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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中档案工作的建议 
朱堃 

重庆市长寿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重庆  401220 

摘要：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为影响人类社会文明，人类生命安全的重大事件。实际发展中由于其事件发生的偶然性和随机性，
其对社会秩序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因此做好疫情防控中的档案工作，对于疫情防控及疫情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章从疫情
防控工作中档案工作的主要内容，以及档案工作实施中的改善建议方面，简要分析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中的档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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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的快速传播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

亡，同时对于全球经济的发展也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在此背
景下各国在疫情防控，疫情研究工作的推进方面，也开展了
各类实践和探索工作，其中从疫情防控研究的基础依据方面
分析，如何做好疫情防控中的档案工作，则对于疫情最终的
防控效果，以及后疫情时期的社会秩序恢复产生了极大的影
响。 

1.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中档案工作的主要内容分析 
1.1 疫情研究档案管理 
疫情防控中档案工作的实施疫情研究档案管理为核心内

容，完善、准确客观的开展疫情研究档案管理工作对于疫情
研究工作的合理推进以及研究效率的提升意义重大

[1]
。其中

在疫情研究档案管理工作的开展中，档案管理人员应从疫情
研究中的进度资料管理，参与人员档案管理，基础资料管理，
保密管理以及机构档案管理方面开展工作。同时在具体实施
中为提升管理效率，并且提升后期资料增加的便捷性，管理
者可通过网络储存管理，结合纸质资料归档管理两种手段，
针对疫情研究中的音频、视频、数据、图像、采访记录、现
场数据等资料实施分类管理，以此确保档案管理质量的合格
性，同时为后期疫情研究工作提供准确的参考数据。 

1.2 抗疫、感染、密接、隔离、死亡人员档案管理 
疫情在传播的过程中从最终产生的后果方面分析，涉疫

人员可分为抗疫（医护等行政人员）、感染、密接、隔离、
死亡几类。因此基于涉疫人员的分类方面开展档案管理工作，
也为重要的档案管理内容。其中针对上述人员的档案管理工
作开展，为提升档案管理效果，并且降低数据重合现象，具
体在档案管理中可基于属地行政管理分类的方式，进行相关
人员的档案管理。通过属地式的人员档案管理，提升了一手
数据获取的准确性，同时也降低了二次数据收集产生的交叉
感染等其他不良现象

[2]
。另外通过对涉疫人员的档案分类管

理，也实现了后期属地防疫工作的统筹管理、统筹规划、统
筹协调效果，同时也提升了防疫过程中的资源应用效率。 

1.2.1 流行病学排查档案管理 
涉疫人员除去在发生疫情感染后的档案管理工作外，针

对已感染人员的流行病学排查档案管理，也为重要的档案管
理内容。其中流行病学排查档案管理工作的开展，可以已感
染人员为代号进行分类，并展开对应的流行病学排查，依次
进行相关档案的归类和管理，同时依旧采用属地管理方式，
进行相关档案的分类和管理。 

1.3 动态预警档案管理 
疫情传播中具备一定的非点源性特征，因此实施动态预

警档案管理也为必要的档案管理手段
[3]
。当前在实际发展中

关于动态预警档案管理工作的开展，我国根据属地管理分类
策略，通过“健康码”扫码的形式，基于阿里巴巴，腾讯平
台的大数据优势，完成了动态预警档案管理工作，并基于不
同健康码颜色的分类，实现了对不同人群的分类，以及网络
动态化的预警管理效果。如图 1 所以，以杭州健康码为例，
“绿码”为健康状态，可自由进行通行；“黄码”“红码”则
表示与已感染人员或其他密接人员发生过接触，出入过同一
场所，或搭乘过同一交通工具等接触轨迹后的表现，需根据
地区管理政策实施 7天以上的隔离。 

 

图 1：杭州健康码 

1.4 防疫物资档案管理 
防疫物资为疫情防控工作中的核心资源，落实防疫物资

的档案管理，对于地区性的防疫工作合理开展，以及防疫质
量的提升意义重大。实际发展中根据疫情的不同传播程度以
及危害等级，国家、地区政府、基层行政机构可根据现有的
防疫物资生产企业，生产成品，市场持有量开展档案管理工
作，必要时实施配给制管理，以此确保相关防疫工作的合理
开展，同时提升物资应用效率，防止出现防疫物资恶意囤货，
积压造成的社会恐慌现象。 

2.关于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中档案工作的建议 
2.1 强化协同，数据共享 
疫情防控工作中档案工作的开展为提升档案管理效果，

实施强化协同，数据共享策略对于档案管理质量的提升，以
及档案管理效率的提升意义重大。其中在实际发展中关于强
化协同及数据共享策略的实施，可由地区政府出台细则文件
以各地防疫部门为主，建立数据共享平台进行地区疫情状况
的实时通报，以此确保相关档案管理数据的实时性，同时确
保在疫情管理中相关行政监督，行政执行力的快速实施。 

2.2 强化宣传，细化数据 
疫情防控工作中档案管理工作的推进，为增大数据获取

量，扩大辐射范围，强化宣传力度，细化数据获取源，则对
于档案管理质量的提升效果显著

[4]
。其中在具体实施中关于

宣传工作的开展，可由地方政府部门及各网络平台通过官方
网站开设专栏，以及基层社区人员开展线下宣传工作的方式
进行开展。具体实施中可结合微信公众号、QQ、微博、社区
宣传栏等各类社交工具社交平台进行推广，以此最大化的扩
大档案数据来源，扩大辐射范围，提升后期档案管理的精细
度，推动相关疫情研究工作的科学化开展

[5]
。 

结束语 
从疫情防控工作中档案工作涉及的档案管理资料，管理

来源以及管理渠道方面分析，为合理的提升疫情防控中的档
案管理工作质量，档案管理人员，地区政府，基层社区人员，
网络平台还应从强化协同，数据共享，以及强化宣传，细化
数据，合理分类，加强监管的方向开展档案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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