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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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本标准参与起草单位：安徽博物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龚德才、朱展云、柏小剑、杨弢、范文奇、郑龙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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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移动文物病害评估技术规程 丝织品类文物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可移动丝织品类文物病害评估程序、评估内容、评估方法以及评估报告的格式。

本标准适用于可移动丝织品类文物的病害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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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68¶机织物密度的测定

GB/T�6040¶红外光谱分析方法通则

GB/T�8424.1¶纺织品¶色牢度试验¶表面颜色的测定通则

GB/T�8424.3¶纺织品¶色牢度试验¶色差计算

GB/T�17359¶微束分析¶能谱法定量分析

FZ/T�01057.3¶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第3部分：显微镜法

FZ/T�01057.8¶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第8部分：红外光谱法

FZ/T�01090¶机织物结构分析方法¶织物组织图与穿综、穿筘及提综图的表示方法

JB/T�9400¶X射线衍射仪�技术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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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T�0013¶馆藏丝织品病害与图示

WW/T�0015¶馆藏丝织品保护修复档案记录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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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T�0013、WW/T�0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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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织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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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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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丝织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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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物损害 √ √

2 微生物损害 √ √

3 残缺 √

4 破裂 √ √

5 糟朽 √

6 污染 √ √

7 粘连 √ √

8 皱褶 √ √

9 晕色 √

10 褪色 √

11 水渍 √

12 印绘脱落 √ √

13 不当修复 √

14 饱水 √ √

5　丝织品类文物病害评估流程

5.1　概述

丝织品类文物病害评估包括基本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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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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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温度、湿度、特征污染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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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格式见表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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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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织品类文物病害识别与检测方法见表2。

表2　丝织品类文物病害识别与检测方法

病害名称 适用检测方法

动物损害、残缺、破裂、粘连、皱褶、水渍、印绘脱
落、饱水

直接观察法

图1　丝织品类文物病害评估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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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害名称 适用检测方法

微生物损害 直接观察、紫外荧光法、台盼蓝染色法

糟朽 直接观察、扫描电子显微镜法

污染
直接观察、X射线能谱法、茚三酮法、X射线衍射法、红
外光谱法

晕色、褪色 直接观察、色差法

不当修复
直接观察、显微镜法、红外光谱法、织物分析法、色差
法

7.2　直接观察

将丝织品类文物置于适当的光线条件下进行目视检查，观察有无动物损害、微生物损害、残缺、

破裂、糟朽、污染、粘连、皱褶、晕色、褪色、水渍、印绘脱落、不当修复、饱水等病害现象，对病

害情况按照WW/T�0013和WW/T�0015中的要求进行记录。文物表面特征（颜色、尺寸、组织结构、附

着物形貌等），可进行显微镜观察、图像拍摄、测量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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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织品类文物病害进行识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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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物损害、微生物损害、残缺、破裂、糟朽、污染、粘
连、皱褶、晕色、褪色、水渍、印绘脱落、不当修复、饱
水

直接观察

3D扫描

紫外荧光分析 8.4.1

显微镜分析 附录B

织物分析 GB/T�4668��FZ/T�01090

色差分析 GB/T�8424.1��GB/T�8424.3

X射线衍射分析 JB/T�9400����JY/T�009

红外光谱分析 GB/T�6040

X射线能谱分析 GB/T�17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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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样原则与方法参见附录C。

文物取样应尽可能选用脱落的残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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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　丝织品类文物病害识别与检测方法（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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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文物整体照片，绘制线图，参照WW/T�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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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取样记录应备份保存。

取样分析方法及其适用的病害见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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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生物损害、糟朽、污染、不当修复

台盼蓝染色分析 8.4.2

茚三酮染色分析 8.6.1.2

显微镜分析 FZ/T�01057.3

扫描电子显微镜分析 JY/T�010

X射线能谱分析 GB/T�17359

红外光谱分析 GB/T�6040��FZ/T�01057.8

X射线衍射分析 JB/T�9400��JY/T�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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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丝织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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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物损害、微生物损害、残缺、糟朽、污染、粘连、晕色、褪色、水
渍、印绘脱落、不当修复、饱水

病害面积

破裂、皱褶 病害长度

7.4.2.2　病害面积测量

动物损害、微生物损害、残缺、糟朽、污染、粘连、晕色、褪色、水渍、印绘脱落、不当修复、

饱水测量病害面积，若同种病害有多处，则测量该病害的总面积。

7.4.2.3　病害长度测量

破裂、皱褶测量病害长度，若同种病害有多处，则测量该病害的总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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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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8.8的要求进行，并结合分析检测数据对其活动性质作出判定。

