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闫丽：让微生物变成文物清洁工

“看着用我培养的微生物修复的文物， 静静的接受八方游客的观赏， 心里的美是不言
而喻的， 更何况我们修复的文物都是无价之宝， 修复国之重宝的快乐是激励我不断创新的
动力和源泉。” 采访结束后， 闫丽这句话仍深深印在记者的脑海里。 同样令记者印象深刻
的是， 她率队培养的微生物能用如绒毛划过手心般触感的最佳揭展力对珍贵文物进行无损
害高效清洗。

顶着高原反应一年学会计量和监理

专题【人物】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E—mail:ldwbtxy@126.com│校对 李亚楠│美术编辑王巍│本版编辑 周卫法│２０15年 8月 7日·星期五08

□本报记者 孙艳 文/摄

协办： 北京市职工服务中心
（北京市技术交流中心）

———中交一公局二公司师亭小记 □孟国

奖章背后的故事
闫丽来自黑土地一个普通工

人家庭， 骨子里的豪爽和倔强让
她敢于接受挑战， 多年的读书及
科研经历也养成了她细致认真，
甚至有些近乎苛求完美的性格，
也许正是这种性格， 让她在科研
创新的路上坚定地走来。 2013年
她成为北京市文物局系统唯一获
北京市优秀人才培养资助的人
员； 2015年， 她获得北京市先进
工作者称号。

现代技术和古文化碰撞
微生物硕士做考古发掘

2006年闫丽从中国农业科
学院微生物学专业毕业， 来到了
刚刚落成的首都博物馆新馆， 一
切都是既熟悉又陌生的， 熟悉的
是她还要继续研究微生物， 陌生
的是她进入了文博行业。 当然谁
也没有想到一个学微生物的研究
生会在博物馆里有什么作为， 提
起微生物， 给人的印象似乎就是
基因和克隆技术 ， 而提起博物
馆 ， 给人的印象就是文物和历
史。

现代和过往的碰撞， 谁也不
知道能擦出怎样的火花， 闫丽陷
入了久久的沉思， 如何将她所学
融入到文物修复？ 她想， 她要到
考古的第一现场去， 只有在那里
她才能最快的熟悉文物、 熟悉文
物修复。

2007年7月闫丽前往江西靖
安的一个东周墓考古现场， 之前
虽然听说考古不易， 但是真正到
了现场才有了更深刻体会， 且不
说三十六七摄氏度潮湿闷热的环
境， 单就眼前的景象就让闫丽心
生退却。

“一个巨大的土坑里 ， 密密
的排布着几十口糟腐的棺木， 全
部浸泡在泥水里， 已经无法形容
当时的心情。” 接下来的日子里，
闫丽便转战于这几十口棺木里，
站在充满泥水的棺木里提取、 清
理文物， 手套是不能戴的， 容易
损伤文物， 衣服永远是脏的， 因
为基本是趴在水里， 这日子在外
人看来是没法想象的， 然而对闫
丽来说却是精彩无比， 会为摸到
圆润的玉簧而欢喜雀跃， 会为精
美的丝织品的自然风化而扼腕叹
息。

发现文物的过程就是发现历
史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闫丽
深深地爱上了文博这个行业， 考

古发掘不能算是她的专长， 但是
文物保护正是她大显身手的地
方。

原始方法PK微生物制剂
文物几分钟内高效洗净

回到北京后， 闫丽便投入到
漫长的探索和求证当中， 有些丝
织文物由于墓葬环境的特殊性，
如尸体腐烂等原因， 表面会被血
渍污染， 影响了文物的色泽和图
案品质。 怎么办？ 于是， 闫丽开
始寻找能够吃掉血渍的微生物。
某些出土丝织文物表面存在白色
结块， 分析结果表明是硫酸钙结
晶盐。 怎么办？ 闫丽决定要找到
能够分解结晶盐的微生物。

有了这么多好的思路， 闫丽
便一头扎进了微生物实验室， 一
次又一次的实验失败， 一次又一
次的推倒重来， 120小时一个周
期的微生物培养， 闫丽不知重复
了多少遍， 每次都和她的学生换

班不间断的观察， 周末加班已成
必然 ， 由于闫丽的家住在东六
环， 而首都博物馆在西二环外，
每天她都戏称自己是跨越八个环
来上班， 有一次加班到深夜， 赶
到四惠站的时候八通线的末班车
刚刚驶离， 12点多了只能在地铁
口打黑车回家。 那时候回到家倒
头就睡， 陪家人吃个饭都成为一
种奢侈。

文物是不能用来做实验的 ，
为了模拟出真实的墓葬丝织品，
闫丽将大白鼠用丝织品包裹埋入
地下， 经历数个盛夏， 最终将包
裹着完全腐烂的大白鼠的丝织品
取回实验室分析， 虽然自己是学
生物的， 对大白鼠不陌生， 但是
对于清洗恶臭的老鼠裹尸布， 那
真的是一种极限的挑战， 只能咬
着牙坚持。

闫丽一度曾想放弃， 但她必
须对科研工作负责， 这项工作并
不是她一个人的， 一次次文物清
洗， 也坚定了闫丽继续的决心。

摆在首博文物修复中心的一
件出土龙袍， 十几个人用细小的
棉签轻轻地擦拭了数月， 效果很
不理想。 “没有办法， 文物是珍
贵的， 没有好的方法只能用人力
和时间去撕磨， 大量的文物保护
工作者几十年如一日的用着原始
的方法清洗， 如果能有哪怕一点
的改变， 我付出的努力再多也是
值得的。” 闫丽说。

辛劳终于有了回报 ， 2010
年， 闫丽培养的微生物清除血渍
终于成功了， 仅仅进行几分钟的
无动力浸泡血渍就消除了， 闫丽
兴奋异常， 这表明微生物清洗文
物不仅可行， 而且高效！

