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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开封市博物馆新馆文物预防性保护建设思路

吕淑颖

（开封市博物馆，河南开封，475000）

摘要�开封市博物馆新馆于2018年3月开放试用，但关于文物预防性保护这方面的工作还在建设

中。开封市博物馆馆藏文物八万余件，种类丰富，质地复杂，对环境要求各有不同。为了使馆藏文

物能有一个良好的保存环境，开封市博物馆必须采取多种技术性预防措施，从温度、湿度、光照强

度、空气洁净度、微生物以及害虫预防等多个方面进行馆藏文物的预防性建设。在分展厅和库房两

个文物长期保存区域，从环境检测与控制系统、空气净化系统、生物侵害防范系统等多方面出发，

进行开封市博物馆的预防性保护建设，以达到“稳定、洁净”的文物保存环境。

关键词�开封市博物馆新馆�环境调查�馆藏文物�预防性保护建设

1�开封市博物馆新馆及地理环境

开封地处豫东平原，黄河下游大冲积扇南翼，年均降雨量654.9mm，地下水位1～15m［1］。降水

多集中在夏季7、8月份，入渗率高，从多年平均看，入渗量约占资源量的81%，四季分明，全年温差

较大。黄河河床底面高于开封城地面10m左右，形成开封市地势低湿、频繁水患的特点
［2］
。历史上

黄河多次泛滥和开封城独特的地理位置，造成了开封市“湖泊众多 、河道纵横 ”的独特水文景观，

素有“北方水城”之称。开封市政府多年来也致力于将开封打造成以水系为依托的旅游城市。

开封市博物馆新馆位于开封市西部偏北，距离黄河大约有12km，距离东部汴西湖大约有2km，

根据开封市城市总体规划，在开封市博物馆新馆西侧1km将建成一个小型湖泊，四周水域环境较

多；邻近城市主干道（郑开大道），绿化带较薄弱，有害气体、尘土、噪声等不能避免；背靠商业

区，虽现因尚未开发完全，人流量较少，但随着城市的发展，人流量也会随之增加；开封市博物馆

为非独立建筑，与开封市规划馆、美术馆是一体建筑，不便于整体改造。总体来说，开封市博物馆

地理环境较差，外部环境改造困难，因此，现阶段在开封市博物馆展厅和库房这两个文物长期存放

的环境中，馆藏文物的预防性保护建设非常必要且迫切。

2�新馆展厅环境及问题

开封市博物馆新馆共有“八朝古都�千载京华——开封古代文明展”“馆藏明清佛像展”“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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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皇家用品展”“石刻精品展”“馆藏书画展”“开封朱仙镇木板年画精品展”等六个常设展览，

两个临时展厅，共14个文物陈列展厅，面积共11855m2。

开封市博物馆展厅内有中央空调设备，冬夏两季开放，可调节展厅内部温度。青铜器、竹

木漆器等对湿度敏感的文物有配备恒湿机的设计，但是书画等纸质文物却缺乏此类设计，其他质

地文物也无恒湿设计。展厅均为新近装修，外部装修材料及展柜内装饰材料，甚至文物自身降解

老化都会散发出各种污染气体如甲酸（HCOOH）、乙酸（CH3COOH）、甲醛（HCHO）、乙醛

（CH3CHO），参观者带来的及室外的污染物——硫化物以及灰尘等也会通过渗透等进入展柜内

部。但是，开封市博物馆并未有此类检测和控制设备。环境条件是引发文物劣化或损害的主要原

因，包括温度、湿度、污染气体、光辐射、虫害和霉菌等各种因素，因此，这些方面的问题应引起

我们的足够重视，这些方面的情况也应在我们的掌控之中。

3�新馆库房环境及问题

开封市博物馆新馆库房为地下库房，地下空间具有温度稳定性、安全性、隔离性（防风尘、

隔噪声、减震、遮光等）、防护性和抗震性等特征。但是地下库房也有不可避免的缺点，如相对湿

度过高、空间封闭、通风不畅等。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如何解决湿度过高的问题，开封市地下水位较

