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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15/2021_2022_2001_E5_B9_

B410_E6_c67_215467.htm 第一部分 选择题 一、填空题（每空1

分，共20分） 1.档案管理直接服务于人类保存档案之目的，

是整个档案事业的____________。 2.档案管理系统的服务对

象是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是馆藏建设的核心。 4.

全宗理论的核心是____________原则。 5.档案保管期限表是

控制入藏档案____________的工具。 6.在____________过程

中对档案文件价值的鉴定，是全部档案价值鉴定活动的主体

。 7.排列规则的档案____________组织是使档案管理系统走

向有序，从而有效地发挥其服务功能的基础。 8.通过著录，

档案信息就有了另外一种存在方式并取得了一定

的____________度。 9.档案整理工作从总体上看由五部分工

作内容组成，即划分全宗、组合全宗群、____________、立

卷和案卷排列。 10.联合全宗和全宗汇集在档案馆中也作为一

个____________进行管理。 11.档号必须具有____________性

，否则不能成为有特定意义的人工语言。 12.智能控制或编目

的步骤是：第一步通过著录与标引形成____________，第二

步进行目录组织,形成检索工具网络。 13.档案标引根据检索标

识的不同可分为主题标引、档号标引和____________标引。

14.____________因素是主题构成的核心，是用户查找文件的

重要检索途径，一般作主标题(标目)使用。 15.档案检索工具

具有存储、____________、交流报道档案信息三项功能。 16.

档案意识也就是人们对档案需求的____________。 17.咨询服

务，根据提出问题的不同，可分为文献咨询服务、事实咨询



服务和____________咨询服务三类。 18.档案编研服务从广义

上说，是对档案信息进行加工、____________和研究，使之

以更适于用户利用的形式，定题或定向输出的服务方式。 19.

编制专题指南必须在编制____________的基础上进行。 20.档

案管理系统反馈机制主要是由两大子系统组成，

即____________子系统和统计研究子系统。 二、单项选择题(

在每小题的四个备选答案中，选出一个正确答案，并将正确

答案的序号填在题干的括号内。每小题1分，共20分) 1.档案

管理学从研究范围上可分为( )档案管理和专门档案管理研究

两方面。 A.社会 B.普通 C.文书 D.党政 2.档案管理系统既具有

信息( )系统的特性，又具有信息处理系统的特性。 A.输入 B.

输出 C.存储 D.流通 3.对档案价值的鉴定应该以( )的评价为标

准。 A.整个社会 B.主要用户 C.档案部门 D.领导 4.档案文件间

具有事由类同性，是指档案文件之间具有( )。 A.广义的事由

联系 B.狭义的事由联系 C.相同的时间特征 D.相同的空间特征

5.特色原则是档案基本特性( )的概括和反映。 A.证据性 B.本

源性 C.参考性 D.内在联系性 6.鉴定选择文件的基本方法有两

种，其中( )是档案部门最经常使用的方法。 A.按目录鉴定 B.

统计选样法 C.直接鉴选法 D.按档案题名鉴定 7.( )的实质就是

现行文件向档案的转化，在我国此后文件即被称作档案。 A.

档案登记 B.归档 C.鉴定 D.整理 8.省以上机关具有永久保存价

值的文书档案，在本机关保存( )后向档案馆移交。 A.10年

B.20年 C.30年 D.第二年 9.针对档案内部特征，使档案信息有

序化的方法，最主要和经常使用的有( )和主题法。 A.代码法

B.时序法 C.字顺法 D.分类法 10.就一个机关而言，构成立档单

位的条件至少是具有相对独立社会职能，并( )。 A.有下属单



位 B.有固定的主管机关 C.有固定资产 D.能主要以自己名义对

外行文 11.( )不仅是档案的基本保管单位，也是档案统计和检

索的基本单位之一。 A.全宗 B.系列 C.案卷 D.文件 12.对档案

内容进行主题分析并将表达这种主题的自然语言转换成档案

信息处理语言，使之成为( )的过程叫“标引”。 A.文摘 B.检

索标识 C.目录 D.索引 13.档案主题标引过程中，当需要进行

组配标引时，必须注意使所选用的主题词( )。 A.在字面形式

上与文件主题完全一致 B.与文件主题性质完全相同 C.意义相

同 D.互相之间在概念上有某种逻辑关系 14.以整件档案为单位

进行著录所形成的条目，是编制各种( )的基础或零件。 A.目

录 B.索引 C.指南 D.文摘 15.案卷目录与卷内文件目录“合二

而一”的产物是( )目录。 A.分类 B.全引 C.专题 D.主题 16.档

案( )的效果是衡量档案管理系统整体质量的重要标准，也是

改进工作的依据。 A.实体控制 B.智能控制 C.信息服务 D.馆藏

建设 17.( )是应用最普遍的档案信息服务方式。 A.咨询服务 B.

借阅服务 C.出具档案证明 D.编研服务 18.属于档案参考资料

的是( )。 A.档案史料汇编 B.现行机关档案文集 C.全宗指南 D.

专题综述 19.( )是概要介绍某一全宗的立档单位历史，全宗内

档案的历史、内容和成份及其利用价值的一种科学查考工具

。 A.全宗指南 B.全宗目录 C.全宗卷 D.全宗名册 20.档案统计

研究的基本要求是( )。 A.准确性、及时性、稳定性 B.准确性

、完整性、科学性 C.准确性、及时性、科学性 D.准确性、及

时性、完整性 三、著录(共6分) 1.请站在绍兴市科学技术协会

的立场上，将本试卷所附中共绍兴市委组织部等8个单位联合

制发的《关于做好组织参观〈绍兴市计算机应用展示会〉的

通知》(系正本)，按国家标准著录成卡片式条目。提要项、



档案馆(室)代号和缩微号可省略。(假设：分类号为H116；档

号为16－9－8－8；需短期保存；共6页) 四、判断说明题(判

断正确与否，并简述理由，不写理由无分。每小题5分，共10

分) 1.广义的事由联系与狭义的事由联系只有宏观与微观之分

，它们的性质则是完全相同的。 2.分类号不能用于实体控制

。 五、名词解释(每小题5分，共20分) 1.文件生命周期 2.归档

3.全宗卷 4.档案证明 六、问答题(第1、2题每题7分，第3题10

分，共24分) 1.简述档案管理系统具备哪几种功能。(7分) 2.简

述档案馆收藏档案的特点。(7分) 3.整理档案为什么不能按照

偶然的需要和人为的联系随意分合?(10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