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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保藏学原理》

前言

　　《文物保藏学原理》第二版已面世近7年，它作为保藏学的基础应用理论读物，受到读者好评。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将该书选作博士生入学考试参考书，随后又选作研究生教学参考书；中国人
民大学相关院系多年来一直沿用书的初版，作为外国来华留学博士生及国內博士生入学考试参考书；
在档案界名校博士生研究方向的参考书目中，也有此书的显赫位置；西北大学曾用此书做精品课教材
；厦门大学用此书作科学考古的重要参考文献；重庆师范大学用此书做理论课教材；多所名校将此书
列入教学大纲的参考书目。美国凯撒国际教育集团总裁Q.Sban先生也对此书作出了极高的评价。我们
为此而感到惊喜，感谢上述达识者对拙著的厚爱。　　在中、英文第三版书稿付梓之际，获悉本书被
荣幸地选作高校教学用书，令人欣慰。希望它能给考古学、博物馆学、档案学、图书馆学、商品养护
学及文物鉴赏等专业的研究生、本科生在教学、考研及研究中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第二版的良
好反应，激励我们维持它的原有版式和目标。再版之际增加了“抗沾污新理念”、“失光”和“窄管
效应”三节，这是作者多年来一直想圆的梦，同时还对第二版中的数十处错误作了修正。38年来边思
考、边研究、边写作、边修正、边补充，书中难免还有不少错误，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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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保藏学原理》

内容概要

《文物保藏学原理(第3版)》是对国家科委一项研究课题的成果总结和拓展，拓展领域涉及岩石、矿物
、颜料、陶瓷、玻璃、金属、有机物（纸张、织物、皮毛制品、竹木制品、塑料、涂料、染料、合成
纤维等）及卤化银影像材料等几乎所有质地的文物材料，是作者38年的治学心得。全书8篇42章，60余
万字。文物“保藏学”由“理论保藏学”与“技术保藏学”构成。“理论保藏学”是研究环境因素、
时间因素、残余应力因素对文物的作用机理和作用规律的学科。文物在上述因素的作用下，将发生色
变（褪色、变色、泛黄、失光）、质变（品质变坏）、形变（塑性形变）、破裂（脆性材料依赖于时
间的重要行为，是应力腐蚀造成的开裂或断裂）等不可逆的自然劣变现象。“理论保藏学”的基础具
有广域性，横跨数理化、生物学等理科领域及众多工科领域，突显了交叉学科的多重意义，体现了跨
学科研究的时代价值。“技术保藏学”是研究技术方法，控制和减缓文物劣变进程的学科.作者在对每
个命题进行严格定量描述的基础上，大胆地构架了保藏学的理论体系，该理论体系被认为是文物的“
病理学”和“衰老学”的理论体系。理论的独创性、新颖陸、系统性可以使之成为大专院校考古学、
博物馆学、档案学、图书馆学等相关专业的研究生、本科生的教学用书或教学参考书、博士生的人学
考试参考书。同时它也是博物馆、档案馆、图书馆、纪念馆、美术馆的研究人员、技术人员、管理人
员的应备读物，个人收藏家的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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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保藏学原理》

作者简介

张承志，1938年1月3日出生于青岛，祖籍山东沂水县。1960年毕业于沂水第一中学，同年考取北京林
学院生物物理专业，毕业后分配到北京自然博物馆植物室工作，直至退休。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
中国大百科全书》撰稿者、《花色之谜》译者、《文物保藏学原理》作者、《中国当代发明家大辞典
》入选者。北京自然博物馆研究员，曾兼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美国凯撒国际教育集团
亚洲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北京林业大学教授、中国科学探险协会理事
、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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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保藏学原理》

