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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期間：2010 年 8 月 21 日~ 2010 年 9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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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類號/目：  
 
 
關鍵詞：預防性文物保存    
 
 
 
摘要： 

本次交流考察重點係赴香港文物館、上海博物館、北京首都博物館與北京故

宮四博物館其文物保存工作之技術與設備，並參觀科學分析與文物修復相關部

門，了解人員配置與相關業務規劃；亦簡介本院預防性文物保存工作之近況與展

望，期能達到此行的技術觀摩與交流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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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參訪香港、上海及北京地區四博物館之文物保存工作之技術與設備，並參觀

科學分析與文物修復相關部門，了解人員配置與相關業務規劃；亦簡介本院預防

性文物保存工作之近況與展望，期能達到此行的技術觀摩與交流的目的。 
 
 
 
貳、過程： 
日  期 地  點 工作項目 
8/21~22 
（六~日） 

台北→香港 啟程 
參觀孫中山紀念館 

8/23(一) 香港 參訪香港文化博物館文物修復組實驗室及陳列室 
8/24(二) 香港→上海 啟程往上海 
8/25(三) 
8/26(四) 

參訪上海博物館庫房、薰蒸室展櫃製作工廠及實驗室 

8/27(五) 

上海 
 

參觀上海世博博物館、足跡館之展示設計及環境監測

系統 
8/28~29 
（六~日） 

上海→北京 觀摩上海博物館文物展示環境 
啟程往北京 

8/30(一)  
8/31(二) 
9/1(三) 

參觀頤和園等古蹟；參觀北京軍事博物館 
參訪首都博物館修復室、科學分析實驗室、生物實驗

室、庫房 

9/2(四) 
9/3(五) 

北京 

參訪北京故宮文保部修復室、實驗室、建物白蟻防治

站、檢測研究實驗室及書畫陳列室之環測系統 

9/4（六） 北京→台北 參觀萬里長城 
回程 

 
 
 
參、心得： 
 
一、香港文化館 
    隸屬於香港康樂及文化事務署的文物修復組共有 13 個專科修復室，分別設置

在香港歷史博物館、藝術博物館及香港文化館，為該署所管轄的 12 所公立博物館、

藝術推廣辦事處及古物古蹟辦事處提供全面的文物修復服務。歷史博物館著重紙

本、金屬品、織品；藝術博物館則著重中國書畫、油畫、陶瓷；而文化館則以木

製器物、織品、紙本、相片、考古出土文物為主要修復研究重點。此次參訪由 2007
年參加澳洲 AICCM 研討會認識的張婉娟助理館長接待。 
 
1. 有害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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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抵香港文化館見加油站比鄰而設（圖 1），十分好奇館方對此之看法。加油

站早在 2000 年文化館開幕之前就已設立，但並未因此改變香港政府設館計劃。事

實上他們也未因此感到恐慌，因為加油站產生的揮發性有機氣體可藉由空調過

濾，館方也會不定期（不一定每年）檢測空氣品質，且在香港加油站亦無特別高

的火災風險與前例。對於他們處之泰然的態度，反觀本院山下設立加油站的風波

不斷，真是強烈的對比！ 
 

 
 

圖 1 與香港文化館比鄰而設的加油站。  
 
2. 氮氣調濕櫃 
    該館在 1999 年即設置有氮氣除蟲櫃（圖 2 左），內部處理空間為 137×214×183
立方公分，同樣有調濕功能，處理的大多是結構性佳的木製品。因氮氣生成器

(generator)價高（約 10 萬港幣），故採氮氣鋼瓶進器方式；由於先抽真空再灌入氮

氣，大約每次僅需 6 公升裝的氮氣瓶 3 支。而本院即將製作的氮氣調濕櫃是針對

包括書畫在內的敏感材質之有機文物，為免傷及脆弱書畫之顏料層與結構，故採

常壓充入氮氣，因此氮氣消耗量相對較大，故須慎選氮氣源以攢節經費。香港文

化館的氮氣櫃係由國外原裝進口，約 200 萬港幣（折合台幣約 800 多萬），當時僅

有機械控制，需要人工操控，亦無網路監控；因處理容積大，在其處理室外特設

有氧氣濃度監測儀及氧氣筒（圖 2 右），以防氧氣不足所造成的工安意外，茲可為

本院建置氮器調濕櫃之整體安全考量重點之ㄧ。 
 

  
 圖 2 香港文化館的氮氣除蟲櫃（左圖）；處理室外特設有氧

氣濃度監測儀及氧氣筒（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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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溫溼度監測系統 
    香港文化館展場與庫房已建置無線溫溼度監測系統，是採英製 Hanwell 公司

