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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成功举办 
自然灾害与文献保护国际研讨会 

 

由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国际图联保存保护中

心中国中心主办，国际图联保存保护中心亚洲地区中心、国际

图联保存保护中心韩国中心以及中国部分文献收藏单位共同参

与的“自然因素与文献保存保护”国际研讨会 2010 年 6 月 22

日—24 日在北京举行，会议内容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对中、

日、韩三国文献保存保护中心以往的工作进行总结和回顾，一

方面是希望通过讨论，在面对自然因素的威胁，我们如何预防、

如何更加有效地开展文献保存保护，以减少自然灾害造成对文

献的损害方面，有新的收获。 

2009 年，国际图联（IFLA）曾在法国举办主题为“文献保

护和空气、土、水、火”的研讨会，在国际图联保存保护中心

（PAC）主办的“国际保存通讯”（IPN）2009年 12月第 49期也

刊登了会议相关论文。国际图联保存保护中心主任巴瑞拉也曾



联络我馆，希望在亚洲能召开此类会议，加强此方面的交流，

提升各国对各种自然因素和灾害的防控和抢救能力。因此，此

次会议的组织也是紧密围绕这一主题。 

 

会议针对近年来全球气候的异常、全球变暖、环境污染等

致使很多文献遭受破坏，特别是国际上战争、海啸、地震、洪

水，使大量文献瞬间化为乌有或严重受损的现实，如 2008 年的

汶川大地震、2010 年的玉树地震、北京某家单位热力管线的破

裂造成文献被淹、文献纸张挥发有害气体危害文献的保存等，

积极讨论面对灾害和问题，各文献收藏单位如何采取应对措施。

成功的经验，失败的教训有哪些，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参加研讨会 60余位专业人员，主要来自中日韩以及中国港

澳台地区文献保护与研究机构。 

两天的会议上，中、日、韩三个国家中心进行工作交流，



从报告中，我们可以了解各中心开展文献保存保护的宣传、专

家研讨和业务工作。其中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的纸张研究、韩

国国立图书馆的宣传工作和中国国家图书馆的中华古籍保护计

划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大会发言中，武汉大学刘家真教授指出影响中国纸质文献

传承的主要原因是文献纸张的酸化和虫蚀。防止空气污染对文

献的侵蚀与库内虫害的滋生是当务之急。主张降低纸张酸化程

度、创造良好微环境的管理对策。中山大学林明副馆长对 31 家

中国内地图书馆文献保护预案的调查为我们了解中国图书馆保

护状况提供了数据和分析。从数据中可以看到，在调研的 31 家

图书馆都没有设立文献保护部门，保护主要集中在馆藏古籍方

面，应对灾害能力较弱，馆藏没有保险，灾后缺乏应对措施，

行业指导和社会协作，说明中国文献保护界未来的工作仍然任

重而道远。 

在环境保护方面，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李承恩先生特别介

绍了该馆的展厅和库房环境标准；朴素妍论述了韩国国立图书

馆新库房在消防、安防、抗震、空气过滤、阻抗电磁波、恒温

恒湿等方面的综合设计。东京国立博物馆神庭先生谈到室内大

气污染物含量的检测情况、测量手段和分析评价方法；日本国

立国会图书馆村本女士对有害生物综合防治五步检测法的论述

对其他图书馆具有借鉴意义，展示了日韩等国在文献保护方面

的先进经验和有益尝试。 



国家档案局陶琴教授分析了水灾对纸质文献的危害，论述

了水浸文献抢救的程序和方法，提出了水灾预警对策。国家图

书馆杜伟生先生也提出了中国古籍水浸文献的抢救方法，对我

们应对近年来频发的水灾侵害图书的抢救具有针对性。 

其他参会人员则以书面形式向大会提交了论文。研讨主要

针对水、空气污染、地震、海啸等引起的灾害如何处理、特别

是如何建立管理制度，全面开展灾害预案研究与灾后修复安全

实施等问题，建立在翔实案例分析基础上的研讨颇具特色又有

实效。 

研讨会特别安排的四川档案局副局长张新 “汶川地震中北

川档案抢救纪实”的陈述，备受与会者关注。 

在大会自由发言阶段，国家档案局荆秀昆先生对海水浸泡

过的文献的抢救、档案害虫防治和库房内挥发性有机物检测和

种类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会议讨论紧张、认真而有成效，不仅反映了学术上的新成

果，也体现了学者们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这是一次成功的会议，充分说明了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

馆合作对文献保护的必要性，也说明了亚洲各国各地区合作的

必要性。 

会上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陈红彦主任提出的成立灾后

文献修复与保护志愿者组织，以专业人员为主参与灾后文献抢

救修复，降低灾害对文献的破坏程度的倡议，得到了大家的一



致拥护，也充分说明了文献工作者对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职业

意识。 

会议对今后文献保护，特别是防灾减灾等工作必然产生推

动作用。各位代表在会议期间结下的友谊，也会给我们的事业

带来永久的生命力。 

此次会议由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国际交流处

（港澳台交流中心）和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共同组织，进

行会议组织和翻译的多为近几年参加工作的年轻人，通过会议

也起到了锻炼队伍的作用。 

会议还组织与会代表参观了文化部主办的“国家珍贵古籍

特展”、文津雕版博物馆和新建成的国家级古籍修复实验室，境

外代表游览了长城。 

 

 

 

 

 

 

 

 

                                                                                 

主送：文化部、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领导、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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