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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酸盐原位保护技术在文物保护中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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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总结了生物技术、仿生技术和原位脱酸技术等碳酸盐原位保护技术及其机理。通过案例分

析介绍了碳酸盐原位保护技术在不同种类文物保护中的应用(加固、修复、封护以及脱酸)及其效果。
最后,展望了碳酸盐保护材料与保护技术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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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酸盐是金属阳离子与碳酸根化合形成的一类

弱酸性盐类[1],在文物加固、修复、封护、脱酸等方面

具有广泛应用。用于文物保护的碳酸盐以碳酸钙为

主,也包括碳酸镁、碳酸钡、碳酸锶等盐类。
原位合成或者参与原位反应的碳酸盐具有与

文物本体材料相容性好、结合强度高、耐久性好、
保护过程安全系数高、保护技术实施便捷、保护成

本低等优点。通过刷涂、注射、喷涂、浇注、浸泡、
浸渍、接种、真空浸渍、系统滴注、雾化等方法[2-4]

将碳酸盐材料的前驱体原位合成碳酸盐保护材

料,或者将制备好的碳酸盐直接应用于文物本体,
可以起到加固、修复、封护、脱酸等保护作用[5-7]。
目前,大多数碳酸盐保护材料为微纳米结构,随着

材料科学的发展与保护技术的提高,碳酸盐保护

材料和原位保护技术在文物保护领域展现出良好

的保护效果。
作者将系统介绍碳酸盐原位保护技术及其保

护机理,并基于研究案例分析了碳酸盐原位保护

技术在多项文物保护工作中的应用效果,最后对

其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

1 碳酸盐原位保护技术与机理

  根据碳酸盐原位保护技术的反应过程和反应机

理,可以将其分为生物矿化、仿生合成和原位脱酸等。

1.1 生物矿化

  生物矿化技术是一种绿色环保的新型文物保护

技术,指在一定条件下通过生物体中蛋白质、氨基酸

等有机模板调控或者诱导无机矿物质形成[8],可以

从分子水平到介观水平对生成物的形状、大小、结
构、位向和排列进行精确调控和组装。生成的生物

矿物具有有序的结构和极佳的强度、断裂韧性、硬
度等物化性能,同时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9]。
利用生物矿化技术可实现石质文物修复和石材强

度增强。
生物矿化最主要特征是从分子水平控制无机矿

物相的结晶析出,使得生成物具有优良的物理和化

学性质。生物矿化可以生成不同类型的矿物质,如
碳酸盐、磷酸盐、硅酸盐、草酸盐、氧化物以及铁氧化

物等,其中以碳酸钙为主[10-12]。该技术对文物和环

境无污染,安全系数高,所需设备简单,易操作,便于

推广应用[13]。
生物矿化过程可分为四个阶段[14]。(1)有机大

分子的预组织(超分子预组织):在生物沉积前构造

一个有组织的反应环境,提供无机物成核的位置。
(2)界面分子识别:在已形成的有机基质组装体控制

下,无机物在溶液中的有机-无机界面处成核。(3)
生长调制:无机相通过晶体生长进行组装得到亚单

元,其形态、大小和结构等受到有机基质组装体的控

制。(4)细胞水平的再加工与调控:在细胞参与下,
亚单元组装成高级的结构。

生物矿化机理主要包括生物诱导矿化和生物控

制矿化两种方式,这两种方式都受控于有机大分子

基体,且包括吸附、聚集和成核结晶的过程[15]。微

生物诱导碳酸钙沉淀技术(MICP)属于生物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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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在过饱和溶液中,微生物新陈代谢产生的脲酶对

尿素进行分解,分解生成的碳酸根离子以微生物的

细胞壁或细胞外聚合物质作为晶体成核位点,与外

部环境中游离的金属阳离子发生反应形成沉淀,从
而形成生物型碳酸钙[16],其反应式见式(1)。MICP
主要受生物种类、钙源、钙离子含量、微生物含量、环
境温度和pH等因素影响,这些因素共同影响碳酸

钙的成核、沉淀或生长、相变等过程[17-20]。
Ca2++CO2-3 →CaCO3 (1)