的成品（圖 3 左），其架構為資料記錄器(datalogger)，將現場的溫溼度資料，以無

線電傳輸並藉由強波器(repeater)（圖 3 右）傳送到伺服器做資料整合與分析。目

前該館配置有 2 名員工進行監測工作。 
 

   
     

圖 3 香港文化館建置無限溫溼度監測系統( 左、中圖 )及
訊號加強用的強波器（右圖）。 

 
 
 
    同樣的系統也應用在孫中山紀念館。該建築 1914 年落成的甘棠第，香港政府

自基督教會以 5 千多萬港幣買回後，因鄰近國父發跡（但未親臨此第）而斥資修

復為孫中山紀念館，2006 年正式開幕。其展場設備與陳列均頗具水準，部份陳列

櫃本身就設有溫溼度感測器（圖 4 左），並連結 LED 燈顯示櫃內環境符合標準與

否，重點展櫃還配置 Hanwell 溫溼度無線感測器（圖 4 中）；此外，在此年近百年

精雕細琢的歷史建築，設置有柱腳傾斜監測尺，以偵測建築物的結構性（圖 4 右）。 
 

   
 
 
 
 
 

圖 4 香港孫中山紀念館陳列櫃本身設的溫溼度感測器

（左圖），並連結 LED 燈顯示櫃內環境符合標準與

否，重點展櫃還配置 Hanwell 溫溼度無線感測器（圖

中）此歷史建築，設置了柱腳傾斜監測尺，以偵測

建築物的結構性（右圖）。  
 
 
4. 文物修復與科學分析 
    為因應各類修復主題，香港文化館修復實驗室配備了多種科學分析儀器，如

X 射線螢光光譜儀(XRF)、傅立葉轉換紅外線光譜儀(FTIR)、掃描式電子顯微鏡

能量光譜儀(SEM-EDAX)、偏光顯微鏡及立體顯微鏡等等（圖 5 左）。修復人員在

接受修復文物，先使用科學儀器檢視及鑑定文物的狀況，從而決定往後的修復工

序，例如扇面鍍金黑化先以 SEM-EDAX 分析含有銀，係自然氧化現象，決定不予

修復成原來模樣；紙類的斑點處理前會先分析油墨的成分，再決定是否漂白。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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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關係修復的研究課題，如近代海報的標籤去除以小熨斗加熱溶解，儘量不用

化學溶劑去除，除非太黏再試以化學溶劑如 white spirit、酒精、丙酮等。測試各

種澱粉的黏度、糊化溫度及觀察結晶推算各種澱粉的混合比例；古建木料修復，

除了備有各種木材標本（圖 5 右），切片顯微分析纖維以鑑定樹種，並做為各種木

料的物性比對之外，亦以硬度計測量各種加固劑的硬度選擇與原木料相當硬度者

做加固，以避免在應力上的落差，造成結構上的不穩定性；古建物的地面英泥

(cement)中矽酸鈣的成分長期以來有鹽化現象，係與空氣中水氣反應產生氧化鈣，

試改以德國進口材料修復之測試鹽化程度；利用 FTIR 做郵筒的油漆成分分析，以

GC 化學分析氣化桐油混合液…等等研究，無非藉由科學分析釐清文物或修復材

料，擬訂符合修復原則的工序，使修復工作更嚴守修復倫理。 
    香港文化館藉由科學分析提高文物修復的視野、深化其內涵，也為科學分析

找到著力點；本院此二範疇分屬兩科結合力稍弱，該館相輔相成的運作機制，適

足為借鏡。 
 

  
 

圖 5 香港文化館的科學分析儀器室（左圖），並備有各種木材

標本提供木料物性比對、鑑定樹種（右圖）。
 
 
 
 
 
