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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文献脱酸源于科技始于行动 
田周玲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下设文献保护组，该组主要负责全馆的文献保护工作，并

负责古籍保护科技文化和旅游部重点实验室的日常管理和科研工作。实验室成立

于 2007 年，是全国首个从事古籍保护科技研究的专业型实验室，下设化学实验

室、耐久实验室、物理实验室、生物分析室、精密仪器室、显微分析室和脱酸实

验室等多个实验室。 

  古籍保护科技文化和旅游部重点实验室以国家古籍保护科技重大需求和战

略目标为导向，以图书馆的各类文献，特别是纸质文献以及具有历史价值和需要

长期保存的珍贵文献为主要对象，开展文献载体损毁机理研究、保护技术研究、

保护用品与设备研发、保护标准和规范研究。实验室在文献载体、字迹及保存环

境研究、有害生物防治、保护标准制定和基础理论探索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研

究成果。 

  古籍等纸质文献的载体主要化学组分是纤维素，当纤维素受到化学、物理、

机械和微生物的作用时，分子链上的糖苷键和碳原子间的碳-碳键断裂，引起纤

维素的降解，降解反应主要包括酸水解降解、酶水解降解、碱性降解、热降解、

机械降解、光降解、离子辐射降解和氧化降解等。由于民国及其前后约 150 年的

时间里纸张的特殊性，其酸性较高，因此酸水解降解成为影响其保存寿命的最主

要因素，也引起了世界各文献收藏单位的重视。 

  文献酸化是一个世界性问题。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欧美等国家就开始了

文献脱酸的研究和实践工作。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显示：美国、德国、英国、波兰、

荷兰、西班牙、加拿大、日本、韩国、越南、南非等国都已开展批量脱酸工作。

非洲的多个国家也曾就文献脱酸工作申请我国的技术援救。 

  我国对文献酸化的认识较晚，但近二十年以来，国家图书馆非常重视文献的

酸化问题和脱酸的研究工作。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文献保护组的员工翻译、整理了

大量国外文献脱酸实践经验和科研成果，调研和分析了国内外各种脱酸工艺，并

在此基础上开展了脱酸研究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果，现已获得两项国家发明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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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促进国内文献脱酸研究和实践工作的进展，推广国内外的研究成果，文献

保护组的一线研究人员立足于实验室脱酸研究工作的实践，吸收和借鉴了国外相

关经验，撰写了本期文献脱酸专辑。本专辑的文章主要分为三个方面：第一个方

面是纸张酸化的成因及机械造纸初期的造纸工艺。第二个方面是文献脱酸的开展

情况及工艺和工作的技术细节，宏观方面主要介绍了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脱酸工作

进展，国家图书馆文献脱酸研究进展以及德国主要脱酸工艺。脱酸的技术细节主

要介绍了纸质文献选用脱酸剂分散方法研究、脱酸剂使用情况研究以及脱酸的配

套工作。最后一个方面是脱酸的效果和持续性保护。简而言之，就是为什么要脱

酸，如何脱酸和脱酸效果怎么样三个问题。 

  我国文献酸化严重，文献种类复杂，数量庞大，脱酸任务艰巨。技术上，需

要深入研究，完善细节。政策上，需要有力的支撑和引导。资金上，需要加大投

入。同时，文献脱酸也需要研究与实践相结合、相促进，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在

研究中解决问题。希望在国家图书馆乃至全社会的努力下，我国文献脱酸工作早

日步入快车道，实现延长已酸化文献保存寿命的目标，保护好我国的珍贵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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