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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提质增效 标准先行

我国档案卷帙浩繁、形成年代久远、

载体形态各异，同时我国幅员辽阔，不同

地区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差别很大，加之

档案保管条件各不相同等原因，现阶段，

各地档案部门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档案破

损、虫蛀、霉变、纸张酸化、字迹褪变等老

化现象。在开展档案修复时，由于不同地

区、不同单位保存对象、技术力量、设施设

备不同，抢救与修复工作方法、技术水平迥

异，就使得档案抢救修复质量参差不齐，

因此，暴露出一些普遍存在和亟需解决的

突出问题。

《纸质档案抢救与修复规范 第3部

分：修复质量要求》（以下简称《修复质量

要求》）（DA/T 64.3—2017）是继《档案

修裱技术规范》（GB/T 25—200）后颁布

的一项与档案修复相关的档案行业标准，

目的是进一步明确档案修复质量要求，规

范修复工作，以实现从经验修复到科学修

复、从技术修复到技术加管理修复、从数

量考核到质量加数量考核的转变。 

《修复质量要求》的定位

档案修复技术主要包括档案修补、托

裱、去污、去酸、字迹加固、字迹显示与恢

复、更换卷皮（卷盒）、整平、干燥等。档案

修复技术的实施离不开修复工艺、修复材

料和修复过程等。修复技术的发挥与修复

方法、修复设备、修复工作者个人能力等

诸多因素相关，因此，上述因素都会直接

影响到档案修复质量。在制定《修复质量

要求》时，首先要考虑档案修复对象的复

杂性、技术的繁琐性及具体方法，其次要

考虑修复活动的普遍性和共性问题。《修

复质量要求》遵循档案修复原则，参考了

如图书古籍修复、纸质文物修复等相关领

域规范。针对手工操作难以判断质量好坏

的特点，《修复质量要求》对修复工作中

的每一项具体操作都尽可能引入量化指

标，使其更加具有指导性和可操作性。

《修复质量要求》引用的标准有：《档

案修裱技术规范》（DA/T 25—2000）、

《古籍修复技术规范与质量要求》（GB/

T 21712—2008）、《档案工作基本术语》

（DA/T 1—2000）、《古籍特藏破损等级

标准》（WH/T 22—2006）。《档案修裱

技术规范》对档案托裱技术操作进行规

定，涉及装裱材料、装裱方法和装裱步骤，

但缺少去酸、去污、字迹加固等技术内容；

《古籍修复技术规范与质量要求》对装帧

形式、修补质量、修复材料等有所规定，但

讨论的对象是古籍。在编制过程中，除了参

考和引用这些标准，还要兼顾档案破损的

各种情况和修复技术的自身特点。

《修复质量要求》要符合档案部门修

复工作实际情况，并能够在修复工作中被

参考和应用。档案修复技术以手工为主，

操作随意性大，因人而异，容易出现修复

质量良莠不齐的情况。因此，仅有修复原

则和引用标准是远远不够的。修复质量管

理要依据一套可靠完善、可操作性强的档

案修复质量标准，档案修复操作流程、方

法、选材、技术要求等都需要有普适性、

中立性和规范性。普适性即一般操作者通

常情况下必须达到的技术要求，在实施修

复技术时需要遵循的操作方法和流程，比

如托裱过程中字迹不洇化、不扩散或纸张

无皱褶等；中立性是既不能将标准定得太

高，又不能将标准定的达不到质量要求。

中立性要求技术指标要符合实际情况，

操作中既有约束，又不失灵活性；规范性

就是指修复过程中要遵循《修复质量要

求》，针对不同程度的破损档案，制定不同

的修复方案，如选择修复材料时，修复纸

张要比原件纸张薄、颜色要浅。《修复质

量要求》不能覆盖所有档案修复的偶发性

或特殊性问题，尤其是对于一些特殊纸张

和字迹的档案破损，该标准涉及较少，如

硫酸图纸修复等。

纸质档案修复技术质量要求

《修复质量要求》规定了修复过程中

的所有技术要求，其中涉及对每一项单独

技术的要求，如去酸、去污、字迹加固、字迹

恢复、黏合剂和修复用纸的选择、修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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燥、裁切、装订、修裱、修复后档案外观等。

目前，去酸技术是档案、图书、文物

保护等相关领域的热点议题和难点问题。

《修复质量要求》规定，档案纸张pH值在

6.2以下的可以考虑实施去酸技术。去酸技

术包括液相去酸和气相去酸，目前，档案纸

张去酸技术一般选择液相去酸。液相去酸

包括水溶液去酸和无水去酸，遇水字迹扩

散的档案不能采用水溶液去酸处理。去酸

后纸张要有一定的碱储，以便在日后保存

过程中可以起到抗酸和缓冲的作用。

保存过程中，难免出现档案附有灰尘

颗粒、泥斑、霉斑及有机物腐烂后留下斑

迹的情况，针对不同污渍和污斑，应采取

不同的去污方法。去污时要尽可能减少对

档案原件的不良影响，同时也要尽量减少

去污物质的残留。对水斑、泥斑、铁锈斑或

霉斑等进行去污时，可考虑与纸张修补或

修裱等步骤同时完成，以此来减少纸张遇

水次数。

对字迹加固和字迹恢复技术的主要

要求有：要做到加固剂对纸张、字迹基本

无影响；使用字迹加固、字迹恢复技术后，

要保证在日后保管中残留物对纸张、字迹

基本无影响。字迹加固、字迹恢复技术要

有明确的应用范围。

修裱技术是对破损档案进行“修补”

