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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提质增效 标准先行

制定意义

我国各级各类档案馆保存着大量的

纸质档案，据统计，截至2016年年底，各

级综合档案馆保存的档案有6.5亿多卷

（件）。由于年代久远、纸张和字迹多样

以及保管条件不同等原因，造成很多档案

有不同程度的破损。为更好地了解档案破

损程度及破损数量，并深入研究档案致损

原因，有针对性地制定修复计划和科学开

展修复工作，国家档案局组织制定《纸质

档案抢救与修复规范 第1部分：破损等级

的划分》(以下简称“破损标准”)（DA/T 

64.1—2017），并于2018年1月1日作为中华

人民共和国档案行业标准颁布实施。“破

损标准”的实施将为科学评定档案破损等

级、全面了解馆藏档案保存现状、有序开

展档案抢救修复工作提供依据。 

我国多数综合档案馆普遍存在档案破

损量大、破损程度复杂、修复人员短缺、修

复速度赶不上档案破损速度等问题。问题

由来已久，可培养修复人员非一朝一夕，档

案修复不能赶速度，这种较为普遍的矛盾

不能在短时间得到解决，唯一可行的方法

是按照档案破损程度定级，分轻重缓急，突

出重点和有选择地进行抢救和修复，将有

限的力量用在最需要抢救的档案修复上。

确定修复顺序和修复方法是制定档

案抢救策略和计划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多

数纸质档案破损是由于年代久远发生老

化，外观呈现的老化特征多为内部结构或

成分发生改变。较为准确地判断档案抢救

时间，不但要了解纸张外在破损状态，同

时要检测纸张内部变化情况。如太早抢救

有过早干预之嫌，浪费人力、物力、财力；

如错过抢救最佳时机，则影响抢救效果，

严重的话可能无法恢复原貌。例如民国档

案抢救时间的确定，民国档案纸张酸化现

象较为普遍，酸化表征是纸张发黄、发脆，

内部变化是氢离子浓度增加。一般情况

下，纸张pH降到6.5，即轻度破损，就要密

切关注档案变化；若纸张pH快速下降到小

于6.2，即可考虑去酸处理，以抑制纸张酸

化情况，从而缓解纸张性能的下降。当纸

张pH≤4.0，纸张一触即碎，严重的话会成

粉末状，这样就失去了档案抢救的最佳机

会，修复的难度系数陡然增高，恢复原貌

的几率也同时降低。因此，民国档案抢救

不能晚于纸张pH≤4.0时。

“破损标准”将档案破损状况分为4

级，破损最为严重的为特残破损，理应进

行优先抢救，轻度破损可以暂缓修复。除

此因素外，档案抢救顺序需要根据各单位

具体情况，综合考虑档案价值、独特性、

社会利用等因素，确定抢救先后顺序。档

案破损等级的划分是一项复杂、细致的工

作，要对档案破损状态有较为全面的了解

和分析判断。主观、客观相结合，尤其是主

观判断，应尽可能符合客观现实，依据定

性分析和定量测试，以便制定科学的等级

划分。为便于“破损标准”的应用，应尽可

能依据量化指标确定破损等级。

制定依据

“破损标准”是遵循《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GB/T 1.1-

2009)编制的，包括前言、引言、正文和参考

文献 4个部分。“破损标准”的正文部分包

括适用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及标准

的所有条款。在编制过程中，“破损标准”

主要参照已经颁布的、与纸质档案抢救和

修复相关的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

准、指南及近年来出台的有关档案管理办

法等政策文件，参考与纸质档案、古籍、文

物保护修复相关的问题研究及纸质档案

破损自身特点。“破损标准”引用的其他相

关标准有：《古籍修复技术规范与质量要

求》（GB/T 21712—2008）、《档案修裱技

术规范》（DA/T 25—2000）、《档案工作

基本术语》（DA/T 1—2000）和《古籍特

藏破损定级标准》（WH／T 22—2006）。

考虑到档案破损情况复杂，“破损标准”涉

及的术语要体现档案特色、纸张特点，如

字迹洇化扩散、字迹褪色、字迹酸蚀等术

语。“字迹”属于档案制成材料之一，如果

纸张完好，字迹出现破损，则在档案抢救范

围之列，而《古籍特藏破损定级标准》未将

“字迹”纳入其中。《档案工作基本术语》

和《档案修裱技术规范》中规定的术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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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适用于“破损标准”。

