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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藏壁画保护理论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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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馆藏壁画是具有重要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的博物馆藏品之一，大部分为来自考古发掘现场的墓葬壁画，其

次为揭取搬迁的石窟壁画和殿堂壁画。因其制作材料(主要为泥质或石灰层地仗)脆弱，保存年代久远，各种病害

多发且严重。已有研究结果表明，石窟壁画保护的难点是水一盐运移引起的壁画酥碱等病害问题，而当石窟壁画

转移到博物馆作为藏品保存后，其赋存环境条件发生了根本变化，博物馆可控的、稳定的温度、湿度使其保护难度

大大降低，保护现存实物原状与历史信息必然成为馆藏壁画保护的重要内容。本研究以甘肃省博物馆藏武威天梯

山石窟壁画的保护修复为例，结合多年石窟壁画保护实践，探讨了馆藏石窟壁画保护理论与保护程序，重点阐述了

壁画附加支撑体的去除、新支撑体的选择以及安装等方面的技术要点。提出通过举办专题展览，利用多媒体等高

新技术，可以生动、形象、准确地反映和展示馆藏壁画的价值及保护修复过程，弥补传统陈列展览模式的不足。研

究成果对同类文物的保护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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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壁画是我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绘

制于建筑物的墙壁和天花板上的绘画或先画在布、

纸等载体上，然后再贴于墙上的图画或图案。我国

古代壁画一般以绘制场所的不同而区分，有殿堂壁

画、寺观壁画、石窟壁画、墓室壁画、民居住宅壁画

等¨o。当建筑物结构不稳或者保存环境威胁到壁

画的安全保存时，通常将壁画揭取并转移到新的支

撑体上，存放在博物馆保存并陈列，馆藏壁画也就应

运而生。应该说馆藏壁画一般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

下诞生的，不仅具有原址壁画的重要价值，而且赋予

了新的价值或历史信息。

壁画揭取常见于考古发掘、基础建设和古建筑

维修等情况口q J。揭取是对壁画干预、损伤比较大

的一项技术手段，因此这项技术只能在万不得已的

情况下采用，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方式。在我

国，馆藏壁画绝大部分来自于考古发掘的墓葬壁画，

也有少量石窟壁画和殿堂壁画。如陕西历史博物

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河南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

山西博物院、甘肃省考古研究所等藏有大量唐墓壁

画、东汉壁画、北齐壁画等，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博物

馆藏有明代大昭寺壁画，甘肃省博物馆、武威市考古

研究所藏有天梯山石窟壁画等。在国外，大英博物

馆藏有古埃及法老金字塔壁画和美国的皮博迪博物

馆收藏印第安土著人地穴壁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

学博物馆、大都会博物馆和阿特金斯博物馆藏有山

西广胜寺壁画等。

一般来讲，博物馆可控的、相对稳定的温度、湿

度环境条件对藏品的保存十分有利，与现场原址相

比保护的难度大大降低。如就石窟壁画而言，学者

们普遍认为，其保护的难点是区域水盐运移引起的

壁画酥碱等问题，而当石窟壁画转移到博物馆作为

藏品保护后，其保存环境条件发生了根本变化，保护

现存实物原状及历史信息应该成为馆藏壁画保护的

重要内容H曲1，确保其“完整性”和“真实性”。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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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结合由国家文物局主办，国家古代壁画与土遗址

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敦煌研究院)和甘肃省博物

馆承办，以甘肃省博物馆藏武威天梯山石窟壁画保护

修复项目为依托的全国馆藏壁画保护修复技术培训

班，在探讨馆藏壁画保护修复理论的基础上，通过项

目实施，就馆藏壁画保护修复中的一些关键技术进行

了深入探讨，并就馆藏壁画价值再现与展陈策略提出

了新见解，旨在为同类文物的保护提供借鉴。

1 馆藏壁画保护的程序

《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以下简称《准则》)

