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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籍文献的酸化与防酸化
摘　要 　酸化对于古文献极其有害。中国古文献酸化情况十分严重 ,应引起重视 ,采取措施。

古文献防酸化措施有二 ,一是防酸 ,二是去酸。表 2。参考文献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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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来 ,笔者在图书保护研究中 ,发现古籍文献的

酸化现象日益严重 ,如果任其发展 ,后果不堪设想。

本文仅就古籍文献酸化的危害、现状、原因以及防酸

化的措施做初步探讨 ,本意在于引起图书馆同行和

社会各界对古籍文献酸化的高度重视 ,积极行动起

来 ,防止古籍文献的进一步酸化 ,确保我国的珍贵文

313 　农业图书馆信息产业发展要现代化

农业高等院校图书馆信息产业发展现代化主要

是指工作手段的现代化。农业高校图书馆面对日益

增长的文献信息量 ,仅依靠传统的手工传递的原始方

法 ,很难满足社会和读者的需求。必须以电子化为方

向发展高校图书馆的信息产业。通过计算机、数据

库、网络化使传统的以手工为主的信息服务逐步过渡

到以电子化为主的现代化信息服务 ,利用计算机进行

信息的生产、搜集、传递、服务等项工作。利用计算机

技术、通信技术、光盘技术、多媒体技术等信息技术 ,为

图书馆信息产业电子化打下良好基础 ,也是图书馆信

息产业由传统模式走向现代化模式的动力和保证。

应用现代化的技术 ,建立网络化的农业高校图书馆 ,

这将是农业高校图书馆信息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只有图书馆的信息产业发展实现了现代化 ,才能在未

来的信息社会中立于不败之地。

314 　农业图书馆信息产业发展要规范化

高等农业院校图书馆信息产业发展必须有政策

和法律来作保证。尽管我国先后出台数十种图书馆

“条例”、“规程”、“暂行办法”,但绝大多数是导向作

用 ,缺乏法律的约束力。图书馆信息产业将成为一

个重要的产业部门 ,在社会和经济生活中发挥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然而目前没有一部纲领性法规来约

束和保证 ,所以要尽快组织人员立法。要借鉴发达

国家的经验 ,同时注意我国图书馆信息产业发展各

环节的特点 ,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发展农业图书馆

信息产业的法律法规 ,保证农业高等院校图书馆信

息产业的有序发展 ,开拓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信息

产业的发展道路。同时要健全机构 ,完善机制 ,把工

作任务标准化、规模化。还要建立一套科学的、切实

可行的规章制度。这样才能有法可依 ,有章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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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千秋万代流传下去。

1 　酸化对古籍文献的危害

古籍文献的“酸化”,是指古籍文献纸张的酸度

增加的现象。酸化程度可以通过测试 PH 值 (酸碱

度)来度量 ,PH < 7 为酸性 , PH 值越低酸度越高。研

究证明 ,酸是加速文献纸张脆化变质的罪魁祸首。

文献纸张的基本成分是纤维素。纤维素是一种长链

高分子化合物 ,分子式 (C6 H10 O5) n ,分子单元由β2甙
键 ( —0 —)连接 ,n 为聚合度 ,一般在 200～10000 之

间。纤维素是一种比较稳定的物质 ,在一般条件下

不易发生水解和氧化。但它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即

酸水解。酸是纤维素水解的催化剂 ,纤维素在酸性

条件下很容易发生水解。纤维素经水解后 ,β2甙键发

生断裂 ,聚合度降低 ,生成水解纤维素 ,导致文献纸

张发黄变脆 ;当纤维素水解后聚合度降至 200 以下

时 ,文献纸张就会严重脆化 ;纤维完全水解即生成葡

萄糖 ,纸张成为粉末而失去收藏和使用价值。

近年来 ,许多研究者的研究成果都证明了酸对

文献纸张的破坏作用。有资料记载 ,当环境二氧化

硫 (SO2)浓度超过三级标准时 ,10 天内文献纸张的耐

折度便会明显降低。有的研究者将酸度不同的纸张

在 100°C 条件下老化 3 天、6 天 ,测试纸张耐折度

(次)的变化 ,结果如表 1。
表 1 　不同酸度的纸耐折度的变化

PH 值

耐 折 性 能

老
化
天
数

0 3 6 下降 ( %)