二、上海博物館（以下簡稱上博） 
    1989 年上博著手將國際上有關環境研究的文獻翻譯成中文，以提升成員的國

際專業視野與水平。2008-2009 年完成國家科技支撐項目「博物館文物保存環境應

用技術」，甫通過專家鑑定驗收，獲極高評價，堪稱中國文物保存環境之指標性博

物館。其在文物保護與考古科學實驗室共有 19 名成員，工作內容包括古代工藝研

究、儀器分析、保存環境研究及期刊發行等，此次承蒙文物保護與考古科學實驗

室吳來明主任與解玉林研究員熱情款待，參觀了分踞上海大三角的薰蒸庫、委製

展櫃工廠及實驗室，並透過吳主任的引薦，得以快速地通關參觀上海世界博覽會

博物館及足跡館，實際觀摩預防性保存工作的應用。 
     
 
1. 環境質量檢測 
    就大環境方面，上博設有常規檢測機制，但在展櫃內的空氣品質則較難檢測，

從 2005 年開始中國國家文物局及以上博為行業重點實驗室，擬定「館藏文物保存

環境質量檢測技術規範」，於 2009 年發布並實施。應測的項目有溫度、相對溼度、

風速、可見光照度、紫外照度、二氧化硫、二氧化氮、甲酸、乙酸、氨、臭氧、

甲醛、硫化氫、揮發性有機物、顆粒物(PM2.5 及 PM10)、黴菌等。目前上博針對

上述項目的研發工作有：展櫃內有害氣體檢測用無動力擴散採樣器，以吸附膜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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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空氣樣本 24~48 小時，將玻璃片上鍍銅、銀、鉛三種金屬奈米厚度的薄膜檢視

其變化，模擬 Oddy test 的反應溫度 60℃，但縮短測試時間由 28 天縮短至 14 天。

開發自製調濕劑可以被動式吸附溼氣及甲醛；研發主動式調控櫃內空氣之循環淨

化過濾機。利用再生的天然甲殼素加上無機鹽與填料，自行開發研究低成本、高

效能的各種吸附能力的調濕劑；並進一步與二氧化錳及活性碳複合，可以再調濕

的同時一併吸附空氣中有害的甲醛氣體。同時也研發高效纖維調濕板，將羧基化

處理的纖維材料結合多孔性無機顆粒以及無機鹽，壓製成片狀板材，方便裁切成

任意大小的調濕板。此外，展櫃的結構、密閉度及照明等，都是目前研究的課題。

執行此龐大的計畫共結合了博物館、大學、工廠七、八個單位 100 多人，耗資 1000
萬人民幣（折合新台幣約五千萬元）。 
    
  
2. 庫房消毒間 
    上博的消毒間設在 25 公里外的 2001 年建置的新庫房，為了防止文物遭攀爬

竊盜與房滲水，庫房外牆建築採漸突設計（圖 6）。這種特別考量的建築設計或可

提供博物館設計新建物另類參考。 
 

  
     

圖 6 上海博物館 2001 年建設的新庫房及消毒間

所在地（左圖）；庫房外牆建築採防盜、防滲

水之漸突設計（右圖）。 

 
 
 
     
    庫房前方併建有 24 立方米及 4 立方米兩座消毒櫃（圖 7 上排左），共約 60 萬

人民幣。消毒間具備環氧乙烷及氮氣兩種消毒方式。圖 7 上排右多功能滅菌器 1
的左側房間即是環氧乙烷與溴化甲烷生成室（圖 7 下排左），圖 7 上排右左側樓梯

上去二樓則是氮氣處理設備，左側是控制室，右側是氮氣生成設備（圖 7 下排中）；

氮氣生成並調濕之後在進入多功能滅菌器之前，還加設有可加注藥物的連管（圖 7
下排右），可以從事各種試劑對文物影響的定性研究。多功能滅菌器的門為充氣膠

條，當灌入氮氣時一併充滿膠條，防止氮氣洩漏，這點可以作為本院今年度即將

建置的氮氣調濕櫃參考，如此可減少氮氣消耗，節約除蟲作業之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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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7 上海博物館消毒間設有大小兩座消毒櫃（上排左）， 上排右圖多功能滅菌

器 1 的左側房間即是環氧乙烷與溴化甲烷生成室（下排左），上排右圖左

側樓梯上去二樓是氮氣處理設備，左側是控制室，右側是氮氣生成設備（下

排中）；氮氣生成並調濕之後在進入多功能滅菌器之前，還加設有可加注

藥物的連管（下排右）。 

 
 