高，降水较集中，土壤入渗率高，博物馆周围水域较多，所以地下库房湿度较大，要将库房的相对

湿度控制在适合文物长期存放的50%左右是一个艰巨的工程。另外，地下库房四周完全封闭，透气

性差，通风不畅，建筑材料、装修材料、保存设备等含有的挥发性有害物质在库内聚集，会给文物

带来酸化、锈蚀、腐蚀等重大危害；各个质地文物的库房在同一空间内，如有需要防虫防霉的挥发

性药品，各种气味混杂在一起，会造成很大困扰。另外，由于地下空间隔离性比较好，所以一旦发

生生物与微生物危害将很难处理。生物与微生物危害主要指害虫对文物的蛀蚀，细菌、霉菌等微生

物对文物的腐败变质。文物害虫通过咬食木器、纸张、纺织品、皮革等有机质文物，造成文物材质

结构的改变，同时其排泄物不仅影响文物外观，还是微生物侵蚀文物的“源泉”。霉菌等微生物的

传播速度极快，文物一旦发现被感染，往往整柜、整库已受损，危害极大［3］。地上库房一般都会

放防虫药剂以驱除害虫，避免文物遭受蛀蚀，但是由于地下库房封闭性极强，使用驱虫剂只能将害

虫从一个库房驱赶到另一个库房，想要将害虫驱赶到地上是很困难的。而且在地下库房投放药物对

要进入库房的工作人员也会产生极大的身体伤害［4］。

4�开封市馆藏文物现状

开封市博物馆馆藏文物八万余件，种类丰富，质地复杂，有陶瓷类，青铜器、铁器等金属类，

书画、契书、古籍等纸质类，纺织品类，竹木漆器类，石质类等。文物现藏于开封市博物馆老馆的地

上库房，共1500m
2
，分三层，采取分质地、分类别存放。不同质地的文物对环境的要求都有所不同，

但是由于老馆库房条件有限，并无恒温恒湿空调设备和除尘设备，仅能根据文物质地，将纸质文物、

丝织品类文物放置在通风更好的三楼，将瓷器、金属类文物放置在温差较小的二楼库房。但是不可避

免地造成纸质文物库房温差较大，积尘较重，书画需定期晾晒，雨季需谨防漏水，铜器、瓷器库房通

风条件一般等问题。整体而言，老库房文物保存环境亟待改善，文物保存状况堪忧，具体情况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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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开封市博物馆馆藏文物质地分类及环境影响因素

文物质地 主要环境因素 受损形式 适宜湿度/%

陶瓷 湿度、震动 粉化、脱釉、破碎 40～50

金属 湿度、二氧化硫、硫化氢等酸性气体 生锈、腐蚀 0～40

书画 湿度、光照、二氧化硫等酸性气体 酸化、脆化、变色 50～60

石刻 二氧化氮、臭氧、湿度、颗粒物、硫氧化物 表面风化 40～50

纺织染料
湿度、硫、氮氧化物、光线、物理疲劳、高温、二氧化硫、

颗粒物
褪色、脆化 50～60

竹木漆器 湿度 翘曲、干裂 50～60

5�开封市博物馆预防性保护建设的几点建议

5.1�环境监测与调控的重要意义

博物馆环境检测与调控应用系统的建设，主要是通过对博物馆环境多个方面形成有效的、长期

的环境监测，布设无线传感实时监测系统，配备必要的手持式环境检测仪器。从温度、湿度、污染

空气、光照强度等多方面进行监测，制定管理手册，形成馆藏文物保存环境质量评估、风险预警、

决策调控机制，提高防范文物收藏保管风险，尽可能预防保护珍贵文物，掌握环境质量，了解环境

的变化规律，及时调控，改善文物保存环境。

在开封博物馆建立一套环境监测与调控系统，实现对展厅和重点展柜等文物保存环境质量的及

时感知和反馈，对博物馆文物保存环境实施有效的监测和控制，提高博物馆馆藏珍贵文物的风险预

防控制能力，最大限度地防止或减缓环境因素对文物的破坏作用，是预防性保护的关键。

5.2�展厅环境控制的措施

新馆展柜对于青铜类文物和竹木漆器等对湿度敏感的文物有配备恒湿机的设计，书画等纸质文

物却无此类设计，但是开封冬季气候干燥，相对湿度远远达不到纸质文物适宜的50%～60%，所以

书画展柜也迫切需要加装恒湿设备，其他文物展柜也应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逐步实现恒温恒湿的保

存条件。

有效控制展厅内的空气污染物，使展厅内部环境达到“洁净”的状态，做到对文物负责。首

先，在展厅入口处安装空气淋浴和铺设防尘地毯清除观众带入的污染物；其次，加强展柜的密封

性，防止外界有害气体从缝隙透入，可在柜内放置活性吸附材料来减小甲醛等污染物的浓度；最重

要的是安装空气净化设备，减少有害气体对文物的损害，集中式空调系统应分别对文物的不同材质

和级别，相应地设置粗效、中效、亚高效或高效空气过滤器，或选用具有吸收化学元素能力的特殊

材质空气过滤器，但不可选用静电类空气清洁器，因为它会产生臭氧，而臭氧对文物的腐蚀、破坏

性很大
［5］
。

因为新馆展厅均为人工照明，基本可以控制紫外线对文物的损害，但是，人工照明对文物也有

一定的损伤，高强度的光照会使环境及物体的温度升高，导致文物材质变性，颜色改变，纤维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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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光照的强度与破坏性是成正比的，与文物的距离成反比，即光线越强，破坏性越大，距离越

