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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秋菊

□本报记者 张晶 文/摄

爱挑的担子不嫌沉
首博“北京文博文物科技保护研究与运用”实验室负责人

邵芳

□本报记者 陈曦 文/摄

用科技让文物“永葆青春”
首博保护科技与传统技艺研究部员工

何 秋 菊 来 自 文 物 大 省 汉 唐 胜
地———陕西西安， 从小耳濡目染了秦
砖汉瓦、 古建彩绘、 墓室壁画的魅力，
让她对文物保护有着别样的感情 ，
2001年高考时， 身为理科生的她， 在
别人诧异的眼光中， 将高考的第一志
愿填写为西北大学文物保护学。

此后， 七年本硕连读， 十年工作
实践， 如今她又在攻读在职博士， 可
以说， 何秋菊把最美好的青春岁月全
部献给了文保事业， 用她自己的话说
就是， “爱挑的担子不嫌沉”， 她早已
立志用毕生精力在这片领域里探索。

毕业后， 缘于王武钰老馆长的推
荐， 何秋菊来到首都博物馆保护部工
作。 她至今记得老馆长的叮嘱： 你来
自彩绘文物保护大省， 希望你在北京
也可以发挥自己的学科优势， 保护好
北京地区出土纺织品染料的色彩。” 纺
织品保护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保护
色彩， 保护色彩首先需要明确是用什
么色素， 什么工艺染色而成， 便于为
色彩复原打下基础。 “这就好比患者
去医院看病， 医生要先给其做初步检
查 ， 我们的工作就是给文物 ‘做初
检’。” 何秋菊说道。

事实上， 文保人员身上所承担的

责任和压力一点不比医生少， 纺织品
作为珍贵的文物， 能供他们做实验的，
仅是修复过程中脱落的一两根1厘米左
右的丝线； 另一方面， 纺织品所用的
植物染料色素多为多种色素的混合物，
而且有些还附着血渍等有机污染物等，
会对结果的判断造成影响。 而这些难
题都被何秋菊克服了， 历时两年， 经
上百次标准染料样品的测试分析， 她
提出了结合光谱及色谱分析技术分析
鉴定微量染料样品， 突破了微量植物
染料鉴定难的问题， 将纤维取样量控
制在0.5mm， 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

技术难题是一方面， 对于何秋菊
和同事来说， 更难克服的是心理上的
难关。 “我们学文保专业的人多少都
懂一些化学知识， 在做实验时， 提取
染料常会用到有机试剂， 这些挥发性
试剂多散发刺鼻的气味， 虽然会采取
防护措施， 但是我们都清楚， 常接触
这些试剂是不利于身体健康的 。 ”
何秋菊说， 为了不让家人担心， 她很
少和家人提起自己的工作内容， 心理
压力大的时候， 她会和同事说说， 彼
此鼓励安慰。 第二天， 他们又像不知
道化学试剂的危害一样， 一猛子扎进
实验室。 “一做起实验来就会忘了时

间， 别人都是被动加班， 我们是主动
加班。” 何秋菊笑着说道。

今年3月， 何秋菊申报的新型铝盐
施胶沉淀剂专利通过了专家论证， 目
前正在公示阶段。 新型铝盐施胶沉淀
剂也许您听着挺陌生， 但对明矾大家
一定有所了解， 前者正是明矾的替代
材料， 且固色、 助留效果等比明矾至
少优越几十倍。 胶矾水是一种书画修
复中固定绘画颜料， 防止颜料晕染的
传统材料， 但书画修复领域的工作人
员都知道， 胶矾水会引起纸张的酸化、
变黑， 以至彻底糟朽。 既然它有缺陷，
为什么还离不开它呢 ？ 从2013年起 ，
何秋菊就开始思索这个问题。 通过分
析其化学结构， 她发现， 胶矾水中的
明矾 （白矾） 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材料，
它的优点和缺点均来自于其中的铝离
子。 “只有清晰了它的优缺点， 才能

避开缺点， 发挥优势。” 由此， 何秋菊
开始筛选、 寻找替代品， 通过反复摸
索合成材料、 合成方法、 配比、 条件，
研发出了新型铝盐施胶沉淀剂， 且不
局限于实验室应用， 在市购书画固色
上， 其也得到了很好的应用。

何秋菊说 ， 喜爱是前进的动力 ，
工作十年来 ， 她为工作付出了很多 ，
去年八月， 她锁骨骨折了， 只休息了
一个月， 她就扶着胳膊上班了， 到现
在钢板还在右肩膀里， 没时间做手术
去掉。 周围人劝她抓紧去做手术， 她
咧嘴笑道： “我也想去， 事情太多了，
而且好多都涉及重点实验室的声誉！”
在何秋菊的心目中， 文物保护不仅是
工作， 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重
点实验室的声誉是历任领导辛辛苦苦
奋斗而来的， 他们打下的江山， 我们
要守护好， 延续下去。”

