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邗江西湖胡场20号西汉墓出土木漆器 
腐蚀状况分析与保护前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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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邗江西湖胡场��号西汉墓����年发掘，出土��余件精美木漆器，由于未能及时得到保护，保

存状况不容乐观。为了系统的对其进行保护修复，取样对其腐蚀状况进行了检测分析，并展开一定

的保护前处理，以期为后续的保护工作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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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和使用竹木漆器的历史可上溯至距今约����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

到战国秦汉时期，竹木漆器传统工艺达到鼎盛。我国出土竹木漆器类文物主要集中在长江中下游的

鄂、湘、苏、豫、皖各省，扬州地区出土竹木漆器数量大、种类多、造型独特、色泽艳丽、保存较

好，是收藏展示、研究保护我国出土竹木漆器类文物的重要实物区域之一。

邗江西湖胡场地区是扬州重要的汉代墓群之一，��世纪��年代以来，历经多次发掘，出土数

百件精美的竹木漆器［1］。胡场��号墓����年�月发掘，是一座典型的西汉土坑木椁墓，由于棺椁具

有的良好封闭性能以及埋藏较深、填土夯实等原因，使得墓葬能够稳定的保存在地下水位以下，从

而十分有利于随葬木漆器的保存。此墓葬共出土木漆器��件，不仅品类多，而且器形大，有耳杯、

盆、盘、壶、扁壶、笥、樽、案、几、奁、佣等［2］。

然而，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此批木漆器出土后并没有得到及时的保护修复，一直浸泡在自来

水中，虽然采取了一定的清洗与防霉等措施，但保存状况不容乐观，亟待保护处理。

为了尽快的将此批文物保护好，目前已在着手编制保护修复方案，取样对其腐蚀状况进行检测

分析，并展开一定的保护前处理工作，现将此部分工作介绍如下：

�� 腐蚀状况分析

采用了扫描电子显微镜、红外光谱仪、�射线衍射仪等现代仪器分析方法，从宏观到微观对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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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木漆器样品的含水量、降解程度、保存现状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综合分析。

���� 取样

选取漆器残片样品两件（图�（D）（E））、木器残件样品一件（图�（F）），均为木胎，对

其腐蚀状况进行了分析检测。（漆膜的分析检测同时进行，其结果后续文章论述）

图�� 漆器残片样品和木器残件样品

（D）胡场0��漆笥壁；（E）胡场0��漆盘口沿；（F）胡场0��木俑头

���� 扫描电镜结果及分析

使用6LULRQ����型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公司）对样品进行显微观察，从扫描电镜图（图

�～图�）可以看到，现代木纤维具有完整的细胞壁结构，细胞壁间空隙形状规则、分布均匀，纤维

表面光滑、粗细均匀。古代样品的纤维表面均粗糙，细胞壁均发生了明显的坍塌、皱缩，细胞壁间

空隙形状不规则、大小分布不均匀。古代样品老化程度严重，亟需进行进一步的保护处理。

���� 红外光谱结果及分析

使用����型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1,&2/(7公司）对木质纤维的降解程度进行了检测分

图�� 现代木纤维纵向 图�� 现代木纤维横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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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D样品木纤维纵向 图�� D样品木纤维横向

图�� E样品木纤维纵向 图�� E样品木纤维横向

图�� F样品木纤维纵向 图�� F样品木纤维横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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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表�列出了现代木的主要红外吸收光谱峰的归属（以现代木材为例）。图��为现代木样品红