(2000)中明确指出，《准则》的适用对象通称为文物

古迹。它是指人类在历史上创造或人类活动遗留的

具有价值的不可移动的实物遗存，包括地面与地下

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近现

代史迹及纪念建筑、由国家公布应予保护的历史文

化街区(村镇)，以及其中原有的附属文物。那么壁

画由原来的不可移动转存为博物馆后成为可移动文

物范畴，其是否也适用于准则是本研究作者关注的

焦点。

《准则》中将文物古迹的保护工作总体上分

为六步，依次是文物调查、评估、确定各级保护单

位、制订保护规划、实施保护规划、定期检查规

划。原则上所有文物古迹保护工作都应当按照

此程序进行，当然古代壁画的保护也不例外。在

敦煌研究院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的合作过程

中，结合《准则》的要求与实践，将莫高窟第85窟

壁画保护的基本程序归纳为：收集信息——评

估——确定保护目标——实施保护目标——总结

和调整"J。对比《准则》第二章第9条文物古迹

保护工作的六步法，莫高窟第85窟壁画的保护

在程序上严格执行了《准则》，并针对壁画的具体

特点，对某些条款作了相应改动。在《准则》等国

际宪章指导下，借鉴敦煌莫高窟第85窟壁画保

护，敦煌研究院与西藏布达拉宫管理处在合作进

行布达拉宫二期保护维修工程壁画保护修复项

目中，将布达拉宫壁画保护设计程序总结为旧J：

前期研究、保护修复工程设计和后期维护设计三

个基本阶段。前期研究包括资料收集、价值评

估、环境研究、制作材料及工艺研究、病害机理研

究、修复材料及工艺筛选；保护修复工程设计包

括工程勘察、保护方案设计、施工设计；后期维护

设计包括环境保护、日常维护、信息档案管理、利

用展示。参照上述案例，并结合甘肃省博物馆藏

武威天梯山石窟壁画保护修复实践，将馆藏石窟

壁画的保护程序总结为：调查、评估、确定保护目

标、制定保护对策、保护措施实施、日常管理与维

护(图1)。

2壁画的保护与修复

2．1历史干预(搬迁史)调查

20世纪50年代，为解决黄羊河流域的农田灌

溉问题，甘肃省人民政府决定在黄羊河上游修建水

库，经过各方专家现场勘察论证后认为，天梯山石窟

所在位置为拟建水库的最佳选址。根据设计文件，

如果水库建成并蓄水后，石窟下部1、2层近10个洞

窟将会被水淹没。后经文物、水利等方面专家的多

次论证分析，认为文物异地保存成为当时的唯一选

择，但整窟搬迁的条件尚不成熟，确定对可能被水淹

没的1、2层10个洞窟的壁画、塑像采取揭取、搬迁

进行异地保护。甘肃省文化厅成立了天梯山石窟搬

迁专家组，由常书鸿先生任组长，经过临摹、摄影、测

量、清理、发掘和搬塑像剥壁画等6个环节，于1960

年4月将43尊塑像、约300平方米壁画及25箱残

片运回甘肃省博物馆保存。经过近半个世纪的馆藏

保存后，于2006年1月将绝大部分壁画、塑像移交

武威，保存于武威天梯山博物馆，但仍有9尊塑像、3

个佛头、约15平方米壁画保存在甘肃省博物

馆∽叫1I。其中的壁画就是本工作研究的对象。

2．2壁画现状调查

1)壁画结构。现存壁画结构为颜料层、白粉

层、地仗层、附加石膏支撑体构成，其中地仗层包含

细泥层、粗泥层(图2)。白粉层涂刷的是石膏。细

泥层厚度一般在0．5—1cm之间，是用较细的粉土

掺加适量的麻纤维制成。粗泥层较厚，一般在2～

4cm之问，用粉土、沙掺加麦草制成。附加支撑体为

厚度约4cm的石膏加固层。

2)壁画颜料。采用x一射线衍射分析法对

保存于甘肃省博物馆的天梯山石窟壁画中北凉、

北魏、西魏、北周、唐、西夏、元和明代等时期壁画

颜料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颜料主要以传统的矿

物颜料为主，白色为石膏和方解石，红色为铅丹、

朱砂和铁红，蓝色为石青，绿色为石绿和氯铜矿，

黑色为二氧化锰和铅丹变色后的产物二氧化铅

(图3～5)。

3)壁画地仗。表1是壁画地仗制作材料分析

结果，可以看出主要由粉土、细沙组成，掺加少许麦

草和麻。粉土含量较高，在36％～82％之间；含沙

量相对较低，一般在20％～30％之间，个别壁画地仗

含沙量高达5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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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馆藏壁画保护程序图

