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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材料的研究、开发、应用有了快速的发展，水泥、钢铁、有色金属、稀土
材料、织物等许多材料的产量多年居世界第一，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材料的生产、销售和消费大国，
支撑着“中国制造”的产品遍布世界、“中国建造”的重大工程建设项目遍布全国，促进了国家GDP
连续高速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经济大国。
但是，我国还不是材料强国，我国的材料多处于中、低档水平，支撑起来的“中国制造”的产品水平
不高、价格太低、无缘名牌；“中国建造”的重大工程中的主要结构件、专用件、关键件和重要件许
多还依赖进口；我国在材料的选用、材料制成品的设计、加工、制造和材料保护等方面与先进国家相
比还存在较大差距，导致材料制成品在制造环境、运行环境和自然环境的侵蚀下，容易出现腐蚀、摩
擦磨损磨蚀、断裂（疲劳），引发“中国制造”的产品和“中国建造”的重大工程项目出现种种问题
。
   材料寿命是人类所用材料的核心。
材料性能优良，质量稳定，使用安全、可靠、经济，是材料寿命的前提；没有使用安全、可靠、经济
，就谈不上使用寿命。
材料寿命的延长表达了上述性能的全面提升；材料延寿，就是提高材料制成品使用的可靠性、安全性
、经济性和耐久性，就是延长材料制成品的使用寿命，就是节约了资源、能源、实施了低碳经济、减
少了环境污染、支持了人类可持续发展。
   我国建国以来材料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满足经济建设需求的同时，一大批材料研究、材料应
用研究、材料加工研究和材料保护研究相继发展壮大起来，并为材料及其制成品的使用可靠性、安全
性、经济性和耐久性做了大量的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在材料全生命周期中凝炼出一
些重要的原则、技术和措施。
   “材料延寿与可持续发展”有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总结过去。
总结系统控制材料提前损伤、提前破坏和提前失效的因素的理论、原则、技术和措施，让各个行业的
产品设计师，制造、使用和管理工程师有所启示、有所参考、有所作为、有所贡献；尽可能地延长材
料的使用寿命，提高材料制成品的可靠性、安全性、经济性和耐久性。
这项工作实质上是针对过去与现在，总结现有成果，及早服务于国家建设。
   二是研究未来。
面对未来，材料的优质化、高性能化、高强化、长寿命化，多品质、多规格化、标准化、传统材料的
综合优化、新材料的不断创新，由此促进我国从“材料生产、销售、消费大国”转变为“材料强国”
。
为此，我们组织了“材料延寿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研究，在开展大量的调查研究基础上，从国家长
远发展的眼光提出一整套的理论、原则、政策和建议，促使我国早日成为“材料强国”，支持国家“
节约资源、节能减排”、“可持续发展”和“保卫地球”战略。
   目前，在中国科协和中国工程院的领导与支持下，一批材料科学工作者在努力地开展工作，提出研
究报告，编写并出版发行《材料延寿与可持续发展》系列图书，供相关方面领导和工作人员参考。
   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既能为设计师、制造、使用和管理工程师提高其产品对环境抗力的理论、原
则、技术和措施；又有为国家成为“材料强国”，提出种种设想、原则、措施和政策建议。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中国工程院院士、副院长    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以其辉煌灿烂的文明史和对全人类的众
多贡献著称于世。
中国又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历史悠久而文明未曾中断的国家，地域广大，民族众多，汗牛充栋的典籍、
不计其数的历史遗物和难以估量的地下埋藏，标志着历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和军事等的发展
概况和水平，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实物见证，也是后代人研究人类历史、文化艺术和古代科学
技术发展历程以及教育、启迪后来者的极其重要而宝贵的实物资料。
几千年来祖先遗留的大量珍贵文物是人类最为宝贵的文化遗产，如果说文化遗产代表着一个国家的过
