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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various industries are facing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brought about by 
the era of big data.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rchive management often relies on manual processing, 
which is inefficient, costly, and prone to errors. Utilizing advance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and 
quality of archive management has become an urgent problem to be solved. This paper aims to systematically analyze the current 
application status and development trend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n archive management, explore its impact and 
significance on archive management work, and further propose targeted suggestions and measure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upport for promoting the intelligence, efficiency, and personalization of archive management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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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的新一代技术在档案中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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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各行各业都面临着大数据时代带来的挑战和机遇。档案管理作为信息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传
统的档案管理模式往往依赖于人工处理，效率低下、成本高昂且易出错，利用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来提升档案管理的效率
和质量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论文旨在系统分析人工智能技术在档案管理中的应用现状和发展趋势，探讨其对档案管
理工作的影响和意义，进一步提出针对性的建议和措施，为促进档案管理工作的智能化、高效化和个性化提供理论和实践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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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传统档案管理中，信息的获取、整理、存储、检索

等环节通常依赖于人工操作，这不仅效率低下，而且容易受

到人为因素的影响。而人工智能技术，特别是其新一代技术，

如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与深度学习等，具有强大的数据

处理和分析能力，可以实现对档案信息的智能化管理和利

用 [1]。例如，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可以实现对档案文本

信息的自动化处理和理解；通过机器学习与深度学习技术，

可以实现对档案数据的智能化分析和挖掘；通过智能检索与

推荐技术，可以提高档案检索效率和用户体验。因此，将人

工智能技术应用于档案管理中，有望实现对档案信息的智能

化、高效化和个性化管理，为档案管理工作带来全新的发展

机遇和挑战。

2 档案中人工智能应用的技术框架

2.1 数据采集与预处理
数据采集是指从各种来源获取档案信息的过程，这可

能涉及到扫描纸质档案、提取数字化档案、收集传感器数据

等多种方式。而数据预处理则是在数据采集后对数据进行清

洗、转换和标准化等操作，以确保数据质量和一致性，为后

续的分析和应用做好准备 [2]。在数据采集方面，人工智能技

术可以应用于自动化数据采集过程中，例如利用图像识别技

术对纸质档案进行自动扫描和识别；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

对文本档案进行自动提取和归档；利用传感器和物联网技术

实现对实时数据的采集和监测。

2.2 自然语言处理（NLP）
NLP 技术可以用于对档案文本信息的智能化处理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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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通过文本分析、词性标注、命名实体识别等技术，可以