 
 
 
 
 
3. 展櫃的設計 
    展櫃密閉性攸關微環境的控制難易，為了每次的特展為了突顯主題營造氛

圍，往往要耗時、耗費地製作新的展櫃，木構體穩固性與密閉性不佳，鋼體則所

費不貲、外觀呆板；有鑑於此，上博爭取 500 萬美元展櫃開發費，與協力廠商研

製前開、上掀、側推門等各種形制「內膽式」鋼體展櫃，在鋼構櫃體之外，搭配

各種展覽意境的美工裝飾材（圖 8），既不影響櫃子本體結構，亦不會因為新板材

帶入有害氣體；固定的鋼構櫃體的密閉性易於提升與維持，換氣率可由每日 0.1~1
的一般密閉度，降至每日 0.1 以下的高密閉度。燈具隔絕在文物展示空間上下，因

應各種形制的文物，可以不同的光柵形塑照明效果，如書畫就換線列式光罩可以

長形照射，而器物則可換同心圓式光罩座圓形的聚光照明。 
    在上博的書畫陳列室特別設置有紅外線感應器，隨著人員接近/遠離，而開/
關照明電源。如此可以減少書畫的累積照度，有利書畫的保存。本院自 7 月 1 日

開始即延長開館時間前後共 2 小時，較原先累積照度增加了 25%，為了減小對脆

弱又敏感的書畫材質之光劣化效應，若非縮短各檔展期，或可參考此作法做為補

救的方法。 
    此外，上博亦與氮氣生產廠商合作研發將高壓空氣通過濾膜產出的氮氣輸入

展櫃中，讓文物在低氧下保存（圖 8 下排）；在金屬器方面可藉由絕乾的氮氣，將

文物與濕氣及氧氣隔絕，避免持續氧化產生質變；若應用在有機材質的脆弱文物

上，則可透過調濕過的氮氣，進行低氧除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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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上海博物館研製各種形制「內膽式」鋼體

展櫃，在鋼構櫃體之外，搭配各種展覽意

境的美工裝飾材（上排）；值得注意的是上

中圖的 4 根圓柱不是真的木頭做的，而是

塑膠水管塗漆的。 
     下圖：並研發將高壓空氣通過濾膜產出的

氮氣輸入展櫃中，讓文物在低氧下保存。 

 
 
4. 科學分析及工藝技術研究 
    上博的實驗室因為上海市整體營造世界博覽會被迫遷移，目前買下一棟商業

大樓的 2 樓做為臨時辦公室與實驗室。有關科學分析研究，除了上述環境質量檢

測，在無機文物的科學分析有：以熱釋光測定陶瓷的年代，只需鑽取 2 毫米直徑

的胎樣本，誤差範圍可至 20 年，可作為真假鑑定的依據；輔以 X 螢光能量色散儀

(XRF)無損分析陶瓷化學組成，藉由各地窯址土壤成分的差異比對可能的產地，其

鑑定報告為國家文物局認可。上博的陶瓷樣本分析 30 餘年，累積的數據庫可觀，

但依據夏君定研究館員的說法，因為擔心數據庫公開，可能讓製造贗品的不肖人

士據此提升造假技術，因此並未分享博物館同業，甚感可惜！青銅器工藝復原的

研究有古劍或古錢幣的成分分析及顯微觀察其結構，依古法製作模型，還原其工

藝技術，並在博物館的青銅器陳列室展出此工藝技術之研究成果。有機文物之科

學研究有：以α-澱粉酶改良澱粉製作類似古糊特性的裝裱用漿糊，具有較高的穩

定性、防黴、增加宣紙的強度等優點；乙丙烯酸酯、丙烯腈等改良修復墨條用的

明膠，具有強度、防黴及耐老化增加等優點。 
 
 
 
三、北京首都博物館 
    北京首都博物館（以下簡稱首博）2005 年底新館落成，肩負向世界展示中國

首都歷史文化的任務與妥善保護北京地區文化遺產的使命。2005 年 1 月即由中國

國內文保科技專家依其館藏特色擬定研究發展目標，開始進行實驗室建設及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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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的採購，如：拉曼光譜、FTIR、SEM、XRD，顯微鏡室中光學顯微鏡、實體