410 200 70 30 85

515 200 90 50 75

714 200 200 100 50

　　从表 1 可以看出 , PH 为 714 (中性) 的纸张耐折

性能最好 ,而 PH 为 410 (酸性)的纸张耐折性能最差。

最近 ,笔者也对酸对文献纸张耐久性的影响进

行了试验研究。试验选择常见的宣纸、书写纸、凸版

纸和胶版纸。将四种纸分别制成不同酸度的试样 ,

放入恒温热老化机内在 105 ℃±1 ℃条件下老化 9 天

(相当于自然老化 75 年) 。然后测试纸样的白度、耐

折度和耐拉力等物理机械性能 ,结果如表 2。

表 2 　不同酸度的各种纸张老化后的物理机械性能检测结果

宣 　纸 书写纸 凸版纸 胶版纸

PH
白度

( %)

耐折

(次)

耐拉

(N)
PH

白度

( %)

耐折

(次)

耐拉

(N)
PH

白度

( %)

耐折

(次)

耐拉

(N)
PH

白度

( %)

耐折

(次)

耐拉

(N)

614 79 12 22 617 54 8 23 613 52 24 23 610 67 12 32

519 51 1 11 518 48 2 19 516 43 17 17 514 54 5 25

511 4 0 8 416 2 0 11 417 3 0 7 415 4 0 15

　　从表 2 不难看出 ,纸张的各项性能随着酸度的

增加而迅速降低。PH 值降至 610 以下时 ,75 年后耐

久性就会降低一半以上 ; PH 降至 510 以下时 ,75 年

后几乎完全脆化变质。

上述研究结果充分证明了酸对文献纸张的耐久

性具有明显的破坏作用。酸度越高 ,文献的寿命就

越短。更重要的一点需要指出的是 ,酸在水解反应

中并不消耗。因此 ,酸在古籍文献中就会越积越多 ,

破坏越来越大。据我们预测 ,文献纸张的 PH 值每降

低 1 个数值 ,其寿命就会降低 2～5 倍 ,甚至更多。

2 　中国古籍文献酸化的现状

我们先人用以制作文献典籍的纸张 ,都是使用

韧皮、麻类、草类、竹子等植物纤维经几十道工序手

工抄造而成 ,纸张呈中性或微碱性 , PH 值在 710～

810 范围内。在 20 世纪初 ,当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由

于图书的酸化导致文献的自毁纷纷告急的时候 ,经

我国有关部门对近 60 种古籍文献纸张检测 ,结果

PH 平均为 716。其中皮纸为 813 ,竹纸为 619 ,均在

中性或微碱性范围。

但是 ,时隔仅仅 40 年 ,笔者在对国家图书馆馆藏

的 24 种古籍文献的酸度检测中发现 ,这些古籍文献

已经开始酸化。2001 年的检测又发现 ,我国古籍文

献 PH 值普遍低于 710 ,即普遍酸化。PH 值平均为

616 ,其中皮纸为 617 ,竹纸为 614。与 20 世纪中期检

测的数据对比 ,PH 值竟降低了 1 个数值。如果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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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加以预防 ,50 年后古籍文献的

PH值就可能降至 515 左右 ,100 年后就有可能降至

510 以下 ,后果不堪设想。

3 　古籍文献酸化的原因

酸化必须要有酸的存在。研究证明 ,古籍文献

中的酸主要来自环境污染产生的酸性气体。

纯净的空气是由氮气、氧气、二氧化碳 ,以及氦、

氖、氩、氪、氙、氡等稀有气体组成 ,并不含有酸性气

体。到了现代 ,由于人类的活动、工业的兴起和发

展 ,便产生了环境污染 ,特别是酸性气体排放大量增

加 ,不仅危害人类身体健康 ,也导致古籍文献酸化。

在污染环境的气体中 ,酸性气体的种类很多 ,如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氯气、硫化氢等 ,它们来自火电

