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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对于小型博物馆来说

，

丝绸文物的库藏保护工作应重点抓住藏品入库前的检查
、

采取合理 的包

装
、

严格控制库内温湿度
、

定期晾晒等方面
，

同时也离不开文物工作者严谨科学的工作态度
。

中国是丝绸的发源地
，

丝绸文化源远流长
。

然

而由于丝织品是一种蛋白质纤维
，

对温湿度
、

光线
、

灰尘等都极为敏感
，

特别是墓葬出土的丝织品
，

由

于出土后环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

往往一经暴露在

空气中就发生变色
、

变脆
，

严重的甚至脆化成粉末
。

因此
，

古代丝织品往往难于保留而更显珍贵
。

目前
，

古代丝织品在陈列前一般都经过加固
、

密闭
、

防霉
、

防蛀等各种技术处理
，

对于一些尤为珍

贵的古丝绸文物还常以其复制品代替原件陈列
，

而

珍贵的原件一般在文物库房内长期密闭保存
。

目

前
，

国内一些经济实力雄厚的丝织品收藏机构配备

了恒温恒湿库房
，

采用专门的文物贮藏柜
，

对于古

丝绸残片采用密封隔绝法
。

而对于一些小型博物馆

来说
，

由于经济条件有限
，

他们的藏品库房需采用

人工温湿度调节等多种措施
。

对于小型博物馆来

说
，

丝绸文物的库藏保护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

一
、

库房配置应科学合理

藏品库房是博物馆群体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
，

博物馆藏品的安全
、

保护和保养的基本条件
。

藏品

库房应具备防火
、

防盗
、

防潮
、

防霉
、

防尘
、

防空气污

染和防震的要求
。

丝织品库房的总的要求是
�
既要

密封
，

又要能迅速通风 �既要安全牢固
，

又要美观实

用
。

丝织品库房内一般宜安装吊顶
、

铺设木质地板
、

安装密封性
、

安全性良好的门窗
，

窗户还应安装纱

窗和遮光窗帘
，

库内照明宜采用 日光灯
。

此外应配

备温湿度计
、

空调和去湿设备
，

北方地区还应配备

增湿设备等
，

保藏丝织品的贮存柜应根据需要定制

密封性好的实木橱柜
。

二
、

丝绸文物人库前应进行严格
、

仔细检查

丝织品人库前应检查其是否有虫蛀
、

霉斑等
，

进行必要的除尘和消毒处理
，

并在观察室内存放一

定时 日
，

以确保其无虫害
、

霉菌滋生后方可人库保

存
。

对于出土丝织品应先进行清洗消毒后
，

再专库

保存
，

无条件的也应做到与传世品分柜保存
，

以防

止其发生相互感染现象
。

三
、

丝绸文物的包装和排架要科学

丝织品人库后
，

要根据其尺寸和特点进行合理

的包装和排架
。

如
�
对于丝绸残片

，

我馆一般采用有

机玻璃夹裱
，

外用胶纸封口
，

然后才平放人专门的

夹片木橱内保存 �而对于丝绸服装
、

服饰小件等丝

绸文物来说
，

我馆一般先采用绵纸包装
，

外套根据

其形状和大小定制的牛皮纸包装袋
，

再平放人定制

的大抽屉木橱内保存
，

使丝织品在抽屉内尽量平展

开来
。

丝绸文物在橱内排架时
，

一般遵循上轻下重
、

前低后高
、

高卧矮立的原则
。

此外每层抽屉内不宜

存放过多
，

以免使丝绸文物产生折痕和影响其保存

小环境
，

同时也便于文物提取 �对于丝绸匹料
，

一般

将丝绸匹料包裹在纸筒或光滑的木棍外
，

使之呈卷

轴状并用绵纸包好
，

放人定制的襄匣内
，

无条件的

也可再用牛皮纸包好后平放在抽屉内
。

文物贮存柜

内应定期存放防霉
、

防蛀粉袋
。

四
、

严格控制文物库房内的温湿度

丝织品库房的温度最好控制在 ��℃ 一 ��℃之

间
，

夏季温度最好不高于 ��℃ ，

库内温差变化不超

过 �℃ 一 �℃ 。

相对湿度最好能控制在 ���
一���之

间
，

库内温度变化不超过 �� 一 ��
。

库内温湿度调

节的主要措施有
�
自然通风和采用机械降温

、

除湿

等
。

自然通风是根据空气自然流动的规律
，

有条件

地进行库内外空气的交换
，

以达到调节库内空气温

湿度的目的
，

是一种经济便利
、

效果良好的空气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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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