外光谱图。可以看到，�个古代木质样品与现代木相比，表现出十分相似的变化趋势。现代木在

����FP-�和����FP-�有聚木糖的振动吸收峰，而在古代木质样品（图��）中，����FP-�处的吸收峰

表1 现代木红外吸收峰归属

吸收峰位�FP-� 吸收峰归属

����

����

����

����

����

����

����

����

����

����

����

2—+伸展振动

2—+伸展振动

&＝2伸展振动（聚木糖）

&＝2伸展振动（木质素）

苯环伸展振动（木质素）

&+�形变振动（木质素、聚木糖）

&+�剪切振动（纤维素）&+�弯曲振动（木质素）

&+弯曲振动（纤维素和半纤维素）

2+平面内形变（纤维素）

乙酰基和羟基振动（聚木糖）&＝2伸展振动（木质素）

&＝2伸展振动（纤维素、半纤维素和木质素）

图��� 现代木样品红外光谱



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第八次学术年会论文集��84��

图��� 古代样品红外光谱

消失，����FP-�处的吸收峰发生偶合裂分，在����FP-�和����FP-�附近产生两个新峰，表明在古代

木质样品中，聚木糖发生了降解。在现代木中����FP-�处的吸收峰为半纤维素&+弯曲振动，而在

古代木质样品中这一位置的吸收峰基本消失，说明半纤维素大量降解。此外，在现代木和古代木质

样品的红外图谱对比中，����FP-�、����FP-�和����FP-�附近的吸收峰，古代样品要比现代木材强

烈，而这些峰都是木质素的振动吸收峰，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古代木质样品木质素沉积，纤维素降

解，使得木质素的吸收峰强度相对增强。

���� �5�结果及分析

使用0�3�+)型��.:转靶�射线衍射仪（日本玛珂公司）对样品进行能谱分析。图��为现代

样品�射线衍射图，文物样品（图��～图��）与现代木相比，衍射峰强度明显减弱，经计算其结晶

度也明显降低（表�），表明在长期的保存过程中，木纤维样品的纤维素结晶区发生了一定程度的

降解，结构遭到破坏，造成样品的物理性能发生改变，表现为样品出现糟朽、断裂等病害，亟需�

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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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现代木样品�射线衍射图谱

图��� D样品�射线衍射图谱 图��� E样品�射线衍射图谱

图��� F样品�射线衍射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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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各样品的结晶度

�θ�（°）
峰强度

（�S）

背景强度

（�J）
结晶度（（�S－�J）��S×����）��

鲜木

胡场0��漆笥壁（D）

胡场0��漆盘口沿（E）

胡场0��木俑头（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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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水率测定

木质文物的含水率，应该是在文物被发掘时即进行测定。邗江胡场��号墓发掘至今已有��年时

间，故现在对器物进行的含水率测定，只能代表此时器物的含水率，然而对保护实验也是必要的。

选取了�件木漆器样品，参照*%�7�����—����《木材含水率测定方法》，对其含水率进行了�

测定。

表3 绝对含水率测定结果

试样编号及名称 样品来源 试验时试样质量�J 全干试样质量�J 含水率�� 备注

���木器样品 木佣残件 ������ ������ ����� 干燥�K，达到全干状态

���漆器样品残片 漆耳杯 ������ ������ ����� 干燥�K，达到全干状态

���漆器样品残片 漆笥 ������ ������ �����
样品含漆膜，含水率为综合含水率。

干燥�K，达到全干状态。

从表�可以看出，文物样品的绝对含水率均在����以上，说明该木漆器木胎含水率高，糟朽严

重，急需脱水保护处理。

�� 保护前处理

此批木漆器����年�月出土后，随即进行了清理与考古资料提取，以后便浸泡在自来水中，随

着时间流逝，腐蚀程度进一步加深；近来，为了编制保护修复方案，对此批文物进行系统性的保护

修复，我们对其重新进行了清洗、维护以及资料提取工作。

���� 清洗

仔细观察器物的保存情况，根据具体情况决定使用的具体方法。基本清洗法主要包括以下�

几种。

�）蘸洗�

对于保存状况较好，可以从水中取出的器物，可使用较软的排刷或毛笔轻轻地将器物表面的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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垢清洗干净，清洗方向应保持一致，笔头保持干净，防止反复摩擦造成漆膜，特别是粉彩的损伤，

