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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开凿于第四纪砂砾岩组成的崖壁上，受自然环境及人为因素影响，洞
窟内壁画产生起甲、空鼓和酥碱等多种病害，尤其以底层洞窟最为严重。以病害最具代表性的底层洞窟之一莫高

窟第98窟为例，通过在98窟西壁下部无壁画部位钻孔取样测定可溶盐，并在钻孔内布设高精度温湿度监测探

头，西壁下部由南向北电阻率测定等研究，得出如下结论：98窟西壁表面到岩体内的可溶性盐主要以硫酸盐和氯

盐为主，主要富集在表面至35 cm深的岩体内；岩体内的温湿度和盐分有很好的关联性，盐分随着岩体内水汽含

量的上升而下降；在岩体深125 cm有凝结水产生；在高湿度和崖体源源不断的盐分来源的作用下，导致背靠崖
体的西壁壁画内的含盐量要高于其他各壁，对洞窟环境的变化也更为敏感，病害也要远远严重于其他各壁等，这
些结论可为壁画病害产生机制研究和防治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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