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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网上博 物馆 的建设

,

是 一个新 的 尝试
。

本 文介绍 了 网上专 业 博 物馆 与现 实专 业 博 物

馆 的 区别
, “ 网上给水技术博物馆

”

栏 目 的设置及 网 站 的建设和维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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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有博物馆之乡 的美誉
,

这是 因 为 中 国人

最早创办的博物馆 —南通博物苑就位于南通壕

河之滨
。

它是清末状元
,

著名 的 民族实业家
、

教育

家张睿于 年创建的
。

正 因 为有 了 这个传统
,

南通先后建立 了 国 内第一家纺织博物馆
、

建筑博

物馆
、

沈寿艺术馆
、

个籍艺术馆等等
。

给水技术博

物馆 以下简称
“

水博馆
”

是在南通狼山水厂建设

过程 中 引 进国外先进设备
,

整个生产环节实现计

算机控制后
,

生产人员大幅度减少的情况下
,

利用

水厂设在狼山名胜风景区的优美环境 内和水厂 内

部空 出 大量 的辅助用房 的基础 上
,

于 年

月 日建立 了我 国第一座给水专业 的技术博物

馆
。

它的建立得到 了建设部
、

国 家文物局
、

中 国城

镇供水协会和 中 国博物馆学会的大力支持
。

“

水博馆
”

的职能是 收集
、

收藏
、

整理
、

研究给

水资料 包括实物藏品
,

为发展给水技术
、

节约水

资源和宣传给水
、

节水知识提供社会化服务
。 “

水

博馆
”

在不断扩大收藏的基础上
,

最近又在 因特网

上建设 了 一座
“ 网上给水技术博物馆

” 以 下简称
“ 网上水博馆

” ,

网址为 。

,

它的建立是一个新 的

尝试
,

其 目 的是利用新兴的媒体技术更好地宣传

我 国 给水事业的辉煌发展历史 收藏
、

展示
,

普及

水和节约用水 的知识 教育
,

为广大给水专业工

作 者 和群 众提 供 一个 良好 的 服务场 所 资料 检

索
。

一
、 “ 网上水博馆 ”的特点

专业技术博物馆 比起一般的博物馆来
,

既

有它的局限性
,

又有它的特殊性
。

它对专业 内容的

展示会更深刻更细致
。

但过于专业 的 内容对一般

观众来说就显得
“

枯燥无味
” 。

如何适应各个层次

人士的需求
,

既要展示专业的 内容
,

又要进行科普

宣传
,

一直是专业博物馆工作人员 所在探索的课

题
。 “ 网上水博馆

”
的建设无疑是利用 网 上技术 的

优势
,

根据专业技术的特点
,

提供了专业博物馆得

以展示 自己 的广阔天地
。

“

博物馆上 网 ”

和
“ 网上博物馆

”

虽然 同样

利用 因特 网技术 向人们展示 自己
,

但有着 明显 的

区别
。 “

博物馆上 网 ”以介绍
“

现实
”

博物馆 的情

况
、

建馆的历史
、

主要馆藏
、

展馆等为主
,

有一些博

物馆为 了 扩大服务功能
,

适 当地增加一些服务的

内容
。

因此
,

这种 以 “
介绍

”

为主要 目的进行宣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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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方式
,

其在线容量不是很大
。

许多博物馆就是
以这样的形式

“

上 网
”

的
。

这无疑给人耳 目一新
,

至

少不出 家 门
,

就能初步 了解许多博物馆的概况
。

有

极个别博物馆为 了赶
“
时髦

” ,

仅在 网上发布 了 自

己 的
“

馆名
” 、 “

地址
” 、 “

联系方式
” ,

只用一个页就
了 事 了

,

这种
“

上 网
”

似乎太简单 了点
。 “

网上博

物馆
”

顾名 思义就是
“

在 网上的博物馆
” ,

这已 不是

仅仅作一些必要 的介绍 了
,

而是尽量利用 网络 的

优势
,

充分运用 因特网技术
,

建立一个现代化的不

受展室大小
、

地域
、

时空限制 的更为庞大便于查询

的资料信息库和收藏 品 的展示
,

既满足一般人员

获取知识的愿望
,

又最大限度地满足专业人员 需

求的 “ 网上实体
” 。

因 此
, “ 网上博物馆

”

