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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受甘肃省文物局委托，由甘肃省博物馆承担“甘肃全省博物馆馆藏珍贵丝织类文物科技保护健康评估”项目，该

项目旨在通过调查全省馆藏珍贵丝织类文物(三级或三级以上)保存现状，全面、深入了解甘肃省馆藏丝织类文物的基本保

存状况．特别是馆藏一、二级和三级等重要出土文物的腐蚀损失程度与保存环境状况及博物馆所在地空气环境状况综合评

估，最终得出馆藏珍贵丝织类文物科技保护健康评估报告，为“十二五”期间甘肃全省馆藏珍贵丝织类文物保护管理对策及

决策提供技术支撑。为后期制定保护方案与实施科技保护修复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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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甘肃全省馆藏丝织品文物概况

根据全省珍贵丝织类文物目录，甘肃全省馆藏珍贵

丝织类文物175件，涉及省、地、县级文物收藏单位23

家，即甘肃省博物馆45件，兰州市博物馆3件，榆中县博

物馆5件(兰州地区)；武威市博物馆7件，武威市考古所

l件，甘州区博物馆2件，肃南县博物馆10件，高台县博

物馆22件，肃州区博物馆1件，嘉峪关长城博物馆3件，

敦煌市博物馆4件(河西地区)；天水市博物馆9件；陇西

县博物馆24件，会宁县博物馆3件(东部及天水地区)。

另外，敦煌研究院24件；瓜州县博物馆、平川区文化馆、

永昌县博物馆、漳县博物馆各2件；临洮县博物馆、靖远

县博物馆、华池县博物馆、华亭县博物馆各1件。

根据此次甘肃省博物馆馆藏丝织类文物调查实施方

案。调查方式采取全省馆藏珍贵丝织品全部调查，不涉及

未定级和一般丝织类文物。针对、结合全省实际情况，此

次调查藏品139件，占藏品总数的80％，其中一级文物26

件，占馆藏一级文物总数的60％；二级文物28件，占馆藏

二级文物总数的93％；三级文物85件，占馆藏三级文物

总数的83％。本文着重介绍此次全省馆藏珍贵丝织类文

物腐蚀程度调查情况及健康综合评估结果。

二、丝织品文物保存状况

(～)藏品库房设施

从目前甘肃全省博物馆藏品保存基本情况看，文物

库房内部硬件设施简陋，防盗、防震、防火、防污染等设施

功能不能满足现代文物科学保管的基本要求。文物库房

内不能对温、湿度，空气质量，光照等自然因素进行有效

控制，防虫也只采取放樟脑等简单措施。

旧的文物橱柜多为木头柜和铁皮柜，制作于上世纪

80年代，橱柜样式和结构简单、功能单一。既不防尘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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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震，不能降低突发事件造成的文物安全风险系数，无法

满足现代文物收藏要求；除少量文物藏品因外展安全需

要配置囊匣外．大量一、二级文物还未配置囊匣等辅助保

管设备，而是直接摆放在柜架上。大量文物因缺乏必要的

辅助保管材料．只能敞露在室内或简易贮存柜中。更有甚

者连最简陋的箱、柜都没有。藏品中的彩陶、石造像体量

大、占地面积多，大部分文物只能在柜架上垒叠或不能上

架，堆放在地上。据测算，甘肃省文物库房柜架存放文物

的面积平均每件不足0．01平方米，不到国家规定标准面

积下限的20％。2009年底，馆藏文物陆续搬入新的文物库

房，在新的藏品库房统一安装了密集柜，并对库房地面进

行了改造，铺设了塑胶地板．使文物保存环境得到了一定

改善，但是藏品保存环境形势依然严峻。

(二】藏品保存环境

甘肃全省博物馆文物藏品基本能分类存放。但文物

库房功能和设施简陋，缺乏必要的空气调节和控制设备。

以及最基本的防尘、除尘和防日光及紫外线设施，不能对

库房的温、湿度。空气质量。光照等自然因素进行有效监

测、控制和干预，藏品目前基本处于自然保存状态。经测

定，甘肃省文物库房温度夏天接近35℃，冬天超过零下

12℃，而相对湿度在6％，90％之间波动，而且，温、湿度Et

较差值较大。

从全省藏品保存情况看，藏品基本处于开放式自然

保存，库房保存环境受外部大气环境影响较大。例如甘州

区博物馆所在地张掖地区气候干燥，雨量稀少，蒸发量

大，多风沙，属典型的温带大陆性气候。一年四季的气候

特点是：冬季寒冷而漫长，夏季炎热而短暂，春季升温快。

秋季降温快，四季分明。由于藏品长期遭受环境腐蚀．目

前急需科学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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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三)藏品受损情况