顯微鏡、偏光顯微鏡等等一應俱全；2007 年依研究方向，陸續晉用大學及科研院

之文保、化學、生物學等專業人才，均屬青年才俊，專業知能結合明確的研究定

位，人員到位後即有最先進的儀器設備，全力展開研究工作，截然不同於本院在

此範疇之人才延攬、研究定位或硬體建置之發展模式。 
    除了建立文保專業的軟硬體，由斥資打造裝潢典雅華麗的文物鑑賞室（圖 9
左）可以看出領導對這座現代化的博物館的重視，十足代表首善之都的門面。 
    此行拜訪首博巧遇山東省煙台市博物館李華杰主任（圖 9 右），李主任因規劃

新館所需，遂同行參訪首博的修復室、實驗室及庫房，由不同的參訪角度從事交

流與學習。 
 

  
 圖 9 北京首都博物館裝潢典雅華麗的文物鑑賞室（左圖）；與山東

省煙台市博物館李華杰主任（右圖）同時參訪首博。  
 
 
1. 文物修復 
    首博 1996 年文物修復中心成立時依據其藏品重點規劃有書畫、瓷器及銅器修

復室，2006 年再加織品修復室，人員編制由原來的 3 人，擴充為現行 40 人。書畫

修復室為因應巨幅書畫，樓層特別挑高，配置有 4 名修復員。文物進館前若有蟲

害疑慮，先以環氧乙烷或硫醯氟燻蒸，然後送清洗機軟化書磚亦可加熱至大約 70
℃，局部以 85℃熱水除黴。書畫修復室內有方格子糊上 37 層紙的修復牆、披麻髹

漆作工扎實的修復桌、自行設計連續 10 小時亦不發熱的冷光修復台等兼顧傳統與

創新的設備，由於其館藏書畫以明清為主，用材多屬單宣或棉質，故修復用紙選

用產自安徽省紅星紙廠的宣紙。 
    織品亦是首博的重點收藏文物，亦配備有可加熱清洗機乙座，但較書畫修復

室者多了超音波清洗功能。 
    銅器修復與陶瓷修復依展覽計畫進行修復工作，4 座修復桌設計精巧實用（圖

10）。修復檔案僅以一般文件櫃保存，對於照片及底片僅一般空調保存，不若本院

的器物修復室保存在電子乾燥櫃般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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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0 北京首都博物館設計精巧實用的瓷器修復桌

（左圖）；修復檔案僅以一般文件櫃保存（右圖）。  
 
 
 
2. 環境監控系統 
    溫濕度控制由展覽工程部負責監控，相對濕度設定為 50~60%，溫度則依季節

略微調整，冬季設定為 20~24℃，夏季則為 22~26℃，如此減小戶外與室內的溫差，

兼顧文物保護及觀眾參觀舒適度，這也是我們極力推展的空調控制模式。 
    2008 年開始在陳列室及庫房建置無線網路溫溼度監測系統（圖 11），配置有 2
工作人員從事監測與軟硬體設備維護。今年還將研發甲醛、二甲苯、甲苯、臭氧、

硫化物及氮氧化物等影響櫃內及陳列室空氣品質之監測。 
 

       
    圖 11 北京首都博物館 2008 年建置的無線網路溫溼度監測系統軟硬體設備。
 
 
3. 庫房管理 
    安全監控系統屬保管部保衛科的職責，有個人密碼加掌紋雙重識別的資料庫

保留 3 個月。庫房周邊是 2 米寬的通道，以隔絕外壁的水氣，庫房兩邊設門以確

保安全，只要開關門隨即拍照存檔（圖 12 左），此資料庫保留 8 年；通道兩端有

紅外線偵測器（黃色圈標註處）（圖 12 中），只要有人員經過就會有警示。今年新

添置了 5 台氮氣調濕櫃（圖 12 右），是由航天設備製造廠商研發承製，最下層有

氮氣貯存桶，上方有調濕機組，需插電維持密合度與濕度。這些氮氣櫃將作為織

品保存櫃，目前正在試運作階段，尚未驗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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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2 北京首都博物館庫房開關門立即拍照之感應器（左圖）；庫房通道兩

端有紅外線偵測器（黃色圈標註處）（中圖）；織品保存用的氮氣調濕

櫃（右圖）。 
 
 
 