有着更大实

际容量和服务空间
。

基于上述 的特点
, “ 网上水博馆

”
有着 比现实

的
“

水博馆
”

更大 的空 间 和容量
。

它可 以不受地域

限制提供人们 随时上 网 “

参观
”

浏览
“ 网上博物馆

”

的机会
。

为 了达到
“

成为大家朋友
”
的 目 的

,

在规划

总 体设计 的 时候
,

就 应该 注 意容 纳 尽 量 多 的 与
“

水
”

有关的大量资料和 图 片
。 “

水博馆
”

是我 国博

物馆大家族 的一员
,

当然也就义不容辞地有宣传

文博事业 的义务
。

所 以 在重点建设
“ 网上水博馆

”

本专业栏 目 的 同 时
,

将南通 的博物馆和 中 国 已 上

网 的 主要博物馆一并作 了 介绍或链接
,

充分体现
出 网上博物馆 的时空优势

。

二
、

栏 目 的设置
“ 网上水博馆

”

以 “
收藏

,

展示
” 、 “

教育
” 、 “

资料

检索
”

三大功能为服务宗 旨
,

共设立 了 “

简介
” 、 “

水

知识
” 、 “

给水史料
” 、 “

节约用水
” 、 “

供水年鉴
” 、 “

技

术动态
” 、 “

资料索引 ” 、 “

给水专家
” 、 “

热点论坛
” 、

“

水文化
” 、 “

南通博物馆
” 、 “ 中 国博物馆

” 、 “ 网站链

接
” 、 “

水新 闻快讯
”

等栏 目
。

、 “

收藏
,

展示
”

类 的栏 目有
“

简介
”

介绍
了 “

给水技术博物馆
”

的建成
、

展室
、

室外展区 的面

貌
“
给水史料

”

既是知识 的传播
,

又是历史和

技术资料的汇编 其 内容展示 了人类用水的历史

有早期文献 的记载
,

新石器时代遗址 的木构水井

资料
,

战 国时期遗址 中 的水井 的资料
,

古代城市供

水状况以及我 国古代净水技术在世界文 明史的地

位 同时还介绍 了我 国近代给水事业的发展过程

自清朝末我 国城市供水也随着城市的发展开始起

步
,

许多城市相继建立 了具有一定规模 的供水设

施和企业
。

这个栏 目还重点介绍 了 新 中 国成立 以

来
,

我 国 给水技术工作者在现代城市供水技术的

发展过程中
,

充分发挥出 自己 的聪明才智
,

为我国

的给水技术的发展作 出 的 巨 大贡献
。

向人们展示
了 整个城市供水净化处理各个环节的现代技术

,

是当代城市给水技术 的全面展示
。

根据收集到 的

资料
,

整理了在我国 给水事业发展过程中“

最早
” 、

“

最大
” 、 “

最多
”

的事件
、

技术和专业单位等
,

予 以

发表
。 “

水文化
” 向人们介绍与

“

水
”

有关的文

学艺术作 品
,

有诗词
、

名 句
、

成语
、

散文
、

杂谈
、

幽

默
、

中 国 画
、

油画
、

水彩画
、

陶艺
、

少数民族风情等
,

让大家从中体会
“

水
”

在人类心 目 中 的重要地位
。

“

南通博物馆
”

介绍 了 中国人 自办的第一个博

物馆 —南通博物苑
、

南通纺织博物馆
、

南通建筑

博物馆
、

张睿纪念馆
、

沈寿艺术馆
、

个接艺术馆
、

民

间 艺术馆
、

蓝 印 花布 艺术馆
、

如 皋博物馆 水绘
园

、

海安博物馆
、

南通书画研究院等南通地 区的

文博单位
,

展示
“

博物馆之乡 ”
的风采

。 “ 中 国博

物馆
”

