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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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起草单位：上海博物馆。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陈克伦、陆明华、周丽丽、夏君定、熊樱菲、叶倩、龚玉武、黄河、王晶、

卜卫民、杨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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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移动文物病害评估技术规程¶瓷器类文物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可移动瓷器类文物病害评估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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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器类文物的病害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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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40¶红外光谱分析方法通则

GB/T�14506（所有部分）¶硅酸盐岩石化学分析方法

GB/T�17359—2012¶微束分析¶能谱法定量分析

GB/T�19140¶水泥X射线荧光分析通则

CECS�21¶超声法检测混凝土缺陷技术规程

JB/T�9674¶超声波探测瓷件内部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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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6¶波长色散型X射线荧光光谱方法通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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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瓷器类文物病害¶diseases of porcelain

瓷器在保存、埋藏、使用和不当修复过程中由于物理、机械原因造成的损伤以及化学、生物因素

导致的侵蚀。

4　病害类型及性质

瓷器类文物病害种类参见附录A。

根据不同病害发展趋势及其对瓷器类文物稳定性的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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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害活动性质划分见表1。



2

WW/T 0057—2014

表1　瓷器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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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边 √

2 惊纹 √ √

3 冲口 √ √

4 裂缝 √ √

5 破碎 √

6 缺损 √

7 伤釉 √ √

8 伤彩 √ √

9 侵蚀 √ √

10 附着物 √ √

11 生物损害 √ √

12 盐析 √ √

5　瓷器类文物病害评估流程

5.1　概述

瓷器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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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器分析进行病害识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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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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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表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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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格式见表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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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度及空气中主要污染物的含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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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瓷器类文物病害识别与检测方法见表2。

表2　瓷器类文物病害识别与检测方法

病害名称 适用检测方法

毛边

直接观察、测量、显微镜分析等
缺损

伤釉

伤彩

图1　瓷器类文物病害评估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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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害名称 适用检测方法

惊纹

直接观察、测量、显微镜分析、超声波探伤分析等
冲口

裂缝

破碎

侵蚀

直接观察、测量、显微镜分析、扫描电子显微镜、化学分析、离
子色谱分析、X射线荧光分析、X射线衍射分析、红外光谱分析等

附着物

生物损害

盐析

7.2　直接观察

将文物置于适当的光线条件下进行目视检查，观察有无毛边、惊纹、冲口、裂缝、破碎、缺损、

伤釉、伤彩、侵蚀、附着物、生物损害、盐析等病害现象。

7.3　仪器检测

7.3.1　无损分析

无损分析的操作规程及可选用的仪器分析方法如以下所列：

a）操作规程：将文物轻放于安全的位置上采用无损分析方法进行病害识别。

b）识别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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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边、惊纹、冲口、裂缝、破碎、缺损、伤釉、伤彩、侵蚀、附
着物、生物损害、盐析

显微镜分析 附录C

惊纹、冲口、裂缝、破碎 超声波探伤分析 CECS�21，JB/T�9674

7.3.2　取样分析

7.3.2.1　总则

取样前明确取样目的，制定取样分析计划，确定取样方法。

对文物病害分析所需的取样应按照有关规定报有关部门审批。取样应在尽可能避免损害文物价值

的基础上确定取样点，满足病害评估需求。

7.3.2.2　取样操作流程

拍摄文物整体照片，绘制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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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　瓷器类文物病害识别与检测方法（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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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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取样记录应备份保存。

取样分析方法及其适用病害见表4。

表4　取样分析方法及其适用病害

病害名称 分析方法 依据

侵蚀、附着物、生物损害、盐析

扫描电子显微镜 GB/T�17359-2012,�JY/T�010

化学分析 GB/T�14506

离子色谱分析 JY/T�020

X射线荧光分析 GB/T�19140，�JY/T�016

X射线衍射分析 JY/T�009

红外光谱分析 GB/T�6040

7.4　病害测量

7.4.1　总则

对文物所存在的各种病害进行种类识别后，需要进一步确定各种病害的数量、总长度、总面积

等，并详细记录病害所分布的部位，记录格式见附录B表B.3。

7.4.2　测量项目

7.4.2.1  概述

瓷器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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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边、惊纹、冲口、裂缝、破碎、缺损、伤釉、伤彩、侵蚀、附着
物、生物损害、盐析

病害数量

毛边、惊纹、冲口、裂缝、破碎 病害长度

缺损、伤釉、伤彩、侵蚀、附着物、生物损害、盐析 病害面积

7.4.2.2　病害数量统计

对病害的种类分别进行数量统计，并将其记录于表B.3中。

7.4.2.3　病害长度测量

毛边、惊纹、冲口、裂缝、破碎这5类病害，测量病害长度，若同种病害存在多处，则计算该病害

的总长度，并将其记录于表B.3中。

7.4.2.4　病害面积测量

缺损、伤釉、伤彩、侵蚀、附着物、生物损害、盐析这7类病害，测量病害面积，若同种病害存在

多处，则计算该病害的总面积，并将其记录于表B.3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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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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边、伤釉与伤彩