8.2　动物损害、残缺、粘连、水渍与印绘脱落

对动物损害、残缺、粘连、水渍与印绘脱落面积进行测量统计。

8.3　破裂与皱褶

对破裂与皱褶长度进行测量统计。

8.4　微生物损害

8.4.1　紫外荧光检测

在暗室环境中，打开紫外分析仪（波长365nm，功率10W～30W），待运行稳定后，对丝织品类文

物照射不超过10s（防止紫外线对丝织品类文物造成损害），观察其上是否出现荧光。若出现荧光，则

表示该处可能存在微生物损害。

8.4.2　微生物活性检测

采用台盼蓝染色法检测微生物活性。分析步骤如下：

a）用无菌取样棒在丝织品类文物有微生物损害的部位轻轻蘸取；

b）在载玻片中央滴加1滴0.9%的氯化钠注射液，用无菌取样棒将蘸取的样品与液滴充分混匀，涂

成极薄的液膜，涂布面积约1cm2；

c）将载玻片置于玻片搁架上，加适量（以盖满液膜为度）0.4%的台盼蓝染液（配制方法：称取4g

台盼蓝，加少量蒸馏水研磨，加双蒸水至100mL，用滤纸过滤，4℃保存；使用时，用0.9%的

氯化钠注射液稀释至0.4%）于液膜部位，染色3min～5min；

d）盖上盖玻片，用滤纸吸去多余水分；

e）将已染色的样品放置于生物显微镜的载物台上，调整合适的放大倍数和光圈大小进行观察，使

视野中出现清晰的真菌细胞，根据细胞颜色区分死细胞（蓝色）和活细胞（无色），判断所取

样品中是否有真菌存活；

f）重复取样、染色、镜检1～3次，记录在镜检中是否发现真菌存活。

8.4.3　病害面积测量

对微生物损害面积进行测量统计。

8.5　糟朽

采用扫描电子显微镜（仪器需经过定期检定）观察纤维形貌。在丝织品类文物糟朽处取几根纱

线，用无水乙醇洗涤样品2遍、晾干，以去除样品表面或样品中夹带的油脂、蜡质、尘土或其他杂质，

在扫描电镜500～4500倍条件下观察其形貌。具体操作方法见JY/T�010的规定。根据丝纤维表面剥落、

开裂及原纤化程度，确定其糟朽程度。

8.6　污染

8.6.1　污染物分析

8.6.1.1　盐类污染物与脂肪类污染物分析

采用扫描电镜X射线能谱法（仪器需经过定期检定）鉴别盐类污染物与脂肪类污染物。分析步骤

如下：

a）用显微镜观察丝织品类文物，在一定放大倍数下提取污染物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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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对取下的污染物样品做X射线能谱分析，具体操作方法见GB/T�17359的规定；

c）根据其元素含量谱图鉴别盐类与脂肪类污染物，若含有大量金属元素则为盐类污染物，若以C

元素为主则为脂肪类污染物。

8.6.1.2　蛋白质类污染物分析

采用茚三酮法鉴定蛋白质类污染物。分析步骤如下：

a）在丝织品类文物疑似蛋白质类污染物处正反面各铺1层滤纸，在滤纸的外层各铺1层脱脂棉，在

污染处滴加0.5%的柠檬酸溶液，使污染物完全浸润；

b）5min后，在污染处滴加相同浓度的柠檬酸溶液，将污染物提取到滤纸上；

c）取样结束后，用蒸馏水清洗丝织品类文物2遍，防止柠檬酸对丝织品类文物造成损伤；

d）取出滤纸，待半干时，向其滴加茚三酮溶液，在相同大小的空白滤纸上也滴等量的茚三酮溶液

（配制方法：取茚三酮2g，加无水乙醇溶解，定容至100mL）；

e）在沸腾的水浴上放置干净的载玻片，将上述滤纸同时放置到载玻片上，加热5min后，观察滤纸

的颜色。若滤纸上污染物处显蓝紫色，则为蛋白质类污染物。

8.6.2　病害面积测量

对污染面积进行测量统计。

8.7　晕色与褪色

8.7.1　色差测定

测定病害处与无病害处的色差。具体操作方法见GB/T�8424.1和GB/T�8424.3的规定。对于晕色，测

定晕色处与其周围未沾染深色物质处的色差；对于褪色，因其最初的色度不可知，而丝织品类文物内

层一般褪色程度很轻，故测定褪色处与其内层的色差作参考对比。

8.7.2　病害面积测量

对晕色与褪色面积进行测量统计。

8.8　不当修复

丝织品类文物修复材料的纤维类型、纱线密度和织物组织及颜色与文物相差不宜过大，若相差过

大则存在不当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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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和WW/T�0015的要求，绘制文

物病害图。根据文物病害图计算病害长度和面积。结合上述结果，对丝织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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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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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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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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丝织品类文物病害评估报告

丝织品类文物病害评估报告封面的格式见图A.1。

   报告编号：

丝织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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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丝织品类文物病害评估报告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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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织品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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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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织品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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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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织品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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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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织品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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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害活动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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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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织品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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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WW/T 0059—2014

A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显微镜分析方法

B.1　总则

借助显微镜观察丝织品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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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计算机进行图像拍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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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丝织品类文物安全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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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丝织品类文物样品要求

C.1　丝绸样品

丝绸样品用于纤维形貌及分子结构分析，以确定丝织品类文物糟朽状况。丝绸样品一般采用牛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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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污染物样品

污染物样品用于确定污染物的种类，推断污染物附着机理，判断其是否有害，为病害评估确立依

据。根据污染物的致密程度，可用牛角刀、棉签和镊子取样，样品应包含不同颜色、形态的污染物，

样品量依据所采用的分析测试方法确定。

C.3　环境样品

丝织品类文物出土前的老化过程通常发生在土壤埋藏环境之中，土壤的物理化学性质影响其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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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角刀刮取。水样和气体样品的

采集则应根据检测目的和分析仪器的具体要求进行。

C.4　其他残留物样品

附着于丝织品类文物之上的其他残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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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