链接了 “

北京故宫博物院
” 、 “

中国历史博物

馆
” 、 “

上海博物馆
” 、 “

河南博物院
” 、 “

秦始皇兵马

俑博物馆
” 、 “

香港科学馆
” 、“

澳门博物馆
” 、 “

台北

故宫博物院
”

等近 个著名 的博物馆的 网站
。

、 “

教育
”

类的栏 目有
“

水知识
” 、 “

节约用

水
” 、“

热点论坛
”

等栏 目介绍 了水的基本知识
,

讲述

了水资源的珍贵
,

阐 明 了水是生命之源
,

叙述了 自

来水的生产过程
,

讲解 了 给水技术的要点
,

宣传了

节约用水的知识
。

通过对水资源的热点讨论
,

使人

们增长对水的认识
,

提高保护水资源的意识
,

更加

地 自觉珍惜
“

生命之源
”

—水
。 “

给水专家
”

收

集 了 多位对我 国 给水事业和给水技术进步作

出 了 重要贡献的专家和部分教授级的技术专家的

业绩和著作
、

论文
。

他们既是我 国 给水事业发展的

勤奋耕耘者
,

也是人们 包括青少年 学习 的榜样
。

、 “

资料检索
”

是本 网 站 的重头项 目
,

其栏 目

有
“

给水史料
” 、 “

给水专家
” 、 “

供水年鉴
” 、 “

技术

动态
” 、 “

资料索引 ”

等等
。

在此可 以查 阅大量 的关

于
“

水
”的历史文献

、

资料
、

技术规范
、

技术标准
、

学

会协会
、

供水企业
、

科研院所
、

大专院校
、

设备厂商

等单位的信息
。

“

水新 闻快讯
”

是 网 站每天更新 的栏 目
,

为方

便大家及时 了解有关
“

水
”

方面 的最新动态
,

本栏
目仅采编陈列全国性给水排水专业技术杂志 以外

的最新短信息
,

保 留 最近 一 天的新 闻
,

以节约

大家翻阅报刊 的时间
,

方便查阅
。

过去的信息可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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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动态
”

栏 目 内按月 查 阅
。

若需查 阅 给水排水

专业技术杂志和其他技术资料的 内容
,

可在
“

资料

索引 ”的 “

杂志资料
”

栏 目内查阅
。

三
、

网上博物馆的建设和维护
、

网站的规划
、

计划 博物馆上网是时代的需

要
,

网上博物馆是科技进步产物
。

全球媒体网络技

术发展
,

为我们博物馆事业的发展提供了 机遇
。

我

们不是赶时髦 的应景之作
,

应该有一个经过论证
的详细规划和切实可行的实施计划

。 “

规划
”

广泛收集有关
“

水
”

的各类资料
,

充分利用现有 的

因特网技术手段
,

规划
“ 网上水博馆

”
的总体 目标

、

栏 目设置
、

内容安排
、

展示形式
、

技术支持
、

表现手

法
、

网站维护
、

管理机制等
。 “

计划
”

根据规划

的要求
、

资料 的 收集整理情况
、

经费的可能
、

人员

的素质等具体条件
,

制定 出 一个切实可行 的 实施

计划
,

并加 以落实
。

、

资料的收集 在兴办
“

水博馆
”
的过程 中

,

得

到多方面的支持
,

收集到许多实物和资料图片
,

为
“ 网上水博馆

”
的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

当建设
“ 网

上水博馆
”
的消息传出 时

,

立 即得到 国家城市给水

排水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

中 国城镇供水协会
、

中 国

给排水学会
、

南通市科委
、

电信局
、

建委
、

南通科技

信息 网
、

南通热线等单位的大力支持
,

提供资料
,

提供技术
,

提供物质和经费的支持
。

许多国 内知名

的专家寄来大量珍贵的资料和照片
,

更有甚者不

远万里从 国 外寄来 已 经过世老专家 的简历和照

片
。

我们深深感到 在共同事业 中长期建立起来 的

友情 比什么都珍贵
“ 网上给水技术博物馆

”
的建

立就是社会力量交汇的一例
。

那么多的栏 目
,

那么

多 的 内容
,

那么 多的资料
,

东南西北 的信息
,

没有

四面八方的广泛支持
,

怎么可能完成这一庞大的

任务呢
、

网 页的制作 原来
“

水博馆
”

