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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献保护角度简述脱酸处理的配套工作 
张铭 

 

对图书进行脱酸处理是一个系统性工程，核心工作是图书在脱酸装置中进行

酸碱中和、引入碱性物质。实际上在图书进入脱酸装置之前和之后都需要做很多

其他工作，这些工作包括对图书进行必要的检测工作、除尘清洁、加固处理、修

复完善、持续监测以及改善库房条件等。 

 

  一、脱酸处理前进行检测 

  在脱酸处理前对图书进行必要的检测工作，从而评价图书的现实状态，确定

脱酸处理方案，根据图书的实际情况以及期望的脱酸效果对脱酸工艺参数进行适

当的、有针对性的调整。 

在造纸行业中常用的纸张检测指标有 pH 值、碱保留量、抗张强度、耐折度

等，通过检测这些指标可以全面准确地衡量纸张的状态，然而上述检测手段多为

有损检测，往往不能应用于图书、档案等文献，尤其是亟需进行脱酸处理的图书

多为珍贵的古籍、善本、民国时期文献，对于这些图书应该采取无损的检测手段，

例如表面 pH 值、白度等指标。pH 值是判断图书酸化程度的重要指标，也是决

定脱酸工艺参数以及最终脱酸效果的重要因素。一般来说，当纸张 pH 值为 6.0～

6.9 时，此时酸化情况轻微，可以不采取脱酸处理，但是要采取措施避免进一步

酸化；当 pH 值为 5.0～5.9 时，此时酸化情况明显，应该采取脱酸处理；当 pH

值小于 5.0 时，纸张酸化严重，亟需进行脱酸处理1。 

 

  二、除尘清洁处理 

  由于图书在流传、使用过程中所经历的保存环境条件复杂，图书上不可避免

的附着有大量的灰尘、书虫、霉菌等微生物。有研究者指出，在一本流通三年以

上的图书上隐藏着大杆菌、链球菌等四百多种致病生物2。这样的图书如果直接

进行脱酸处理，可能会造成脱酸装置和脱酸试剂污染，过多消耗脱酸试剂，降低

																																																																				
1李景仁等：《对善本古籍特藏文献酸度的检测与分析》，《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3 年第 3 期。 
2
揭丽敏等：《图书除尘消毒工作探讨——以宜春学院图书馆为例》，《农业网络信息》201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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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酸效果，因此在脱酸处理前还应该对图书进行除尘清洁处理。 

针对灰尘、书虫等问题，可以采用适当功率的吸尘器等装置，对图书进行逐

页的除尘操作；针对霉菌等微生物可以采取乙醇等多种化学试剂擦拭并吸尘器吸

除擦拭掉的菌丝、孢子等污染物。为了防止二次污染以及对操作人员的危害，上

述除尘除霉工作应该在清洁台和通风厨中进行。 

 

  三、加固处理 

  图书纸张发生酸化问题后，往往伴随着机械强度明显下降，纸张发脆易折，

严重限制和影响图书的保存和利用。这是因为纸张强度受纸张纤维的强度以及这

些纤维相互缠绕的情况影响。当纸张酸化后，纤维素分子发生降解反应，使得纤

维素分子链聚合度下降，进而使纸张纤维强度降低，在宏观上表现为纸张机械强

度下降。天然状态下，纤维素分子聚合度约为 104 数量级，当聚合度下降到 700

以下时纸张的机械强度迅速降低，当聚合度低于 200 时，纸张就会脆裂成纸屑。 

对于很多酸化严重的图书而言，纸张脆化严重，甚至不能进行翻动。这些图

书很难直接进行脱酸处理，因此需要进行加固处理。目前业内常见的纸张加固技

术有托裱加固、丝网加固、高温高压热膜、高分子保护剂等方法，这些技术多是

针对单页纸张进行加固处理，如果要处理动辄几百页的图书，则需要去除图书装

订，然后一页一页的进行加固处理，最后再重新装订成册，而针对整本图书进行

加固处理的技术目前多处于实验室阶段。因此，今后应该加强对整本图书进行加

固技术的研究，争取早日推广应用。选择恰当的加固材料也至关重要，加固材料

应环境友好、无毒无害；最好无色透明，不能影响图书的阅读功能；既要具有一

定的机械强度，又要具有类似于纸张的柔性；加固要具有可逆性，在必要时可采

取措施把加固材料取下来并且不能对原始文献造成损伤。 

 

  四、修复完善 

由于年代久远, 又历经天灾人祸，很多图书都出现不同程度的损害。图书遭

受损害的表现形式很多，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酸化、老化造成的渐进

型损害，这种损害不易察觉但威胁极大；第二类是虫蛀鼠啮、人为撕毁等原因造

成的静态型损害。据报道我国图书馆、博物馆等单位共收藏有 3000 多万册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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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其中 30%以上存在着残破现象需要修复处理1。 

为了更好的保护文献，脱酸处理后的图书可以根据需要进行修复处理，改善

图书面貌，延长图书的使用和保存寿命以便更好地研究和利用。图书破损情况千

差万别，应该针对不同的破损状况区别对待。修复过程中应遵循修旧如旧、最少

干预以以及修复可逆可识别等原则。 

 

  五、持续监测 

图书完成脱酸处理后应该对图书主要理化指标进行检测，及时衡量脱酸处理

效果，根据检测结果进一步优化脱酸工艺。当图书入库之后，还应该定期对已脱

酸图书进行检测，评价图书状态，并根据实际情况判断是否需要再次进行脱酸处

理。需要检测的指标可以和脱酸前检测的指标相同，也可以有针对性地检测其他

指标。 

 

  六、改善库房环境 

  造成图书酸化问题的酸除了来自于纸张和油墨中的酸外以外，环境空气中的

酸性气体也是一个重要来源。因此对于脱酸处理后的图书而言，要密切监测库房

中的空气质量，尤其是二氧化硫、二氧化氮等酸性气体的含量。按照《图书馆古

籍书库基本要求》（GB/T 30227-2013）中的要求，古籍书库空气中二氧化硫、二

氧化氮的含量均不能超过 0.01mg/m3。若库房环境无法满足上述指标的规定，必

要时可采取光触媒降解、碱吸附过滤等手段对库房空气环境进行治理。 

  目前，国内外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对于图书的酸化问题越来越重视，及

早对这些酸化图书进行脱酸处理、改善图书状态、延长图书寿命早已是行业内外

的共识。文献保护工作任重道远，为了更好地保存保护图书文献，实现较好的脱

酸效果，需要在脱酸处理前后进行检测、除尘、加固、修复等诸多工作。 

  

																																																																				
1张平：《关于《古籍特藏破损定级标准》的编制》，《国家图书馆学刊》2006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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