将档案中的文本信息转化为结构化的数据，实现对文本内容

的自动化理解和归档 [3]。此外，NLP 技术可以用于实现智

能化的档案检索和查询。利用 NLP 技术，档案管理系统可

以实现对用户查询意图的理解和匹配，从而提供更加精准和

个性化的检索结果，大大提高了档案检索的效率和准确性。

NLP 技术还可以用于档案信息的智能化分析和挖掘，

通过文本挖掘、情感分析等技术，可以发现档案数据中隐藏

的模式、趋势和关联规律，为档案管理者提供更深层次的洞

察和决策支持。

2.3 机器学习与深度学习
档案中人工智能应用的技术框架中，机器学习与深度

学习是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机器学习是一种让计算机能够

通过数据学习并改进其性能的方法，而深度学习则是机器学

习的一个分支，通过多层神经网络模拟人脑的工作原理，可

以处理更加复杂和抽象的数据 [4]。

在档案管理中，机器学习与深度学习的应用可以帮助实

现对档案数据的智能化处理和分析，通过机器学习和深度学

习技术，可以构建档案数据的分类模型、聚类模型等，实现

对档案信息的自动化分类和归档。此外，机器学习与深度学

习技术还可以用于实现智能化的档案检索和推荐，利用机器

学习算法分析用户的查询行为和偏好，可以为用户推荐相关

的档案信息，提高检索效率和准确性，通过构建深度学习模

型对档案文本、图像等数据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其中隐藏的

规律和趋势，为档案管理者提供更深层次的洞察和决策支持。

2.4 智能检索与推荐
智能检索技术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等技术，

实现对档案信息的智能化检索，通过分析用户的查询意图和

输入的关键词，系统可以理解用户的需求，并结合档案的内

容、标签等信息，提供精准的检索结果，使用户能够快速准

确地找到所需的档案信息。

智能推荐技术基于用户的历史查询记录、浏览行为等

信息，利用推荐算法对用户进行个性化推荐，对应的系统可

以根据用户的兴趣爱好、偏好倾向等因素，向用户推荐可能

感兴趣的档案信息，从而提升用户体验，增加用户对档案管

理系统的使用和满意度 [5]。智能检索与推荐技术还可以实现

多样化的检索方式和展示形式，如基于语义理解的检索、图

片检索等，为用户提供更加丰富和直观的检索体验。

3 人工智能新一代技术在档案管理中的应用

3.1 自动化处理
人工智能在档案管理中的应用已经成为提高效率、降

低成本以及提高档案管理质量的关键技术。自动化处理作为

人工智能在档案管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极大的潜力和

广泛的应用前景，通过自动化处理技术，档案管理人员可以

实现对大量档案数据的快速扫描和识别，大大减少了人工处

理的工作量。

自动化处理技术还可以实现对档案信息的自动分类和

归档，根据预设的规则和模型，对档案进行智能化的整理和

管理，避免了人为因素带来的错误和偏差 [6]。此外，自动化

处理技术还能够实现对档案数据的自动化分发和共享，将档

案信息及时地传递给需要的人员或系统，提高了信息的利用

效率和时效性。总的来说，自动化处理技术在档案管理中的

应用，不仅极大地提升了档案管理的效率和质量，还为档案

管理人员解放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使他们能够更加专注于

档案管理工作的策略规划和业务创新。

3.2 智能化检索
人工智能在档案管理中的智能化检索应用是一项重要而

具有前景的技术，借助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等人工智能

技术，旨在提高档案信息的检索效率和准确性。传统的档案

检索方式往往依赖于用户手动输入关键词或者使用事先定义

好的索引体系，该方式存在着信息不准确、检索效率低下等

问题 [7]。而智能化检索技术通过深度学习算法和自然语言处

理技术，实现了对档案信息的语义理解和智能化检索。它能

够识别用户查询的意图，理解查询语言中的语义和上下文信

息，并根据查询意图智能地匹配和推荐相关的档案信息，从

而极大地提高了档案检索的准确性和效率。此外，智能化检

索技术还能够基于用户的历史检索记录和行为模式，自动学

习用户的偏好和习惯，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的检索结果，提升

了用户体验。在实际应用中，智能化检索技术已经被广泛应

用于各类档案管理系统中，包括图书馆、档案馆、企业知识

库等，为用户提供了更加智能、高效的档案检索服务。

3.3 数据挖掘与分析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不断发展，档案管理系统中积累了

大量的数据资源，包括文本、图像、音频等多种形式的档案

信息，传统的档案管理方式往往只能对这些数据进行简单的

存储和检索，未能充分挖掘数据背后的价值和潜力，借助人

工智能的数据挖掘与分析技术，可以实现对档案数据的深度

挖掘和分析，发现其中蕴含的规律、趋势和价值。

一方面，通过利用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等技术，可以对

档案数据进行模式识别、分类分析、关联规则挖掘等操作，从

而实现对档案信息的智能化理解和利用。另一方面，数据挖掘

与分析技术还可以为档案管理提供更加精准的数据预测和决策

支持，帮助档案管理者更好地制定管理策略和优化资源配置。

在实际应用中，数据挖掘与分析技术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各类档

案管理系统中，包括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以及文化机构等，

为档案管理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和决策支持。

4 人工智能的新一代技术在档案中的利用的
展望

4.1 深度挖掘与应用
人工智能的新一代技术在档案中的利用展望可谓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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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奋，特别是在深度挖掘与应用方面，人工智能技术将成为