1.2 仿生合成

  仿生合成技术是模拟生物体内的反应和天然物

质的结构,以有机分子的组装体为模板,精确控制无

机物的形成,
 

制备具有特殊结构和性能的新型材

料。其中,纳米材料的仿生合成是目前发展最快、最
有前途的仿生合成技术。在文物保护中,常采用仿

生合成技术将多种无机材料合成文物保护材料[21]。
仿生合成技术是一门交叉学科,涉及材料学、生物

学、化学、物理学、力学、工程学等多种学科[22-23]。
仿生矿化是通过模仿天然材料/结构的功能或

者模仿生物体内化学反应生产无机矿物材料的过

程。仿生矿化与温度、pH、粒子含量、过饱和度、无
机离子和有机物等因素紧密相关[23-25]。仿生矿化

最关键的步骤就是通过有机分子形成特殊官能团调

节无机物在其表面的成核与生长。从生物体直接提

取的有机基质或者人工合成的具有特殊官能团的有

机高分子添加剂可以作为成核模板,用来调控碳酸

盐的成核、生长和聚集,从而影响碳酸盐的晶型、形
貌、大小[26-30]。

碳酸化是指碱土金属氢氧化物等传统钙源以及

烷氧基钙等化学活性比较好的新型钙源在一定温度

和湿度范围内与二氧化碳反应生成碳酸盐物质的过

程,其主要的反应如式(2)~(6)所示。其中M2+表

示阳离子。碱土金属氧化物有氢氧化钙,氢氧化镁、
氢氧化钡和氢氢氧化锶等。

CO2+H2O=H2CO3=HCO-3+H+ (2)

HCO-3=H++CO2-3 (3)

M(OH)2=M2++2OH- (4)

M2++CO2-3 =MCO3 (5)
  总反应:

M(OH)2+CO2 →MCO3+H2O (6)
  碳酸化动力学取决于温度、相对湿度、添加剂的

种类和添加量、反应物表面积、气氛、二氧化碳含量

以及分散体系等参数,这些参数可以控制碳酸盐的

晶型、形貌、粒度大小等[31-35]。其中,相对湿度不仅

影响碳酸化速率和收率,而且会强烈影响反应体系

的过饱和度,使前驱体转化为可溶性的碳酸氢盐或

不溶性的碳酸盐,最终控制碳酸盐的成核密度、无定

形和结晶相的形成及其晶型,因此相对湿度是非常

重要的控制参数[36]。二氧化碳含量的增加会加快

碳酸化的进程[37]。在文物保护中,关于碳酸化作用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碳酸化过程和碳

