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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档案害虫及其防治 

任珊珊 

纸质文献尤其是善本古籍是人类宝贵的文化财富，具有历史、文物和艺术价

值，是必须长期保存的历史资料。在储存和使用过程中，这些纸质文献不可避免

的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其中尤以图书档案害虫对其造成的损害最为直接，影响

文献的使用寿命，造成文献记载信息的缺失，有时损失无可估量。以广西省某次

全省范围内调查善本受到的虫害影响为例，古籍善本被害率达 81%，其中严重虫

损占 22%，虫损报废占 2.6%，古籍善本平均幼虫 0.56 条/册，生虫最严重的图书

馆平均有 9.7 条/册[1]。因此，图书档案害虫的研究与防治是纸质文献保护中的

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 

一、档案害虫对纸质文献的损害 

害虫对纸质文献的损害主要是使书籍孔洞丛生、残缺不全，重者成为纸屑，

失去利用和保存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取食纸质文献。害虫利用

纸质文献、纸质文献相关用品以及裱糊用的糨糊淀粉等粘结剂等作为食物，造成

损坏。如书籍窃蠹、毛衣鱼、蜚蠊、白蚁等害虫对食物各有选择。二是蛀损纸质

文献。有些害虫虽然不以纸质文献为食或食用量很小，但会将卵产在书中。幼虫

孵化后爬出文献过程中，会咬损书籍，形成大量虫道（图 1）。三是污染纸质文

献。害虫在取食危害文献过程中，还可能将携带的脏物、排泄物黏附在书籍上，

污染书籍，覆盖字迹[2]。 

图 1  被蛀损的图书 

 

二、档案害虫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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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消除古籍所面临的潜在威胁，图书、档案行业内从事文献保护工作的专

家学者对图书、档案害虫进行了不辍地调查研究。汪华明于 1990 年统计我国文

献害虫计有 6个目，46 个种[3]。李景仁于 1991 年报道我国有档案害虫 6个目，

15 个科，51 个种[4]。此后国内不断有人发现新的图书档案害虫种类。档案界于

1988 年起在全国档案馆开展了首次档案害虫的调查，并于 2000 报道了此次调查

结果，调查中共发现档案害虫 54 种，其中有 24 种为档案界新记录，分别隶属于

6个目，19 个科[5]。但是各学者对害虫的记述并不是直接的包含关系。2003 年，

李灿等人对国内图书、档案害虫名录有关的文献进行了综合分析，排除了重复报

道的害虫种类及误定种，最终确定中国现已经有记述的图书档案害虫应为 87 种，

隶属于 6个目，22 个科[6]。其中较常见的有鞘翅目的档案窃蠹、烟草甲、药材

甲、缨尾目的毛衣鱼和啮虫目的书虱等种类（图 2）。 

 

图 2  常见图书档案害虫 

 

三、害虫防治 

图书档案害虫的防治在我国已积累了上千年的实践经验，从选择库址、定期

晾晒到使用染黄纸、椒纸驱虫，无不在贯彻“以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基本原则。

科技发展至今，新技术层出不穷，基本原理的研究也愈见透彻，在坚持基本原则

的基础上，害虫的防治工作得到了长足发展。 

害虫防治以防为主。预防工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为营造不利于害虫存

活的环境。害虫大多喜欢温暖潮湿的环境，与影响文献寿命的其他因素综合考虑，

遵守标准规定，将书库尤其是善本古籍等珍贵文献的库房环境温度控制在 16℃

‐22℃，相对湿度控制在 45%‐60%，在不影响文献的同时抑制害虫的生长。二为

严禁虫害隐患进入书库。控制方法主要为将外来文献、从书库提出时间较长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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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以及文献附属用品如函套等进行杀虫处理后再置入书库。同时在书库入口设置

检查室，实现对临时性出库的文献及用品和人员的检查。 

发现害虫积极治理。害虫的发现不仅包括虫害爆发后的被动性发现，还应建

立有效的主动性检查检测机制，如定期对书架、文献及墙角等地进行抽查，定期

利用诱导性信息素观察是否有害虫被诱出以确定是否存在害虫等。害虫的治理方

法主要包括冷冻杀虫、气调杀虫、辐照杀虫和药剂熏蒸等方法。目前技术最成熟

可应用于实际工作且对文献本身影响较小的方法主要为冷冻杀虫和植物源杀虫

剂熏蒸法。 

图书档案文献尤其是善本古籍等珍贵文献往往都有长期保存使用的需求，因

此害虫防治不能简单以抑制害虫繁殖、杀灭害虫为目的，而是应首先从文献安全

的角度出发开展下一步工作。提高工作人员预防虫害的意识，建立主动性检查检

测机制，建设温湿度可控可实时监测的书库，加强对图书档案害虫的了解才能降

低虫害发生频率，减少虫害爆发带来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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