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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语：“善本古籍还能保存多少

年？”多数人没有考虑过，提出这样

的问题，也可能被认为是“危言耸

听”，但这确实是一个发人深思的问

题。 

去年我组对善本特藏文献纸张

酸性进行了调查，检测结果是出人预

料和令人担忧的。善本古籍用纸多为传统工艺的手工造纸，原来纸张为中性或弱

碱性，PH 值在 7.0—8.5 范围内。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有关部门对我国近 60 种

古籍文献纸张酸性进行过检测，结果 PH 值平均为 7.6。其中皮纸为 8.3，竹纸为

6.9，均在中性或微碱性范围。时隔仅仅 40 年，通过对我馆馆藏 24 种古籍纸张

酸度的检测，结果 PH 值平均为 6.6，其中皮纸为 6.7，竹纸为 6.4，已经普遍酸

化。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检测数据相比，善本古籍纸张的 PH 值竟降低了 1个

数值，由中性或微碱性变为酸性。我们认为，这一现象预示着我馆善本古籍纸张

加速老化变质的开始。如果再不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加以预防，照此酸化速度发

展下去，50 年后古籍文献的 PH 值就可能降至 5.5 左右，100 年后就有可能降至

5.0 以下。而且，根据我组的实验证明，图书纸张的 PH 值低于 5.0 以后，其保

存寿命最多为 100 年。据此分析，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措施，我馆善本古籍最多还

能保存 200 年。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数字，我国的古籍已经保存了几百、上千年，

200 年相对于过去的一千年，相对于我国五千年的文明史，是不是太短暂了呢？ 

对于古籍的酸化，应该防治结合，以防为主，防患于未然。因为图书纸张的

酸化与老化是同时进行的，纸张一旦酸化，其老化速度也随即加快。等到图书纸

张酸化之后再进行去酸，将是亡羊补牢，为时已晚；并且图书纸张的去酸，是一

项耗资巨大的工作，需要投入很多财力、人力进行。应当尽快把善本古籍的酸化

预防工作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一、酸对图书纸张的危害 

    近代研究证明，酸是加速图书纸张脆化变质的重要因素。其机理是：酸是一种接

触剂，可以降低纸张纤维素配糖键的活化能，加速纤维素分子水解降解，导致纤维素

长链断裂，成为易碎的水解纤维素，图书纸张也随之脆化变质，甚至会变成碎末。纸

叶的 PH 值高于 6.2（PH7 为中性，数值越小酸度越高）只会慢速变质，而低于 6.2 就

会快速变质，低于 5.0 则会迅速变质。根据相关资料和我们的经验，图书纸张的 PH

值每降低 1，其寿命会减少 1/10—1/2。因此，近年来各国图书馆、档案馆都十分重

视纸张的去酸，纷纷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开展此项工作。 

我馆藏有大批珍贵图书，但去酸工作目前还没有开展，为做到心中有数，我组按

照善本部计划，对珍贵文献图书纸张的酸度进行了检测，为今后开展此项工作提供了

依据。 

 

