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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里的文物居然长毛了……
这一怪事发生在陕西乾陵博物馆，专家科普南博“宝贝”如何保养

夏天到了，食物放
置不好容易长毛变质，但

你听说过文物也会长毛吗？端午
假期，一位网友在陕西乾陵博物馆
参观时，发现了两件文物长毛了，
这事迅速引发网友热议。对此，乾
陵博物馆副馆长陈女士回应称情
况属实，目前已经做了处理。据了
解，乾陵博物馆已经将相关文物撤
出展馆，进行检查、养护。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黄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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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科普文保工作：
恒温恒湿最基本也最关键

看到这条新闻后，不少南京
网友想问问，在如此潮湿闷热的
梅雨季节里，咱们南京博物院的
宝贝还好吗？对此，南京博物院
前典藏部副主任吴荣清老师请广
大网友放心，南博里的宝贝们都
好着呢！对于网上“文物长毛”事
件的网友热议，吴荣清分析称应
该是长霉菌了，“温度没有控制
好，肯定要长毛的”。

吴荣清介绍，南京博物院专
门有一个文保研究所，所里的专业
人员会对所有地上地下的文物进
行保护。目前，南博库房里一共有
44万件文物，“库房都是恒温恒湿
的，这是最基本也是最关键的，像
梅雨季这样的极端天气，我们就要
加强对恒温恒湿系统数据的观察，
每天都看，如果发现湿度过大，要
调整除湿机的使用功率”。另外，
吴荣清强调，梅雨季节，除了温度
控制外，适当的除霉也是很有必要
的，“特别是纸张类，有阳光的时
候，我们也会注意晾晒”。

“考古容易保护难，”吴荣清
老师说，“文物保护不光要有金
钱，精力的投入，更重要的是责任
心，凡事只要用心了，就不会有什
么问题。”

博物馆副馆长回应：
“是有这么个情况”

发现文物长毛的网友晒出的两件
文物都是人俑，其中一张图片显示文
物名称为“唐陶彩绘胡人俑”。图片
中，人俑从头到脚长满了细细的“绒
毛”，像在雪地里打过滚的“雪孩子”。

乾陵博物馆副馆长陈女士在接
受媒体采访时回应称“是有这么个情
况”。她表示，因为此前该文物遇到
天气、温度变化原因，出现“盐析”，呈
现出网友拍摄下来的类似于文物长
毛的情况。目前，相关文物已经撤出
展馆，在文物修复室里检查、养护。

据悉，这件“长毛”文物是一件陶
制胡人俑。但并非所有陶器都会出
现“盐析”情况。

陈馆长表示，有些陶制文物做过
脱盐处理，就不会因为温、湿度变化出
现“盐析”，而有些陶制文物由于各种
原因没有做脱盐处理，就会在一定环
境下出现“盐析”。“之前这一例文物也
发现过类似情况，只是它（出现问题）
的频率、频次很难确定。展柜里面有
温湿度调节。当我们发现这种情况
后，就及时做了处理。”

据乾陵景区官方微信介绍，乾陵
是唐王朝第三位皇帝唐高宗李治和
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的
合葬陵，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首批国家4A级旅游景区。

博物馆官博通报：
与墓葬埋藏环境有关

多数网友对陈副馆长的解释并不
买账，不少网友认为博物馆或多或少
存在管理上的失职，出现“盐析”情况
非一日之寒，属于低级错误。

从事文物保护教学科研的网友“P
大文保-ZH”分析:应该是盐分，文物
出土的时候没有脱盐，湿度变化诱导
出来了。拥有403万粉丝的大V“文
物医院”是上海博物馆文物保护科技
中心副研究员，他起初以为文物长出
毛是霉菌，点开大图分析感觉更像是
盐类矿物结晶。他指出，“文物长毛”
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墓葬里已形成，无
需修复；另一种是博物馆保存前没脱
盐造成析出，可以去除，不过这种现象
很少见，“不建议修复，可以做标本”。

6月 16日，@乾陵博物馆微博发
布《关于文物出现病害的情况说明》：
近日，有网友反映我馆文物展厅两件
陶俑出现“长毛”现象后，我馆立即将
这两件展品撤离展厅保养，及时邀请
相关专家对其进行会诊。同时，对展
厅环境、文物库房进行实地查看评
估。专家组认为，陶俑出现此类现象
与墓葬埋藏环境有关，初步判定陶俑
表面白色绒状物为“可溶盐析出”。为
明确病害原因，专家将进一步进行科
学分析检测，及时启动病害治理工
作，制定科学合理的保护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