厂、冶金厂、造纸厂、化工厂、水泥厂、食品厂等工厂 ;

煤矿、铁矿等矿山 ;汽车、轮船、飞机等交通工具 ;取

暖、做饭等生活污染。

二氧化硫 (SO2)被古籍文献纸张吸附后 ,遇到纸

张内的水分 ,便与水发生反应 ,生成亚硫酸 ( H2 SO3) ,

亚硫酸在空气中被氧化成硫酸 ( H2 SO4 ) ;二氧化氮

(NO2)被古籍文献纸张吸附后 ,遇到纸张内的水分 ,

便与水发生反应 ,生成硝酸 ( HNO3) ;一氧化氮 (NO)

很不稳定 ,在空气中会立即氧化成二氧化氮 ,与水反

应生成硝酸 ;氯气 (Cl2)被古籍文献纸张吸附后 ,遇到

纸张内的水分 ,便与水发生反应生成盐酸 ( HCl) 和次

氯酸 ;次氯酸 ( HClO) 很不稳定 ,在光的存在下 ,很容

易被光解成盐酸和氧气。以上三种酸性气体在古籍

文献中生成的硫酸、硝酸和盐酸等无机酸 ,是三种强

酸 ,活性常数很高 ,会很快导致古籍文献的酸化 ,对

古籍文献的破坏作用非常大。

古籍文献如果生霉 ,霉菌在繁殖、生长过程中也

会产生酸 ,霉菌在文献上产生的酸一般是有机酸 ,如

草酸、镰刀菌酸、反丁烯二酸、丁烯二酸等。这些有

机酸虽然没有无机酸对文献纸张破坏强烈 ,但也会

导致文献的酸化 ,促进文献纸张的酸水解。

4 　古籍文献的防酸化措施

古籍文献的酸化和防酸化问题已经引起古籍

界、图书馆界、文化界以及社会的重视。在国家图书

馆 ,古文献防酸化问题已纳入议事日程。古籍文献

防酸化和去酸要同步进行 ,但要以防酸化为主。

411 　古籍文献防酸化

古籍的酸化主要是由环境污染造成 ,古籍文献

防酸化必须从治理环境污染入手。对于大的环境 ,

要依靠国家及城市环境污染的治理水平 ,降低大气

中有害气体的含量。但是 ,由于经济的发展 ,人民生

活的需要 ,以及国家财力和技术水平的限制 ,大气环

境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达到非常理想的水平 ,这就需

要图书馆在古籍文献储藏的小环境上下功夫。笔者

认为 ,可以采取如下措施 ,将古籍文献库中的有害气

体含量降至最低水平 ,甚至完全隔绝有害气体与古

籍文献的接触。

第一 ,制订古籍文献储藏环境相关标准 ,规定古

籍文献库有害气体含量的阈值。目前 ,美英等一些

发达国家都已相继制定了文献储藏环境标准 ,规定

了严格的有害气体含量 ,国际标准化组织也正在制

定相关标准。美国国家标准局 1983 年公布的标准

为 :SO2 ≤1 微克/ 米3 ;NOx ≤5 微克/ 米3 。笔者认为 ,

制订标准很重要 ,有了标准就有了法规效能 ,就能引

起重视 ,就容易取得经费的支持。

第二 ,对古籍文献库采取空气净化措施。可以

在空调系统内加装空气净化设备 ,滤除空气中的有

害气体后再送入库内。我国对此已经有了比较成熟

的技术 ,只要增加一些投入就可以解决。

第三 ,对古籍文献采取绝氧封存措施。目前 ,主

要有除氧封存、充氮封存、真空包装等 ,使古籍库或

古籍文献与外界环境隔离 ,完全与酸脱离接触。该

措施虽然投入较大 ,但我国古籍文献数量无多 ,在重

要大型图书馆推广应该是可行的。

第四 ,采用低温储藏。从分子动力学角度讲 ,温

度越高 ,纤维素酸水解反应的速度也就越快 ,文献变

质也越快。如果将古籍文献库的温度降低 (15 ℃以

下) ,就会有效地降低古籍文献的酸水解速度 ,延缓

其老化变质速率。低温储藏技术在我国已很成熟 ,

可以研究用于文献保护。

412 　古籍文献去酸

对于已经酸化的古籍文献要进行去酸处理 ,去

酸是指采用中和剂中和文献纸张内酸性物质的过

程。研究证明 ,对于已经酸化的图书 ,经去酸处理

后 ,耐久性和寿命会明显提高 ,一般可增加 2～5 倍

以上。古籍文献的 PH 值低于 612 ,就应该进行去酸