和“托裱”的技术，可明显提高纸张强度并

有效延长档案寿命。档案修补技术是对残

破档案进行局部修整的技术，一般适用于

载体整体强度适中，但存在局部残缺、有

孔洞或装订边狭窄的档案。在操作中，修

复人员应根据档案原件破损情况，采取补

缺、接边、溜口、挖补等技术。修补时，补

纸的性质，如原材料、加工工艺等应与原件

纸张相同或相似，厚薄、颜色等应略微低

于原件，补纸纹路应与原纸张一致。围绕

破损边缘2mm处刮掉多余的残破材料，沿

补纸边缘撕出或磨出一个斜面，避免搭接

处过厚。随后，在补纸上垫撤潮纸排实，

以免补纸脱落。溜口或加边时，档案的接

口宽不能超过2mm，接口处垫纸排实。浆

糊使用要适量，厚薄要均匀，补纸颜色、

质地、厚度及帘纹应与原件纸张相同或相

似。使用纸浆补洞机时，纸浆投放要适量

并与纸张结合紧密。纸张正面要干净，无

多余的纸浆残留。要做到修补过的地方不

缩不皱，平整洁净，无浆糊痕迹和水渍。

最小干预是档案修复过程中必须遵

循的原则，除非档案破损程度很大，否则

对能修补的破损档案绝不要采用托裱方

式。对托裱技术的主要要求有：对凡字迹

遇水洇化的档案原则上选择干托法，如需

要湿托，则需要首先加固档案字迹，然后

再托裱。刷浆水时，排笔蘸浆自右向左呈

“米”字形或“介”字形运笔刷平，刷平后

排笔从一端开始向另一端上下刷动，刷完

为止，必须刷均，不能漏刷。每张托裱的档

案必须垫纸吸潮排实，不能在档案表面直

接使用棕刷，以免刷花、刷破；托裱纸张

要平整，原件栏线要正、直，无死折；修补

和托裱时字迹和印章要完整，不跑墨、不

掉色、不洇化、不扩散。对修裱效果要做到

“宁薄勿厚、宁软勿硬”，同时要“薄、光、

平、软、长”。 

对于纸张粘结在一起、难以分离的档

案，如“档案砖”，在实施纸张分离的操作

中，要尽力保证档案纸张完整。两张纸粘

接十分牢固者，不能硬揭，要保留有字的

部位，不能在揭取时因撕破纸张而导致字

迹信息无法读取。修复后，裁切纸张时不

能裁掉档案原边和字迹；裁切边缘要正、

直，不得有毛茬。

档案修复后装订基本要求:要按原档

案形式装订，不能破坏档案原装订形式；新

案卷按三孔一线，用棉线装订，做到结实、

整齐、不掉页、不倒页、不损坏纸张、不妨碍

阅读；装订线不能遮盖字迹；档案卷皮的地

脚和装订边应尽量对齐；装订松紧适度。

档案修复质量管理的组织实施

将修复后档案与修复前档案进行对

比，要做到修旧如旧，保持档案原貌，不

丢掉只字片纸，不明显增加厚度，妥善保

护与档案内容有关的历史痕迹。修裱后，

可随机抽查修复质量，也可以逐卷、逐件

或逐页检查，检查样本的抽取主要依据

档案的重要程度和检查组织形式而定。检

查档案修复质量可以通过直接观察或用

手触摸，检查修复后档案的纸张是否达到

“薄、光、平、软、长”的要求。馆藏单位可

以将已完成的、质量上乘的、采用不同修

复形式的档案作为参照，在每次修复工作

完成后，通过参照对比，分析判断其是否

达到要求。

档案修复完成后，修复单位可组织多

年从事档案保护和修复的技术人员或依

据《修复质量要求》进行逐项检查和评

估，也可委托与本单位无关的第三方进行

检查和评估。第三方应具备一定的技术

力量，并配备具有多年从事档案修复工作

经验的专家。第三方检查时，样本的选取

可采用随机抽查、普查与重点检查相结合

的方法，检查完成后出具检查报告。对于

重要档案或专题档案，在集中完成修复任

务后，可组织专家进行现场验收。

修复方法科学规范、安全可靠和修

复质量高效是评估修复工作的原则。修复

质量标准实际上是对修复方法合理与否

的判断，修复质量标准与修复技术标准的

颁布都是为了更好地规范修复工作。档案

修复“质”和“量”是一对矛盾，参照《修

复质量要求》，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修复数量，降低修复速度，在实际工作中

务必要保证修复质量，不可一味地追求

速度。

随着档案修复技术的不断发展、修复

方法的多元化及修复对象范围的扩大，《修

复质量要求》还需要不断补充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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