相对湿度在���左右
，

丝绸文物即可取出在库

外晾晒
。

晾晒时
，

将文物连同牛皮纸包装袋一同放

在阳光下晾晒
，

晾晒时间根据外界温度而定
，

一般

不超过三十分钟为宜
。

晾晒后应先放在观察室内散

热
，

待与室温相接近才能放人贮存柜内保存
。

七
、

文物提取应小合谨慎并避免用手直接接触

文物

在接触丝绸文物时一定要确保手
、

空气
、

工作

环境的清洁
，

在日常工作中
，

丝绸文物经常会受到

拉伸
、

卷曲
、

折叠或摩擦
，

这些貌似轻微的举动累积

到一定程度就会造成织物的机械损伤
。

因此
，

馆藏

丝绸文物应保持安静
，

尽量不要去碰它
，

只有这样

才能大大减少丝绸文物受损和污染的可能性
。

在丝绸文物库房的日常管理中
，

应重点抓住藏

品人库前的检查
、

采取合理的包装
、

严格控制库内

温湿度
、

定期晾晒和文物工作者严谨科学的工作态

度等
。

总之
，

丝绸文物的保护是目前文物保护工作

中所面临的一项重要难题
，

有待我们文物工作者进

行不断地探索研究
。

注释
�

① 在丈物保管常见温度中
，

一立方米空气含

水落汽的饱和童
，

见下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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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措施
，

经常采用自然通风
，

能有效地改善库内空

气质量
，

减少微生物的滋生
。

在进行通风工作前
，

必

须掌握三条原则
�
���首先要查看库内温湿度情况

，

是否需要通风
。

���要看库内外温湿度差异
，

能不能

通风
。

���通风必须严格控制时间性
，

密切注意库外

气候变化
，

当发现不宜继续通风时
，

应及时采取关

闭门窗等相应措施
。

自然通风一般有以下几种情

况
�
���库外温度

、

湿度都低于库内
，

则可以通风 �

���库外温度低于库内
，

库内外相对湿度一样
，

也可

以通风 ����库外相对湿度低于库内
，

库内外温度一

样
，

也可以通风����如果库外温度低于库内�℃
，

只

要库外不刮风下雨
，

不必计算
，

即可开窗通风
。

���

若库外温度低于库内
，

相对湿度高于库内或库外温

度高于库内
，

相对湿度小于库内
，

这两种情况都必

须根据库外相对湿度
，

先计算出库外绝对湿度
，

再

求出这样绝对湿度的空气
，

到库内后的相对湿度

�以 �表示
，
�二 库外绝对湿度 �库内温度下一立方

米空气含水蒸汽的饱和量① � �����将会是多少
。

如 �比库内现有相对湿度低
，

就可以通风
，

反之则

不能通风
。

在夏季和黄梅季节时
，

就要根据情况采

用自然通风
、

空调降温和去湿机除湿多种调节措

施
。

五
、

定期人库打扫卫生
，

确保库内整洁

清除灰尘时
，

采用湿法
，

将灰尘转人液相排出
，

或用吸尘器清扫
，

以避免尘土扬起
，

落到文物柜中
。

六
、

经常检查文物现状
，

定期做好文物晾晒工

作

应经常对丝绸文物保存现状进行查看
，

一旦发

现丝织品出现虫蛀或发霉现象
，

应立即将其隔离开

并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
。

同时
，

在春秋两季应定期

进行文物晾晒
。

我馆的文物晾晒工作一般在每年的

五月和十月进行
，

当库外气候较好
，

温度在 ��℃左

滋度七 ��

饱和全� �� �

洲度叱 一 ��

饱和吸�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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