 
4. 生物實驗室 
    首博有 3 位從事生物實驗的一位分別從事防黴、奈米抗菌防塵及分解酶的實

驗。為確保工作人員健康，實驗室建置有一負壓室，可供培養採自考古的未知菌

種，萃取抗生素；或採買已知的菌種萃取酶，以研究文物沾染的血跡或結晶鹽的

分解效果試驗。 
 
 
5. 環境管理與蟲害防治 
    首博在織品修復室及科學儀器室員工都著室內拖鞋，入口處並設有鞋套機（圖

13 左）供外賓套鞋，除了保持乾淨，亦可避免塵土夾帶昆蟲或微生物；地下庫房

入口比擬無菌室設計的風淋通道（圖 13 中）、地下庫房周邊設通道，避免外壁漏

水或濕氣滲透引發發霉現象、落水孔採用防蟲設計（圖 13 右）等平時周全的預防

措施為蟲害第一道防線，展場與庫房每年噴藥消毒一次補強之。 
 

   
 
 
 

圖 13 北京首都博物館修復室及科學儀器室入口處設有鞋套機（左圖）；地下庫

房入口的風淋通道（中圖）；防蟲設計的落水孔（右圖）。 
 
 
 
四、北京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故宮） 
    本院近年來與故宮交流頻繁，輒有人員互訪，本處在 2009 年有陳東和博士及

岩素芬副處長先後訪問故宮文保科技部，分別就科學分析及文物保護課題研究、

考察。此行承蒙于子勇主任安排參觀修復室，及苗建民主任介紹科研與保存工作

成員之背景與職掌，讓我在參觀前即對整個實驗室人力配置與工作重點有所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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識；相較成立不久的首博幾乎清一色青年專才，故宮卻是老中青三代傳承，晉用

的新人學有專精、使命感重、幹勁十足，如谷岸先生係航空大學材料出身，也願

意傳承已退休的劉恩迪老師的工作，賣力投入蟲害防除的工作，敬業態度深得苗

主任賞識，而大力栽培，指日可待成為全方位文物保護的人才。 
    苗主任接任實驗室主任後，深感「修復搞好是一件件的，保護搞好是一批批

的」，故以適才適用為原則，加強文物保護的人力與工作。文物保存工作在以展覽、

教育推廣為主軸的博物館任務中，多屬不為人知的幕後工作，苗主任這番感言，

對默默從事文物保存工作的我們而言，誠然心有戚戚焉，真是大大的鼓勵！因本

處兩位同仁去年參訪修復與科學分析部份無甚差異，謹就個人業務關係較大及印

象較深刻的部份提出報告。 
 
1. 蟲害防治 
    對於織品、木器、傢俱、地毯等有機文物蟲害，就在院內燻蒸室以環氧乙烷

處理；若是不可以動的文物或建物則委託專業公司或機構包覆處理。2005 年首度

在建物發現白蟻，經鑑定為黑胸散白蟻，起源於天井嚴重積水。目前由浙江杭州

的全國白蟻防治中心技術支持，在白蟻源頭處每 2 米埋設一餌站（圖 14），又為避

免入侵三大殿，而於大殿周圍每 5 米埋設一餌站。餌站係仿蟻巢滅(Sentricon system)
的方式埋入地下，但不是用生長調節劑六伏隆 (Hexaflumuron)為防治藥劑，而是

用鏈黴菌(Streptomyces sp.)產生具神經毒的抗生素「伊微菌素」防治之，號稱是環

保藥劑。 
 

   
 圖 14 北京故宮博物院大殿周圍埋設生物殺蟲餌站防治白

蟻。  
 
 
2. 溫溼度監測系統 
    故宮武英殿整修後做為每年 4~10 月展出級別高的書畫，冬季則因為北方乾燥

故不展出高級別書畫。展場大環境控制以空調為主，目前故宮科技部由信息部門

協助，在武英殿書畫陳列室建置無線網路溫濕度監測系統（圖 15），依據監測結果

做書畫陳列條件的改善措施，如：白天以櫃內加濕機加濕，晚上斷電則以調濕劑

緩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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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北京故宮博物院武英殿書畫陳列室建置無線網路溫濕

度監測系統。 
 
 
 