处理 ;如果低于 510 ,就必须进行去酸处理。

去酸的方法主要有液相去酸和气相去酸两种。

液相去酸是采用碱性水溶液或碱性有机溶液去酸的

方法 ,气相去酸是采用碱性蒸气去酸的方法。液相

去酸的去酸剂主要有氢氧化钙、碳酸钙、碳酸镁、碳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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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茹海涛

论实施公民信息素质教育中公共图书馆的社区行为 3

摘　要　公共图书馆服务到社区已经成为一种发展趋势 ,它能使居民有一个良好的终身教育环

境 ,对于提高全民文化素质 ,提高国民生活质量 ,加快信息化社会的发展都有着不可估量的作

用。社区图书馆应当成为社区的学习中心、信息中心和交流中心。参考文献 8。

关键词　公共图书馆　　社区图书馆　　信息素质教育

分类号　G25812

ABSTRACT　It is a trend for public libraries to provide their services to communities. It can create an

environment of life2long education of citizens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an information society.

Community libraries should become learning centers ,information centers and communication centers.

8 refs.

KEY WORDS　Public library. 　Community library. 　Information literacy project .

CLASS NUMBER　G258. 2

　　欣闻近日又有一些大城市及其城郊开设了不少

社区图书馆 ,这对大众来说是一桩幸事。公共图书

馆开到居民身边 ,才是真正找到了自己的立足之地。

这对全民信息素质提高非常有益。

1 　信息社会亟待大众信息素质的提高

21 世纪是网络化、数字化的信息世纪。到 2020

年 ,人类知识将每 73 天翻一番 ! 因此 ,生活在这个时

代的人们必须具备一定的信息素质 ,掌握一定的信

息技术 ,才能够与时俱进。

信息素质英文为 Information Literacy (简称 IL) ,

对其概念的认识、研究以及教育实践的开展在国外

由来已久 ,特别是近十年 ,关于信息素质教育的讨论

已成为国外图书情报界和教育界的热门话题 ,有些

国家还开展了“IL 运动”。信息素质教育就是要培养

具有信息素质的人 ,应包括以下四方面能力的培养 :

基本文化素质能力 ;媒体素质能力 ;计算机操作与应

用能力 ;网络素质能力。信息素质教育不仅是对基

本文化素质教育的一种补充 ,而且是在数字信息时

代对教育概念的重新定义以及对教育过程的重新设

计和构建。

一些发达国家首先在高等学校开展了各种信息

教育课程和实践 ,并且获得了丰富的经验和成果。

除此之外 ,其中一些国家还开展了多层次的信息素

质教育工程。比如在美国 ,许多中小学都开设了以

普及信息技术、计算机与网络应用、信息及文献的利

氢镁、甲基碳酸镁、重碳酸钙、重碳酸镁、甲醇镁、醋

酸镁等 ;气相去酸的去酸剂主要有氨气、吗啉、二乙

基锌、碳酸环己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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