档案管理的重要驱动力，随着数据量的爆炸性增长，档案中

蕴含着丰富的信息和价值，但传统的手工分析和处理方式已

经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而新一代的人工智能技术，如

深度学习、自然语言处理和计算机视觉等，具备了强大的数

据处理和分析能力，可以帮助档案管理者实现对海量档案信

息的智能化分析与利用。通过数据挖掘技术，人工智能可以

自动发现档案数据中的潜在模式、趋势和关联规律，为政府

决策、学术研究、文化保护等领域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例

如，利用机器学习算法分析历史档案数据，可以揭示历史事

件之间的关联关系和影响因素，为历史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

理解。同时，人工智能技术还可以实现对档案信息的智能化

应用，如智能化检索、个性化推荐等功能，为用户提供更加

高效、精准的档案服务。

4.2 分布式数据库的人工智能处理
人工智能的新一代技术在档案管理中的利用展望涉及

到分布式数据库的人工智能处理，该领域具有巨大的潜力和

前景。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档案管理面临着日益增长的数

据量和复杂性，传统的中心化数据库已经无法满足需求。而

分布式数据库技术的出现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分布式数据库将档案数据分散存储在多个节点上，通

过分布式计算和数据共享实现对数据的高效管理和利用。而

结合人工智能技术，分布式数据库可以实现对档案数据的智

能化处理和分析。例如，利用机器学习算法在分布式数据库

上对档案数据进行分析和挖掘，可以发现其中的潜在规律和

价值，为档案管理提供更深层次的支持和指导。此外，分布

式数据库的人工智能处理还可以实现对档案数据的实时监

控和预测，帮助档案管理者及时发现和应对潜在的问题和风

险。未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完善，相信分布

式数据库的人工智能处理将成为档案管理的重要技术手段，

为档案管理工作的智能化、高效化和安全化提供坚实的技术

支撑。

4.3 基于人工智能的云计算应用
云计算作为一种高效灵活的信息技术，已经在各个领

域得到广泛应用。而结合人工智能技术，云计算将为档案管

理带来全新的机遇和挑战 [8]。基于人工智能的云计算可以实

现对档案数据的大规模存储和高效管理，并且云计算平台提

供了弹性的存储和计算资源，可以满足档案管理中不断增长

的数据量和计算需求。而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实现对档案数据

的智能化处理和分析，为档案管理提供更深层次的支持。

一方面，基于人工智能的云计算还可以实现档案数据

的智能化应用和服务。通过云端人工智能算法的运行和调

用，可以实现对档案数据的智能化检索、分析和推荐，为用

户提供个性化的档案管理服务，极大地提升了用户体验。另

一方面，基于人工智能的云计算还可以实现档案数据的安全

保护和风险管理。云计算平台提供了多层次的安全机制和数

据备份服务，结合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实现对档案数据的实时

监控和预测，及时发现和应对潜在的安全威胁和风险，保障

档案数据的安全可靠。

5 结语

综上所述，人工智能在档案管理中的应用展现出了巨

大的潜力和前景，从技术框架的角度来看，包括自然语言处

理、机器学习与深度学习、智能检索与推荐等技术模块，为

档案管理带来了智能化、高效化和个性化的新可能。这些技

术不仅可以提高档案管理的效率和准确性，还能够为用户提

供更加智能、便捷的档案服务体验。通过数据的自动化处理、

智能化检索和推荐等功能，人工智能技术有望实现对档案信

息的深度挖掘和智能化利用，为档案管理工作的数字化转型

和智能化发展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

断发展和应用，档案管理将迎来更加智能化、高效化和个性

化的新时代，为社会信息化进程和文化遗产保护提供更为可

靠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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