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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做好馆藏古籍善本的预防性保护工作

——以湖北省博物馆为例

赵艳红�谢�梦

（湖北省博物馆，湖北武汉，430077）

摘要�目前古籍善本的保护方法主要有抢救性保护和预防性保护，抢救性保护是针对那些“有药可

救”的古籍善本所采取的不得已而为之的保护措施。若从根本上延缓或抑制病害的发生，预防性保

护工作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针对该馆古籍善本的保存状况和病害类型，提出从保存环境调控、数字

化管理和加强风险管理意识三方面着手，把它们可能受到的损害降到最低限度，最大化地保护古籍

善本所携带的各种信息。

关键词�古籍善本�病害�预防性保护

引��言

湖北省博物馆馆藏古籍善本种类丰富、数量庞大，版本类型多样，目前馆内收藏古籍线装书

72000余册，善本7400余册，内容涵盖了经、史、子、集、丛书、方志、家谱等多个学科，具有很

高的科学研究价值、历史考究价值和艺术创作价值。

湖北省博物馆筹建初期，文物库房条件简陋，库房数量有限，大量的古籍善本没有得到妥善

的保管和利用。加之武汉特殊的气候环境，鼠蛀虫害、水浸、有害气体侵蚀等现象屡见不鲜。近年

来，随着抢救性保护工作的进行，预防性保护的理念也逐渐渗透在文化遗产保护的各个领域，古籍

文献保护的工作重心也从原来的抢救性、被动式的直接干预转向了主动式的预防性保护方向［1］。

这就要求古籍善本保护工作做到“对症下药”，找出古籍文献出现劣变的原因，从源头上采取预

防性保护措施来延缓或者抑制尚未遭遇损毁的古籍文献病害的发生，最大限度地延长古籍文献的

寿命。

1�馆藏古籍的病害类型及成因探析

对馆藏古籍善本的病害调研分析，发现该馆主要有酸化变色、动物损害、断裂、粘连、水渍、

污渍、微生物损害、糟朽、絮化、字迹扩散等病害类型。这些病害的存在不仅严重影响文物的外

观，而且存在进一步发展的趋势，严重威胁文物的耐久性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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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酸化变色

酸化变色是造纸过程中使用的原料、加入的填料、书写材料、保存环境以及大气中的酸性气

体、粉尘、微生物等的影响，致使古籍纸质劣变，颜色变黄，如图1所示。

1.2�动物损害

古籍善本属有机质类纸质文物，是虫类和鼠类等动物的食物来源。蛀虫和鼠类在其中筑巢生息

繁衍后代，把书页蚕食得千疮百孔，如图2所示。

图1�酸化变色

图2�动物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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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断裂

断裂是由纸张酸化变脆或外界物理作用而导致的书页或者封面纸张强度降低进而劣化断裂的现

象，如图3所示。

图3�断裂

1.4�粘连

粘连通常是由于古籍在保存过程中环境潮湿、液体浸泡或者微生物的影响而导致的书页皱褶和

互相粘连难以分开，如图4所示。

图4�粘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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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水渍、污渍

水渍、污渍是古籍的书页受雨水或者其他污染物的浸润而留下的各种斑迹、痕迹。通常这种污

染物都呈酸性，不仅影响书页外观，还会对书页造成进一步的损坏，如图5所示。

图5�水渍、污渍

1.6�微生物损害

微生物损害通常是由于书页发生霉菌污染，霉菌菌丝根植在纸张纤维内部大量繁殖，导致纸张

强度降低、字迹模糊的现象，如图6所示。

图6�微生物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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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糟朽、絮化

糟朽、絮化是指古籍书页因物理、化学或者生物原因导致纸张纤维降解、结构疏松、力学强度

大幅度降低呈棉絮状。发生糟朽、絮化的古籍纸张几乎失去了强度，任何的机械处理都可能对纸张

造成新的不可逆转的损害。对于古籍书页来说，糟朽、絮化这种类型的病害十分严重，一旦出现在

古籍上，几乎可以定义为濒危文物，如图7所示。

图7�糟朽、絮化

1.8�字迹扩散

字迹扩散通常是由于古籍文献的有色字迹、印章、印鉴或者黑色墨迹遇到无机、有机溶剂的浸

润而导致的字迹边缘呈羽状晕开的现象，如图8所示。

图8�字迹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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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预防性保护措施

2.1�环境因素的调控

影响古籍文献寿命的因素，除了内因即构成材料的自然老化外，更重要的是外因即保存环境

的影响。环境因素方面的预防性保护措施对古籍善本的耐久性保存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温湿度的