酸化后碳酸盐的相结构。在碳酸化过程中,碱土金

属氢氧化物可能与有机物如短链醇反应生成其他物

质。RODRIGUEZ-NAVARRO等[38]研究发现,在
纳米氢氧化钙颗粒反应过程中,除了与二氧化碳反

应生成碳酸钙外,部分氢氧化钙还会与乙醇和异丙

醇反应,分别转化为乙醇钙和异丙醇钙,但醇化钙的

生成降低了氢氧化钙颗粒的碳酸化速率,并诱导形

成亚稳态的球霰石,不利于碳酸化过程。
1.3 原位脱酸

  原位脱酸技术是指碱性气体或者液相对文物本

体中游离的酸性物质进行中和的技术,常应用于含

纤维素文物的保护,例如纸质文物、木质文物等。脱

酸主要有四种方法,分别是固相法、液相法、气相法

和纳米脱酸法[39-40]。
固相法是将碱性固体粉末颗粒如碳酸盐直接喷

在文物纸张上,使碱性物质沉积,实现脱酸目的。液

相法是以溶液(碱性水溶液、缓冲溶液、碱性有机溶

剂)为介质,通过浸泡、喷雾等方式对文物本体进行

处理,使溶液中的碱性物质与酸性物质反应达到脱

酸的目的。液相法又可分为水溶液脱酸法和有机溶

液脱酸法。水溶液脱酸法以水为溶剂溶解氢氧化

钙、氢氧化镁、碳酸盐和碳酸氢化物等碱性脱酸剂进

行脱酸,该方法无毒无害。有机溶液脱酸法以有机

溶剂为脱酸剂的载体进行脱酸,降低了脱酸过程中

脱酸剂对纤维间氢键的破坏。气相法是以可挥发性

碱性气体如碳酸环己胺等为脱酸剂实现对含纤维素

文物的脱酸。纳米脱酸法是将纳米前驱体颗粒渗入

文物本体纤维之间,使其与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和水

发生反应生成弱碱性碳酸盐,随后弱碱性碳酸盐与

酸性物质发生中和反应,完成脱酸保护[41]。碳酸盐

可在纸质文物本体内部形成碱性储层,有效防止其

进一步酸化[42]。此外还有一些新型脱酸法如超临

界二氧化碳脱酸等。

2 碳酸盐原位保护案例分析

  大量的研究案例表明,碳酸盐保护材料可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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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原位保护技术对文物本体进行保护,以下将对石

质文物、壁画、骨角质、土遗址、有机质文物等原位保

护的国内外案例进行简要分析。
2.1 石质文物保护

  石质文物是直接或者间接利用天然石材加工而

成[43-44]。常见的石质文物材料包括石灰石、大理

岩、花岗岩和砂岩等天然石材。石质文物虽然质地

坚硬,但在自然因素(物理、化学、生物等)和人为因

素影响下,文物本体会发生机械损伤、表面(层)风
化、裂隙、空鼓,以及微生物和动植物导致的病

害[45]。岩石的材质不同,所受到的病害类型和程度

也有所不同。石灰石、大理石等石质文物的主要成

分是碳酸钙,通过将碳酸盐保护材料填补在石质文

物本体内部的风化孔洞中以矿物桥的形式重建风化

碎块之间的结合力,或者在石质文物本体内部原位

合成新的碳酸盐网络,提高风化石质文物的力学强

度,可以达到加固保护石质文物的目的,并且碳酸盐

保护材料具有优异的相容性。
ZHU等[46]通过合成聚多巴胺(PDA)修饰纳米

石灰(NL)材料(PDA@NL),对砂岩石样进行原位

碳酸化加固。PDA通过氢键均匀分布在NL粒子

表面,使NL的比表面积变得非常高。刷涂在石样

表面的NL或PDA@NL悬浮液会渗透进入石样

中,由于PDA@NL悬浮液在石样中的渗透深度比

纯NL悬浮液更深,因此PDA@NL对石样具有较

好的加固作用;而且PDA@NL有助于改善石样的

强度,但对其透气性、孔隙度和孔径分布没有明显的

影响,并且碳酸化后的产物对石材也没有明显的副

作用。LOPEZ-ARCE等[47]利用酵母发酵系统加速

氢氧化钙纳米颗粒的碳酸化,对受损的石灰岩进行

加固。高湿度环境中,酵母-糖溶液中的酵母发酵释

放出二氧化碳和乙醇,加速了纳米氢氧化钙在2-丙
醇胶体分散体系中的碳酸化过程,经过28

 