书籍目录

引论第一篇　文物的沾污理论　第一章　沾污理论概述　　1.沾污作用的危害　　2.沾污理论的发展过
程　　3.沾污作用的定义　　4.沾污与污染的区别　　5.固体的表面力　　6.固体表面的其他易沾污特
性　　7.纤维状结构的沾污模型　第二章　尘粒的沾污　　1.引言　　2.尘粒的性质　　3.尘粒的沉积
机理　　4.沉积沾污的滞留机理　　5.尘粒的接触沾污机理　　6.尘粒的静电沾污机理　第三章　室外
尘粒的运动与侵入　　1.室外尘粒的运动　　2.风压引起的尘粒侵入　　3.烟囱效应引起的尘粒侵人　
第四章　室内尘粒的迁移与沉积　　1.室内尘粒的迁移　　2.室内尘粒的沉积　　3.室内尘源　第五章
　液体污的沾污机理　　1.液体污的组成及沾污形式　　2.液相尘粒的生成及雾的化学反应　　3.液相
尘粒的沉积沾污机理　　4.非悬浮态液体污的沾污机理　第六章　气相物质的吸附沾污　　1.物理吸附
与化学吸附　　2.吸附沾污的危害　　3.单分子层、多分子层吸附模型及吸附等温式　　4.多孔固体的
吸附及毛细凝结　　5.油画的“癌变”　第七章　微生物沾污　　1.尘粒沾污与微生物侵害的相关性　
　2.微生物沾污概述　　3.化能无机营养细菌对文物的破坏机理　　4.化能有机营养型微生物对文物的
破坏机理　　5.抗沾污新理念第二篇　文物的色变理论　第一章　预备知识　　1.有关光的学说　　2.
光的主要特征　　3.颜色理论　　4.物体的颜色　　5.光化学基本原理　第二章　无机着色剂的呈色理
论　　1.d-d色　　2.离子色　　3.能带色　　4.色心的呈色理论　　5.假色的呈色理论　　6.有关无机
着色剂呈色的其他问题　第三章　有机着色剂的呈色理论　　1.引言　　2.呈色的量子理论概念　　3.
非环多烯发色体——类胡萝卜素的呈色　　⋯⋯第四章　无机着色剂的色变机理第五章　有机着色剂
的褪色理论第六章　泛黄与失光第三篇　石质文物的劣变理论第一章　风化作用第二章　风沙侵蚀第
三章　降雨侵蚀第四章　重力侵蚀第五章　静态疲劳第四篇　玻璃、陶瓷的劣变理论第一章　不致密
陶瓷的冻裂与腐蚀第二章　玻璃文物的风化理论第三章　玻璃、陶瓷的脆性断裂与静态疲劳第五篇　
金属文物的腐蚀第一章　金属腐蚀的基本概念第二章　腐蚀的主要类型第三章　金属的大气腐蚀第四
章　金属的土壤腐蚀第五章　金属的应力腐蚀断裂第六章　铜及铜合金的腐蚀第六篇　高分子材料的
老化第一章　高分子材料的化学老化及热降解第二章　高分子材料的光化学老化第三章　高分子材料
的形变、开裂与断裂第四章　高分子材料的生物侵害第七篇　卤化银影像材料的劣变第一章　黑白影
像材料的劣变第二章　彩色影像材料的褪色第三章　明胶和片基的劣变第八篇　劣变的抑制对策(编
著)第一章　空气洁净技术的应用第二章　保藏环境的传统控制方法第三章　去污第四章　光化学反应
的抑制对策第五章　石质文物的保护技术第六章　金属文物的防护第七章　去纸质文物的保藏技术第
八章　其他文物的保护方法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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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保藏学原理》

章节摘录

　　1.风对尘粒浓度的影响　　风通常是引起尘粒飞扬的主要作用力，人们总是把风和尘土联系在一
起，刮风就有尘土。例如，北京冬春季节会遇到由蒙古高原刮来的含沙风，这种风有时会刮得天昏地
暗。只有当风速达到某一临界值之后，尘粒才能由静止状态进入运动状态，尘粒的运动主要是从气流
中获得动量。在自然状态下，室外的尘粒，由于受到风压差的影响，便可伴随气流通过建筑物的门窗
进入室内。气流进入室内的体积流量与风速成正比，因此尘粒的进入量也与风速正相关。此外，还必
须充分考虑到风对尘粒产生的另一种影响。大都市上空的尘粒，在一般气候条件下多是来自于人为活
动，例如，交通运输、工业生产等。此类形式的尘粒排放浓度与排放量成正比，与平均风速成反比，
风速每增加一倍，下风侧尘粒浓度则可减少一半。这是环境保护方面的一般常识。据新津清等人测定
，当风速从零变化到4m／s时，空气含尘量由346000粒／升减少到84000粒／升。　　2.湿度对尘粒浓度
的影响　　提高湿度条件可以增加尘粒的粘滞性，加强尘粒的团聚作用，从而达到提高尘粒的起动风
速的目的。起动风速值提高得越大，这种强风的发生频率就越低，由此而扬起的尘粒也就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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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保藏学原理》

精彩短评

1、之前在图书馆看到是的老版本，感觉不错就上网搜搜，但是现在只有新版本了，印刷真的很一般
，全是文字。开头的2张图片，有点画蛇添足，还是电脑ps的，真是无语了，意味不明。
2、带塑封  对书是一种保护  很喜欢  里面的内容也很好
3、感觉大学课本质量应该不会这么差吧 文保始终是我的梦啊 内容很不错很系统
4、内容很丰富,书的质量也不错,比一些小说有意思的多.
5、通俗易懂，一天撸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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