没有制作 网 页

的专业人才
,

主创人员 在 当地 电信部 门 和市科技

信息 网 的技术人员 的具体指导下
,

认真学 习 网页

制作技术
,

边学边干
。

收集资料
,

组织素材
,

安排内

容
,

网页创意
,

设计页面
,

动手制作
,

全是这些人员

夜 以 继 日 的工作成果
。

由于创作人员 对展示 的 内

容 比较熟悉
,

有着绘画
、

装饰 的创作经验
,

又初步

掌握 了 网页的制作技巧
,

所以才能将专业业务
、

艺

术创意与 网络技术进行有机地结合
,

取得 良好 的

效果 内 容
、

视觉
、

经费
。

、

网站的 日常维护 网站的建设并不算太难
,

难 的是 网站长期 的维护和管理
。

网站的 内容必须

不 断充实提 高 和及 时更新
。

否则
,

随着 时间 的推

移
,

将会变成一个无人问津的 “
垃圾筒

” 。

人员

内容 的扩充
、

增加和信息 的更新必须要有一些具

有一定专业 给水专业
、

文博专业
、

因特网技术 知

识
,

能长期 勤勤恳恳默默工作 的人员
。

人数不在

多
,

而在精
,

年龄层次上要老
、

青结合
,

形成梯 队
,

保证长期工作 的连续性
。

新 的管理机制
,

在请
求有关方面给予政策上的优惠和保证部分经费仍

适 当补贴外
,

逐步实行以 网养网 的激励机制
,

从而

保持网站工作经费和人员 队伍的稳定
。

探索信

息收集
、

联络的 网络和框架
,

保证源源不断的信息

的广泛性
、

准确性和时效性
。

制定资料来源
、

整理
、

应用管理制度
,

使之管理行为规范化
、

专业化
。

网站 的安全性是必须引 起高度重视的 问题
。

否则

计算机病毒感染
、

黑客侵人将会造成极其严重 的

后果
。

我们采取了一定的防范措施 申请了两个

域名
,

并将两个服务器分别放在电信部 门和科技

信息 网 的机房 内 采用不同终端制作和更新网页
,

再通过通讯线路上传到专用服务器
,

对外发布信

息
。

这样全部信息 同时存放在 四个地方 狡兔 四

窟
,

万一其 中有一个遭到侵袭
,

其他 的服务器或

终端还能保证信息不致丢失
。

另外
,

定期将网站 内

的资料制作成光盘妥善保存
。

必须制定有关的

制度
,

从各个环节严格控制
,

以 防失误
,

造成损失
。

定期对设备进行杀毒处理
,

对敏感期更需严加

防范
。

规定定期用杀毒盘对所有站点进行预防性
消毒处理

。

一旦发现有病毒
、

黑客和反动
、

黄色信

息
、

图片等非法信息侵人网站
,

应立即报告有关部
门 和警告各个站点

,

在摸清情况后进行处理 清除

病毒
、

非法信息和遭到破坏的 内容
,

重新从未遭到

破坏 的 站点调人原有 的 网 页 内容
,

恢复 网站 的完

整和 良好状态
。

“ 网 上水博馆
”

虽 然 已 于 年 月 日

世界水 日 开始试运行
,

目前 已 拥有近 万字

的文字资料及 多张各类 图 片
,

其 中不乏许多

珍贵的历史照片和资料
。

但这 只是一个初步 的框

架
,

还不足规划 容量 的
,

内容还需大量地充

实
。

由 于建设时间较短
,

水平的 限制 和经验不足
,

“ 网上水博馆
”
的栏 目设置

、

版面 内容等方面还在

不断改进
,

还需要继续探索新的 内容处理方式
,

新

的 网 页制作技术
、

新的表现手法
,

争取成为大家所

能接受的 “ 网上博物馆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