变化会引起古籍纤维的溶胀、收缩而影响纤维组织；高能量的紫外线引起纤维断裂使得古籍纸张断

裂；空气中的硫化物、氮氧化物、臭氧等使纸张酸化、氧化进而脆化发黄；空气中的灰尘等携带的

霉菌菌丝在纤维表面及内部引起的生物污染，使得纤维被腐蚀、酸化、断裂等。针对以上问题提出

以下具体的对策。

2.1.1�温湿度的调控

适宜的温湿度是古籍善本长期耐久保存的重要保证，而高温高湿、高温干燥或低温潮湿及忽高

忽低的环境对古籍文献的耐久性保存都是不利的。当然，在考虑古籍文献的温湿度适宜的同时，还

应兼顾其滋生霉菌的温湿度条件［2］。温湿度控制范围不科学或控制不稳定都易造成纸张形变和受

到虫霉侵害。以下是几种常见的霉菌生存的相对湿度（表1）。

表1�几种常见的霉菌生存的相对湿度

霉菌名称 相对湿度/% 霉菌名称 相对湿度/%

青霉 ��～�� 灰绿曲霉 ��

刺状毛霉 �� 耐旱真菌 ��

黑曲霉 �� 黄曲霉 ��

��注：霉菌最适宜的温度为25～37℃。

根据武汉市的具体环境因素及气候条件，结合国内外博物馆温湿度管理规定，同时结合霉菌生

长所需的温湿度条件，古籍善本保存环境温度应控制在20℃左右，相对湿度控制在50%～60%，温

度波动范围应控制在±2℃，湿度波动范围应控制在±5%左右。夏季炎热潮湿时，利用空调系统或

隔热设备进行降温，采用去湿机或吸湿剂（氯化钙、硅胶等）降低湿度；冬季寒冷干燥时，要及时

供暖，同时采用加湿器或在室内放置敞口盛水的容器等方法，保证良好的温湿度环境。

2.1.2�光照条件的控制

光照是古籍善本受损的重要外因，其中危害最大的因素是太阳光中的紫外光和光照强度。然而

在古籍文献的使用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有光的存在。因此，古籍善本的光照条件控制可以从以下两

个方面着手：一方面要限制太阳光的照射时间和照射强度，可以通过减少库房窗户数量和窗户面积

或避免开设朝南的窗户；然而，窗户又不能过少，否则影响通风效率，易使古籍文献遭受霉变、虫

害等，因此还可以在室内及室外增设遮阳措施，以保证合理的照度（50lx）［2］。另一方面可以在

玻璃上涂布紫外吸收剂或将透明玻璃换成深色玻璃（红色或绿色）、毛玻璃等，也能起到一定的滤

光作用，从而降低光对古籍文献的危害，即起到相当程度的防光效果［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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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空气质量的控制

对古籍善本有害的污染物主要有具有酸性或氧化性的有害气体及固体颗粒，如硫化物、氮氧化

物、卤化物、粉尘及某些有机化合物等。有害气体，尤其是酸性气体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会导致

纸质文物酸度增大，加速其氧化降解；一些颗粒污染物会在古籍上与空气中的有害物质形成胶体，

甚至发生水解并分泌出黏性物质，导致其形成“书砖”；霉菌孢子会随着空气进入室内的各个角

落，导致古籍滋生霉菌。了解了上述污染物的特征和性能，即可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提高古籍善

本的耐久性能。主要防治措施有以下几种。

（1）气相过滤［3］。在古籍库房中投放活性炭和活性氧化铝等化学介质，通过吸附、吸收及化

学反应等方式达到净化空气的目的，如有效地净化库房中的硫化物、氮氧化物、臭氧等气体。

（2）安装空气净化系统。利用空气过滤系统不断将库房或者展柜内的气体通过进风口与过滤

网和空气净化过滤器净化处理后，再放回库房或者展柜中，达到保持内部空气洁净的效果。

（3）安装环境监测系统。在古籍善本库房和展柜安装传感器，对其温湿度、气态污染物、紫

外线强度等进行24h监测，将反馈的数据信息加以分析，制定适合该馆古籍善本保存的环境质量标

准，用以指导环境调控工作和分析研究古籍文献病害成因。

2.1.4�生物污染的防治

微生物、害虫和老鼠是危害纸质文物的重要生物因素，如果条件适宜，短期内就会给纸质文

物带来毁灭性的破坏［2］。然而，微生物与虫鼠又无处不在，因此，在保管和利用古籍文献时，应

本着以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尽量将有害微生物和动物的危害范围及程度降到最小。古籍防治