“我喜欢博物馆， 喜欢博物馆里
的文物以及文物背后的故事， 更喜欢、
赞叹这些文物背后蕴藏的博大精深的
中国古代文化。” 首都博物馆保护科技
与传统技艺研究部员工邵芳说。

邵芳毕业于南京大学地球科学系。
此前， 她在地质系统工作， 在实验室
负责化学分析。 2004年， 首都博物馆
新馆落成， 为了提升科研层次， 首博
决定在文物保护修复中心组建实验室，
也就是建立一个真正的 “文物医院”，
身具地质专业特长的邵芳来到了首都
博物馆工作。

“我们当时来的很多人都是纯粹
的理科背景， 为了让我对文物多一些
了解， 当时的老馆长就安排我到各个
修复组去见习。” 邵芳回忆说， “我首
先到了青铜组， 当时分给了我一件三
羊罍。 这件文物其实非常完整， 而我
需要做的工作就是除尘保护， 比较简
单， 但因为是一件一级文物， 我既感
到紧张， 又有点兴奋， 所以都激动得
手有点发抖。”

邵芳坦言， 虽然是 “半路出家”，
但因为爱人从事考古工作， 她也曾经
到考古发掘现场观摩学习， 所以对文
物不算陌生， 但是当一件如此重要的

文物交到她手里， 责任感和庄严感油
然而生， 自己暗想， 如果自己工作的
不好， 就愧对祖先的遗产， 愧对领导
的信任， 愧对新首博了。

文物是具有历史、 艺术和科学价
值的历史遗存，文物的文化内涵极其厚
重。文物保护修复工作的目的是使文物
“永葆青春”，因此其意义重大。 文物检
测分析研究是文物保护修复工作的依
据和基础， 邵芳所从事就是这一工作。
这项工作可以说是既光荣又重要。

“不熟悉我们工作的人会认为 ，
我以前的专业学习和工作经历跟文物
保护不搭边， 但实际上， 我所学的专
业重点恰恰是岩矿地球化学， 在博物
馆工作 ， 我完全可以发挥专业优势 ，
更深层次地了解文物材质的物理化学
性质及其腐蚀机理， 给予文物保护修
复工作强有力支持。” 邵芳解释道。

2008年， 邵芳参与了首博文物保
护修复中心实验室的建设， 凭借着良
好的理科背景和地质学基础， 在加上
勤学苦思， 在很短的时间内， 邵芳就
熟练掌握了一系列大型仪器的操作和
数据分析工作。 2015年到2016年， 首
博保护科技与传统技艺研究部开展了
“基于无损检测技术的中国古玉鉴定研

究” 这一课题。 邵芳和同事们使用三
维视频显微镜 、 X射线荧光分析仪 、
激光拉曼光谱仪等仪器对馆内以及
来 馆展出的200余件玉器进行无损鉴
定， 以确定玉器的制作工艺、 成分和
结构等。

邵芳说， “以前的检测分析都是
有损的， 我们只能使用一些玉器文物
的残片来分析研究， 所以比较完整的
玉器， 我们就不能做了。 也正因为无
法做无损的分析检测， 导致了一些错
误， 比如有的 ‘美玉’， 按照现在的界
定， 其实就是石英或者玻璃， 经过我
们的鉴定研究， 才验明真身。”

近些年， 文物保护理念不再是文
物腐蚀之后的修复， 而是从营造合适
的博物馆馆藏文物保存环境的角度对
文物进行预防性保护， 这也是邵芳目
前最重要的工作内容之一。

“不同文物， 材质不一样， 不同

的材质需要的环境是不一样的。 就拿
相对湿度来说， 青铜器最适宜的湿度
是35%左右， 而纺织品 、 纸质文物就
是50%—60%。 2010年左右， 保护科技
与传统技艺研究部跟厂家合作研发了
环境温湿度无线监控系统， 应用在库
房、 展厅等位置， 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但也有不够完善的地方， 比如说， 监
控仪表的布置点不尽合理， 目前我们
正在完善系统软硬设施设备 ， 同时 ，
我们还适时跟进最新的文物保护理念，
比如 ， 准备将有害气体 、 PM2.5等方
面的监测都加进去。” 邵芳表示。

“我们要努力使文物处于一个稳
定、 洁净的安全生存环境 （之中 ）。”
邵芳说， “就拿文物库房来说， 库房
的结构布局 、 安防消防 、 采暖通风 、
温湿度等都有明确要求。 对于展厅中
文物存放的小环境， 也会以专门的设
备控制温湿度、 光照和灰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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