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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古籍保护的微环境 

龙  堃 

 

近年来，国际上对文献保护的理念逐渐从抢救性的、被动的保护修复逐步转

向以预防性环境调控为主，以此减缓文献的劣化老化。对于图书馆而言，造成纸

质文献老化和损害的主要原因有几个方面：温湿度控制不当，光辐射严重，有害

气体的释放以及虫霉等生物性危害。我们不仅要从大环境中严控以上几点，更要

在微环境中对这些问题加以控制。 

整体而言，馆藏文献的保存环境分为室外保存环境和室内保存环境。进一步

而言，又可以将保存环境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室外环境，即图书馆建筑整体之外的空间。 

2.室内大环境，即整个图书馆建筑内部的空间。 

3.局部小环境，即图书馆的文献库房、展厅和修复室等。 

4.微环境，即与文献资料最为贴近的书架、展柜、保存箱和函套等。 

本文主要关注点为以上四个方面中的微环境。因为对于一般的古籍而言，其

保存保护最贴近的部分就是函套装具，其各方面的性能也决定的古籍本身的寿命，

如若函套制作原料中含有酸性物质和易加速纸张老化的物质，则会对古籍产生严

重损害，从而进一步造成大环境的污染，加剧馆藏文献的损坏。例如，某陈旧的

函套材质为劣质黄纸板，其挥发出来的酸性物质会加剧纸板本身酸化，并释放出

更多的有害挥发物，在密闭的环境中，使其中本应被保护的文献出现加剧老化的

现象，这就是所谓的“保护性伤害”。加装函套的初衷是为了保护文献，可结果

却是劣质的材料加速了文献的损害。这种情况也正是我们文献保护工作亟待解决

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对陈旧装具进行更换，同时对新进装具进行详细检测。将

那些低标准、老化严重的不合格材料逐渐淘汰掉，让那些新型的优质装具进入到

保存环境中。 

我们要进行的所谓预防性保护，要对古籍微环境进行严格要求，那么，需要

对函套或其他新型装具提出怎么样的要求呢？ 

首先，其制作使用的材料应该是无酸的、稳定且洁净的。国际上已经开始普

遍采用材质优良的耐久性无酸材料进行文献和文物的包装保存，这样的材料，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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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纸板和卡纸，一般卡伯值应在 5 以下（木素含量低），pH 值在 7.5‐10.0 之间

（无酸），且不使用酸性施胶剂。 

其次，应该具有一定的缓冲能力。从我们的经验和一些国际标准来看，装具

用纸张和纸板的碱保留量一般不低于 3%，这样的材料制作出来的函套或档案盒

可以延缓文献的老化，达到长久保存的目的。 

第三，制作材料中应尽量避免使用那些易挥发出有毒有害物质的材料，尤其

是一些纸板和胶料中经常会有很多添加剂或未除净的废料，其产生的有机污染物，

如乙酸、糠醛等酸性和氧化性物质会在微环境中加剧纸张的老化，从而影响文献

寿命。这一点在之前并没有得到很好的重视，然而，其危害却是非常巨大的。 

值得注意的一个现实情况是，我国的大部分生产厂商并没有可依据的标准，

各个厂家基本靠各自经验去生产，这也导致了生产出来的函套质量参差不齐，与

国外标准化生产过程制作的产品具有较大差距。通过笔者对检测数据的对比，我

们发现传统工艺生产的函套各个参数和国外文化遗产保护机构生产的档案盒具

有较大差别，前者不够稳定，有些样品用的材料较差，后者一般检测数据较稳定，

且数值符合文献耐久性保护的要求。国内外的这种反差非常值得我们深思。不过，

近年来，我国已经有一些装具厂商开始进口和使用新型材料制作装具，相信不久

的将来，我们可以看到更多耐久性良好的产品出现在图书馆中。 

总之，我们要关注古籍保护的微环境。作为珍贵古籍的保护外衣，我们在将

其用于实际藏品保护之前，必须对其各项指标进行检测，同时制定相应标准，只

有这样，才能使我国的古籍能够在合格的装具中长久地保存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