d原位生

成了100%CaCO3 (文石和方解石)。结果发现,高
湿度条件和酵母-糖溶液系统可以改善风化受损石

灰岩的力学性能。WEN等[48]通过双置换反应,采
用不同的表面活性剂控制碳酸钙的结晶过程,在砂

岩表面沉积了不同晶型的碳酸钙膜。该膜层可有效

阻止外界水分进入,使砂岩的耐候性大大提高。与

传统的细菌矿化技术相比,该方法对碳酸钙的晶型

和形貌的控制较容易,保护成本低,对砂岩的保护作

用也较强。WANG等[49]开发了一种新型浸入式碳

酸钙涂层,可应用于存在石膏结壳的石灰岩文物。

他们将乙醇酸钙/尿素的乙二醇溶液喷涂在石膏壳

表面,加水使其碳酸化生成碳酸钙涂层,其中尿素作

为碳源。该涂层有助于改善石样的密度、表面硬度

和表面强度等,且具有优异的稳定性和相容性。
与自然界中碳酸盐相比,生物型碳酸盐往往具

有更高的硬度和更好的耐腐蚀性,可增加石质文物

的强度,降低其渗透性等,可应用于石灰岩、大理石

等石质文物的保护[50]。ZAMARREÑO
 

等[51]将淡

水细菌作为石材生物固化剂,对碳酸盐晶体进行了

组织学染色处理。结果表明,活性细菌很少以单个

细胞或多个细胞聚集的形式存在,而是沉淀成为碳

酸盐晶体的组成部分。RODRIGUEZ-NAVARRD
 

等[52]对西班牙格拉纳达三座历史建筑石灰岩石碑

的选定区域进行了新型生物原位处理,通过喷涂细

菌(黄色黏球菌)培养基和无菌营养液(无菌 M-3P
溶液)选择性激活石材内的产碳细菌,原位保护三座

历史建筑的受损石灰岩。结果表明,这种新型生物

固结方法不会堵塞石材孔隙,未造成石材颜色的明

显变化,未产生有害菌群。JROUNDI等[53]提出了

一种新型细菌自接种的方法用以保护石质文物,并
将其应用于圣赫罗尼莫修道院(西班牙格拉纳达)的
石灰岩保护。他们用专利培养液(M-3P)激活和培

养从石材细菌群落中分离的产碳细菌(本土细菌群

落),然后将整个产碳细菌群落与M-3P培养液一起

原位应用(自接种)到同一块风化石材上,生成了有

机胞外聚合物(EPS)-碳酸钙(CaCO3)杂化纳米复

合材料。所形成的细菌方解石在水和盐溶液中都不

易溶解,且强度非常高,在24月内自接种处理岩石

没有出现盐风化石颗粒崩解(砂化)和加固材料损

失。该方法可以提供较好的加固效果,通过细菌介

导系统诱导碳酸钙矿化,且无需微生物生长所需的

活细胞和营养物质。PERITO等[54]用枯草芽孢杆

菌细胞组分(BCF)诱导碳酸钙沉淀,先在石板进行

测试,又在意大利安格拉大教堂遗址主正面的选定

区域进行试验。他们将冻干的BCF溶解在氯化钙

溶液中,然后用过饱和Ca(HCO3)2 溶液(Super
 

C
溶液)喷洒在石材表面,以提供Ca2+和二氧化碳。
在BCF处理过程中,观察到孔隙内形成了新的生物

方解石,吸水率明显下降。但该方法在石质文物原

位合成加固的应用长期性还需进一步评估。
2.2 壁画保护

  壁画主要分为建筑壁画、石窟壁画和墓葬壁画

等,也可分为干壁画和湿壁画两大类[55]。由于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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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为因素的影响,壁画会出现龟裂、剥落、褪色、空
鼓、变色、酥碱、地仗层脱落、粉化、破裂、颜料层脱

落、霉变等病害[56-57]。有机材料是壁画保护广泛

使用的材料,但其存在耐老化性差、兼容性差、使
用寿命短等缺点[58]。而碳酸盐保护材料可以避免

有机材料的一些劣势,使颜料层长期固定在碳酸

盐网络中。

图1 壁画保护前后对比[60]

Fig.1 Comparison
 

of
 

mural
 

painting
 

befor
 

(a)
 

and
after

 

(b)
 

conservation

在壁画原位引入分散性、渗透性均较好的纳米

前驱体溶液使其原位生成纳米碳酸盐,可以实现对

壁画的原位保护。对于病害严重且面积大的壁画,
一般采用刷涂前驱体溶液的方式进行保护;对于面

积较小的壁画则可用滴注前驱体溶液的方法。
SALAMA等[59]先用氯化钙、氢氧化钠和 Triton

 

