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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藏古籍现场应急修复的技术与保障策略

———从北京大学图书馆修复实践谈起

□吕晓芳∗　周岳　李长红　张艳霞

　　摘要　古籍修复的主要目的在于保障古籍合理利用.针对紧急利用的轻度破损古籍开展现

场应急修复能够为古籍利用提供助力.文章基于北京大学图书馆相关实践,总结了订线残断、书

叶破损、书皮残破等常见破损问题在现场应急修复场景下的处理措施,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从完

善修复基础保障、规范修复业务流程、健全馆藏修复体系三个方面为现场应急修复高效运转提供

全方位管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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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日益重视,社会各界的古籍利用热情持续高涨,针对

破损古籍开展修复的需求也愈来愈迫切.在古籍保

护相关政策的持续推动之下,全国范围内的古籍修

复事业蓬勃发展,尤其是针对重度破损的珍贵古籍

开展了一系列重点修复项目,促进了修复技艺的传

承和理论研究的进步.与此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日
常提供利用服务的古籍中有相当比例属于轻度破

损,针对这部分古籍开展高效修复能够在很大程度

上保障古籍的安全利用.
鉴于此,一些典藏机构针对亟待利用的轻度破

损古籍开展了有别于常规修复的探索,如首都图书

馆对数字化等工作中遇到的轻度破损古籍采取了

“简修”的处理办法[１],浙江图书馆在古籍数字加工

间内开展了应急修复业务.但总体来看,行业内对

于此类修复工作的重视程度非常不足,针对紧急利

用的轻度破损古籍开展的修复工作尚处于起步阶

段,修复规模及相关经验较为有限.
针对读者阅览、数字加工等古籍利用过程中遇

到的大量轻度破损古籍,北京大学图书馆自２０１９年

起尝试开展现场应急修复,经过几年的探索与实践,

现已建立了常态化工作机制,在保障古籍利用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以北京大学图书馆为例,探
讨了馆藏古籍现场应急修复的技术措施和保障策

略,旨在为其他典藏机构开展相关工作提供一些借

鉴与参考.

２　北京大学图书馆现场应急修复工作概况

所谓现场应急修复,是指在库房、数字加工间、
交接间、展厅等古籍保存或利用的现场,针对紧急利

用的轻度破损古籍开展的快速修复工作.北京大学

图书馆的现场应急修复空间设立在古籍交接间,这
是位于古籍库房和古籍阅览室之间的、专门用于查

看书品情况并完成清点交接的场所.读者阅览、数
字加工、教学参考、陈列展示等待提供服务利用的古

籍,均由典藏人员从库房提至交接间并检查品相,如
有破损无法直接提供利用,则酌情由现场的修复人

员进行处理.现场应急修复提高了古籍修复效率,
更有效地保障了古籍利用.

北京大学图书馆现场应急修复的对象包括读者

用书、数字加工用书、教学用书、展览用书等,其中又

以前两类为主.读者用书相对随机、对于修复时限

要求较高,而数字加工项目涉及的书目相对固定,并

９６

大学图书馆学报

JournalofAcademicLibraries

∗ 通讯作者:吕晓芳,ORCID:０００９Ｇ０００３Ｇ９２７６Ｇ５５４４,邮箱:lvxf＠lib．pku．edu．cn.



2023

年
第5

期

有相对确定的工期,对于修复时限的要求稍低,这两

项任务相结合确保了交接间有相对稳定、持续的修

复需求,也使现场应急修复从临时性任务转为常态

化工作成为可能.

２０２１年７月之前,北京大学图书馆仅有一名专

职修复人员[２],需要兼顾现场应急修复、常规修复等

业务,２０１９年现场应急修复古籍共计４８４册,２０２０
年修复３２５册,２０２１年上半年修复３７６册.２０２１年

下半年开始,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修复队伍陆续扩

充,现有不同技术层次和专业特长的古籍修复人员

７名,通过每周轮岗的方式,每天有１名修复人员在

交接间开展修复工作.２０２２年交接间全年修复古

籍２２４４册,其中读者用书９２７册,数字加工用书

１１６２册,教学、展览等用书１５５册.待利用的轻度

破损古籍的修复时间由原来的数周缩短为几天甚至

几小时,有效提升了读者满意度,为数字加工等业务

开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区别于通常在修复室内开展的修复工作,现场

应急修复的特点一是实施修复的场所相对简易,二
是修复处理要求迅速高效.也就是说,现场应急修

复是在有限的硬件条件下,针对各类古籍不同的轻

度破损问题,在最短时间内采用最合理的措施,进行

最为必要且有效的处理.这对于修复人员的技术水

平以及典藏机构的管理能力来说都是不小的挑战.