Fig．1 The chart of fhe conseI、，ation pmcedure of the collection wall—pain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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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馆臧天梯IlIri窟^琏II砸结构，J；意H

l颜料层 善rI灰层r萤细泥层(麻泥) ∞粗泥层(友尊泥) 萤丫i谢(支撑体))

Fig．2 ‘1111P(IiagI-a111111alit‘bkrl(’11(1f Il¨1 b11．L“’I LJrP I}r、、dll I)ailllillgs，‘riallIisllall glI)cIIlPb，(·fJIlP(·lr(I in“1P fTuIsPLJnl

图3 l，|色颜料(，i’碍)的x射线衍射游罔

Fig．3 rI’11P)(一Rlj(IifTI．a(‘lif¨1 l}aIlPIll¨f、~11i19 11iglll(-n

图4}I：色颜料(铁2I：)的x～射线衍自t滑H

Fig．4 r11I”＼叫‘lm州m叫⋯‘11(’fI’P(I f'㈣㈨

图5棕色颜料(?氯化{；}})的x射线衍射潜H

Fig．5 ThP X nlj(1if’fI zl(‘“(川11zlIlrIfl flf'llII'、~11 pignl}-f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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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l壁画地仗分析结果
TabIe 1 The analyzing resull“plaster (％)

图6颜料层起甲、脱落

Fig．6 The naking an【l falling()r piglllenIs

图8‘链㈣地仗开裂

Fig．8 rI’¨(‘Ⅲ。kh tlfI'l埘tll’

4)壁画病害。馆藏石窟壁画除具有石窟原址

壁画的颜料层起甲、脱落、地仗酥碱等一般病害外，

还因壁画经过揭取、附加支撑体(石膏加固层)临时

加固、搬运以及长期被放置在库房内等多种因素，出

现石膏加固层变形、断裂，导致壁画地仗层空鼓、破

碎、断裂等多种病害，有的病害处在进一步发展之中

(图6～lO)。

图7地仗酥碱、颜料层脱落

Fig．7 r1111P‘lisrLJpti()n(’f plaslPr a11(1 thP^llIillg I’ignlenls

图9 支撑体断裂致使壁嘲开裂、变形

Fig．9 T11r(‘1．at’ks anIl(1is“J11ion of“1P wall pailltillg

(‘aLIsPfl hy lhP 1)rPak flf s11l’p(1rI

图lO壁I田j地仗层酥碱、断裂

Fig．10 ‘rhP(1isnlⅢIlll洲11)㈣k¨11)las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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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保护修复材料筛选