所使用的清洗液分为清水和清洗溶剂。

对于极度糟朽，无法从水中取出的器物，则将软水管深入浸泡的容器中，控制水流速度，缓缓

的将原有的污水置换出来，利用水的浮力，在水中轻轻对表面的污染物进行清洗。

�）机械清洗�

对于部分胎体状况较好的器物，其表面一些较为坚硬顽固的污垢或者难以深入的部位，可以使

用竹篾或竹签轻轻的进行清理。

�）粉彩器物清洗法

一般宜采用蘸洗法，以防清洗时粉彩脱落，对那些有脱落迹象的粉彩，先对粉彩进行加固处

理，材料选用原则是：对漆皮和粉彩无损坏；对胎质无腐蚀作用；具有加固保护作用；可逆性好。

清洗实例：

彩绘云气纹漆笥盖（<+0����）：残长����FP，残宽����FP，四墙残缺断裂、仅余盖顶，胎质

十分糟朽，漆膜起泡、脱落，长期浸泡使得其木质胎体已极度降解，含水量高，机械强度极低，几

乎无法移动，且表面生成一层难以清除的白色水垢。清洗过程中为了保证文物的安全，使用适宜的

托板将其支撑，借助水的浮力对其进行清洗，局部残缺破损处已渗入污垢，则利用竹签，小心地将

其掏出，直至清洗干净（图��）。

图��� 彩绘云气纹漆笥盖清洗前后

���� 脱水前的日常维护

木漆器从出土到脱水前经常受到主观或客观因素的影响，包括考古资料提取，以及技术上、经

济上等原因，会对木漆器造成一定的损害。由于这些不利因素在目前的保护条件下，不可能绝对避

免，所以应尽可能的采取措施对器物进行临时性保护，将这一阶段的损害减少到最小程度。

2.2.1 防干裂

木漆器在脱水前若随意置于自然条件下任其干燥，易发生干裂收缩变形，目前解决的办法主

要是浸泡，密封，适宜温度、湿度条件下避光保存。木漆器具有干缩、湿胀的特点，当相对湿度升

高时，器物吸收水分而使木质纤维、漆皮溶胀，从而导致漆皮破裂；当相对湿度下降、温度升高

时，则水分蒸发，导致木胎收缩，引起漆皮皱折、翘曲、脱落。此批器物出土后，一直浸泡在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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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中，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干裂现象的发生，然而自来水中的杂质日积月累的会对文物造成损害。所

以，我们在清洗后将此批器物放入纯净水中浸泡保存，以减缓其劣化的速度。

2.2.2 防霉  

扬州处北亚热带湿润气候区，气候条件较为温和，但气候类型复杂而多变。春季阴湿多雨，冷

暖交替；夏季梅雨明显，湿热的高湿期长；秋季受台风低湿影响，秋旱及连日阴雨相间出现；冬季

干燥寒冷，严寒期短。器物从墓葬中取出到脱水有一个时间过程，在这段时间内，特别是潮湿闷热

的梅雨时节，木漆器极易生霉。因为即将进入脱水保护阶段，故没有再进行特殊的杀菌处理，而是

定期的更换浸泡使用的纯净水，尽量保持容器密封，防止霉菌侵入，并添加适量的防霉剂。

2.2.3 防光辐射等

因为编制文物保护修复方案以及保护修复档案的需要，必须对文物的尺寸、重量以及图像等信

息进行采集。特别是进行图像采集时，一方面要确保文物的安全，防止发生倾倒、塌陷等损伤，另

一方面，要特别注意所使用的光源与光照强度，尽量缩短木器漆的离水时间，及时使用喷壶喷水保

湿，谨防木漆器失水，造成器物表面开裂，漆皮起泡，以及变色现象的发生。

此外，在冬季，特别是北方地区，温度若低于�℃，就必须采取防冻措施，防止冰冻造成的器

物开裂等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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