战胜疾病加忘我投入
创书画揭展技术创新

2010年5月 ， 就在闫丽的研
究热情日益高涨之时 ， 她累倒
了， 乳腺肿瘤， 最大的已经有鹅
蛋大小！ 医生说像闫丽这样三十
岁还在忙工作没要孩子的本来就
是高危人群， 又加上长期的精神
紧张及生化实验室的环境导致人
体机能的紊乱， 造成了这样的结
果 。 但闫丽不后悔这几年的努
力， 这是她的选择。

纸质书画文物的揭展与微生
物技术的融合是摆在闫丽面前的
又一个挑战， 揭展是书画保护的
最关键环节。 书画性命， 全在于
揭， 致力于毫芒微渺间， 有临渊
履冰之危。 纸张文物是非常脆弱
的， 而古老的墨痕水彩更是不容
侵蚀， 稍一个不小心就会让整个
实验过程前功尽弃。 激情在慢慢
消磨， 能够分解粘接剂的微生物
找到了却很难做到不损害文物本
身， 一段时间闫丽几近绝望， 填
补一个空白的领域 ， 想起来美
好， 实际却困难重重， 不然揭展
技术也不会这么多年无法突破。

终于， 2013年的一天， 闫丽
在实验室找到了一种能够分解粘
接剂还不损伤纸张及颜料的菌
株， 她欣喜若狂， 开始了没日没
夜的研究该菌株揭展的详细机理
与最优配方。 为了找出揭展力的

规律， 需要绝对安静的环境， 不
能有一丝的振动， 而目前实验室
的环境无法满足要求， 为不受环
境的影响 ， 探究揭展本身的规
律， 闫丽选择在博物馆顶楼一个
无人经过的走廊里做实验， 整整
一年， 顶楼闷热不通风， 闫丽和
她的组员们磨练了心智， 更得到
了惊人的成果， 13mN这个如绒
毛划过手心般触感的最佳揭展
力， 被她们捕捉到了！

组建文物修复专业团队
计划在全国推广揭展剂

2014年， 首博文物修复中心
组建了专业的团队， 开始生物揭
展技术的应用与推广， 当年团队
申请参加了在厦门举办的博物馆
博览会， 会上， 闫丽她们的展示
一鸣惊人。 众多知名的书画保护
专家一致认为生物揭展技术将会
是一次革命性的重大的创新。

文博行业的顶尖专家认为首
都博物馆的这次发明不仅仅只是
一个停留在实验室的科研成果，
它对实际工作意义重大， 能够有
效的降低书画保护专家的揭展工
作量， 并使揭展工作更安全， 更
好地保护书画， 希望首博的这项
发明尽早的应用于文物修复领
域， 在全行业推广。 目前已经有
国家博物馆、 南京博物院、 安徽
博物院开始在书画揭展的实际工
作中应用， 反馈效果良好。

闫丽说， 未来她们计划用3
年时间建立书画生物揭展剂的工
作站和培训班在全国进行推广，
最终实现生物揭展剂对整个书画
揭展行业的推动与变革。

2010年至2014年， 闫丽的研
究成果已经发表在文保行业首家
核心期刊 《文物保护与考古科
学》， 中国文物科学研究， 首都
博物馆馆刊等共计6篇， 论文荣
获 “北京市文物局2011年度学术
论文评比” 二等奖， 申请国家发
明专利3项， 并成为2013年北京
市文物局系统唯一获北京市优秀
人才培养资助的人员， 荣获2015
年北京市先进工作者称号。

师亭2010年进入中交一公局
二公司工作， 入职不久她就成为
了中交一公局二公司首批入藏人
员中为数不多的女孩。 中交一公
局二公司进入西藏施工首个项
目———拉萨纳金大桥项目刚刚成
立是在冬天 ， 不同于东北的寒
冷， 拉萨的冷是汹涌而沉静的，
肆虐得潜移到骨头里， 每天早上
一起床， 水管都是冻住的。 工地
的板房里， 开着电暖气温度依然
不足十摄氏度， 穿着厚厚的羽绒
服， 在办公室坐一个早上， 就被
冻的僵僵的。

12月是拉萨一年中空气含氧

浓度最低的季节 ， 含氧量不足
60% ， 项目施工地点平均海拔
3680米， 日照强烈， 气候干燥 ，
空气稀薄， 先后进场的职工分别
出现了不同程度的 “高反 ” 症
状， 头痛眩晕、 胸闷气短、 呕吐
厌食、 耳鸣、 失眠等等， 许多人
都不得不借助氧气瓶呼吸， 有人
连续多日流鼻血， 部分职工在初
来时都不得不送到医院进行输
液。 但凭着坚强的意志， 师亭适
应高原， 征服高原。 正是这样的
精神， 培养了师亭顽强的性格。

在艰难的适应了拉萨高原的
气候环境后， 师亭开始全身心的

投入到工作中。 从计划统计到计
量， 从合同到结算， 从招投标工
作的商务标到报价标。 每一步的
成长对她而言都是艰辛并快乐
的。 到2011年7月， 也即入职仅
仅一年 ， 她就学会了如何和监
理 、 业主相处 ， 内心充满了喜
悦。 虽然也曾因为加班过度劳累
而晕倒， 可是当她回头看到自己
一步步成长的足迹时， 感觉一切
的辛苦都值得。

如今的师亭已成为了在西藏
工作的 “老人”， 公司在拉萨项
目较多， 经营部人员相对紧缺 ，
最多时， 她同时负责拉萨纳金大

桥、 拉萨市供暖工程等8个项目
的经营工作。

付出总会有回报 。 2014年 ，
她获得了中交一公局 “巾帼标
兵” “最美青工” 等多项荣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