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稳当
,

此种情况稍有不慎极有可能造成器物

新的损坏
,

因此需选择一处在上下壁连接距

离最近的位置进行局部的补全
,

以加固结构

的支撑力
。

补全采用 U H U P L U S 加人环氧

颜料混合成近似器表色
。

加固处理

器物腹部裂隙相当严重
,

为增加整体强

度
,

需要对其进行渗透加固
。

具体操作时
,

是用小刷将 1
.

5 % 的 P ar 司O[ id珠涂刷在裂隙
处使其渗人器物材质内
,

在饰未干时
,

又

用 2 % P ar 司O[ id B7z 涂刷一遍
,

这种方法可使

P ar al
o id B7z 完全渗透
,

更好的起到加固作

用
。

四 总结

通过对这件青铜器的科学保护与修复
,

使其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得到了进一步再

现
。

表面的清洗保留了具有历史价值的古锈

色
。

科学的粘接
,

使器物表面颜色更加协

调
,

给人以美感
,

充分体现了其艺术效果
。

对有害锈的去除
,

阻止 了器物进一步腐蚀 。

缓蚀封护处理
,

有效的控制了有害锈的再

生
。

加固补全
,

减少了器物潜在的危险隐

患
。

对裂隙处的加固
,

增加了器物整体强

度
,

从而有效的延长了器物的寿命
,

达到了

科学保护文物的 目的
。

除此之外
,

我们认为文物的保护修复
,

不仅仅是把破碎的文物复原
,

把受自然力侵

蚀的文物寿命延长
,

而且是对其历史价值
、

科学价值
、

艺术价值的一个重新发掘
、

认识

和评价的过程
。

在对此表面清洗过程中
,

所

发现 口沿内侧的三个铭文以及两耳部位的铸

造工艺特征就说明了这一点
。

另外从科学的角度讲
,

我们的这次修复

保护处理
,

只是一次阶段性工作
,

对文物的

保护来讲
,

更重要 的是对其进行日常性的维

护 (或养护 )
。

时常性的维护工作才是延长

文物寿命的最重要的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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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题相关的科学分析均在西安文物

保护修复中心技术室进行
,

白崇斌先生提供

了样品扫描 电镜 ( S EM ) 分析结 果
,

樊绢

女士和张虎勤先生则分别提供了锈蚀样品的

傅立 叶 红 外 光 语 ( F r 1R ) 和 X 衍 射

(X R D ) 分析结果
,

谨表示衷心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