100制备了纳米氢氧化钙,再加入异丙醇配制成悬

浮液,将悬浮液刷涂在圣耶利米修道院湿壁画背面

对壁画进行保护。悬浮液渗透到壁画结构内部,再
与二氧化碳结合产生碳酸钙,从而起到加固效果。
SALAMA等[60]将纳米石灰颗粒分散在乙醇溶液

中,通过涂刷日本纸的方法将分散液注入埃及科普

特壁画裂缝,使壁画处生成连接新旧碳酸钙的碳酸

盐结构网络,从而对壁画起到保护作用。图1为壁

画保护前后对比。ZHU等[61]开发了一种简单、经
济的合成Ca(OH)2-BNNS混合物水相方法,并采

用该方法对唐代的古墓壁画进行碳酸化加固。结果

表明,碳酸化加固后生成了新碳酸钙网络,使壁画具

有更好的阻燃性能,可以有效防止火灾。为了更加

有效地利用和捕获二氧化碳,GU等[62]开发了一种

石墨烯基纳米材料保护壁画的方法。他们通过水化

法合成聚丙烯酸功能化石墨烯/纳米氢氧化钙材料

[PAAG@Ca(OH)2],并将溶解于乙醇的PAAG@
Ca(OH)2纳米复合材料刷涂在壁画模拟样品表面。
由于该纳米复合材料具有高孔隙率、强吸附性、良好

的亲水性和渗透性,易于捕获和存储周围环境中的

二氧化碳,使其在文物本体中更易于发生碳酸化。
生物矿化原位合成生物型碳酸钙也可应用于壁

画保护。HELMI等[63]通过球形芽孢杆菌合成生物

型碳酸钙对壁画进行加固保护,研究了pH、温度、
脲酶含量等因素对碳酸钙形成的影响。结果表明,
当乙酸钙作为纯钙来源,葡萄糖作为碳的纯来源时,
碳酸钙的产率最差;碳酸钙的最佳沉淀温度为

35
 

℃,脲酶的最佳质量浓度为1
 

g/L。
2.3 骨角质文物保护

  骨角质文物主要包括人类和动物的骨骼、牙齿

以及各类骨器等,其主要成分为磷酸钙、碳酸盐及氟

化物等。由于温度、湿度、微生物、酸碱等因素的侵

蚀破坏,骨质文物会发生开裂、表面粉化、剥落、力学

强度降低、霉变腐烂等不同程度的病害[64]。碳酸钙

是骨骼的主要无机组成成分之一,碳酸盐保护材料

具备优异的兼容性,可以对骨质文物进行一定程度

的保护。
利用纳米颗粒分散体系在骨质文物本体原位生

成纳米碳酸钙可以对骨角质文物进行加固保护,此
方法将纳米技术与仿生技术结合起来,具有优异的

保护效果。文石和方解石是纳米碳酸钙的主要晶

型。SALVATORE等[34]通过磷酸氢二铵(DAP)水
溶液与分散在2-丙醇中的氢氧化钙纳米颗粒的碳

酸化反应对铁器时代人骨进行固结。NATALI
等[65]将氢氧化钙纳米颗粒分散在2-丙醇溶液中形

成分散液,以胶原蛋白作为有机模板,将分散液反复

渗透进入骨样处,使其发生原位碳酸化生成文石晶

体。碳酸化后骨样无剥落和酥化现象,表面更加致

密和光滑,孔隙度降低,骨组织的硬度和强度增强。
微生物诱导碳酸钙沉积也可用于加固骨质文

物。葛丹阳[66]以氯化钙作为钙源,尿素为碳源,利
用巴氏芽孢杆菌在考古骨的表面诱导生成碳酸钙,
得到有机-无机复合型方解石,实现对考古骨的加

固,其经生物碳酸钙加固前后的形貌如图2所示。
测试表明,加固后考古骨的孔隙率大幅下降,抗压强

度显著提高。
2.4 土遗址保护

  土遗址是指用土作为主要建筑材料的遗址,例
如土城墙、土塔、墓葬坑等[67]。泥土是一种相对脆

弱的材料。由于受到温度、水化学作用、风蚀、生物

作用、可溶性盐等自然因素以及人为因素的影响,土
遗址会发生开裂、剥落、坍塌、表面风化等不同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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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考古骨经生物碳酸钙加固前后的对比

