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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可移动文物的数字化保护

毛 芳

（荆州博物馆，湖北荆州，434020）

摘要 可移动文物的数字化保护是近年来我国在馆藏文物预防性保护过程中提出的新概念，数字化

保护即利用数字技术手段对可移动文物的基本信息和特殊信息进行全方位采集、存储、保护，由此

让文物以实体文物和数字文物两种方式保存，并为文物本体的保护、制定保护规划和保护方案以及

文物的长期保存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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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移动文物的数字化保护是近年来我国在馆藏文物预防性保护过程中提出的新概念，是在可移

动文物普查和馆藏文物信息化管理的基础上，利用数字技术手段对可移动文物的相关资料信息进行

全方位采集、存储和保护，为可移动文物预防性保护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

1 可移动文物数字化保护含义及意义

1.1 可移动文物数字化保护含义

可移动文物的数字化保护是指利用数字化技术，对文物的基本要素和相关信息进行全方位和高

精度的采集、记录、存储，由此对文物本体的保护提供科学依据，对文物的利用提供多样化途径，

全面提升文物保护、利用和管理工作水平。

可移动文物的数字化就是将文物保存管理现状信息，转变为可以度量的数字、数据，再以这些

数字、数据建立起适当的数字化模型，把它们转变为一系列二进制代码，引入计算机内部，进行统

一处理，使这些文物以数字化的方式保存。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数字技术的发展，先进的数字化技

术为博物馆馆藏文物的保护开辟了一块全新的天地。可移动文物的数字化保护就是利用数字技术手

段对博物馆藏品的相关资料信息进行全方位采集、存储，并通过虚拟展示、网络传播、视频播放、

信息查询等多种方式为文物的科学保护提供服务。

因此，可移动文物的数字化保护即利用数字技术手段对博物馆藏品的相关资料信息进行全方位

采集、存储、传播，由此对文物本体的保护提供科学依据，是当今博物馆馆藏文物预防性保护新课

题和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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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可移动文物数字化保护的意义

利用数字化技术，全面掌握可移动文物的基本信息、保护和保存现状，具有重要意义。

（1）可全面提升可移动文物保护管理水平。文物藏品信息化处理后，方便文物管理者进行文

物保护管理，管理者不必亲自看管文物实体，便能准确地查询了解文物相关信息，并依据管理者自

身知识库进行归类，达到对可移动文物的全面管理。

（2）更好地发挥文物信息的价值和作用，服务人民群众。可移动文物数字化信息处理后，形

成的可移动文物数字化保护的数据库，储存有文物详细的信息，就能够很快地将馆藏文物设计出各

种类型的展览专题，观众可快捷地获取文物的相关资料，更好地发挥文物信息的价值和作用。

（3）对文物本体保护提供科学依据。可移动文物的数字化保护数据库，一方面记载了可移动

文物的基本信息和特殊信息，另一方面也记录了这些文物自收藏后的保存状况等各类信息�通过比

较，可以获得文物在馆藏环境下的变化情况，从而实现对文物的监测，为文物本体保护、制定保护

规划和保护方案提供科学依据。

（4）对文物的保护利用提供多样化途径。可移动文物数字化保护后，一方面，可使文物信息

的传播与文物知识交流更方便。博物馆可以通过互联网以图片、文字、多媒体等多种形式向全球进

行广泛的传播与交流，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大大加强了文物宣传范围和力度。另一方面，文物

的数字化保护后，每件文物将以两种方式保存，一是实体文物，二是数字文物，一旦实体文物受到

不可抗力损毁，或在保管过程中的自然损毁（腐蚀），如有机质文物，那么，文物还将以数字化的

方式存在。

（5）有助于文物保护研究。可移动文物的数字化保护有助于文物保护研究，方便研究者使用

可移动文物的数字化保护数据库进行文物纹理、形状、表面特征、内部结构、历史、病害等特征进

行研究。

2 可移动文物价值评估对数字化保护的重要性

随着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的不断深入�大多数博物馆都加大了对馆藏文物管理的力度，传统的

藏品管理已经不能满足文物保护需求了，可移动文物价值评估和保存现状调查已经纳入博物馆的日

常工作中。藏品的来源、代表性、珍稀度、文物现状、完整性和相关的历史、技术、艺术信息是决

定这个藏品为什么重要及重要程度的证据。文物价值评估有助于把精力集中在最重要馆藏文物的保

护和管理上。合理的决定取决于正确的评估，正确的评估使保护所做的考虑更加细致，以一种最佳

的技术路线来保护管理这些馆藏文物。

可移动文物价值评估的前提是能够找到与其有关的所有档案文件。目前，我国大多数博物馆�

已经完成了一、二、三级文物的登记、编目、管理等数字化工作，但是其中的部分内容并不是完全

的，随着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的不断深入和博物馆数字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相关内容也会随之完

整。有些博物馆，尤其是一些中小型博物馆，由于早期的管理机制不健全，对于征集的比较早的藏

品，其档案保存的并不是很完整，这就需要我们在进行可移动文物普查时对相关信息资料进行完

善，比如�入藏时间、如何获得、完残情况、保护修复情况等，最后确定出最重要的馆藏文物进行

数字化保护。



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第八次学术年会论文集· 348 ·

可移动文物价值评估有助于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把人力、物力、财力集中在最重要的藏品上，在