优先选用目视，如有必要，可进一步采用显微镜分析，依据附录C，鉴别是否是因外力作用造成

了釉层损伤。倘若未伤及胎体，如果釉层的损伤处于口、足等边沿位置，则判定为毛边；如果处在其

他非边沿位置，则判定为伤釉；如果是釉上的彩绘，因刮、磨等外力作用而造成的损伤或剥落，则判

定为伤彩。倘若伤及胎体，则需进一步判断是否为缺损。待病害种类确定后，按照7.3.3的要求对病害

进行相应的测量，最后结合检测分析数据对其活动性质作出判定。

8.3　惊纹、冲口与裂缝

优先选用目视，如有必要，可进一步采用显微镜分析或超声波探伤分析，依据附录C、CECS�21或

JB/T�9674，鉴别是否是因外力作用出现的纹路。如果纹路没有穿透胎，则判定为惊纹；如果纹路穿透

胎，又分为两种，出现在口部的为冲口，出现在其他部位的为裂缝。待病害种类确定后，按照7.3.3的

要求对病害进行相应的测量，最后结合检测分析数据对其活动性质作出判定。

8.4　破碎与缺损

优先选用目视，如有必要，可进一步采用显微镜分析或超声波探伤分析，依据附录C、CECS�21

或JB/T�9674，鉴别是否是因外力作用造成了破裂。如果破裂的器物仍然完整，并无缺失，则判定为

破碎；如果器物有所缺失，则判定为缺损。待病害种类确定后，按照7.3.3的要求对病害进行相应的测

量，对于破碎，测量拼合完整后裂缝的总长度；对于缺损，则计算出所有缺损部位的总面积，最后结

合检测分析数据对其活动性质作出判定。

8.5　侵蚀

优先选用目视，如有必要，可进一步采用显微镜分析或按照7.3.2中取样分析流程并选用表4中所推

荐的取样检测方法，依据相关标准进行鉴别，识别是否是侵蚀，并检测出侵蚀物的化学成分及相应的

物质含量。待病害种类确定后，按照7.3.3的要求对病害进行相应的测量，最后结合检测分析数据对其

活动性质作出判定。

8.6　附着物与生物损害

优先选用目视，如有必要，可进一步采用显微镜分析或按照7.3.2中取样分析流程并选用表4中所

推荐的取样检测方法，依据相关标准进行鉴别。如果表面粘附物为金属、泥土等物质，则判定为附着

物；如果表面粘附物为生物滋生或其代谢物（如珊瑚、贝类等），则判定为生物损害。待病害种类确

定后，按照7.3.3的要求对病害进行相应的测量，最后结合检测分析数据对其活动性质作出判定。

8.7　盐析

优先选用目视，如有必要，可进一步采用显微镜分析或按照7.3.2中取样分析流程并采用离子色谱

分析，依据JY/T�020标准进行鉴别，识别是否为盐析。待病害种类确定后，按照7.3.3的要求对病害进

行相应的测量，最后结合检测分析数据对其活动性质作出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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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制文物病害图。根据文物病害图计算病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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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病害长度和面积。结合上述结果，对瓷器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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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表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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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图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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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表B.1）

b）文物病害信息表（见附录B表B.2）

c）文物病害识别记录表（见附录B表B.3）

d）文物病害综合评估表（见附录B表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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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表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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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资料性附录） 

瓷器类文物病害种类

A.1　毛边

口、足等边沿因外力作用造成的釉层损伤。

A.2　惊纹

表面因外力作用出现的不穿透胎的纹路。

A.3　冲口

口部因外力作用出现的长短不等、穿透胎的纹路。

A.4　裂缝

因外力作用出现的穿透胎的纹路。

A.5　破碎

因外力作用造成的碎裂，但没有缺失。

A.6　缺损

因外力作用造成的碎裂，局部缺失。

A.7　伤釉

釉面因外力作用造成的划痕、剥落、磕釉等损伤。

A.8　伤彩

彩绘因刮、磨等外力作用而造成的损伤或剥落。

A.9　侵蚀

土壤环境和水环境等因素对器物造成的损害。

A.10　附着物

出土、出水器物上粘附的影响器物外观的物质。

A.11　生物损害

生物的滋生或其代谢物对器物造成的损害。

A.12　盐析

在文物表面析出形成结晶影响器物外观的结晶盐。

A.13　其他病害

由于不当修复或其他原因造成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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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瓷器类文物病害评估报告

瓷器类文物病害评估报告封面的格式见图B.1。

   报告编号：

瓷器类文物病害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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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瓷器类文物病害评估报告封面



10

WW/T 0057—2014

瓷器类文物基本信息表的格式见表B.1。

表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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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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器类文物病害信息表的格式见表B.2。

表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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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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器类文物病害识别记录表的格式见表B.3。

表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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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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器类文物病害综合评估表的格式见表B.4。

表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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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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器类文物病害评估报告附件的格式见表B.5。

表B.5　附件格式

附��件

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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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显微镜分析方法

C.1　总则

借助显微镜观察瓷器类文物表面及内表面肉眼不易观察的缝隙、斑点、落渣、各种釉伤等病害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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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2　仪器或设备

体视显微镜或视频显微镜。

C.3　分析步骤

C.3.1　打开显微镜，调试好光学系统及微机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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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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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3.4　进行图像采集、处理，同时记录测试条件。

C.3.5　根据病害特征判断病害种类。

C.4　注意事项

C.4.1　根据瓷器类文物安全要求，进行文物病害的评估。

C.4.2　显微镜观察器物时注意不要碰触器物表面，以免对瓷器类文物造成损伤。

C.4.3　需将器物进行侧面或底部观察时，需2人同时操作，首先将器物放置稳定，一人确保文物安

全，另一人进行观测，观测人员也需谨慎。

C.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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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