去，那么对这些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则不仅反映出一个国家的现在，而且折射出这个国家的民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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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昭示出她的未来。
   然而，历经了千百年沧桑和磨难，大多数文物由于自然环境的侵蚀和人为破坏，已受到不同程度的
腐蚀和损坏，有些已散失，有些处于濒危状态，亟待修复和保护。
自然因素除突发性灾害外，包括气候变化、环境污染、阳光辐射、霉菌繁殖、虫害等因素造成文物的
腐蚀和损毁，如：金属文物的腐蚀(锈蚀、开裂、穿孔等)；竹木漆器的收缩开裂、扭曲变形、虫蛀霉
变、糟朽；丝麻棉毛类文物的褪色、变色、霉变、脆裂甚至灰化；书画等纸质文物的变黄、变脆、霉
变和脱胶；壁画彩绘类文物的潮解、酥碱、起甲、剥落和变色；石质文物的风化和开裂等等。
腐蚀正以惊人的速度吞噬着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文物的艺术价值、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急剧流失、
造成巨大损失。
如果我们没有担负起保护文物的责任，有些文物在我们这一代损坏失传，我们将无颜面对子孙后代。
因此，研究文物保护理论和技术、延长文物的寿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文物保护就是通过各种科学技术手段研究文物性状和腐蚀机理，探索文物保护的材料和工艺，阻止
和延缓文物的腐蚀以及最佳保存手段和途径。
文物保护是涉及政治、经济、历史、考古、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和材料、物理、化学、生物、地学、
环境等自然科学的一门多学科相互交叉、渗透的边缘学科，需要各方面的科学工作者协同努力才能完
成这一艰巨的历史使命。
   文物保护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与综合国力紧密结合，与可持续发展紧密结合，成为体现国家意志
、提升综合国力、实现强国富民目标的有效支撑领域。
文物保护科学在科学技术发展中的定位，为文物事业跨越式发展创造了新的机遇，形成了可持续发展
的新领域、新潜力和新优势，也使文物保护科技工作者成为技术全球化的参与者、推动者和受益者。
   文物种类很多，它们的腐蚀机理和保护方法各异，因篇幅所限，本书主要针对金属文物(包括青铜、
铁、金、银、锡、铅器文物)。
全书由许淳淳和潘路主编。
首先阐述文化遗产的基本理念及其作用与价值、文物的鉴定和辨伪、文物保护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动态
等(第1章，许淳淳编写)，接着介绍出土金属文物的考古现场保护(第2章，潘路、赵西晨编写)，深入
分析金属文物的腐蚀机理及影响因素、腐蚀产物的分析方法(第3章，王菊琳编写)，全面介绍金属文物
保护方案的制定及物理、化学处理方法及其效果评价、金属文物的表面封护(第4章，成小林、马立治
编写)，详细列举金属文物的修复技法(第5章，陈仲陶编写)。
还对海洋出水金属文物的保护(第6章，马清林、刘薇编写)、金属文物的保存和展示环境以及如何通过
控制环境来延长文物的寿命等(第7章，潘路编写)进行简明介绍。
本书可供文物保护科技工作者、文物保护专业师生、文物爱好者和收藏者参考，也可作为培训教材。
   国家文物局朱晓东先生对本书编写给予了许多指导和帮助，特致谢意。
   文物保护技术正在不断发展，编著者尽力向读者提供较全面和实用的内容，但是难免有不当之处，
诚请广大读者批评赐教。
 编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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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针对青铜器、铁器、金器、银器、锡器、铅器等金属文物，本书首先简要阐述文化遗产的作用与
价值、文物保护科学与技术发展动态，接着介绍出土金属文物的考古现场保护，深入分析金属文物的
腐蚀破坏原因、腐蚀产物的分析方法，全面介绍金属文物保护方案的制定及保护处理方法、表面封护
材料和工艺，详细列举青铜器的修复技法。
还对海洋出水金属文物的保护、金属文物的保存和展示环境以及如何通过控制环境来延长文物的寿命
做了简明介绍。

　　本书可供文物保护科技工作者、文物保护专业师生、文物爱好者和收藏者参考，也可作为文物保
护专业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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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文物保护是指为保存文物及其历史环境进行的全部活动。
