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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可移动文物病害评估技术规程》是系列标准，其中包括：

——可移动文物病害评估技术规程¶陶质文物

——可移动文物病害评估技术规程¶瓷器类文物

——可移动文物病害评估技术规程¶金属类文物

——可移动文物病害评估技术规程¶丝织品类文物

——可移动文物病害评估技术规程�¶竹木漆器类文物

——可移动文物病害评估技术规程¶馆藏壁画类文物

——可移动文物病害评估技术规程¶石质文物

本标准为该系列标准之一。

本标准依据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文物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文物保护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89）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秦始皇帝陵博物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容波、周铁、王春燕、朱振宇、李斌、王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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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移动文物病害评估技术规程¶陶质文物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可移动陶质文物病害评估程序、评估内容、评估方法以及评估报告的撰写格式。

本标准适用于可移动陶质文物的病害评估。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3977¶颜色的表示方法

GB/T�3978¶标准照明体和几何条件

GB/T�3979¶物体色的测量方法

GB/T�6040¶红外光谱分析方法通则�

GB/T�7921¶均匀色空间和色差公式��������

GB/T�14506¶硅酸盐岩石化学分析方法

GB/T�16399¶粘土化学分析方法

JG/J�89¶原状土取样技术标准

JY/T�009¶转靶多晶体X射线衍射方法通则

JY/T�010¶分析型扫描电子显微镜方法通则

JY/T�020¶离子色谱分析方法通则

WW/T�0016—2008¶馆藏文物保存环境质量检测技术规程

WW/T�0021¶陶质彩绘文物病害与图示

WW/T�0022¶陶质彩绘文物保护修复方案编写规范

WW/T�0023¶陶质彩绘文物保护修复档案记录档案规范

ISO�7218¶食品和动物饲料微生物学¶微生物检验通则

ISO�16140¶食品和动物饲料微生物学¶替代法的确认协议

ISO�18593¶食品和动物饲料微生物学¶接触平板和棉拭子的表面取样技术水平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WW/T�0021、WW/T�0022、WW/T�0023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病害类型及性质

根据不同病害发展趋势及其对陶质文物稳定性的影响，将病害活动性质划分为：

a）稳定病害：病害已经产生或存在且不再继续发展和蔓延，不会对文物稳定性产生影响的病害类

型；

b）活动病害：病害已经产生或存在且继续发展和蔓延，对文物稳定性产生影响的病害类型；

c）可诱发病害：病害已经产生或存在且不再继续发展和蔓延，在外部条件（如保存环境改变）激

发下可能导致文物病害发展，引发其他病害产生的病害类型。

陶质文物病害活动性质划分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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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陶质文物病害活动性质划分

序号 病害名称

病害类型

稳定病害 活动病害 可诱发病害

1 龟裂 √ √

2 起翘 √ √

3 空鼓 √ √

4 脱落 √ √

5 变色 √ √

6 剥落 √ √

7 残断 √ √

8 结晶盐 √ √

9 裂纹 √ √

10 裂缝 √ √

11 刻画 √

12 酥粉 √ √

13 附着物 √ √

14 硬结物 √ √

15 植物损害 √ √

16 动物损害 √ √

17 微生物损害 √ √

5　陶质文物病害评估流程

5.1　概述

陶质文物病害评估包括文物基本信息、修复历史信息和保存环境信息收集；通过直接观察和仪器

检测进行病害识别；病害活动性质判定；文物病害综合评估、保护修复建议；形成评估报告。

5.2　评估流程

评估流程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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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陶质文物病害评估流程图

6　文物信息收集

6.1　基本信息

基本信息包括：文物名称、入藏时间、收藏单位、文物登录号、文物来源、文物年代、文物材

质、文物级别、文物尺寸和文物质量等。记录格式见附录A表A.1。

6.2　修复历史信息

修复历史信息包括：以往历次修复的时间、内容、技术、材料及后期效果评价，记录格式见附录

A表A.1。

6.3　保存环境信息

保存环境信息包括文物保存环境（展厅或库房）的温度、湿度及空气中微生物生长及分布状况，

调查数据以完整的年度数据为宜。保存环境信息采集，参照WW/T�0016—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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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病害识别