微生物和害虫的实践表明，可以首先杜绝微生物和害虫的入库渠道，古籍文献入库之前进行全面的

消毒杀菌处理。从源头上阻断它，其次定期清理库房和展柜，做好库内卫生，调节并控制库房温湿

度；然后采用具有防火、防虫、防霉、防酸化的“四防”函套为古籍善本定制“外衣”；同时还可

以采取低温保存和缺氧保存的方法或采用化学预防的办法，利用化学防霉药剂，如麝香草酚、五氯

苯酚钠、溴甲烷、磷化氢、环氧乙烷、硫酰氟等直接杀灭有害微生物与害虫。

2.2�数字化管理

为减少人为因素对古籍善本本体的损坏概率，进而达到利用和保护古籍的目的，可采用照相、

扫描、缩微复制等技术，将古籍的语言文字或图形符号转化为能被计算机识别的数字符号，制成古

籍文献书目数据库和古籍全文数据库［4］。在展出和利用过程中可使用复制品，阅读时可使用电子

扫描件。经过数字化处理，可达到对古籍文献本体的预防性保护效果。

2.3�风险管理意识的加强

意识是行动的先导，只有真正意识到古籍文献收藏和保护工作中的各种风险因素，才能在实际

工作中采取具体的预防性保护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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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强化古籍管理者的预防性保护意识

古籍管理者是直接接触古籍文献的人员，是古籍文献的“守护神”，其预防性保护意识的加强

对延长古籍文献的使用寿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作为古籍管理者对于古籍文献的预防性保护要做

到以下三点：一是专业性，古籍管理者应掌握保管方面的专业知识，在文物的使用、拿取、移动、

存放过程中采用正确的方法，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预防文物病害的发生。同时需要具有古籍保护的基

础知识，应在专业领域受到高标准的训练，培养基础科学素养，以便更好地履行管理和保护的职

责。二是科学性，预先根据古籍文献本身的物理特性、收藏和保存环境、可能发生的状况等因素，

进行科学预测、分析、研究，制定科学的解决方法和措施，以提高预防性保护的有效性［5］。三是

预见性，以发展性和前瞻性的眼光，围绕文物收藏和保护这一核心，充分考虑到可能发生的各种状

况，统筹安排和具体部署整项工作，做到充分预测、提前规避、有效预防，确保预防性保护工作稳

步推进
［5］
。

2.3.2�完善预防性保护制度

古籍文献的预防性保护工作的开展，离不开健全和完善的规章制度。首先应根据古籍文献的类

别，分别制定《普通古籍书库管理制度》《善本书库管理制度》《家谱书库管理制度》《近代文献

珍本库管理制度》；其次围绕书库人员进出库、文献出入库、文献保护和文献安全等管理要求，制

定《书库文献保护制度》《书库巡检制度》《书库安全管理制度》等各项规章制度，保障古籍文献

的安全、规范、有序［6］。

建立风险评估与预控机制是古籍文献预防性保护的制度保障。针对古籍文献在保管、展陈和阅

读利用过程中存在的不确定事件等风险，通过风险识别、评估和量化，制定相应的风险预防控制措

施，以便在风险发生前、风险发生过程中和风险发生后作出最佳选择，将损失控制在最低限度
［1］
。

例如，“古籍管理人员应注意观察虫鼠害、水患、火警、温湿度变化等库房安全隐患，一旦发现应

及时报告”，“要做好书籍的遮阳工作，防止阳光直射书籍造成损害”，“做好库内的清洁卫生工

作”，“发现图书虫蛀、鼠啮、霉蚀等情况，先咨询相关专家，不能擅自使用未经专门检测过的防

霉、防蛀产品和设备，以免对古籍文献和人员造成伤害”。

结��语

“预防胜于治疗”，加强和重视古籍文献的预防性保护研究，是先进的文物保护理念和保护技

术的集中体现［5］。将古籍文献的保护从原来的抢救性、被动式的直接干预转向了主动式的预防性

保护方向；将古籍文献的保护从简单的加固、补缺、清洗、脱酸等抢救性保护工作转向环境调控、

数字化管理、风险管理的预防性保护层面。即通过有效的调控、监测、评估、管理等手段，延缓或

抑制各种不良因素对古籍文献的危害，达到长期或永久保存历史文献的目的。

古籍文献的预防性保护工作也是一个不断完善、提高、循序渐进的过程，始终把预防为主的保

护理念贯彻到文献保管和保护体系中，加强与国内外同行的交流、学习，积极探讨和研究古籍文献

预防性保护的经验和做法，尽量消除影响文献耐久性保存的隐患因素，从根本上实现预防性保护的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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