藏品管理、保护项目和展览中优先考虑，在可移动文物的预防性保护中，合理决定哪一个或哪一类

藏品被优先考虑，在计划实施文物保护修复时，用评估来指导保护修复，最大限度地恢复藏品的原

始状态。

3 可移动文物的数字化保护内容及技术路线

由于文物不仅具有一般实物所包含的性状、质地、重量、立体尺寸、用途等基本信息，还包

含了一般实物所不具备的历史渊源、文化内涵、科学内涵等特殊的信息。在可移动文物数字化保护

中，不同类别的文物具有不同的信息指标，有的文物在数字化信息数据库中要反映的信息指标往往

达到几十项甚至百余项之多。因此，文物数字化保护信息指标群必须能够准确反映文物本身所包含

的基本信息，还必须全面反映文物所涵盖的特殊信息。

3.1 数字化保护内容

1）文物的基本信息指标

文物的基本信息指标在《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手册》中有明确的界定，包括文物名

称、类别、级别、年代、质地、外形尺寸、质量、完残程度、保存状态、包含数量、来源方式、入

藏时间、藏品编号、收藏单位名称等14项基本指标项，11类附录信息以及照片影像资料，收藏单位

基本情况。

2）文物的特殊信息指标

文物的特殊信息指标除包括文物的图形、图像、音频等多媒体信息外，还包括文物本体的历

史、技术、艺术以及成分、结构、颜色、图案、材料、病害等。

总之，可移动文物的数字化保护信息指标群不仅要有系统性、完整性、准确性，能够涵盖文物

藏品的绝大多数信息。

3.2 技术路线

（1）制定信息采集规范、元数据标准，设计数据库框架。不同类别的文物具有不同的信息采

集规范和标准，应根据不同类别的文物设计数据库框架，如纺织品类文物、木漆器类文物、金属器

类文物等。

（2）全面获取可移动文物的背景信息，包括文物的基本信息和特殊信息等全部信息。

（3）利用高精度图像技术获取文物高保真图像。应根据不同类别的馆藏文物，采取合理的数

字化处理方式。一般情况下，对保存的文物本体，按两种形式进行数字化保护，即二维平面文物和

三维立体文物。对于二维平面文物，如照片、丝绸、字画、单薄衣物、简牍等，采用高分辨率相机

或扫描仪等工具进行高保真图像采集；对于三维立体文物，如漆器、瓷器、石器、铜器、陶器等，

采用三维激光扫描成像技术采集三维视频图像，利用相关软件还原影像的立体效果或建立三维虚拟

模型。对于介于二维与三维之间的文物，如书籍、扁平玉器、兵器等文物物，可采用两者结合的方

式进行。

（4）利用现代化的技术装备和手段获取文物的成分、结构、颜色、图案、材料、病害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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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以及与该文物有关的保存痕迹等。如采用三维视频显微镜采集纤维种类、组织结构、材质形

貌、污染物等信息，采用便携式测色仪和微型光纤光谱仪采集颜色信息，采用微型光纤光谱仪（氘

灯-卤钨灯）采集染料信息，采用便携式荧光光谱仪采集金属元素信息等。

（5）可移动文物数字化保护信息数据录入及保存。

（6）可移动文物数字化保护成果利用。

4 可移动文物数字化保护的途径

4.1 建立可移动文物数字化保护工作机制

为了尽快实施可移动文物数字化保护工作，2013年3月，国家文物局在杭州召开国专题工作会

议，正式启动了“可移动文物数字化保护”工作。根据国家文物局的布置，率先实施纺织品文物数

字化保护项目，并以出土和收藏纺织品文物较为集中并较有代表性的荆州博物馆、中国丝绸博物馆

馆藏的纺织品文物和新疆营盘墓地出土纺织品文物为对象开展数字化保护试点，并在此基础上，扩

大试点省区的范围，从国家层面上加强可移动文物数字化保护工作的领导和管理，把可移动文物数

字化保护工作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

4.2 出台相关政策法规，制定统一的技术规范

随着《博物馆藏品信息指标体系规范》、《博物馆藏品二维影像技术规范》、《文物藏品档案

规范》、《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相关规范》的颁布，为可移动文物数字化保护提供了有力的

技术支撑，但在可移动文物数字化保护上，建议借鉴欧美国家在文化遗产数字化方面的经验，尽快

制定出台可移动文物数字化保护的流程规范和技术标准，尽快缩短与发达国家在文物信息化技术处

理、资金投入、法律法规、执行标准等方面的差距。

4.3 加快实现可移动文物数字化保护的宣传推广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数字技术的发展，先进的数字化技术为博物馆的宣传和推广开辟了一块全

新的天地。博物馆可以凭借数字化信息平台，通过互联网等媒介向外推广和宣传，利用网络传播、

视频播放、信息查询等方式扩大博物馆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更好地向国内外观众展示华夏民族的

五千年悠久历史和文化底蕴，强化爱国主义精神的弘扬和宣传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