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蹊径，从分子层面入手，对强度接近于零的脆弱丝织品，

利用从丝蛋白大分子上截取下来的产物——丝肽 -氨基

酸为加固材料，选择合适的助剂，在常温、常压、无催

化剂存在、中性 pH条件下对其进行有效加固。加固效

果显著，在大幅提高丝织品强度的同时，保持了其原有

的色泽、外观和手感。

项目所取得的创新成果有高效制备水溶性丝蛋白多

肽粉的方法、丝蛋白多肽成膜特性的脆弱丝织品加固保

护技术、氨基酸的脆弱丝织品接枝加固保护技术等。该

技术在国内故宫博物院乾隆花园内檐装修丝织品、南宋

史嵩之墓出土饱水丝织品、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出土唐

代米色绢袜、辽代黄地飞鹭卷云团花纹锦及国外丹麦博

物馆丹麦女王漆器用品上绿色丝带等脆弱文物上进行了

推广应用，取得了非常好的保护效果，解决了大量糟朽

饱水丝织品的抢救性保护难题，受到国内外专家学者的

肯定。

丝肽 -氨基酸加固技术可根据文物的个性来优化加

固工艺，可以针对不同类型的脆弱丝织品文物选择不同

的加固工艺，使加固效果更好、文物与加固前的性状更

加吻合，最大限度地减少加固技术对丝绸文物的影响。

该技术不仅安全有效，且成本低，易于实施，为脆弱丝

织品保护提供了崭新思路。

丝绸文物与陶器、金属等无机材质类别的文物相

比，其有机材质特性决定其极易受到微生物和昆虫的侵

害，且容易发生热氧老化、光老化，使高分子的分子

链被破坏降解。如何实现对糟朽丝绸文物的抢救性保

护，同时不影响文物的丝织品属性和抗老化性能，一

直是文物保护界的难题。中国丝绸博物馆和浙江理工

大学的研究人员提出了同源加固新理念，基于丝蛋白

（多肽）溶液加固可以在丝织品表面成膜、粘接的特性，

利用氨基酸单体体积小可以在接枝加固过程中渗入纤

维、织物内部，且氨基酸的反应活性高于丝蛋白（多肽）

的特点，在接枝助剂的帮助下对脆弱丝织品进行有效

的接枝加固。该项目系国家文物保护科学与技术研究

课题，由中国丝绸博物馆和浙江理工大学承担完成，

主要完成人有赵丰、胡智文、周旸、郑海玲、彭志勤、
王秉、杨海亮。

如果从分子层面考量脆弱丝织品的成因，其强度大

幅降低的本质在于丝蛋白发生变性降解、大分子链出现

断裂、大量多肽和氨基酸缺失。从这一角度出发，加固

脆弱丝织品的关键是在分子层面生成新的化学键。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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