7.1　总则

依据“不改变文物原状”与“最小干预”原则，优先采用直接观察法识别病害种类，对直接观察

无法判定的病害，视文物的具体情况，可进一步采用无损分析或取样分析方法判定、识别病害种类，

重点确定具有活动性或可诱发性特点的病害。绘制病害图，记录病害分布位置，完成病害档案的记录

和病害评估报告的编写。陶质文物病害识别与检测方法见表2。

表2　陶质文物病害识别与检测方法

病害名称 适用检测方法

龟裂、起翘、空鼓、脱落、裂缝、裂纹、残断、剥落、刻画、植物损害、动物损害 直接观察

变色 色度检测

7.2　直接观察

将陶质文物或陶片置于适当的光线条件下进行目视检查，观察有无龟裂、起翘、空鼓、脱落、裂

缝、裂隙、残断、剥落、变形、刻画、植物损害、动物损害、变色等病害现象，对病害的图示应符合

WW/T�0021的规定。

7.3　仪器分析

7.3.1　无损分析

根据文物特点和仪器类型，应优先选用无损分析的方法对陶质文物病害进行识别。无损分析可选

用的仪器分析方法及其适用的病害见表3。

表3　无损分析方法及其适用病害

病害名称 分析方法 依据

龟裂、起翘、空鼓、脱落、裂缝、裂隙、残断、
剥落、变形、刻画、植物损害、动物损害 显微镜分析 附录B

变色 色差分析 GB/T�3977、GB/T�3978、GB/T�3979、GB/T�7921

7.3.2　取样分析

对不能通过直接观察及无损分析方法识别的病害，应根据文物的具体情况取样分析，取样应按照

有关规定报有关部门审批。采用取样分析的方法，取样原则与方法参见附录C。

取样分析可选用的仪器分析方法及其适用的病害见表4。针对病害的实际情况可以选择一种或多种

分析方法以识别病害。

表4　取样分析方法及其适用病害

病害名称 分析方法 依据

附着物 粘土化学分析方法、化学分析方法通则 GB/T�16399、�GB/T�14506

硬结物 X射线衍射分析 JY/T�009

结晶盐 离子色谱分析方法通则 JY/T�020

酥粉 扫描电子显微镜分析 JY/T�010

动物损害 红外光谱分析方法通则 GB/T�6040

植物损害 红外光谱分析方法通则 GB/T�6040

微生物损害 红外光谱分析方法通则 GB/T�6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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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病害测量

7.4.1　总则

对文物所存在的各种病害进行识别后，需要进一步获取各种病害的面积或长度等，并详细记录病

害所分布的部位。

7.4.2　测量项目

7.4.2.1  概述

陶质文物病害所对应的测量项目见表5。

表5　病害的测量项目

病害名称 测量项目

起翘、龟裂、空鼓、脱落、剥落、残断、变色、结晶盐、酥粉、硬结物、附着物、微生物损
害、植物损害、动物损害

病害面积

裂纹、裂缝、刻画 病害长度

7.4.2.2  病害面积测量

起翘、龟裂、空鼓、脱落、剥落、残断、变色、结晶盐、酥粉、硬结物、附着物、微生物损害、

植物损害、动物损害测量病害面积，若同种病害有多处，则测量该病害的总面积，并将其记录于附录

A表A.3。

7.4.2.3  病害长度测量

裂纹、裂缝、刻画测量病害长度，若同种病害有多处，则测量该病害的总长度，并将其记录于表

A.3。

8　病害性质判定

8.1　概述

具体病害类型的评估按照8.2～8.7的要求进行，并结合检测分析数据对其活动性质作出判定。

8.2　附着物

附着物包括泥土附着物、其他附着物。从陶质文物表面刮取样品，记录采样位置。依据GB/T�

14506，确定是否为附着物，并测量其分布面积，记录格式见表A.3。

8.3　硬结物

从陶质文物表面刮取硬块样品，记录采样位置。依据JY/T�009，对样品进行X射线衍射分析，判断

是否为硬结物及其是否稳定，并测量其分布面积，记录格式见表A.3。

8.4　结晶盐

从陶质文物表面刮取表面结晶物样品，记录采样位置。依据JY/T�020，对采集的结晶物进行离子

色谱分析，判断其是否为结晶盐及稳定性，并测量其分布面积，记录格式见表A.3。

8.5　酥粉

从陶质文物表面刮取粉末状或颗粒状松散样品，记录采样位置。依据JY/T�010，对采集样品进行

分析，实验结果列表，判断其稳定性，测量其分布面积，记录格式见表A.3。

8.6　微生物损害

按照ISO�7218、ISO�16140、ISO�18593判断微生物病害活性，对陶质文物表面微生物评估，测量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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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面积，记录格式见表A.3。

8.7　变色

将陶质文物或残片平铺于测定台上，将镜头正对变色处，参照GB/T� 3977、GB/T� 3978、GB/T�

3979、GB/T�7921物体色的测量方法，确定色差，测量其分布面积，记录格式见表A.3。

9　文物病害评估

9.1　综合评估

根据病害识别与检测数据，区分并记录病害类型。按照WW/T�0021的要求，绘制文物病害图。根

据文物病害图计算病害面积和长度。结合上述结果，对陶质文物的病害现状做出评估，完成文物病害

综合评估表。评估意见应包括识别出的病害种类及活动性质。文物病害综合评估表，记录格式见表

A.4。

9.2　保护修复建议

根据9.1的综合评估结果，给出文物保护修复建议。

10　评估报告

10.1　概述

评估应有规范的评估报告，报告应由报告封面、正文和附件组成。

10.2　报告封面

评估报告的封面见附录A图A.1。

10.3　正文

正文应包括以下内容：

a）文物基本信息表(见附录A表A.1）

b）文物病害信息表(见附录A表A.2）

c）文物病害识别记录表(见附录A表A.3）

d）文物病害综合评估表(见附录A表A.4）

10.4　附件

附件应含有与正文有关的数据、图片和检测报告等内容，记录格式见附录A表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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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规范性附录） 