前期藏品受损情况调查结果表明，甘肃全省馆藏丝

织品受损情况严重，尤其是武威市博物馆馆藏丝织品受

损情况较为典型。据调查，武威市有I．34万多件馆藏文物

存在不同程度的自然损害，占馆藏文物总数的29．95％。其

中。因温、湿度，光照，沙尘，空气污染物等因素造成损害

的文物有9380件，占受损文物的70％；因病菌侵入受损

的文物有2037件。占受损文物的15．2％；因柜架短缺而层

垒叠架造成物理损伤的有983件，占受损文物的7．7％；因

其他原因损害的有近1000件。占受损文物的7．1％。所有

受损文物中，严重损伤的有1648件，中度损伤的有5038

件，轻微损伤的有6714件，分别占受损文物比例的12．3％、

37．6％、50．1％。

数据表明．造成武威市馆藏文物受损的原因是多方

面的．除文物保管设施简陋、管理手段落后、安防和消防

设施不完善等因素外，主要是库房、展厅的温、湿度，空气

质量。光照等自然因素未能有效控制所致。

(四)藏品保护情况

甘肃全省馆藏丝织品除省博物馆藏品保护情况较好

外，其他地、县博物馆均处于“三无”状态，即无保护设备、

设施，无科技保护专业人员，无藏品专项保护经费。藏品

保护均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出土文物入库前。没有设施和

条件进行消毒、清洗、去污处理，而是直接进入库房；二是

受损文物得不到及时、有效保护，致使文物藏品的寿命受

到严重威胁。库房内没有调节气候、处理光照、净化空气、

消除霉菌等设施设备，文物受到严重威胁。如由于缺乏熏

蒸消毒设备，发生霉变和虫蛀的有机质文物(纸质品和生

物标本等)得不到杀虫灭菌处理。由于以上种种原因．造

成大量珍贵历史文化遗产没能得到全面、科学、有效地保

护。

甘肃省博物馆文物保护中心始建于1962年，是国内

最早成立的文物保护实验室之一．也是全国最早开展文

物修复和保护工作的博物馆之一，负责全馆文物的保护

和修复工作。同时也承担全省地县级博物馆馆藏文物的

保护修复任务。保护中心有专业保护修复人员12名，其

中副研究员3名、馆员7名、助理馆员2名。此外，文物保

护实验室也有相关的制度，如《文物保护实验室安全条

例>、《文物保护修复工作程序》等。

甘肃全省各级博物馆属国有非盈利性事业单位。由

于受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制约。省级及各级财政划拨专

项经费有限。多年来，甘肃全省博物馆文物保护部门通过

多渠道、多方面积极申请国家文物保护经费，积极争取并

承担多项文物保护科研课题项目。通过科学、有效、合理

地利用有限的项目经费。使文物保护工作能够得以继续

开展。

根据文物保护专项经费统计结果，甘肃全省博物馆

“十一五”期间未获得用于珍贵丝织类文物保护专项经

费。所获得中央及省级财政专项经费使用情况见表l，表

中所列文物保护修复经费主要用于馆藏受损其它材质文

物的修复保护。例如2010年度专项经费用于全省馆藏木

器修复保护。

裹1 “十--2K”期间甘肃省博物馆专项经费投入统计裹

烃★来津
量 合计 文耪 文糟保 课题科

中央 省 陈列
度 (万元) 征集 护修复 研夤甩

(万元) (万元)