３　现场应急修复的技术措施

订线残断、书叶残破、书叶卷折、书皮残损、题签

包角破损等是古籍最常见的破损类型,也是现场应

急修复处理的主要问题.据粗略统计,北京大学图

书馆２０２２年开展的现场应急修复中,换线装订(含
只装订和换皮装订)约占全部修复工作的５０％左

右,其次为修复书叶虫蛀、开裂等局部残破,约占

２５％,书叶分揭、平整、清洁等约占９％,修复书皮局

部破损约占９％,其余如题签、包角、浮签、拖垂签等

部件破损的修复约占８％.针对各类破损问题,在
遵循保持原貌、最小干预、可再处理等古籍修复基本

原则的基础之上,现场应急修复分别有不同的处理

措施和技术方法.

３．１　订线残断

订线残断是最常见的一类破损,通常选择与原

线粗细、颜色相近的丝线进行更换.实际工作中,如
一段时间内交接间待修复古籍数量较多,并不是所

有的断线都需要立即处理.如古籍无包角,断线只

发生在地脚或(和)天头,其余部位订线并未松散、强
度尚可时,翻阅或数字加工过程中不会发生散叶或

导致古籍进一步破损,可直接提供利用,暂不对断线

进行处理.
由于修复现场条件有限,在订线选择方面可根

据具体情况调整.如果一套古籍只有个别单册需要

换线,新线尽可能与原线相近,使之与其他单册匹

配.如整套更换订线,对于新线的粗细、颜色等要求

可稍放宽,与古籍本身协调适宜即可.有时遇到原

线过粗,与较薄的书册不匹配,或原线过细,容易对

脆弱的书叶造成损伤时,亦可适当调整,不必与原线

完全相同.此外还有一套古籍内多种订线的情况,
同样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权衡和选择.

订线粗细、颜色可适当调整,但在现场应急修复

中一般不轻易更改订线位置、订线形式(单线、双线)
等,即便原来的订眼歪斜,只要不遮盖字迹,仍以原

眼订回.遇和刻本、高丽本、民间文献等特殊装订

时,可先不拆除原线,用新线在断线处进行局部加

固,待利用结束后再移交修复室进行染线、补线等细

致处理.

３．２　书叶局部缺损

虫蛀、破损等书叶局部缺损现象也十分常见,这
里以虫蛀为例进行说明.

散落分布于书叶中间的圆孔状、短线状虫蛀,在
翻阅等利用过程中一般不会造成进一步破损,属于

稳定型破损,可暂不修复.而当网状、片状、花状虫

蛀发生在书口、天头、地脚或文字处时,利用过程中

可能因相邻书叶勾连拉扯,造成书叶进一步破损甚

至字迹笔画丢失,因此在提供阅览、数字加工之前须

进行修补加固.
针对虫蛀破损,现场应急修复主要采用原位掏

补法,即在不拆分书叶的前提下,将撕好形状的补纸

送入筒子叶背面进行修补,２０年前国家图书馆修复

«永乐大典»时已使用此法[３],近年陕西省图书馆在

修复«古今图书集成»等珍贵古籍时也采用了此方

法[４].北京大学图书馆在实践中进一步改良,将红

色亚克力薄片放在筒子叶内以便于分辨破损位置,
用水笔沿虫蛀边缘划线后撕取补纸,在补纸上刷浆

并撤潮后,再次借助红色亚克力薄片承托补纸并送

入合适位置,在一定程度上方便了掏补操作.关于

掏补后书叶的平整问题,如虫蛀较少、书叶不易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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皱,随补随压即可;如虫蛀较多、书叶容易抓皱,在虫

蛀全部修补完成后,用微潮的吸水纸轻轻摁压补处

进行润潮,前后覆吸水纸合上书册入板压平.
快速选配补纸是现场应急修复的一大挑战.常

规修复中染色配纸往往需要较长时间,而现场应急

修复无法染纸,通常不得不进行妥协.一般来说,选
配补纸仍坚持宁浅勿深、宁薄勿厚、宁弱勿强的基本

原则,但在具体程度方面稍放宽,如将配色的“浅一

度”标准降为“浅两度”等.基本前提是补纸物理性

能的适宜性优先于颜色纹理的美观性.若一时找不

到合适的补纸,可暂用薄皮纸加固,以保障古籍安全

利用.