Fig 2 Comparison
 

of
 

archaeological
 

bone
 

before
 

 a 
 

and
 

after
 

 b 
 

biological
 

calcium
 

carbonate
 

reinforcement

的损害[68-69]。近年来,按土遗址防风化材料的化学

成分可将其分为无机材料、有机材料、复合材料三大

类。作为土遗址防风化材料,纳米氢氧化物具有分

散性好,不易团聚,易渗透等优点。将纳米氢氧化物

渗透到土遗址内部并碳酸化生成纳米碳酸盐可以实

现对土遗址的加固。
微生物诱导碳酸钙沉淀技术(MICP)和酶诱导

碳酸钙沉淀技术(EICP)等生物技术在土遗址中诱

导或调控生成新的碳酸盐网络,从而完成土体加固

保护工作。MICP技术多用于加固砂土等颗粒尺寸

较大的土遗址,而EICP
 

技术多用于加固颗粒较小

的黏土遗址。LIU等[70]采用 MICP技术对古黏土

屋面瓦进行了保护。他们以巴氏芽孢杆菌DSM33
作为钙化细菌,氯化钙和尿素作为胶结剂,采用刷涂

法将细菌和胶结剂涂于样品表面,使表面形成抗侵

蚀层(防水保护层)。结果表明,MICP技术可通过

改变古黏土屋面瓦表面的微观结构来提高其耐水

性,较高含量的细菌和胶结剂可以提供更好的保护

效果,有助于改善古黏土瓦的耐候性,且对其透气性

和颜色没有副作用。
2.5 有机质文物保护

  有机质文物主要由蛋白质、纤维素等天然高分

子材料组成,如纸张、纺织品、皮革、木制文物等[71]。
大部分有机质文物都含有纤维素,但是在温度、相对

湿度、太阳辐射、微生物作用、pH等因素的影响下,
纤维素会发生解聚,使有机质文物的稳定性下降,从
而降低文物的强度等性能[72]。在文物保护中,碱土

金属氢氧化物和碳酸盐的脱酸效果是非常优异的,
它们与底物组分具有良好的兼容性,同时可以中和

酸性物质。在一定温度和相对湿度范围内,碱土金

属氢氧化物纳米颗粒分散体系能够与二氧化碳反应

产生碱性储层或缓冲层(主要是碳酸盐),防止纤维

素老化[73],确保了有机质文物的长期保存。碳酸盐

保护材料由于具有独特的透过性、较低的副作用、保
护成本低等优点,成为一种重要的碱性脱酸物质。

王思浓等[74]采用无水乙醇-纳米碳酸钙对局部

酸化残卷的纸张进行局部脱酸处理。结果表明,用
该方法处理后的纸张具有优良的抗酸抗老化性能。
纳米石灰脱酸后转化为碳酸钙,可以作为碱性储备

层或者碱性缓冲层,具有良好的物理化学相容性。
碳酸钙具有一定抗酸作用,又能增加纸质文物的白

度。MALEŠǏC等[73]研究了含纳米氢氧化钙和纳

米碳酸钙的乙醇和2-丙醇分散液对纸张稳定性的

影响。结果表明:经含纳米氢氧化钙的两种分散液

处理后,纸张的pH大于9,这可能对纸张产生损

害;而经含纳米碳酸钙的两种分散液处理后,纸张颜

色变化较小,这两种分散液更适合作为脱酸剂。
MA等[75]以碳酸钙作为超疏水脱酸填料,采用化学

气相沉积技术制备了高透明度聚二甲基硅氧烷涂层

(其中纳米纤维素包覆碳酸钙颗粒)。该涂层不仅可

以对纸质文物进行脱酸处理,增加纸张的强度,同时

具有自清洁功能,可对文物纸张进行超疏水改性。
SCHOFIELD等[76]通过在不同等级聚乙二醇处理

的浸水考古木材样品表面刷涂经超声处理的碳酸锶

纳米颗粒异丙醇分散液对浸水考古木材进行原位保

护。该方法可以减少酸性物质生成,同时稳定表面

未确定的还原性和氧化性含硫化合物,一定程度上

消除文物本体中的铁化合物,处理后文物的外观没

有改变。但是,碳酸锶可以与文物中的硫酸铁反应

生成硫酸锶,硫酸锶可能由于不溶性而发生不良反

应,因此该方法的长期稳定性还需进一步的研究。

3 结束语

  以碳酸钙为主的碳酸盐保护材料可以直接或者

原位合成应用于文物本体,并通过生物技术、仿生技

术和原位脱酸技术等将这类材料应用于文物加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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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封护以及脱酸等保护工作。这些保护技术往