纸张定损时应尽可能涵盖所

有破损状况，尽量做到描述简单、

明了，同时语言表达要准确、到位，

符合实际情况。档案修复人员的专

业水平、综合素质以及对纸质档案

破损的理解程度是决定此项工作

开展及开展效果的主要因素。专业

水平是指档案修复人员对档案形

成纸张、字迹等有一定了解，并掌

握一定检测技术，对修复工作有一

定经验，了解纸张各种病害特点。

综合素质是指档案修复人员对档案管理工

作、保护工作及修复工作性质、内容等的综

合理解和掌握。“破损标准”针对破损档案

进行定级，规定了划分纸质档案破损等级

的方法，目的是建立有效的档案分级保护

机制，为制定修复保护计划提供参考数据，

对科学保护档案，集中力量抢救、修复破损

或濒危档案具有重要意义。

主要内容

馆藏档案中出现的损坏情况主要有：

纸张酸化、老化、变色、霉蚀、虫蛀、粘连、

残缺、撕裂、折痕断裂、污染、絮化、鼠尿、

烧痕、水渍、褶皱、脆化、掉渣和字迹扩

散、酸蚀、背透、褪色、变色等，出现比例

和损坏程度不尽相同。上述症状有单独出

现，也有同时发生，没有一定规律。“破损

标准”将破损档案划分为4级：特残破损、

严重破损、中度破损和轻度破损。凡属“破

损标准”中病害情况之一者均被列为某一

等级。比如pH≤4.0，不用参考其他条款，

即可将档案列为特残破损。

在选择纸张病害等级时，“破损标

准”主要考虑病害的普遍性、危害程度及

发生频次，没有将所有病害列入其中，尤

其是不经常发生的病害。每一等级判断

依据有9～10条，主要指标有：pH、纸张老

化、霉蚀、虫蛀、粘连、残缺、污染、字迹扩

散、字迹褪色。其中，pH与纸张老化关系最

为密切，一般情况下，pH越低，纸张老化

速度越快。纸张老化的外在表征是纸张发

黄、发脆，内在的表现是机械强度降低，严

重时纸张成片渣状。pH可以用仪器测量，

数据客观呈现。按规定，纸质档案pH可采

用无破损酸度测量方法，在档案纸张上选

择有代表性的3点测量，取其平均值。

例如，图中档案纸张pH≤4.0，机械强

度严重降低，翻动时出现掉渣、裂口、破碎

的现象，破损等级定为特残破损。

“破损标准”中其他8项破损病害都属

于定性描述性指标，无法测量，很难量化。

为了便于开展档案破损等级划分，“破损

标准”将8项破损指标按百分率来计算，尽

可能量化。霉变、虫蛀、污染、残缺、粘连

等面积计算依据主观观察来估计判断。正

常情况下，破损面积＞30%和≤5%较容易

判断，即特残破损和轻度破损较易判断，

但对严重破损和中度破损判断时，较难掌

握。因为，破损面积在10%～30%较难掌

握。字迹定破损也只能定性描述，带有一定

的主观性，比如“严重影响识读”“勉强可

以识读”“基本可以识读”“基本不影响识

读”。每位判断者的分析判断都可能有一

定误差，但差异不应很大。为了在实际工作

中方便对“破损标准”的理解和应用，特将

纸质档案破损等级与之对应的破损症状

综合在一张表格中，一目了然，通过对照此

表，即可获得定损的关键信息。

档案破损等级划分是开展档案普查

或调查的前提，是一项基础性工作，在档

案普查中可以对纸张病害准确定位并归

类，同时也为修复方案的制定提供依据。

对于轻度破损档案，纸张性能较好，破损

不严重，有轻微污染、撕裂等症状的，只需

要简单修补、展平、去污即可；对于中度破

损档案，纸张边缘老化，破损不严

重，有轻微污染、装订线断损，轻度

粘连、字迹洇化扩散等，可采用修

补、加固或其他方法进行修复；对

于严重破损档案，纸张状况较差，

局部破损严重，有脱落现象或局部

残缺、虫蛀、严重粘连，病害在单

页面积达到20%以上，可采用修或

补或加固方法；对于特残档案，纸

张老化、酸化严重、糟朽成片，需拼

对，粘连成砖，破损面积大于30%的

档案，可采用托裱或修补的方法进

行修复。

划分档案破损并准确确定等级实际上

是对档案修复人员的一次考验，要求工作

人员熟知档案装帧形式和制成材料特性，

掌握修复技能，了解档案工作特点。只有具

备这些知识，才能在核查中依据“破损标

准”从档案外观、表征等因素诊断档案破损

情况、破损类型、破损部位，并确定破损等

级。档案形成时间不同，纸张特点、字迹类

型、装订形式、破损状况各有差异，“破损标

准”是对划分破损档案的共同约定，它强调

的是对所有纸质档案破损普遍情况的划分

依据和方法，考虑到标准制定需保持中立

原则，不可能囊括所有问题和特殊情况，因

此，在执行“破损标准”的过程中，可以结合

实际情况，做适当的调整、补充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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