３．３　书叶局部脆弱

除虫蛀等缺损外,书叶也常出现局部脆化、絮
化、开裂等问题,需要对相应部位进行加固.加固时

同样采用上述掏补的方法,通常使用三桠皮纸、迎春

纸等薄皮纸作为加固纸.但这类薄皮纸刷浆后再提

起、定位时操作难度更大,因此也可视情况选择较书

叶薄软的混料纸、竹纸进行加固.
当裂口等发生在天头地脚边缘处时,可将加固

纸一边撕为毛边,一边裁为直边,直边朝外,缩进书

叶边缘一线,此方法的好处是可以省去后续修剪余

纸的步骤,同时补处不漏白边,更为美观.需要注意

的是,当一册书内天头地脚处出现较普遍的开裂、磨
损时,说明书叶边缘已经发生比较严重的脆化或糟

朽,此时如果只是局部加固,在利用过程中可能在未

加固处发生新的裂损,严重者在修复过程中即可能

发生新的裂损,因此需要移交修复室进行较为彻底

的加固处理.

３．４　书口开裂磨损

书口开裂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书叶的强度,但
就实际情况来看,在提供利用前对所有开裂书口进

行加固是不现实的.一般只有当书口处发生较严重

磨损或者出现横向撕裂时,才会对书口进行原位加

固.将红色亚克力薄片承托刷好浆的溜口纸,放在

书口下方,将两侧书叶对齐固定,待干后回折、润潮、
压平.

现场应急修复中另一常见书口问题是书叶脱落

导致的书口磨损,常见于不完整的筒子叶.有的书

版左半叶无内容或只有几行文字,刷印时为节省纸

张,左半叶只留一小部分,由于未经纸捻和订线固

定,使用过程中这半叶容易发生脱落导致书口处磨

损.遇此情况,可直接从书叶背面对书口处进行修

补加固.同时,为避免书叶未来再次脱落,用稀浆将

左半叶边缘点粘固定在右半叶背面(选取右半叶无

字的位置点浆).如左半叶边缘破损或边缘有字,可
用补纸补出一定宽度后再点浆固定.即使尚未脱落

的不完整筒子叶,在提供阅览、数字加工前也尽量预

先固定,避免书叶未来发生损伤.

３．５　书叶内角翻折

书叶内角翻折是指装订时书背一侧的书角不慎

翻折(或朝正面或朝背面,或单层或双层),随之被纸

捻或(和)订线固定,导致部分文字内容被遮盖.针

对这种情况,一般采取两种处理方法:一是拆线拆捻

后将折叶打开再重新装订;一是不拆纸捻和订线,将
折角处纵向划断后打开.两种方法各有利弊.

第一种拆线拆捻的方法不会对书叶造成太多干

预,但需要拆解原装订结构,修复工作量相对更大,
适用于无包角、折角较多的情况.

实际工作中更多采用后一种方法进行原位拆

角,尤其当书册有包角或装订较完整时,这种方法总

体来说对于古籍的干预更小一些.具体操作是,用
水笔紧靠订线在折角处划一纵向水印,沿水印用起

子将折角处轻轻挑开,划水印的目的是方便控制书

叶挑开的方向和距离.将翻折处打开,书叶较脆时

折痕处以薄皮纸加固,再将订线及天头(或地脚)处
多余的部分回折.最后沿订线在书叶内侧涂一道稀

浆,将书叶固定到筒子叶背面或相邻书叶上.折角

打开后如订线和天头(或地脚)处多余的部分仅几毫

米宽或书叶脆化不便回折,也可直接裁切.遇书根

有字,回折或裁切边缘时需较书脚缩回一线,以免遮

挡字根.

３．６　书叶折皱卷曲

除装订时造成的内角翻折外,古籍在使用或保

存过程中也会发生局部或整叶折皱、卷曲等变形问

题,如严重到影响文字识别,就需要进行平整处理.
平整的基本方法是润潮、压平,润潮优先采用覆盖潮

湿吸水纸的方法,方便控制润潮程度和范围,如变形

范围较大,也可采用喷潮法.
具体来说,书叶状况和变形程度不同,具体方法

也有区别.书叶强度和韧性较好时,展平相对容易,
对变形处轻微润潮、压平即可.而脆化书叶“弹性”
较差,不易平整,以可识读为第一目的,不必过度追

求完全平整,同时脆化书叶局部折皱严重时容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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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需先用薄皮纸在书叶背面局部加固,除避免进一

步破损外,也有利于打开折皱、方便展平.

