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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孟晓红 周崇润

[摘要]古籍的保存环境条件是影响古籍保存质量和状况的重要因素。本文以国家图书馆古籍书库为例,分

析了我国古籍保存环境及设施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建立虫霉灾害预警机制和分区域建立古籍脱酸

服务中心的发展策略。

2007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进一步

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把改善古籍保管条件、

命名“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以下简称重点保护

单位)，作为“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工作(以下简称保

护计划)的主要任务之一。

从2007年至今保护计划已经开展了10个年头，

保护计划针对全国的博物馆、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

等古籍收藏单位进行了5次评选，共评选出180家重

点保护单位。在重点保护单位的评选中，不仅考虑

收藏单位的古籍藏量，还重点考察古籍库房的保管

条件，库房的消防设施更是具有一票否决权。因此，

命名重点保护单位活动起到了很好的政策导向作

用，它引起了整个行业对古籍保存条件的空前重

视。收藏单位抓住契机，积极争取各方财政和当地

优惠政策支持进行古籍库房建设，从根本上改善了

古籍的保管条件。很快，全国多家古籍书库的面貌

都焕然一新。

一、近年来国家图书馆古籍书库建设取得的成

绩

国家图书馆的古籍书库分成三部分，分别是位

于白石桥总馆北区的《四库全书》库、白石桥总馆南

区的善本地库以及文津街分馆文津楼的普通古籍

库。《四库全书》库和善本地库有独立的恒温恒湿空

调系统，全年库内温度控制在19℃～21℃，相对湿度

控制在45%～60%之间，能较好地满足古籍文献长期

保存的要求。但文津街分馆的古籍库房由于建筑年

代早、设施落后且古建不能随便改动等原因，库房内

保存环境较差。库房夏季高温可达30℃以上，冬季

低温跌破10℃，夏季还伴有漏雨和高湿现象。

为了改善分馆文献的保存条件，从2008年开始

对分馆库房进行了改造。改造重点包括：为所有库

房配备火灾报警系统和气体自动灭火系统；为文津

楼后库设置独立的恒温恒湿空调系统；为所有窗户

加装一层内窗，改善库房的保温性能和漏雨情况；为

所有朝西和朝南的窗户加装防紫外线窗帘。2010年

改造完成后，分馆文献的保存状况得到了极大改

善。2013年，在保护计划经费支持下，分馆文献库房

加装了水灾报警系统，为库房剩余窗户安装了防紫

外线窗帘，将库房内所有日光灯管更换成无紫外线

灯管，随后又为地库配备了空调模块机组和加湿器，

为相对湿度较高的库房配备了除湿机。2014年，为

分馆和总馆的古籍书库安装了温湿度自动监控系

统，该系统可定时定点将所监控库房的温湿度数据

上传给服务器，便于保护工作人员实时掌握库房情

况。

二、国家图书馆古籍保存环境及设施存在的不

足

保护计划的实施使得国家图书馆古籍书库在保

护设备和库房环境条件方面得到了很大改善，特别

是2014年温湿度自动监控系统的建立，使库房环境

信息的收集方式从间断的人工采集变成了电子实时

采集和自动传送，实现了质的飞跃。但即便如此，也

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进一步提高古籍书库温湿度达标率

古籍书库的温湿度条件是库房环境的基础条件

之一。根据温湿度自动监控系统保留的数据，对《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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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全书》书库、善本地库以及文津街古籍馆后库和普