掀’6 8j128l 3．19 879．62 1．87 {173．26 4．．50 3．19

21107 40I．19 3．49 397．7 36．j7 346．24 5．1Il 3 49

加f18 13．∞ 12．舯 1 12．73 20 12．礤l l

2009 463．64 460．64 3 l olI．3S 449 11．64 3

2010 1∞3．45 941．37 ls'鹏 152．‘llI 847．05 94．32

总计 粼舶 1421．69 1^N2 312．4 2s：IS．S5 I篇．36 10．硝

圈1 “十一五”甘肃省博物馆文物保护修复经费投入统计

三、科技保护健康评估结果

(一)评估标准

此次甘肃全省馆藏珍贵丝织类文物科技保护健康评

估标准。参照2004年国家文物局全国馆藏文物腐蚀调查

受损文物评估标准。

根据文物病害腐蚀程度分为轻微、中度、重度、濒危。

根据文物表面的污染物面积分为污染轻微、污染中度、污

染重度、污染濒危。根据污染物影响程度分为影响轻微、

影响中度、影响重度、影响濒危。

纺织品文物腐蚀评估标准术语见表2。

裹2腐蚀评估标准术语说明裹

①病害轻微 ②绢害中度 @绢害眼度 ④稍害濒危
病害程度

每1 i=2 鹇 e-4

污染物 ①污染轻微面 ②污染中度 ⑧污繁重度 ④污染濒危

面积 积10'／,以下，卢1 10％-§O％，般 50％啪％，p4 80％以卜I．}．4

影响观赏 ④无法辨识
①影响轻微 ②影响中度 ③影响玻度

或 髟响濒危，
k=1 k--2 kO

识读程度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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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综合评估计算方法及公式

一般情况下，文物腐蚀程度综合评估按下列公式计算：

(i，j，k，)=∑i i+j j 4-k k(i=l，2，3，4 j=l，2，3，4

k--1，2，3，4)

上式中(i，i，k，)表示综合评估值，当满足下列条件时：

若(i，j，k，)≥258，藏品综合评估为濒危；

若(i，i，k，)=29—258，藏品综合评估为重度；

若(i，i，k，)=6—29，藏品综合评估为中度；

若(i，i，k，)=3，藏品综合评估为基本完好(轻度)。

(三)评估结果

此次调查珍贵丝织类文物合计139件．其中一级文物

26件，基本完好6件，中度腐蚀11件，重度腐蚀9件；二级

文物28件，其中基本完好1l件，中度腐蚀10件；重度腐

蚀6件；三级文物85件，其中基本完好16件，中度腐蚀22

件．重度腐蚀44，濒危文物3件。调查结果见表3。

裹3甘肃全省馆藏珍贵丝织品文物腐蚀程度调童统计裹

≥迄 基奉完好 qJ 度 辘 度 濒 危

(件) (件) (件) f件)

一绂文物 6 11 9

二绂文物 11 11 6

三级文物 16 22 44 3

合计 33 44 59 3

调查结果表明，在已调查的139件文物中，基本完好

文物33件，约占调查馆藏文物的23．74％；中度腐蚀文物

44件。约占调查馆藏文物的31．65％；重度腐蚀文物59

件，约占调查馆藏文物的42．45％；濒危文物3件，约占调

查馆藏文物的2．16％(见图2)。调查统计结果显示，中度

腐蚀以上文物达76．26％．各种类型腐蚀病害在各类文物

中普遍存在。见表4。

表4甘肃全省馆藏珍贵丝织类文物健康评估结果

腐蚀程度 基奉完好 中度 蕈度 濒危 合计

数量(件) 33 44 59 3 139

所占比例 23．74％ 31．65％ 4245％ 2．18％ 100．00％

本次调查一级文物26件，占文物总量的18．71％。其

中基本完好6件．中度腐蚀1l件，重度腐蚀9件(见图

3)；调查二级文物28件，占调查文物总量的20．14％，其中

基本完好11件，中度腐蚀11件，重度腐蚀6件(见图4)；

调查三级文物85件，占调查文物总量的61．15％，其中基

本完好16件。中度腐蚀22件，重度腐蚀44件，濒危3件

(见图5)。

四、结语

甘肃全省馆藏丝织类文物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腐蚀。

其中普遍存在糟朽、残损、折痕等病害，少部分藏品也存

在虫蛀和霉变现象。特别需要说明一点，此次调查结果显

示，重度腐蚀文物约85件，占总量的65％，这是因为在相

当的藏品中，由于文物来源是考古出土，从出土到博物馆

收藏至今，保存时被团成一团，藏品在收藏期间甚至几十

年从未打开过，从未进行保护处理，加之材质的糟朽、老

化，文物表面存在油渍、血渍、污渍等污染物，严重影响了

文物的观识度，这种现象在陇西博物馆尤其普遍，急需实

施清洗、舒展等科学保护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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