往是交叉结合应用的,综合了各类保护技术的优势。
碳酸盐保护材料主要应用于石质文物、土遗址、壁
画、有机质文物、骨质文物等,具有相容性好、使用寿

命长、耐候性好、强度高、保护成本低、绿色环保等优

点。碳酸盐在文物本体内部形成弱碱性储层(弱碱

性缓冲层),与文物中的酸性物质中和,实现对文物

的保护。当前,微纳米碳酸盐保护材料依然是文物

保护材料发展的重点。
由于文物的唯一性和不可复制性,诸多相关研

究成果只能停留在实验室阶段,尚未在文物实地保

护中得到广泛应用;无论哪种保护技术都存在碳酸

盐原位合成速率过慢等问题。采用生物学原理保护

文物有可能改变原有的微生物群落平衡,生物矿化

长效性还要综合评估;不可移动文物原位保护工作

主要开展于室外,减缓或忽略温度和湿度等因素对

碳酸盐原位合成的影响,将是未来文物保护工作的

重要研究方向;二氧化碳的排放导致温室效应是全

球变暖的重要原因,如果能将二氧化碳捕获技术与

文物保护结合,其应用前景是非常广泛的,绿色环保

将是文物保护科学的一个主流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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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KADIVEC
 

M,KUNAVER
 

M,et
 

al.Nano
 

calcium
 

carbonate
 

versus
 

nano
 

calcium
 

hydroxide
 

in
 

alcohols
 

as
 

a
 

deacidification
 

medium
 

for
 

lignocellulosic
 

paper[J].Heritage
 

Science,2019,7(1):50.
[74] 王思浓,卢培婧,金姗姗,等.局部酸化纸质文物的保

护———以《金光明经》为例[J].复旦学报(自然科学

版),2021,60(5):671-676.
[75] MA

 

X
 

C,ZHU
 

Z
 

D,ZHANG
 

H
 

C,et
 

al.
Superhydrophobic

 

and
 

deacidified
 

cellulose/CaCO3-
derived

 

granular
 

coating
 

toward
 

historic
 

paper
 

preservation[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ological
 

Macromolecules,2022,207:232-241.
[76] SCHOFIELD

 

E
 

J,SARANGI
 

R,MEHTA
 

A,et
 

al.
Strontium

 

carbonate
 

nanoparticles
 

for
 

the
 

surface
 

treatment
 

of
 

problematic
 

sulfur
 

and
 

iron
 

in
 

waterlogged
 

archaeological
 

wood[J].Journal
 

of
 

Cultural
 

Heritage,2016,18:306-312.

Research
 

Progress
 

of
 

In-Situ
 

Conservation
 

by
 

Carbonat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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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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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haan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
 

710021,
 

China)

Abstract:
 

Techniques
 

of
 

in-situ
 

conservation
 

by
 

carbonate
 

and
 

their
 

mechanisms
 

are
 

summarized,
 

including
 

biotechnology,
 

biomimetic
 

technology
 

and
 

in-situ
 

deacidification
 

technology.
 

The
 

applications
 

of
 

in-situ
 

conservation
 

by
 

carbonate
 

to
 

conserve
 

different
 

kinds
 

of
 

cultural
 

relics
 

(reinforcement,
 

restoration,
 

sealing
 

and
 

deacidification)
 

and
 

their
 

effects
 

are
 

introduced
 

through
 

case
 

analysis.
 

Finally,
 

the
 

development
 

prospects
 

of
 

carbonate
 

as
 

conservation
 

materials
 

for
 

cultural
 

relic
 

and
 

conservation
 

techniques
 

are
 

proposed.

Key
 

words:
 

carbonate;
 

conservation
 

material
 

for
 

cultural
 

relic;
 

in-suit
 

conservatio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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