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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冷冻杀虫——国家图书馆的文献害虫防治方法 

孟晓红    周崇润 

 

文献害虫防治是图书馆文献保护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从技术手段来说，目

前主要有化学除虫、高温或低温杀虫这两类方法。从设计原理来说，图书文献的

真空绝氧保存应该也具有杀虫的功效。 

所谓低温冷冻杀虫，就是将要处理的文献置于冷冻温度甚至更低的温度中保

存一段时间，达到杀死害虫保护文献的目的。利用冷冻技术来杀灭图书文献害虫

具有技术手段成熟，操作简便，对文献本身无伤害，对操作人员以及对文献使用

者身体健康无不良影响的优点。 

1.低温冷冻杀虫的原理： 

温度是环境条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生命的新陈代谢速度直接依赖于温度。

温度可以加速或抑制代谢速度，也可以使代谢完全停止。 

温度在 8℃--40℃之间是昆虫生活的适温区。在这个温度区间，昆虫可进行

正常的生长发育和繁殖。 

-10℃-8℃之间是昆虫的亚致死低温区，也叫冷昏迷区。在该温区昆虫的代

谢速度变慢，可引起生理功能失调和新陈代谢的破坏。在温度和影响时间的配合

下，可造成昆虫死亡。 

-10℃—-40℃是昆虫的致死低温区。在该温区内，昆虫的体液冰冻和结晶，

使原生质受到机械损伤和脱水，昆虫的生理结构遭到破坏而死亡。在这个过程中

昆虫组织和细胞将产生不可复原的变化，所以昆虫的死亡过程不可逆。 

从-40℃开始到绝对零度是昆虫的假死区，或称作玻璃态区。在该区内，活

的原生质可以凝固成为不定形的玻璃块，但并不结晶，不产生对原生质有害的脱

水和浓缩过程及一切随之而发生的过程。在该温区内虫体的代谢过程完全停止，

但保持着潜在的生命和恢复生命的可能性。 

2.低温冷冻杀虫的效果和操作注意事项 

低温冷冻杀虫在国外图书馆界已早有应用。为了研究应用低温技术进行图书

档案的杀虫方法，1987 年国家图书馆和国家档案技术研究所共同进行了专项研

究，取得的研究成果获得国家档案局颁发的技术进步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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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冷冻杀虫技术研究小组对烟草甲、花斑皮蠹、黑皮蠹、档案窃蠹、书虱、

毛衣鱼等图书害虫进行了低温致死实验，从实验结果看，第一，低温冷冻可以杀

灭图书档案害虫的各种虫态；第二，在害虫致死温度内，温度越低，致死时间越

短；第三，不同虫种对低温耐受力不同。实验所选取的虫种内，花斑皮蠹、黑皮

蠹等害虫对低温的耐受力最强，最不耐低温的害虫有毛衣鱼等。第四，同一虫种

的不同虫态，对低温的耐力也有一定差异。 

在进行低温冷冻杀虫操作时，不管使用的设备是低温冷柜还是冷库，首先文

献最好装箱，然后要注意和设备内壁保持一定的距离，防止冷凝水在文献上凝结

或直接流落到文献上。在冷库里冷冻杀虫时，当冷冻的文献数量较多时，要注意

在包装上做好标记，防止混淆。并且在码放的时候，不能挡住出风口，要能保证

冷气的正常循环。冷冻过程结束后，文献不要立即出库，应有一个自然回复到室

温的过程。其目的是为了避免室内的热空气在文献表面形成凝结水。在湿度高的

季节尤其要注意，刚冷冻出库的文献最好稍放置一段时间后再取出上架阅览。 

3.国家图书馆的低温冷冻杀虫工作 

国家图书馆白石桥总馆于 1987 年开馆之初，就建成了北京地区第一家专门

用于图书冷冻杀虫的冷库。在运行12年后，1999年被新型的电脑数显冷库取代，

并于 2000 年初开始投入使用。2012 年，国家图书馆在北海文津街分馆建立了第

三个冷库。文津街分馆冷库 2013 年冷冻各类文献 17000 余册件，2014 年冷冻各

类文献 15000 余册件。 

国家图书馆目前正计划在白石桥总馆建立一个更大的新型冷库。有前面 3个

冷库运行的宝贵经验和诸多文献保护前辈们的努力，我们相信，这即将建立的第

4个冷库和国家图书馆的低温冷冻杀虫工作，将像国家图书馆其它工作一样，欣

欣向荣，日益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