按照《准则》所规定的保护程序，在确定壁画病

害类型、对壁画病害产生机理进行深人研究的基础

上，根据石窟壁画的特点及馆藏壁画保护的特性要

求，进行保护修复材料的筛选研究，确定最终的修复

材料。

采用蜂窝铝板、软木和碳素纤维布，以环氧树脂、
Paraloid B一72和聚醋酸乙烯乳液等作为粘结材料的

新型馆藏壁画支撑体，材料具有较好的兼容性，强度

适中，耐候性强，且较疏松，这种材质能够较好为壁画

本体提供活性通道，方便包装、搬运，更有利于壁画的

展陈。软木夹在蜂窝铝板和碳素纤维布中间，由于其

具有较好的弹力，避免了因材料强度不同而产生的应

力变形，从而实现应力的层间过渡和缓冲。而
Paraloid B一72丙酮溶液干燥后形成的膜在支撑体与

壁画之间起隔离作用，以后需要对壁画再次处理时，

可通过对隔离层注射丙酮溶液溶解Paraloid B_72，实

现附加支撑体与壁画地仗的安全分离。

根据试验结果，采用zB—sE一3A改性丙烯酸

乳液和zB—sE一1有机硅改性丙烯酸乳液混合材

料对壁画地仗层进行补强，不但克服了单一材料渗

透性差、粘结效果不理想、容易成膜等方面的缺陷，

而且提高了材料的稳定性和耐候性。壁画表面病害

的修复材料选择传统绘画粘结材料明胶(动物蛋白

型，浓度1．5％)。

2．4壁画修复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馆藏石窟壁画的主要

病害源自原址壁画病害，但经过揭取、搬迁等环节，

特别是附加支撑体的使用，出现了一些因支撑体变

形等因素引起的特殊病害。本研究在对起甲、酥碱、

裂隙、画面污染等常见病害的保护修复方法进行简

单介绍的基础上¨2—4I，主要针对馆藏天梯山石窟壁

画的特点，就壁画附加石膏支撑体的去除、新支撑体

的选择以及新支撑体的安装等环节进行重点阐述。

图11画面清理

Fig．11 Cleaning of the surface of waU painting

1)画面清理。用棉团蘸去离子水和无水乙醇

按体积比l：1混合液对壁画表面颜料层上覆盖的泥

渍、浮尘等污染物进行去除，对较厚的泥渍用自制的

竹刀进行去除以达到清洁表面颜料层作用(图1 1)。

2)表面加固。在壁画表面污染物清理完成

后，使用浓度为1．5％的明胶溶液对表面颜料层进

行滴注渗透加固。待明胶浸透颜料层后，在壁画表

面敷上相机擦镜纸，然后用木质修复刀将颜料层起

翘部分进行回压，有效加固壁画表面颜料层(图12)。

图12壁圆表面加固

Fig．12 The consolidation on the suIface of wall painting

3)表面修整。对壁画四周宽2～3cm、高约

5cm的石膏加固层进行去除(图13)。具体方法是：

先用手术刀、镊子、小钢锯条、打磨机等工具将石膏

分层切割取下或打磨到不影响壁画表面的颜料层为

止，然后用软毛刷、洗耳球清除粉尘，再用1．5％的丙

烯酸和硅丙混合溶液对裸露出来的地仗进行加固，达

到边沿与壁画表面足够平整，并确保壁画与托板紧密

接触，必要时可采用多层棉纸托垫，翻转壁画进行下

一步工序。

图13剔除地仗边沿突出石膏层

Fig．13 Removing the edge of suppon in order to

show the plaster layer

4)表面封护。在表面加固完成后，在壁画表

面覆盖棉纸，然后将浓度为l％的甲基纤维素溶液

在棉纸上由中间向四周涂刷并确保颜料层与棉纸的

充分接触，待棉纸干后表面封护操作完成。表面封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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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可以避免画面再次被污染。