３．７　书叶粘连黏结

古籍因水侵、受潮、污染等原因,相邻书叶发生

轻微粘连,用起子等工具轻轻干揭分离.除粘连外,
还有两种由装订导致的书叶局部黏结需要进行

分揭.
一种是纸捻处粘贴范围较大,导致书叶无法完

全打开,文字被遮挡,以纸钉较为常见.纸钉背面未

修剪的尖角较长,弯折回贴后甚至延伸至版框以内,
尤其当缺少护叶时,纸钉直接粘在书叶上,不仅遮挡

文字,同时由于纸钉尖部硬挺,翻阅时容易顶到书

叶,进而造成书叶或书皮破损.处理时需要将纸钉

与书叶分揭至纸钉根部,将纸钉旋转至尖部朝下.
如黏结牢固不易分揭,则揭至版框以内,将纸钉尖部

剪断.
另一种是主体内容结束在尾叶右半叶,左半叶

只留一行卷末结束语“×××卷”,装订时将左半叶

充当护叶,直接粘贴在书皮之上.由于数字加工时

需要包含卷末结束语,就需要从书口黏结处将尾叶

与书皮分离.这种情况多见于成书较经济的古籍,
书叶多薄软,黏结处胶又厚,有时无法完整分离,则
以保全文字为先,另一面待分揭后再补全.

３．８　书皮残损

书皮残损程度各不相同,有的书皮只是局部破

损,常见如四周边缘局部脆裂、缺损,其余部位强度

尚可,使用掏补法对破损处进行局部修补加固即可.
有的书皮整体脆化,一打开即从翻折处纵向断

裂,严重者甚至四处开裂、边缘掉渣,尤其常见于深

栗色书皮和机制纸书皮.还有一种情况多见于粉蜡

笺书皮,书皮整体强度尚可,但翻折处易断裂.遇上

述两种情况,局部修补无法解决问题,只能将书皮拆

下整体托补或更换新皮.是否换皮由典藏人员根据

古籍价值和书皮特征决定,书皮有文字、签章或为粉

蜡笺等特殊质地时不能更换.无论托补旧皮还是染

配新皮都需要移送修复室处理,一般需要５个工作

日左右,如利用需求紧急,可以普通书皮临时装订,
待利用完成后再进行正式装订.

以上是现场应急修复中常见的八类破损及相应

处理措施,此外还常遇到题签折皱、包角起翘、浮签

脱落、拖垂签磨损等问题,处理方法相对简单,这里

不再赘述.

４　现场应急修复的保障策略

北京大学图书馆开展现场应急修复的几年间,
除不断总结并改进修复技术,在管理保障方面也经

历了从解决基本问题到建立馆藏修复体系的发展过

程.现场应急修复开展初期,首先需要解决的是硬

件材料、日常安全等基本问题,之后基于实践需求,
规范业务流程成为工作重点,而随着现场应急修复

逐渐步入正轨,北京大学图书馆将各类修复工作通

盘考量,建立了适应本馆需求的馆藏古籍修复体系,
进一步明确了现场应急修复的业务范畴.