二、测酸概况 

1、 抽样原则 

此次测酸时间紧，任务重，为了取得满意的结果，抽样方法十分重要。我们首

先确定了以明清古籍善本为重点，全面检测的原则。同类藏品选择不同纸种、不同时

期，以及损坏程度不同的藏书进行检测，同时还抽检了部分名著，基本上代表了全部

藏品的酸度概况。 

    2、检测藏品范围  

    明清及明前善本（包括《四库全书》）、新善本（包括《文革小报》）、西文善本（包

括《北堂书》）、民语书刊（包括《贝叶经》）、舆图（包括“样式雷”图样）、金石拓

片、敦煌文书、名人手稿等。 

    3、检测藏品的纸种 

    善本特藏品的纸种非常复杂，为更有代表性，我们选择图书的纸种如下： 

    竹纸、皮纸、棉纸（主要是明清善本、舆图、敦煌、拓片用纸）； 

    草纸、贝多罗叶（主要是新善本、民语、手稿用纸）； 

    化学浆纸、机械浆纸（主要是新善本、民语、名家手稿用纸）。 

    4、检测藏品的年代 

    善本特藏品的年代跨度非常大，达近千年。为有代表性，我们选择了明前、明清、

民国和解放后四个历史阶段的藏品进行检测，涵盖了不同阶段藏品的酸性状况。 

    5、检测数量  



    此次检测以明清善本为重点，同时进行普查，共检测藏品 75 种，含 5 万余册、

件，各类藏品检测数量如下： 

    明清善本 21 种，共 4万余册（含《四库全书》） 

    明前善本 4种，共 40 余册 

    西文善本 12 种，共 5000 余册（含《北堂书》） 

    新善本 10 种，共 90 余册（含《文革小报》） 

    民语 7种，共 1000 余册、件（含《贝叶经》） 

    舆图 7种，共 1万余册、件（含“样式雷”图样） 

    敦煌文书 3种，共 10 余册、件 

    手稿 5种，共 1000 余册、件 

    拓片 6种，共 9册、件 

    6、测酸仪器 

为了既不损坏图书，又达到测酸的目的，此次测酸采用 PHS—3C 型无损测酸仪（上

海宝仪仪器公司生产），PH 测定精度 0.01。 

 

三、检测结果及分析 

1、  酸度检测结果（见表 1） 

2、  对检测结果的分析 

表 1、善本特藏图书纸张酸度检测结果 

PH > 7 PH 6.2-7.0 PH 5.0-6.2 PH < 5.0 
藏品种类 

数量 

（种） 种 比例% 种 比例% 种 比例% 种 比例% 
平均 PH 

明清善本  21   7  33  11  53   3  14   0   0  6.7 

明前善本   4  0    0   1  25   3  75   0   0  6.0 

西文善本  12   1   8  10  84   1   8   0   0  6.6 

新善本  10  0    0   0   0   2  20   8  80   4.9 

民  语   7   0   0   1  14   4  57   2  29  5.4 

舆  图   7   0   0   2  29   5  71   0   0  6.1 

敦  煌   3   0   0   2  67   1  33   0   0  6.2 

拓  片   6   0   0   3  50   3  50   0   0  6.3 

手  稿   5   0   0   2  40   3  60   0   0  6.3 

四库全书   1          6.5 

样式雷   1          5.8 

贝叶经   1          5.9 



（1） 注：明清善本 PH5.0-6.2 均为竹纸，占竹纸的 33%。        

    总结：我馆善本特藏图书大多偏于酸性，酸性较为严重的藏品是古代竹纸图书、

新善本、舆图、民语等，其中部分新善本、民语图书的酸性最为严重。 

（2）根据本报告第一部分所述不同 PH 纸张的变质速率，我们对所测数据按 PH

值范围进行了分类（见表 1）：PH>6.2 的藏品可暂不去酸；PH5.0-6.2 的藏品应该去酸；

PH<5.0 的藏品必须去酸。按此标准，我部藏品应该去酸和必须去酸的数量如表 2。 

从表 2可以看出，善本特藏图书需要去酸达 16 万余册、件，必须去酸 1.7 万册、

件。新善本、民语需要和必须去酸的比例接近 100%。 

（3）此次所测数据与五、六十年代所测数据对比显示，古籍善本图书纸张的酸

度明显增加，其原因可能与环境污染有关。此外，善本库内存放的缩微胶片也会挥发

出酸性气体，对古籍善本纸张的酸性也有影响，建议迁出善本库单独收藏。 

表 2、应该去酸和必须去酸的数量 

藏 品 种 类 善 本 新善本 民 语 舆 图 敦 煌 拓 片 手 稿 计（册件）

比例（%）  14  20  57  71  33  50  60 
应该去酸 

数量（册、件） 26000 1900 19700 61000 10100 13000 33600 

165，300

比例（%）   0  80  29   0   0   0   0 
必须去酸 

数量（册、件）   0 7700 10000   0   0   0   0 
17，700 

                

四、对善本特藏部开展去酸工作的建议 

     善本特藏图书是我国的国宝，为抢救濒临损毁的珍品图书，最大限度延长其收藏

和使用寿命，应着手开展去酸工作，具体建议如下； 

           第一步，在修复中引入脱酸工序。设两名专职去酸人员，每年约需经费 5万左右

（包括工资、材料费等）。    

    第二步，制订善本特藏部去酸工作规划，招聘化学或造纸专业人员 1-2 人，并根

据需要逐步调入去酸人员。制定预算，包括仪器设备材料费、工作间改造费、年度预

算等。我们初步估计，前期投入经费需 50 万左右。 

目前，很多国家都已认识到酸对图书纸张的严重危害，并开展了去酸工作，有些

发达国家已经开展去酸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取得了良好效果。可去酸目前在我国还是

空白，与我国古老文明和经济发展现状不相适应。我们认为，我馆在这方面应该走在

前列，将去酸工作纳入我馆业务工作的议程，为保护祖国珍贵的文物古籍做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