 
3. 科學分析 
    故宮科研部新進 8 名研究人員，年齡都在 24~30 歲之間，專業學養與幹勁充

沛，猶如為老邁的老人注入新血、帶來生機再搭配先進儀器設備齊全的實驗室。

同時科技部也負責解決故宮古建物與文物的各種疑難雜症，如古建物彩繪顏料的

分析與保護研究、絲織品與皮毛的材料化學分析，資為修復的基礎。 
    雖說古建築整體的修復是古建築管理部的職責，但比如城牆的「反霜現象」，

亦即磚牆每到秋冬時分，就有如白霜的結晶析出。這些古建物「病變」，則有勞科

研部的分析探討了。經過科學分析，讓朱牆變色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廠商在磚材的

原料上取用的土含硫量高，當疊成牆時，不用灰泥砌，而是採灌石灰水讓水分含

入疏鬆的磚內的「乾擺牆」工法，結果產生硫酸鈉、硫酸鉀造成侵蝕現象，尤其

是外部氣候乾燥時，內部濕度大，磚內水分擴散出來的過程中，將硫酸鹽給析出

磚表面，追本溯源就是要改善磚材原料。所以若說古建部是工程師、建築藝術師，

那科研部的同行就是建築病理師了！ 
 
 
4. 古建物與文物保護 
    幅員廣大的北京故宮，面對嚴苛的環境條件，如北京市的空氣品質不佳、院

區開放的區域人滿為患（據稱最多一天 70 萬人次），造成不良的空氣品質、以及

國民公德心缺缺（大人吐痰、小孩在大殿前當眾尿尿），將陳舊的石磚路踐踏得坎

坷、宮闕折騰得斑駁；但在未開放的廣大區域卻又雜草叢生，真難以想像院區的

維護工作有多龐雜。 
    在北京故宮偌古的建築物，要做到防火、防盜、防紫外線又不能釘釘子等等

原則，要以古建物當陳列室，不論是珍寶館、鐘錶館、書畫館，要不隨順原樣兒，

像養性殿的珍寶館一般以布廉稍加遮光，就是如延禧宮北殿的古陶瓷檢測研究實

驗室及在武英殿的歷代書畫陳列室，在古建物內再蓋個內屋，如此方能兼顧古建

物保護、環境控制及文物保存。但在武英殿東殿展出的文獻就沒這般禮遇了，只

見管理人員憑著感覺，就隨意地關閉空調，遑論恆溫恆溼的文保原則；反觀在本

院的國寶，受到戰戰兢兢的保存維護，真是文物有幸啊! 
 
 
 
肆、建議： 
一、從國際交流展覽中汲取佈展經驗 
    2006 年「世界文明珍寶—大英博物館 250 年」特展在首博展出，首博汲取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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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合作的經驗，改善原先佈展模式，如：墩座整個先熨貼 Marvelseal，再以繃貼的

方式取代黏貼無酸裱布，至今館內展覽均延續這完整的墩座製作工序，製作頗具

水準；然而，同樣的展覽隔年在本院展出，本處參與佈展同仁從中學習收穫甚豐，

雖強力建議延續該次借展經驗，改變墩座的製作方法杜絕濕氣與有害氣體，卻礙

於策展單位不認同而未能實行，甚憾！而今大英博物館二度來台展開「人體之美

特展」，依據過去合作的經驗，在不違背秩序與安全的原則下，相當值得院內各策

展及保存單位安排同仁們見習，相信藉由大英人員豐富的佈展經驗，必能啟發同

仁們許多文物保護的觀念。 
 

二、兩岸科學分析資料庫的共享機制 
    不論是上博或是北京故宮在古陶瓷的科學分析研究都已行之有年，本院的藏

品同為華夏文物，如何建立資料庫的共享機制、又能不被非法利用，值得兩岸共

同研議建置一個適當的交流平台。 
 
三、文物保存規範的制定 
    如今兩岸不僅人員交流頻繁，中國文物來台展出的機會也越來越多。目前中

國國家文物局、質量監督檢驗檢疫總局及標準化管理委員會等相關單位已就文物

保護的相關項目擬訂規範如「館藏文物保存環境質量檢測技術規範」、「博物館照

明設計規範」等，可以提供本院制定檢測技術標準作業流程，及因時、地、物考

量修正相關文物展覽保存維護要點的參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