４．１　完善基础保障

(１)硬件材料支持

古籍修复对于采光照明、温湿度、通风、上下水

以及设施设备等硬件方面有一些基本要求[５],但古

籍交接间很难完全满足需求,这正是开展现场应急

修复的难点之一.即便如此还是应因地制宜,尽可

能提供相对适宜和便利的条件,其中尤以采光照明

最为重要.光照条件直接影响修复操作的实施以及

选纸配色的效果,修复台尽可能设在光照充足且柔

和均匀的位置,自然采光不足时,可辅以显色性好、
紫外线少、亮度可调的人工照明.此外,由于修复过

程中需要使用浆糊、水之类,最好在现场设置足够尺

寸的独立修复台,并与清点交接、数字加工等其他业

务工作台面保持一定距离,既便于厘清不同业务职

责范围,也避免忙乱中发生意外对古籍造成损伤.
纸张、订线等材料对于修复工作的重要性不言

自明.修复现场通常空间有限,更不可能开展染色

等复杂操作,因此需要提前染制尽可能多种类的纸

张、丝线,同时还要充分利用空间、合理收纳存放,以
便比对查找.以修复用纸为例,现场应急修复中纸

张用量不大,但所需种类和颜色十分繁杂.北京大

学图书馆交接间应急修复初期在现场配备了一套修

复用纸,随着修复工作的开展,逐渐将常规修复中染

制或用剩的各类纸张也添加进去,尤其是用剩的“碎
纸”越来越成为命中率更高的修复纸库.订线相比

纸张来说要简单一些,常用的是市售２号、３号、４号

三种粗细的丝线,通过向厂家定制以及自行染色,将
不同粗细的丝线分别染作５－１０种常用颜色,同时

常规修复中染制的特殊颜色或粗细的丝线也及时补

充进来,基本可以满足现场应急修复的需求.此外,
书皮、护叶、纸捻等也按照常用规格提前染色、裁压、
搓制,以便随时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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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日常安全管理

安全问题是所有古籍业务工作的重中之重.修

复人员身处古籍交接间、数字加工间等修复现场,首
先要严格遵守该场所安全制度,其中既包括古籍实

体安全,也涉及古籍信息安全.如不得将古籍及任

何附件带离修复现场,离开前须交还全部在修古籍,
由现场负责人员核查确认后方可离开;需短暂离开

修复现场时,离开前和回来后须第一时间向现场负

责人员报备;不得触碰被交付修复以外的古籍;因工

作需要拍摄在修古籍影像前须征得现场负责人员同

意并登记等.
与此同时,由于修复工作是古籍交接间、数字加

工间等场所的新增业务,修复人员还需要结合修复

工作特点,主动协助典藏人员完善安全管理措施,规
范修复操作细节,以切实保障古籍安全.如填写修

复记录时只能使用铅笔;压板、压石等用毕及时核查

确认无古籍或书叶夹存,非使用状态下保持竖立放

置;水碗、浆碗、喷壶、水笔等含水工具不得出现在修

复台以外区域;水碗、浆碗内只存放足够当天使用的

少量浆、水;喷壶、水笔等确保始终关闭严实等.

