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古所概况 | 所属机构 | 科研成果 | 联系我们 | English

 

 

 

首页 > 专题研究 > 科技考古

科技考古

生物技术在文物保护领域的应用研究——出土丝织物加固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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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年度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创新奖获奖项目   

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创新奖一等奖生物技术在文物保护领域的应用研究——出土丝织物加固处理 

 

    主要完成单位：湖北省荆州市文物保护技术研究中心 

    推荐单位：湖北省文物局 

 

    主要完成人：吴顺清 陈子繁 陈光利 吴昊 蔡桂兰 张扬 肖璇  陈中行 程昌炳 

 

    利用生物通过新陈代谢作用跟周围环境进行物质交换的特性，修复填充织物内损失的物质，活化出土丝

织物被损坏的物质结构，有效地解决出土丝织物腐、脆等根本性难题。 

 

    丝绸是中国古老文化的象征，已出土的丝织物是研究我国纺织、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发展史等极其珍贵

的实物资料。目前 国内外在各类出土文物的保护方面，一般以化学方法或者物理方法为主。但是，这些方

法对于出土丝织物的长期保护，存在着某些弊端：如老化、残留、不可逆、颜色改变或褪色等问题，尚未得

到有效解决。 

    

    该项目从２００２年４月立项，旨在探索将生物技术应用于文物保护技术领域，研究开发出全新的以生

物法为基础的修复出土丝织物的系列方法，并为生物学方法在其他文物保护领域的成功利用奠定基础。目

前，在出土丝织物的修复研究，特别是清洗加固方面，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且具有较好的可逆性。 

 

    该研究项目实现了材料与原织物二者之间的有机结合。通过筛选或处理获得符合条件的菌株，并将菌株

功能进行组合，利用微生物菌群在繁殖过程中所产生的酶及代谢物质，对古代出土丝织物的有害结晶体进行

 



清除、转换、脱矿化和糖化等处理，可达到清洗处理的目的；利用微生物菌群转换纤维，合成与天然丝蛋

白、丝肽、丝胶的结构和性能相似的物质，从而安全有效地恢复出土丝织物的各项性能，从而达到对出土丝

织物清洗加固的作用。 

 

    该项目首次将生物技术应用于文物保护领域，避免了化学或物理方法处理文物的难以克服的弱点，如材

料老化、化学物质残留、不安全等问题。应用生物技术清洗出土丝织物，由于采用无动力方式，因而对文物

无损伤；丝织物经加固处理后机械强度可达到０．０８８ＫＮ／ｍ，且加固后可任意折叠无损伤。通过研究

得到针对古代出土丝织物保护处理的生物技术，包括微生物的筛选、培养、功能组合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培养

液制作配方等关键技术。 

 

    生物技术处理出土丝织物，对人体和环境无损害。为文物保护技术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在技术上获得

了重大突破；同时符合《文物保护法》所规定的“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通过该项目的研究，已成功地

为北京故宫博物院糟朽丝织物、清代九龙画伞等国家二级文物进行了清洗加固，清洗后的清代九龙画伞色泽

绚丽；对湖北荆州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保藏的丝织文物进行保护处理，处理后的丝织品可以随意折叠，而

且富有光泽。出土丝织品经生物技术的清洗、加固处理，其质地、脆化程度、颜色、强度等各项性状都有大

的改善。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该技术运用的范围还将扩展至砖石等其他质地文物的科技保护处理，具

有非常好的应用推广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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