远，破坏性就越小［6］。所以控制如何光照强度、角度距离和照射时长是控制光辐射对文物影响较大

的因素。应严格按照国家文物局《博物馆照明设计规范》，创造适于文物保存的光环境，对光线敏感

的纺织类、纸质类文物应定期更换展品，避免长时间曝光。不同质地文物的可见光照强度标准见表2。

表2�各种材料的可见光照强度标准［7］

类别 照度值/lx 文物质地

对不光敏感 ≤300 金属、石器、玻璃、陶瓷、宝石、珐琅

对光敏感 ≤150 油画、水彩画、天然皮革、象牙、竹木漆器

对光特别敏感 ≤50 纺织品、印刷品、素描画、邮品、缩微胶片、照片、染色皮革等

5.3�库房环境的控制

詹长法曾经提出，为了降低湿度，应对建筑物的地基运用防水涂层，而不应使用除湿器
［8］
。

开封市位于黄河冲积平原，土壤入渗率高，开封市新馆库房为地下库房，为杜绝地下潮气毛细上来

影响文物，应在库房地基运用防水涂层，并设一道20多cm高的空气隔离层［9］。库房的地板应铺设

具有防滑、消音、无污染、易清洁、具弹性的安全材料，且应具有很好的平整度，以免在文物柜架

摆放和运输过程中发生震动而对文物造成损伤。

根据开封市博物馆新馆库房的设计，青铜器库房、纸质文物库房、竹木漆器库房等配有恒温恒

湿设备，瓷器、石刻等对湿度较不敏感的文物库房无此类设备，但是这类文物对空气相对湿度也有

一定要求，夏季降雨增多，地下库房难免湿度加大，在这些库房添置一部分除湿机有备无患。

地下库房具有封闭性强的特点，一旦有可传染的污染物进入库房，很难彻底消除，所以要严

格控制室外污染物进入库房。库房入口应安装风淋除尘消毒设备，避免室外污染物进入库内。库

房工作人员应配备防护服装、手套、一次性鞋套、口罩、防尘帽等工作用品，防止其带入的外来

污染物损坏文物本体［3］。库房除尘设备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吸尘器、抹布等是库房必备，

以便定期库房打扫卫生，对文物进行除尘工作。库房安装的新风系统一定要到达每一个库房，同

时要注意新风机出风口不能直接对着文物，并限制风速，将其控制在0.5m/s以下，使文物不直接

受风的影响。

库房均为人工照明，光的强弱会对文物产生相应的影响，不同质地的文物对光照的敏感的也不

一样，所以，控制光源光照强度在文物可接受的范围之内，不同类别的文物库房可配置不同照明强

度的光源，有条件的地下文物库区应设两套强弱有别的人工光源，平时日常工作时打开较弱的人工

光源，需要仔细观察文物时扫开较强的人工光源［6］。

开封市博物馆珍贵文物都配有囊匣，囊匣创造出的微环境，基本上可以满足小范围内温湿度稳

定，减少空气污染，达到洁净的目的，是比较好的控制文物微环境的做法。

5.4�文物入库前的预防性保护及熏蒸室建设

对有机质地的文物来说，在移入地下库房之前一定要认真执行检查消毒制度，不要将害虫隐患

带至地下，只有这样，才能在通常设定的温湿度条件下（温度不超过20℃，相对湿度不超过65%）

防止害虫的发生。因此，我们强调对进入地库的文物必须认真执行入库前的检查、消毒制度，力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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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把隐患带至地下
［4］
。

为了给文物带来一个健康的新环境，在新馆库房外建设一个消毒熏蒸室非常必要。文物入库之

前进行全面的消毒和清洁，以防止将许多隐藏的、肉眼看不见的病菌带入库房。现在常用的杀虫消

毒技术包括物理和化学两种。物理方式大多采用低温冷冻方式来杀虫灭菌，这种方式对人体无害，

操作安全，但是需要大量经费购置专业设备，可以在经费充裕的时期考虑添置。化学处理中，大部

分采用有毒化学试剂熏蒸，常用的熏蒸剂是硫酰氟、环氧乙烷和溴甲烷等，在文物行业中后两种的

处理工艺比较成熟，市场上有专业公司生产消毒设备，并且不少文博单位都在应用，其具有操作简

便、效果彻底、作用迅速、受环境客观因素影响小等优点［10］。所以，关于熏蒸室的建设，可以考

虑以化学处理熏蒸设备为基础，可用于日常文物入库的熏蒸杀毒，然后，后续添置物理处理专业设

备，可在大量文物入库或大批文物定期杀毒时使用。

结��语

文物的预防性保护归根结底是要给文物一个“稳定、洁净”的环境。“稳定”是指给文物

创造一个适合的、变化波动不大的温湿度环境，“洁净”是指给文物一个气态悬浮污染物相对较

少，其浓度达到科学合理的安全数值以内，干净、安全的空气环境。因此，开封市博物馆新馆的

文物预防性保护系统的建设最重要的是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是展厅和库房温、湿度监测和控制

系统的建设，另一方面从小范围来说，是对展厅、库房空气中有害气体的过滤系统、生物侵害的

防范系统的建设。只有先做好这两方面的工作，奠定了开封市馆藏文物预防性保护的基础，才能

为博物馆环境做更多、更大范围的预防性措施，为馆藏文物做更细致、更深入的保护做进一步的

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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