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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重庆聚焦安全防
护与监管、文物勘查与考古、文
物监测与修复、文物展示与利
用等重点领域，推动文物保护
装备领域高质量发展，国家文
物保护装备产业基地、三峡文
物科技保护基地等相继建成投
用，大足石质文物研究保护、自
然博物馆动植物标本预防性保
护、重庆声光电智联公司文物
科技保护等成果丰硕，一批文
物保护关键技术取得重要突
破，推动着文博事业不断迈入
高质量发展新天地。

9 月 27 日，第一届文物保
护技术装备学术研讨会暨文物
保护技术装备应用展将在渝举
行，以进一步推动装备自主创
新助力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
书写新时代文化保护传承弘扬
的辉煌篇章。

“治未病”预防性保护推进有力
众所周知，文物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

宝贵资源，一梁一柱、一碑一刻、一砖一石都
蕴含着历史的沉淀，凝聚着先人的智慧，留存
着千百年的文明。

保护好文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重庆有2.6万处

不可移动文物，148.2万件国有可移动文物。
从距今约200多万年的巫山龙骨坡遗址起，
重要历史时期、反映不同层面社会生产生活
的各类文物齐备；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
窟寺及石刻、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数量众多、种类齐全；历史遗珍、红色遗迹遗
物星罗棋布，述说着精彩的重庆故事，延续着
千年文脉……

如何将这些文化宝贝保护好、传承好？
《内经》云，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治未

病”，之于文物，亦然。
近年来，重庆将预防性保护视为文保“治

本之道”。这也是国际文物保护的共识，以及
文物科学保护的发展趋势。

大足石刻，不仅是重庆的一张文化名片，
也是世界的一张文化名片（1999年，被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迄今公
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窟多达75处，造像5
万余尊。造像始建于初唐，历经唐末、五代，
盛极于两宋，是中国石窟艺术史上的最后一
座丰碑。

为了留存这些遗珍，大足石刻研究院大力
推进了文物预防性保护工程，成立大足石刻监
测中心，建成大足石刻世界文化遗产地监测预
警平台，监测内容涵盖了文物本体、文物环境、
自然环境、人为活动因素以及保护管理等18
大类、70个子项，进一步推动了大足石刻保护
工作向预防性保护方向转变，其监测年度报告
连续三次被评为“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优秀监测
年度报告”。同时，还实施了千手观音造像微
环境监测和本体跟踪监测，并建立自动监测系
统，对千手观音造像微环境气象条件和空气质
量开展实时自动监测，为修复效果监测和改善
其保存环境提供数据支撑。

作为全国率先开展实施预防性保护的自
然类博物馆，重庆自然博物馆更是于2017年
启动了馆藏珍贵文物标本预防性保护项目，
以“洁净、稳定”为建设目标，量身打造了一套
符合自然标本保存特点的预防性保护系统，
包括：主动、被动措施相结合，打造了“稳定、
洁净”库房环境；针对标本特殊展览环境，打
造了展厅环境调控体系；建设了无线环境监
测系统；建立了标本病虫害消杀系统等。

重庆红岩革命历史文化中心则针对
10.82万件/套馆藏定期开展健康评测，升级
除尘、照明系统；对近1000平方米的文物库
房进行气密改造，建成6间低氧恒湿洁净展
示库，以“库中库”形式在原纸制品文物库房、
原纺织品文物库房、原器物库房基础上分别
搭建气密恒湿洁净展示库房；布设温湿度实
时监测传感器、氧传感器等终端检测传感器，
完善文物库房环境调控设施，确保文物保存
环境“稳定、洁净”，实现馆藏文物同种材质单
独储藏、独立调控及长期预防性保护。