陶质文物病害评估报告

陶质文物病害评估报告封面的格式见图A.1。

   报告编号：

陶质文物病害评估报告

文物名称：                              

委托单位：                        （公章）

评估负责人：                            

评估审核人：                            

评估单位：                        （公章）

评估日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文物局制

�

图A.1　陶质文物病害评估报告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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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质文物基本信息表的格式见表A.1。

表A.1　文物基本信息表

文物名称 入藏时间

收藏单位 文物登录号

文物来源 文物时代

文物材质 文物级别

文物尺寸 文物质量

修复历史信息

保存环境信息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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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质文物病害信息表的格式见表A.2。

表A.2　文物病害信息表

文物名称 文物登录号

病害描述

（300字以内）

文�

物�

病�

害�
图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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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质文物病害识别记录表的格式见表A.3。

表A.3　文物病害识别记录表

文物名称 文物登录号

病害名称 病害描述（病害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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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质文物病害综合评估表的格式见表A.4。

表A.4　文物病害综合评估表

病害名称 病害类型

评估意见：�

保护修复建议：

签章：
日期：

审核意见：

签章：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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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质文物病害评估报告附件的格式见表A.5。

表A.5　附件格式

附��件

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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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显微镜分析方法

B.1　总则

借助显微镜观察陶质文物肉眼不易观察的病害信息。可进行三维观测、数码放大，同时还能通过

在计算机上进行图像拍摄、处理及对病害进行记录和测量等。

B.2　仪器或设备

体视显微镜或视频显微镜。

B.3　分析步骤

B.3.1　打开显微镜，调试好光学系统及微机软件。

B.3.2　准备工作完成之后，将待检测的文物轻放于显微镜附近空旷的、稳定的台面上。

B.3.3　利用显微镜所带镜头（或光导纤维镜头）按照显微镜操作说明对器物病害部位进行小心、细致

的观察分析。

B.3.4　进行图像采集、处理，同时记录测试条件。

B.3.5　根据病害特征判断病害种类。

B.4　注意事项

B.4.1　根据陶质文物安全要求，进行文物病害的评估。

B.4.2　显微镜观察文物时注意不要碰触文物表面，以免对文物造成损伤。

B.4.3　如观测难度大，则把文物的安全放在首位，或尝试其他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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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陶质文物取样要求

C.1　总则

取样应在目视观察之后进行，取样前制定取样分析计划，明确取样目的、分析和取样方法。

对文物的分析检测优先考虑无损或微损的检测方法，如确需进行取样分析，则应先按照各级文物

主管部门的要求，规范报批与建档工作。取样分析要避免损害文物的价值。所取样品应能反映文物整

体情况，满足病害评估需求。在文物上取样时，要综合考虑文物情况、研究需求、取样量来选择取样

点。对于基本完整文物取样不能明显影响外观，经过保护修复处理过的文物，如以前的保护处理没有

引发新病害，取样时要避免前人处理的部位。

C.2　取样操作流程

拍摄文物整体照片，绘制线图，参照WW/T�0021。

选定取样点后，用标签纸或纸条写明样品编号和简单描述置于取样点，拍摄取样前照片并在文物

整体照片及线图上标注。

填写取样文字记录，内容包括样品的编号、位置、颜色、形态、取样目的、拟采用的分析方法和

其他备注信息。

采用取样工具开始取样，样品置于适当的容器之中，并在其上标明样品编号和简单描述。取得的

样品需妥善保存，避免受到污染或保存过程中发生变化。

取样过程也应拍照记录，需要时可辅之以录像。

C.3　文物样品要求

C.3.1　陶片样品

陶片样品通常用于显微形貌及岩相结构分析，以确定此陶质文物受损状况。陶片样品一般采用手

术刀、棉签和镊子取样，样品量依据所采用的分析测试方法确定。

C.3.2　可溶盐样品

可溶盐样品综合分析确定可溶盐的种类，判断其是否有害，为病害评估确立依据。根据可溶盐的

致密程度，可用手术刀、棉签和镊子取样，样品应包含不同颜色、形态的污染现象，样品量依据所采

用的分析测试方法确定。

C.3.3　环境样品

陶质文物出土前通常发生在土壤埋藏环境之中，土壤的物理化学性质影响了老化过程。出土过程

中采取土壤样品，所选样品点以靠近文物能代表文物所在土壤环境为宜，原状土取样参见JG/J�89，原

状土样应密封，小心搬运，妥善存放，试验前不应开启。扰动土一般采用土钻或小铲采取土样，土样

根据检测内容进行制备。文物上附着的土壤样品使用手术刀刮取。水样和气体样品的采集则应根据检

测的目的和分析仪器的具体要求进行。

C.3.4　附着物样品

附着于陶质文物之上的附着物揭示了一定的考古信息，取样时应避免样品污染以及对考古信息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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