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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文献脱酸后的可持续性保护 
龙堃 

 

  摘要：对酸化的纸质文献进行脱酸处理能够延长文献的耐久性和保存寿命，

同时，对脱酸后的文献进行可持续性保护也是很重要的环节。脱酸后的文献储存

环境、文献使用的装具、文献使用时应注意的事项以及文献信息的转存等都是文

献可持续性保护的重要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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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纸质文献而言，其载体纸张的酸化是影响文献保存寿命的重要因素。明

显酸化的纸张不仅自身容易脆化破损，也会影响周围环境中的其他文献，这主要

是因为很多酸性物质具有较强的挥发性，如甲酸、乙酸等有机酸，其分子量较小，

不仅可以深入到纸张纤维的空隙中，也很容易挥发到周围环境中，同时，由于文

献储存环境相对密闭，如果空气交换频率不高且无过滤措施，则这些挥发的有害

酸性物质就会发生局部聚集、浓度升高的现象，进一步污染和损害周围的其他藏

品，加剧整个文献存储环境的恶化。 

  因此，对于严重酸化的纸质文献需要进行脱酸处理，其主要目的就是让酸性

的文献纸张在经过一系列反应后，变为中性或碱性，从而抑制纸张中纤维素的酸

性水解反应，减缓纤维聚合度的下降，从而使文献的保存寿命延长。 

可以看出，文献脱酸的实质是加入碱性物质提升文献的 pH 值，阻止文献进

一步酸化，从而增加文献的耐久性。但是也要看到，脱酸后的文献如果没有经过

特殊加固处理，其机械强度并没有增加，纤维的聚合度没有显著变化，如果脱酸

后的保存和保护做的不好，则这些已经脱酸的文献依然会有再次酸化的风险，同

时，由于这些脱酸的文献在脱酸前的纤维聚合度已经明显下降，在保护和使用这

些文献时就要格外注意，存储时应对环境和装具有一定的要求，使用时则应注意

轻拿轻放、不可用力翻阅等。 

本文主要着眼于文献脱酸后的可持续性保护，对这些文献的存储、保护、使

用、监测和信息转存等进行必要的分析，以期为文献脱酸和文献保护工作提出一

定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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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文献保存的环境 

  脱酸后的文献应存储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温湿度波动不宜太大，对于脱酸

后的民国文献和古籍等藏品，最好能够按照相关要求和规范进行温湿度控制，比

如对于脱酸后的古籍可以参考国家标准《图书馆古籍书库基本要求》（GB/T 

30227-2013），将书库温度控制在 14℃-24℃之间，相对湿度控制在 40%-60%。对

于已经脱酸的文献，这种控制十分重要，因为脱酸后的文献机械强度并未增强，

依然处于比较脆弱的平衡状态，温湿度的剧烈变化会让这种平衡出现更多的风险。

脱酸处理后的文献 pH 值虽然能够上升至 7 以上，达到中碱性，但是实际中引入

的碱储量一般而言并不高，而纸张的降解反应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脱酸只是减缓

这种趋势，而无法阻止。当温湿度达到一定条件，就会导致纸张的降解反应速率

增快，从而降低纸张纤维的聚合度，同时，降解产物中的酸性物质还会与脱酸中

引入的碱性物质反应，当碱性物质被酸中和完全后，文献就会再次酸化。因此，

控制好温湿度，减缓纸张降解反应，是脱酸后文献存储需要注意的首要问题。 

   

  二、文献使用的装具 

  脱酸后的文献最好使用合适的装具进行包裹。一方面，装具的使用能够为文

献提供一定的支撑，防止脱酸后脆弱的文献受到震动等物理损伤。另一方面，脱

酸后的文献碱储量一般不会太高，其自身中和环境中酸性物质的能力有限，而使

用具有一定碱储量的弱碱性装具则会弥补这方面的不足。这些装具能够为文献提

供弱碱性的微环境，可以及时与文献周围产生和聚集的酸性物质反应，同时也能

够对周围温湿度的变化提供一定的缓冲，对文献而言是十分必要的。尤其是对于

脱木素程度不高的文献纸张，装具的使用就更为重要，这是因为木素的降解产物

一般都含有羧酸类化合物，这些羧酸类化合物进一步降解则会生成有机羧酸，导

致文献继续酸化。 

文献装具一般包括档案盒、函套等，应尽量选择弱碱性的材料制作，同时应

尽量避免使用木质装具，因为几乎所有的木材都呈弱酸性。如果必须放置于木柜

或木函中，则必须使用具有一定碱储量的耐久性纸张将文献包裹后再行放置，避

免文献和木质装具的直接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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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文献的使用 

  对于已经脱酸的文献，有时候仍然不可避免的会被用于翻阅、展览等，工作

人员在使用这些相对比较脆弱的文献时就需要格外注意应轻拿轻放，同时应尽量

戴上乳胶手套或文物专用手套进行触摸翻阅。这是因为人体的汗液中大部分为水

分，还有少量的乳酸和脂肪酸等，长时间直接触摸文献会增加纸张中的含水量和

酸度，手套可以起到很好的隔离作用。同时，翻阅文献时最好佩戴口罩，一方面

是因为附着在已脱酸文献表面的微量碱性物质在翻阅时会有脱落的情况，戴口罩

可以防止人体吸入；另一方面，人体呼吸散发出的水分和二氧化碳也会在很近的

距离上影响文献，虽然这种影响较为微弱，但是长时间的使用依然会有使文献湿

度增高和酸性增加的风险。 

 

  四、文献的定期检测 

对于已经脱酸的文献，也应该在脱酸之后进行定期的检测，可采用测定纸张

表面 pH 值的方法进行无损或微损测定，以此了解文献的储存状况，如果发生返

酸的情况，则应及时进行返酸原因的分析和进一步处理，如隔离文献、再次进行

文献脱酸等。 

 

  五、文献信息的转存 

对于已经脱酸的文献而言，其老化进程并未终止。脱酸可以使文献 pH 值增

高，从而延缓纸张的酸化，增加纸张的耐久性和保存寿命，但是在长时间存储后，

由于纸张纤维自身降解的问题，即便是中碱性的纸质文献仍然不可避免的会逐渐

失去机械强度，这是一个缓慢持久的过程。因此，对脱酸后的文献信息内容进行

及时转存是十分必要的，这些转存的方式包括使用现代中碱性耐久纸张进行文献

的再出版，使用数字化技术对文献进行数字化转录等。同时，应考虑到文献的保

存状态，将脱酸后的文献也进行必要的整理分类，对急需转存的文献优先处理，

争取在文献再次酸化或老化前将重要的信息内容进行再出版或数字化，以避免出

现珍贵的文化遗产信息随载体一并消失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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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总结 

对酸化的纸质文献进行脱酸处理能够延长文献的耐久性和保存寿命，同时，

对脱酸后的文献进行可持续性保护也是很重要的环节。如果脱酸后的文献无法得

到良好的保护，则会导致返酸现象的出现，再次加速文献的老化。因此，必须从

多方面对这些较为脆弱的文献进行可持续性保护，只有这样，才能让这些文献和

其中的珍贵信息更加长久的保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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