醒工作人员

的安全防范本能。对关键岗位人员进行严格的背景审

查，确保人员政治可靠、品行端正，从源头上降低安全

风险。以人员高素质、高自律为笔，书写档案安保华章，

从管理 “内里” 为长期保存策略注入灵魂，保障信

息安全无死角。 
5 结语 
面向未来，科技变革加速电子档案进化。存储介质

向高耐久、智能化进阶，管理要精准适配；加密迎量子

挑战，算法革新刻不容缓；备份借 AI 赋能，智能决策、

高效恢复；人员管理依托数字化升级，精准防控、智慧

引导。各方携手共进，电子档案信息安全保障将突破新

高，持续为社会发展、知识传承保驾护航，让数字记忆

永恒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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