４．２　规范业务流程

现场应急修复经手古籍数量较多,古籍破损情

况又有着较大的随机性,加之修复人员经常轮换,因
此厘清工作思路、规范业务流程就显得十分必要.
北京大学图书馆根据本馆实际情况,对修复对象的

筛选标准以及修复档案记录的详略等方面进行了多

次调整.
(１)基本业务流程

北京大学图书馆交接间现场应急修复的基本流

程是:典藏人员查看待提供服务利用古籍的品相;对
于无法直接提供利用的破损古籍,由现场修复人员

或修复主管判断是否可以在现场完成修复,并告知

大致修复时长;典藏人员根据利用紧急程度确认优

先级,安排修复;修复人员实施修复并填写修复记

录;古籍修复完成并提供利用后,由修复主管根据修

复记录不定时抽检,确保修复质量.
数字加工项目有既定的书目清单和开展数字化

工作的时间,一般由修复主管在项目初期集中查看

或根据项目进度分批查看,筛选出适合在现场完成

修复的古籍,同时修复人员在开展修复时也可根据

具体情况再进行调整.读者阅览时提交的古籍,以
及数字加工过程中临时发现的个别破损古籍,由现

场修复人员根据具体情况即时做出判断.教学、展
览等利用过程中发现的破损古籍根据古籍数量和紧

急程度参照上述实施.
(２)筛选修复对象

筛选修复对象即判断破损古籍是否适宜在现场

进行修复.如前所述,现场应急修复一般只处理轻

度破损古籍,但同时还需要结合修复难度和修复周

期进一步筛选.北京大学图书馆根据近年修复需求

等情况,暂将修复时长标准设定在三个小时左右(约
半个工作日),修复难度方面则由修复人员根据自身

修复能力来判断.即修复人员应能够在三个小时之

内完成修复并确保修复安全和修复效果,否则应将

破损古籍移送至修复室内进行修复.
举例来说,虫蛀或边缘脆裂较多的古籍,修复难

度不大但较费时,在交接间现场修复失去了应急修

复的意义,也会影响其他更为紧急的修复任务;个别

絮化、粘连、字迹洇化等数量不多但修复难度较大的

破损问题,在现场有限条件下可能无法保障修复安

全和修复效果;而当遇到包背装、剪贴拓本、稿抄本

等珍贵或特殊古籍时,更不建议在现场开展修复.
(３)简化修复档案

修复档案是古籍的“病历”,记录修复档案现已

成为古籍修复行业的基本要求.但现场应急修复节

奏很快,按照常规修复记录档案不太现实,考虑到应

急处理对于古籍的干预相对有限,将常规修复中较

详尽的表格式修复档案进行了简化,改为条目式的

现场应急修复记录.首先,只保留最必要的记录内

容,包括古籍基本信息(典藏号、题名、册次)、修复任

务概况(修复时间、修复数量、修复人员、任务来源)、
修复技术措施(破损问题、修复方法、修复材料)等.
其次,将修复前后影像改为非必填项,但遇古籍本体

形制或破损问题较为特殊时,尽可能拍摄照片或视

频作为记录.目前北京大学图书馆正在建设古籍保

护管理系统,未来现场应急修复记录也将同常规修

复档案一样,作为“历史事件”关联至古籍的生命

历程.

４．３　健全修复体系

现场应急修复是馆藏古籍修复体系的一环,与
在修复室开展的其他修复工作互为补充,馆藏修复

体系的完善程度也直接关系到现场应急修复的开展

方式和效率.北京大学图书馆目前形成了由现场应

急修复、常规修复、专题修复构成的馆藏古籍修复体

３７

馆藏古籍现场应急修复的技术与保障策略/吕晓芳,周岳,李长红,张艳霞
TechnicalandSupportiveStrategiesforOnsiteEmergencyRestorationofAncientBookCollections/LyuXiaofang,ZhouYue,LiChanghong,ZhangYanxia　　　



2023

年
第5

期

系.如图１所示,根据古籍利用需求和破损状况,综
合考虑古籍价值、利用方式、修复难度等,选择不同

的修复方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兼顾修复质量和速

度,平衡古籍保护与利用.

图１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古籍修复体系

现场应急修复主要处理紧急利用、轻度破损,且
修复难度低、修复周期短的古籍,对于不宜在交接间

现场开展修复的古籍将移送至修复室进行常规修

复.常规修复是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修复工作的主

体,从技术层面又有原位修复、部分拆解修复、整本

拆解修复等不同处理方式.其中,原位修复是在不

拆分书叶的前提下对破损处进行修复;部分拆解修

复是只将部分破损书叶拆下修复;整本拆解修复即

按照一般修复流程,将全部书叶进行拆分,逐叶修复

后再装订复原.
值得一提的是,原位修复和部分拆解修复是在

修复室开展的相对快速的修复,单册修复周期在几

天到半个月之内,也是现场应急修复的重要补充.
前文提到的不适合在交接间现场进行修复的古籍,
移送修复室后多采用原位修复或部分拆解修复.如

虫蛀较多的和刻本,考虑到其装订结构特殊、纸张强

度较好,进行原位掏补是效率较高同时又可以避免

过度干预的修复方式.再如古籍只是书皮、牌记或

少量首尾书叶破损严重而其余书叶保存良好时,就
可以采取部分拆解修复,只将破损书叶拆下,修复后

再与其他书叶一同装订复原.
现场应急修复和常规修复主要针对读者阅览和

数字加工等利用过程中发现的破损古籍,是为满足

当前利用需求开展的被动型修复,专题修复则是基

于破损调查和中长期修复规划开展的主动型修复.
针对破损调查中发现的破损古籍,尤其出现酸化、霉
变等发展型破损[６]的古籍,根据古籍类型、破损问题

等进行分类,有计划地开展专题修复.专题修复以

项目形式开展,在常规修复业务流程基础上,配合以

更全面的分析检测和更深入的探索研究,并邀请业

内保护和修复专家参与,从修复前方案评审、修复中

技术指导到修复后质量检查进行全过程督导,旨在

确保修复质量并提升修复团队业务能力.

５　结语

古籍修复的目的在于保障古籍合理利用.处于

古籍利用服务的第一线,现场应急修复所处理的古

籍数量是修复室常规修复的数倍甚至数十倍,这就

要求修复人员在实践工作中尽快总结经验,形成一

套适用于现场应急修复的技术方法.与此同时,现
场应急修复不只是技术问题,更是一项系统工程,硬
件材料保障和日常安全管理是基础,业务流程管理

推进规范化发展,馆藏修复体系则发挥着整体调控

作用.只有技术与管理在各个层面同步前进、互相

配合,现场应急修复才能真正实现科学高效,从而切

实为古籍保护与利用提供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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