通古籍库2015年度的温湿度情况进行了统计。依

据GB/T 30227-2013《图书馆古籍书库基本要求》5.3

的规定，我国北方地区古籍书库全年温度应控制在

14℃～22℃之间，相对湿度应控制在 45%～60%之

间。[1]以此作为书库环境温湿度的标准要求，以上

四个古籍书库的温湿度达标情况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四个古籍书库中，安装了恒温

恒湿空调系统的库房温湿度情况远远好于安装舒适

型空调系统的库房。三个安装恒温恒湿空调系统的

库房温度全年100%达标，但其中两个库房的相对湿

度记录值有接近1/4的时间超出标准规定值范围。

据此，宜加强空调运行的精细控制，进一步提高古籍

书库温湿度达标率，为古籍文献的保存提供更好的

环境条件。

2.增加古籍书库保护设施

书库是收藏古籍文献的场所，是建立古籍保存

环境的基础物质条件。它是决定库房保存情况的

“先天”条件。给库房增加恒温恒湿空调系统，相当

于采取的“后天弥补”措施，可以较好地解决保存环

境的温湿度波动。除此之外，将古籍放入书柜、书

箱、书盒等装具，为古籍制作函套等方法，也可以有

效地改善保存微环境的温湿度。

当库房面积较大、室内隔断较多的时候，某些地

方会出现新风少、空气流通慢的死角。这里易滋生

虫霉，夏季湿度较高时，也容易凝聚湿气，可以在这

样的区域配置小型除湿机作为空调系统的补充。如

果库内风道设计不均衡，也可能会出现不同地区温

湿度不一致的现象，个别地区会出现加湿不够或者

相对湿度超标的问题。当问题短期内难以解决时，

配置小型便捷的加湿器或除湿机是不错的选择。

国家图书馆文津街分馆后库二层东库2015年

度的温湿度情况如图1所示。图1中横坐标是时间，

纵坐标为测量数值，下方的曲线表示温度情况，上方

的曲线代表相对湿度情况。由图1可以看出，后二

东库的温度情况全年符合国标要求，但相对湿度值

在当年7～9月超出了标准。7～9月是北京一年中

雨水最丰沛的季节，后库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古建

筑，墙壁薄、门窗密封性不好，所以即使配备了独立

的恒温恒湿空调系统，仍然应对不了极端的天气情

况。针对这种情

况除了更换更大

功率的恒温恒湿

空调，在库房内加

装除湿机也可以

有效缓解湿度过

高的问题。

3.进行空调

系统改造，改变普

通古籍库空调运

行模式

由表1可知，2015年度国家图书馆分馆普通古

籍库的温度达标率为60.8%，而相对湿度达标率仅为

26.3%。如果综合考虑，库房环境温湿度达标率将更

低。据统计，2015年度普通古籍库温度和相对湿度

同时达标的天数仅为45天，达标率为12.3%。

国家图书馆普通古籍库温湿度达标率如此低的

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前文所述有建筑的原因，有空调

设备本身的问题，还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空调运

行模式。据图2和图3所示分别是普通古籍库四层

中库2015年1月和7月的温湿度情况图。图2代表

了冬季供暖模式下的库房温湿度情况，时间从上一

年度的11月中旬到次年的3月中旬；图3代表了夏

季制冷模式下的库房温湿度情况，时间从当年的6

月延续到9月。

库 房

《四库全书》库

善本地库

分馆后库

分馆普通古籍库

注：2015年度1-5月善本地库进行文献搬迁工作，库房空调系统未正常运行。故库房温湿度情况统计从6月开始，共计214天。

空调类型

恒温恒湿

舒适型

总计数日

365

214*

365

365

温度不达标日

0

0

0

143

相对湿度不达标日

7

46

82

269

温度达标率

(%)

100

100

100

60.8

相对湿度达标率

(%)

98.1

78.5

77.5

26.3

表1 国家图书馆2015年度古籍库房温湿度达标情况

图1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后库二层东库

2015年度温湿度情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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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和图3虽然代表着不同季节的温湿度变化

情况，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曲线呈锯齿状。发

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库房空调系统老旧，为了安

全只能实行工作时间开机、下班关机的运行模式，导

致温度在较短时间内出现了周期性的大幅度波动。

结合图2来看，温度曲线波谷的最低点就是当天上

班开机前的时间段。空调供暖开启后，库房温度逐

渐上升，下班前达到一天的最高点。关机后由于自

然环境温度低，库内温度逐渐下降，至第二天早晨开

机前温度达到最低点。如此循环往复，形成周期性

的温度波动曲线。

库房温度持续周期性大幅度波动会对古籍造成

不良影响。文献纸张随着库房温度变化而热胀冷

缩，这种周期性的应力变化会导致纸张物理性能的

劣化，[2]纸张含水率也会发生相应变化。纸张不断

发生吸附水汽和释放水汽的过程，会加剧纸张纤维

的损坏。

北京夏冬季节长而春秋季节短，鉴于此应及早

更换普通古籍库的空调系统，改变这种运行模式。

国内其它图书馆和古籍收藏机构也要注意保持库房

温湿度的稳定，避免周期性的大幅度波动。

三、我国古籍保存的发展策略

1.在重点保护单位建立虫霉灾害预警机制

维护古籍的完整与安全是重点保护单位的重要

职责和义务。然而，当前一些单位古籍保存条件仍

不达标，古籍生虫生霉等突发性事件仍时有发生，造

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虫霉灾害一旦发生，对文献的损伤极大，对库房

环境也具有持久的不良影响。灾害发生的原因和破

坏程度与保存环境的温湿度情况有关联，[3]因此可

据此对虫霉灾害做到合理的估计和预警。依据库房

当前的温湿度情况以及建筑条件、空调情况和自然

气候条件对灾害发生的可能性和破坏程度进行合理

预估，并据此建立分级预警响应机制。

在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中建立预警机制，在

灾害发生前做出及时迅速的反应，有利于遏制恶性

虫霉灾害事故的发生，对保证我国古籍的完整与安

全具有重要意义。

2.分区域建立批量脱酸处理中心

纸张的酸性是影响文献保存寿命的重要因素，

是纸张发生老化变质的主要原因。酸性越强文献的

保存寿命就越短，当前我国古籍的酸化问题已经非

常严重。根据我馆课题报告《馆藏纸质文献酸性和

保存现状的调查与分析》提出的问题，国家图书馆馆

藏普通古籍纸张的平均pH值为4.8，[4]达到严重酸化

的程度，很多古籍书页边缘一触即碎。因此，对古籍

进行脱酸抢救，延长古籍保存寿命已刻不容缓。

整本文献的批量脱酸技术以前主要掌握在美

国、德国、西班牙等国家手里，不仅设备和处理溶液

昂贵，而且针对机制木浆纸，对我国古纸、古墨是否

适用还缺乏相应的实验研究。我国从上世纪80年

代开始进行研究，目前南京博物院[5]和国家图书馆

取得了可喜成绩，国家图书馆的批量脱酸研究已进

入到实际应用阶段。待技术成熟后，建议在国内推

广应用，分区域建立批量脱酸处理中心，相信会为我

国的古籍保护事业做出更新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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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国家图书馆分馆普通古籍库四层中库

2015年1月温湿度情况图

图 3 国家图书馆分馆普通古籍库四层中库

2015年7月温湿度情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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