5)翻转壁画至壁画托板。按照壁画大小制作

由棉纸、海绵和木工板三层构成的壁画托板(图14)，

并将表面封护后的壁画翻转至壁画托板上(图15)。
棉纸 海绵 木工板

图14 l捷l嘶托板结构示意罔

Fig．14 ThP lIiagnlllllllaIi(．skrl(|1 of“1P H c11J(’l⋯1P flf wall⋯i11till即l川I‘(1

图15 I-⋯j L傲儿删1

Fig．15 1r¨№⋯I、、m|1、11i’⋯I¨1I+、、。l|lⅢ⋯⋯p

6)去除石膏加固层。用手锯将壁画背面的石 小菱形，再用修复刀将菱形地仗轻轻刮去，将地仗减

膏加固层锯成3cm见方的网格状小块，然后逐块去 薄至1cm左右，并用洗耳球清除地仗上的浮土(图

掉。操作时尽量控制去除小块成正方体。若石膏层 17)。减薄地仗层一般采用牙科治疗切割工具，确

较厚时，可分多层进行去除(图16)。去除过程必须 保减薄过程中对壁画本体的冲击影响要小，同时在

确保壁画与托板之间不能有相对位移。这一过程应 减薄刮去地仗层时，一定确保壁画本身不能产生位

当非常小心，去除的力度要轻，防止石膏脱离过程拉 移，始终要与壁画托板保持紧密接触，以免滑移过程

伤地仗，甚至损坏颜料层。 中对壁画表面的损伤。

图16分块剔除地仗背部石膏

Fig．16 To cut the plaster into small pieces and

then remove them

7)减薄壁画地仗层。对去除石膏加固层的壁

画进行地仗层减薄。首先对地仗层适当喷水潮湿，

以降低其强度。然后用小型切割锯对壁画地仗划成

图17减薄壁圆地仗

Fig．17 Tb reduce the thickness of plaste

8)制作新支撑体。新支撑体从里向外依次由

B一72隔离层、碳素纤维布、软木和蜂窝铝板组成

(图18)。在制作时，一般先按照比壁画尺寸四周超

出5cm为标准裁剪蜂窝铝板、软木和碳素纤维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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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蜂窝铝板的结合面用粗砂纸打毛，以增强与软

木的结合力，四边抛光避免划伤工作人员。其次在

结合面涂刷环氧树脂[E44(主剂)：乙二胺(固化

剂)：丙酮(稀释剂)=100：6：1]的混合胶液，将软木

平整的铺在蜂窝铝板上，并用木板压实，使软木与蜂

窝铝板充分结合。一般经过24小时混合胶液完全

固化后，再在软木结合面上涂刷一层环氧树脂[E44

(主剂)：乙二胺(固化剂)：丙酮(稀释剂)=1000：60

：12]的混合胶液，然后将事先准备好的碳素纤维布

铺上，并用木板压实。经过24小时充分固化后，在

上面涂刷一层15％的B一72丙酮溶液，3小时后再

重新刷一层即为隔离层。

图18壁画新支撑体结构示意图

(①B一72隔离层②碳素纤维布③软木④蜂窝铝板(支撑体))

Fig．18 The diagrammatic sketch of the new support

9)安装新支撑体。在新支撑体表面圈画出壁

画轮廓，并在壁画边沿或其他易于识别位置进行标

识，用装潢业常用的玻璃胶枪在壁画背面地仗层上

点状堆积聚醋酸乙烯乳液，点状直径不大于3cm，而

点与点边缘间隔需大于3cm，梅花形布设(图19)。

按照事先画好的壁画轮廓将支撑体覆盖于壁画上，

然后与壁画托板一起翻转，壁画表面朝上，确保壁画

与支撑体表面轮廓线吻合，再次翻转一次，使壁画表

面朝下，并在托板上叠加适当重物承压，保证壁画与

支撑体紧密结合。

图19粘接壁画与支撑体

Fig．19 Stick the wall painting and support

10)去除画面封护层。待壁画地仗层与新支

撑体之间紧密接合后，用软毛刷蘸有一定温度的蒸

馏水刷在棉纸上，等棉纸浸透后，沿壁画边沿水平揭

取棉纸(图20)，这一过程需要十分慎重，避免画面

受损。

11)填补泥层。将脱盐处理后的粘土、细沙按

图20去除圆面封护层

Fig．20 Removing the seal

64：36的比例加质量3％的麻纤维混合，用1％有机

硅改性丙烯酸乳液和改性丙烯酸乳液混合液调制成

泥，用铁质修复刀进行底层泥填补。用原地仗减薄

下来的地仗土和泥进行表层泥填补(图21)，可以确

保新做的地仗与原地仗颜色协调一致。表层泥填补

到细泥层高度即可，并处理成斑驳的效果，使表面在

视觉上有自然脱落的质感(图22)。

图21填补泥层

Fig．21 Fill up the cla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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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
图22地仗表面效果处理

Fig．22 Deal with on the suIface of plaster

锄d let“looks not too diffeIent

12)封护新支撑体。将经过脱盐处理后的粘

土和粗沙按照一定比例混合，用1％有机硅丙烯酸

乳液和l％改性丙烯酸乳液混合液调制成泥浆涂刷

在支撑体四周边沿并形成糙面，使支撑体和壁画浑

然泥质的效果(图23)。

图23封护新支撑体

Fig．23 Seal the suppon

13)补色。使用矿物颜料对修复过程中产生

的切割缝、注浆孔、拼接缝等进行补色或做旧处理，

确保修复画面的整体效果(图24)。

’

