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物保护修复中心



修复的原则、目标

●保持兵马俑的历史、艺术及科学价值为前提

●对陶俑陶马进行科学保护修复

●满足陈列展示、考古研究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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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提取残片

临时固型技术

脆弱遗迹提取：石膏提取法、聚氨酯泡沫提取法、环

十二烷提取法、薄荷醇及其衍生物提取法

�挂号



 

秦俑一号坑23探方11过洞弓弩遗迹



 

第二步：现状记录

第三步：病害调查

对秦俑残片上的所有病害进行调查评估。

对整个残俑，要进行现状记录。记录内容包
括残片的数量，破损程度，病害的类型和程
度，彩绘残留多少、有头无头，有无足履、
短裤、底袍等等，都要一一记录在案。

� 诊断

�填写病例



 

u刚出土后温湿度差异较大，彩绘层在较短的时间内发生急剧的变化 ；

u  埋藏过程中人为破坏、地下水侵蚀及冻融等作用 ，导致陶胎部分剥落或残缺不全； 

u埋藏土壤的下沉 、粘连导致彩绘陶俑 表面有大量的泥土附着物；

u土壤或陶俑内可溶盐在文物表面析出形成结晶 ；

u陶胎自身材料地下水的侵蚀、温湿度变化表面酥粉；

u地下水和土壤中的酸碱度、温湿度变化、微生物侵蚀导致彩绘胶结材料减少，彩绘层龟裂、脱落；

u一号坑建筑面积大，无法实施有效的温湿度控制。



第四步：检查分析

�

.

将检测分析结果和残片现状、病

害汇集，按照文物保护修复原则，

在全面观察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治

疗方案，以“对症下药”。

1. 彩绘分析(显微镜观察、
激光拉曼分析);

2. 成分分析：扫描电镜分
析;

3. 陶胎检测(拍X光片、超
声波检测);

4. 表面观察(超景深显微
镜); 

5. 颜色测量(色度在线测
量仪);

6. 三维扫描等等。

第五步：制定方案

医学检查

综合会诊



 

彩绘颜料分析结果



（陶俑的碎片清理遵循“边清理边保护”的原则，对陶片内

部和茬口的泥垢等病害，用牙科工具和竹片进行剔除，之后

用毛刷清理，再用乙醇擦洗，将土清理干净。）

·清理

（采用聚乙二醇（PEG200）和丙烯酸酯乳液联合保护加固法

进行加固处理。根据每件彩绘陶俑的具体情况，还会细分运

用不同的保护工艺，如喷涂法，点涂法，注入法等。）

·彩绘加固

（在拼对粘接陶俑的时候也要遵循“自下而上”“取大优先”

的原则。）

·拼对、粘结、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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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步：保护修复

共有5个步骤，分别为清理、彩绘加固、拼对、粘接、补
全。这个过程是秦俑修复过程中最主要的步骤，所用时
间也比较长。

手术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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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图纸的形式来呈现文

物信息，为了便于对文

物更细致的观察。

种类：现状图、病害图、

痕迹图、纹饰图、剖面

图、测绘图等。

形式：手工绘图、数字

影像、计算机制图、摄

影测绘、全息三维激光

扫描测绘等。

第七步：绘图

 

保护修复后的陶俑，

在修复室或修复现场

要存放1-6个月来观察

文物的彩绘加固情况、

陶胎的粘接情况、文

物的稳定性等等，发

现问题及时处理并记

录在案。

第八步：留观

 

保护修复的每件文物

都有一套完整的档案

形式有文字、图表、

照片、拓片、影像、

电子文件以及数字化

等等。

第九步：建立保护修复档案

 

文物保护修复完成后，

经过专家小组评估，

填写文物归还表。归

还文物收藏单位或博

物馆的藏品管理部门，

建立藏品登记号。藏

品登记号是唯一的，

相当于文物的“身份

证”。

第十步：归还文物
办理登记号

留观室 户口本 身份证



我是文物修复师

大家一起动手修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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