文物受到的破坏与威胁，来自人为和自然两大方面。
人为因素包括缺乏科学管理和保护措施，自然因素除突发性灾害外，还包括气候变化、环境污染、阳
光辐射、霉菌繁殖和虫害等因素造成文物的腐蚀、风化、糟朽、褪色、腐朽等。
 文物保护的目的是真实、全面地保存文物并延续其历史信息及价值，任务是通过技术的和管理的措施
，防止自然和人为造成的进一步损伤，原则是不改变文物原状、尽量减少人工干预和保持可再处理性
。
 文物保护包括三个层次：文物的科学技术、保护技术和保护工程。
文物的科学技术，即是对文物性状、内涵、生成和赋存的科学技术研究；保护技术是指在不影响文物
基本属性的前提下，通过各种技术手段阻止和延缓文物随时效和自然环境变迁所发生的质和形的变异
、避免人工环境变迁和突发事件对其质和形的破坏；保护工程是指对具体的文物的保护处理和预防性
保护工程实施。
凡致力于用科学技术和传统技艺有机结合，积极有效保护可移动和不可移动文物的基础研究、应用研
究、工程实施、法规和标准建设、以及管理的科学化，都属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的范畴。
 从保护的性质，又可将文物保护划分为预防性保护和主动性保护。
 （1）保持文物原真性的原则 保持文物原真性的原则就是保持文物的原貌，修旧如旧，这是一条基本
原则。
也就是说保护修复工作不能随意改变文物原有的状态，如一件残缺的青铜器，已经无法知道残缺部位
应有的状态，这时就不应该为了展览或者其他需求，人为地根据想象去补配。
但保持文物的原状是相对的，不能机械地理解为文物最初的原始状态，而是应保持文物健康稳定的现
状。
再如一件出土的十分精美的青铜鼎，表面已形成一层致密的绿锈，经检测该锈蚀产物为无害的蓝铜矿
和孔雀石，这时就不应该去除。
布满铜锈的青铜鼎虽然不是它的原始状态，但是绿锈一方面可起到保护青铜器进一步腐蚀的作用，另
一方面增加了青铜鼎的历史感和美感，就应该保留下来。
 （2）最小干预原则 最小干预原则就是除日常的保养外，尽量不要添加保护材料于器物内部，减少对
文物的人为干预，严防任何“保护性”损害行为的发生。
换一个角度讲，就是保护应是以预防性为主，主动性为辅。
 在保护修复中应坚持保存文物原来的制作材料、制作工艺、原有的结构和形貌，以保护文物的历史、
艺术、科学价值和体现这些有重要价值的历史标记和历史文化，严防任何有损文物价值的“保护性”
损害行为和事件的发生。
但随着科技事业的飞速发展，也应该在一定限度内利用现代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为保护珍贵的文
化遗产服务，使文化遗产得到更好的保护。
 （3）可识别原则 可识别原则实际上是国外保护修复的一项基本原则，之后引用到国内，大部分应用
于古建筑保护维修中，就是指修复的部分应与原文物有所区别。
在国内，文物保护修复的理念是修旧如旧，具体讲就是文物保护过程中使用的材料应尽量以原材料为
主，加固材料的强度应与原文物材料尽量一致，补配材料的颜色应尽量与原文物相协调。
总之，希望达到的效果是“远看浑然一体，近看新旧有别”。
因此，国内外关于“可识别性”的保护修复理念是不同的，或者说是存在一定分歧的。
其实，对于该原则，我们认为应客观地对待，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不管怎样，加强对金属文物保护修
复档案的建立，如摄像、照片，尤其是文字记录是很有必要的 （4）坚持继承与创新结合的原则 坚持
继承与创新结合的原则就是应用现代先进的科学技术，先进的分析、测试设备手段，新材料新工艺可
更好地为保护文化遗产服务。
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文物保护工作者应立足自主创新的、为文物保护修复研制性能特别优异的新文
物保护材料，探索、研究、设计新型文物保护设备、工艺、技术，提高文物保护水平作出新的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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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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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金属文物保护:全程技术方案》由国家博物馆文物保护专家和北京化工大学腐蚀与防护专业教授联合
编写，从文物的出土到最后的展示，从技术到管理，全程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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