●

图24补色做旧处理

Fig．24 Ded with the surface of the treatment area

3壁画的展示与利用

多媒体高新技术可以对博物馆展品进行生动、

形象、准确地反映和展示，弥补传统陈列展览模式的

不足。通过壁画专题展示，不仅使壁画价值得到充

分体现，而且将壁画保护修复的整个过程进行多媒

体展示，让更多观众了解文物保护全过程，提高文物

保护意识，也使保护的成果更多地惠及广大人民群

众，体现了博物馆的教育功能。图25～28是经保护

后的馆藏壁画及展示效果。

≤溺参?搏霸

≥≤到—k、i，。j‘疆

黼
图25馆藏编号0467壁画修复后的展示效果

Fig．25 After treatment of the wall painting No．0467

％

蘸
满■■■■_

图26馆藏编号0465壁画修复后的展示效果

Fig．26 After treatment of the waU painting No．0465

霉t．尊●，～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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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馆藏编号0262

Fig．27 AfIer l附a⋯1P11I

l壁画修复后的展示效果

11P wall paintillg No．0262。

4讨论

图28馆藏编号0169啭画修复后的展示效果

Fig．28 AffPr ltl，affll·，fll¨fl fhP I～a】l painfing No．0269

1)原址保护。实施原址保护，尽可能减少干

预是文物古迹保护的基本要求。《国际古迹保护与

修复宪章(威尼斯宪章)》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

文物保护法》第20条、《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

(2000)第18条等均明确规定必须进行原址保护，

但也指出确因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或因国家重大工

程建设需要时通过批准方可进行异地保护。黄羊河

水库建成后，经过30多年的蓄水动态监测，蓄水后

的水面距最底层的小洞窟还有5米，距最高层的小

洞窟20多米，应该说除了由于水库蓄水引起区域环

境湿度增大对壁画彩塑的影响外，并没有出现淹没

洞窟的威胁。

2)支撑体的选择。支撑体的选择直接关系到

壁画保护好坏，因此选择怎么样的支撑体对壁画十

分重要。在甘肃省博物馆藏武威天梯山石窟壁画保

护修复中，所使用的新支撑体从里向外依次由15％

的B一72隔离层、碳素纤维布、软木和蜂窝铝板组

成，它具有质量轻、耐老化、便于再处理等优点，不仅

有利于壁画的永久保存，而且更方便于壁画的展陈。

事实上，自从馆藏壁画出现至今，支撑体的种类都有

一个演变过程，如陕西历史博物馆馆藏壁画的支撑

体种类较多，主要有石膏、木龙骨+大漆、木龙骨+

环氧树脂、方钢、铝合金材、蜂窝铝板等，其中以石

膏、龙骨+环氧树脂的比重较大，分别占35％和

37％。而石膏极易受潮后强度降低，易断裂，有些不

到10年壁画表面的盐析现象就影响到壁画外观，严

重者造成壁画颜料层脱落¨引。木龙骨+环氧树脂

支撑体的特点是木龙骨一般使用红松，而红松在木

材中具有材质硬、力学强度高、制作便利等特点，但

木材容易受潮，遭受虫害以及霉菌等微生物腐蚀，进

而影响到壁画安全。环氧树脂+铝合金型材支撑体

克服了木龙骨变形、生物腐蚀等缺点，具有力学强度

高、受环境温湿度影响小、变形小或者不变形、耐腐

蚀、质量轻等优点，从20世纪80年代被普遍使用。

可见，壁画支撑体随着材料科学和科技进步在不断

地发展。

3)壁画展陈的价值。博物馆作为“为社会及

其发展服务的、非营利的永久性机构，并向大众开

放，它为研究、教育、欣赏之目的征集、保护、研究、传

播并展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证”这样一个定义，

那么馆藏石窟壁画脱离原来的环境条件，由不可移

动文物转变为可移动文物的过程中，辅以新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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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揭取背景、技术条件、运输路线、存放条件等均应

