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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春秋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在农业、手工业

等领域广泛使用铁器，所以出土的历史文物中铁器占很

大的比重。然而由于铁器以铁元素为主，铁相较于铜更

加活泼，在自然状态下铁器远比青铜器难保存，加上铁器

表面的金属组织一结合空气和水就非常容易发生腐蚀，如

果不采取非常严密的保护措施很难保存完好，所以许多的

铁器文物出土时已经是千疮百孔，而出土后又因为环境的

变化，腐蚀程度加剧，不到数年可能就面目全非，非常可

惜。所以，关于铁器文物腐蚀问题的保护措施和技术研究

已迫在眉睫。

1 分析铁器文物的腐蚀原因及产物

众所周知，铁元素的活泼性很高，这就导致其非常容

易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而难以保存。出土的完好无损的铁

器远比青铜器要少。影响铁器腐蚀的因素有很多，与古时

人们冶炼铁器时铁器的成分有关，也与当时生活状态下存

放环境有关。出土的铁器文物根据不同的埋藏位置、周边

的地理环境以及其所含化学成分的不同会有不同程度的腐

蚀情况。出土后若不及时保存，在空旷的环境中充分接触

空气，再加上未清理的表面污渍，铁器文物会产生更大的

腐蚀情况。

1.1 铁器文物容易腐蚀的原因

铁器一般由铁素体、渗碳体、石墨体等组成，而古

代铁制器具的表面都带有微小的气孔，这就使具有腐蚀性

的气物很容易通过这些微孔通道渗透进铁器内部，对器具

造成破坏。当铁器深埋于地下时，如果周围的土壤密封性

较好，周围环境的透气性差，还是可以适当减缓腐蚀速度

的。若是处于一个透气性比较好的环境，再加上水分和空

气，就难逃被腐蚀的命运了。

1.2 铁器文物腐蚀的产物

出土的铁器表面会产生大量的腐蚀产物即铁锈，这也

是出土的铁器文物的一个明显的特征。目前考古专家会将

铁器文物表面的腐蚀物分为两类，一类是并不影响原物的

文物价值，甚至一定程度上还增加了文物年代性、提高文

物价值的无害铁锈；而另一类则是会对文物造成损坏的有

害铁锈。无害锈一般结构组织完善紧密，成分不易溶解，

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而有害锈则极易溶解，使铁制物表

面开裂甚至出现严重的粉碎情况。对于文物腐蚀的产物，

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研究，发现这两类产物一般都是相互掺

杂，所以对于判断铁锈是否有害、与所处的环境有无关系

还需要进一步去研究和推论。

2 铁器文物的除锈保护方法

目前我国地方博物馆收藏的铁器文物都具有一定数量

和规模，而其中受之前的埋藏环境的影响或者保护措施不

当造成的铁锈也并不少，所以为了延长文物的寿命，降低

腐蚀损毁程度，需要采取一些方法进行除锈。

2.1 对铁器文物进行检测

如何有效地保护出土的铁器文物是目前考古学家及

博物馆需要及时研究解决的问题，对于那些已经锈蚀的

文物，应先进行检测和判断，再根据检测结果进行有效

的处理。一般来说铁器文物经过上百年甚至千年的腐蚀，

文物本身的锈蚀程度已经相当严重，可能需要采用先进的

X-ray等技术手段来检测铁锈的情况。同时当铁锈已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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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实时，我们也可以通过透视射线来看清铁锈下有没有关

于此文物的铭文或镌刻，再根据锈蚀程度来决定采用何种

清除方法来清理铁锈。这是对文物进行鉴定和保护最适用

的措施之一。

2.2 对于出土铁器的清洗处理

当处于潮湿的环境下，铁是非常容易氧化并生锈的。

博物馆需要采取专业的措施对出土的铁器进行清洗处理。

这其中最常见的方法是直接去除和机械清洗，机械清洗是

直接通过机械振动清除。机械清除法对文物品质的要求较

高，如果文物原本就有裂痕或是比较易碎的材质，就无法

用机械振动来清洗。所以大多是采取直接去除，用竹刀或

手术刀，配合牙钻等工具慢慢耐心地剔除文物上的污垢。

还可以用有机溶剂先软化泥土，然后慢慢用机械清除法一

点点进行清理。洗清器具表面的污垢时要注意对文物表面

已经包裹或凝固的泥土不做任何清理，因为这些已经是一

层保护层，强行清理可能会破坏器具的历史信息。

3 修复铁器文物的措施方法

文物保护工作中最重要也最为烦琐的工作之一便是文

物修复，近年来一些关于历史文物修复的纪录片也让观众

逐步了解了这个行业。铁器文物的修复方法有哪些，下面

我们举例来说明。

3.1 粘接法

对于表面残损比较严重的铁器文物，为了还原文物本

来的样貌，应当对其进行相应的粘接修复工作。选取液态

环氧树脂沿文物裂缝仔细地渗透进去，也可以采用滴管滴

注的方法。对于裂缝较大的地方在树脂中混入有机颜料，

调制出与原物本身颜色相符合的色泽，再加入固化剂进行

树脂固定，为保证各缺口的补充部分颜色相同，可对颜料

的颜色调制进行混合加工，尽量在色调上与原器物接近或

相同。

3.2 封护表面法

为了可以更好地保存铁器文物，在完成文物修复后还

需要在铁器表面涂刷一层材料以更好地保护文物。所以这

就对涂刷材料的稳定性、不透气性、封闭性等有很高的要

求，同时需要无色透明。目前Paraloid B72溶液被广泛运

用。在完成铁器文物修复后，用软毛刷在器物表面涂刷一

层溶液，放置于通风处，让其自然风干，然后再将铁器文

物封存于无氧的密封柜中，达到长期安全存放的目的。如

此就可以更有效地保护好这些铁器文物。

3.3 保证铁器文物的保存环境

经过上述一系列的措施后，基本可以保证每件铁器文

物都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对于博物馆来说，最重要的就

是如何将文物完好地保存下来以及保存在何处？目前博物

馆对于历史文物的保护措施也逐步专业并科学化，针对不

同器具采取不同的措施，让每一件文物都受到最专业的保

护。

通过了解铁器的生锈原理，得知文物保护受环境影

响很大。空气中附带的一些气体元素会对铁器文物造成腐

蚀，所以即使对铁器文物采取了有效的保护，如果不存放

在一个绝对安全的环境下还是会有一定的危险。所以博物

馆需要对铁器文物的存放环境进行定时定量的除湿工作，

保证环境的湿度低于40%，温度控制在20摄氏度左右，除

去空气中对铁有较大危害的氧化硫等危险气体，同时严格

杀菌杀毒，确保存放环境的合格。

4 结束语

古代时期的铁器文物，由于本身质地、冶炼加工技术

的缺失以及埋藏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能够保存完好的少之

又少。因此出土后的铁器文物的保护修复工作就显得极为

重要。在修复及保存铁器文物的同时应保留文物原有的样

貌，绝不去干预文物的历史遗留情况，这是文物保护基本

原则，尽可能地保持这些历史文物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

和科学价值。总之，修复和保护铁器文物的过程是漫长而

艰巨的，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具体分析，因地制宜地进行文

物保护，也需要博物馆不断加强修复方法的探索和优化，

在未来更好地保护我国五千年的历史文化，保护无价国

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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