成为壁画展陈的内容之一。同时壁画在展陈过程中

还应有好的保存环境，因此后期的环境控制非常重

要。展示形式可以多元化，如应用3D技术、专题展

览等均可实现。如果能够做到原大洞窟展览是最理

想的。壁画展陈是价值再现的主要手段之一，同时

能够将保护成果惠及广大民众，在弘扬文化等方面

起到积极作用。

5结论

1)原址保护是石窟壁画真实性和完整性的客

观要求。天梯山石窟壁画的揭取搬迁源自国家重大

工程建设需要，但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证明，黄羊

河水库蓄水后对壁画的影响是有限的，除区域环境

湿度增加对壁画彩塑产生不利影响外，并没有造成

淹没洞窟的严重后果，故关于天梯山石窟壁画彩塑

的原位回贴复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2)在《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框架下，借鉴

石窟壁画和殿堂壁画保护的特点，结合本项目的实

施，将馆藏壁画的保护程序归纳为：调查一评估一确

定保护目标一制定保护对策一保护措施实施一日常

管理与维护。

3)在甘肃省博物馆藏武威天梯山石窟壁画保

护修复中，对壁画颜料层粉化、酥碱等病害采用传统

绘画粘结材料明胶(动物蛋白型，浓度1．5％)，对壁

画表面起甲、地仗层空鼓采用zB—sE一3A改性丙

烯酸乳液和zB—sE一1有机硅改性丙烯酸乳液混

合材料进行补强均能取得较好的修复加固效果。而

选用由15％的B一72隔离层、碳素纤维布、软木和

蜂窝铝板构成的壁画新支撑体，它具有质量轻、耐老

化、便于再处理等优点，不仅有利于壁画的永久保

存，而且方便于壁画的展陈，是目前馆藏壁画较为理

想的支撑体材料。

4)探索馆藏壁画的展陈模式，在壁画的原有

价值得到充分展示的基础上，通过3D等多媒体技

术进行专题展览，使馆藏壁画的原始信息、演变过

程、保护修复全过程得到充分展示。这样不仅使壁

画价值得到充分挖掘，而且通过保护过程的全方位

展示，增强了观众的文物保护意识，并充分发挥了博

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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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conserVation of wall paintings in the museum：

the case of conservation of waH paintings collected in the Gansu Museum from

Tiantishan Grottoes．Wuwei

WANG wan—ful一，ZHAO Lin—yil一，PEI Qiang—qian91一，FAN Zai—xuanl一，

E Jun3，zHANG Jian—quanF，xIE Jian—lan3

(1．№如n02 R∞eorc^cenfer扣r co瑚e删ofion 0，Anc胁f眈朋％施w。nd眈砒Si￡∞，D“凡^uD凡g 736200，C^im；

2． 豫e D“n^Ⅱ∞g Aco如my，D“n^蚴粥736200，劬i凡Ⅱ；3，如瑚u肘淞眦m，如，如ou 736200，吼腕o)

Abstracts： The wall paintings in the Gansu Museum collection are of great historical，scienti6c and artistic Value．

Most of those wall paintings came f而m buried archeological sites；others came from gmttos or ancient architectures。

The materials(mud or lime ground layers)are fragile．These paintings usually haVe a long history of damage． PI．e‘

vious research suggested that water—salt migration in the wall was a main cause of wall painting deterioration． How—

ever，once they have been moved to the museum envimnment，the sunlounding enVimnment(e．g．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of the wall paintings can be contr01led and it is easier to protect them． In this paper the wall paintings at

Gansu Museum was used，f而m Tiantishan grottoes，Wuwei，as an examples in order to discuss the conservation of

waU paintings in a museum environment． With many years of waU conservation experience，the key procedures of

inten，ention，retreading，and the exchange of support were focused on． Through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conserva—

tion techniques and concepts，the authenticity and integration of waU paintings were preserVed． It’s suggested that

through the use multimedia， the process of conservation and the value of the paintings can be ViVidly enhanced，

which is not done in traditional exhibits． The research provides reference for conservation of similar objects．

Key words： Tiantishan grottoes；WaU paintings collected in the museum；Exploring；Consenration；Multi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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