坚持自主创新 重庆用“科技+”给文物穿上“铠甲”
——写在第一届文物保护技术装备学术研讨会暨文物保护技术装备应用展召开之际

科技赋能 让文物长寿长安
值得一提的是，文物保护具有复杂性、

不可逆性、艰巨性和高标准等特点，除了预
防性保护，还需要先进科技和高端装备发挥
支撑作用。

走进国家文物保护装备产业基地的重
庆声光电智联电子有限公司，其在文物装
备、科技考古、文物安防、智慧展陈、文物数
字化、智慧博物馆、文博大数据等方面的“黑
科技”让人眼花缭乱。

该公司是中国电科服务国家文博行业
的唯一一家专业文博公司，获得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专利共计70余项，编制了国标、行
标、团标等50余项，研发建设了三星堆“多功
能考古发掘集成平台”和“考古发掘现场应
急保护平台”，构建了考古发掘现场的科技
考古体系，为全球科技考古树立了新的标杆
和样本；在长江口二号古船考古与文物保护
项目中，研发建设了“多功能实验室考古集
成平台”，填补了我国超大型实验室考古领
域的空白。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则以数字化技术、
数字化思维促进高质量发展，已形成藏品数
据资源79390件/套，高清三维藏品1626件/
套，云展览146部、云讲解171个、云教育（云
课程）59套、短视频190部、高清直播10场
以及沉浸式体验2套，并100%向社会公开。
同时，引入白鹤梁水下博物馆VR、老地图·
老重庆MR体验、三峡大坝数字沙盘、多媒
体互动展示魔墙等技术来提升展览展示能
力；启动博物馆感知服务能力建设，建设具
有吸引力的大型数字应用场景等，将传统静
态的“观赏式”和被动的“输灌式”参观体验
提升为可参与、可互动、可分享的观感新体
验，增强普通观众对历史文化的识读能力和
美好生活的获得感。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大力推动了信
息技术、生物工程、对地观测、理化分析等学
科，与考古测绘、年代测定、生物分析、环境

考古、器物研究、文物保护深度融合，建成全
国最大的省级考古机构本部院区和实验楼，
搭建动物考古实验室、植物考古实验室、数
字影像实验室、金属文物保护实验室等一流
的科技考古、科技保护实验室集群；考古
CT、扫描电镜、高精度三维扫描仪、超景深显
微镜等专业装备达全国先进水平；强化数字
考古系统集成，建成重庆不可移动文物数据
库、重庆三峡历史文化资源数据库，开发田
野考古、建筑遗产保护、文物修复、文物保
管、学术科研、资源共享等软件系统，初步建
立重庆考古信息智慧平台；推进老鼓楼、太
平门、石佛寺等建筑基址数字复原研究，开
发冬笋坝遗址等10余处遗址数字化AR\VR
漫游系统；建设重庆虚拟考古体验馆，通过
现代数字技术、科技装置等，展示巴渝文化、

中华文明。
重庆红岩革命历史文化中心建成300余

平方米的馆藏文物科技修复实验室和复
（仿）制室，累计完成103件/套（实际数量1
万余页）珍贵纸质文物和9件/套珍贵纺织品
文物保护修复；自主实施的“馆藏珍贵纸质
和纺织品文物保护修复项目”获评“2021全
国十佳文物藏品保护修复项目”，是全国唯
一获此殊荣的革命类博物馆；“馆藏纸质文
物保护修复项目”获评“2022全国优秀文物
藏品保护修复项目”；“纸质文物的双面文字
碎补修复技术研究”获得重庆市2022年文物
科技创新奖；红岩村中共中央南方局八路军
办事处旧址、曾家岩周公馆旧址等28处遗址
连片保护，获评2021年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
用十佳案例。

搭建平台
探索文保更多可能性

搭建平台，提升文物科技保护能力，是重庆
文博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又一招好棋。

2015年，全国首个国家文物保护装备产业基
地落户重庆南岸。

该基地以“制造商+用户”“产品+服务”发展
理念，推进文物博物馆事业和智能制造融合发
展、加快文物保护装备产业化与应用协同发展，
现已引进并培育“数字内容·渝”产业园，成功引
进行业知名企业30余户，累计实现营业收入约
30亿元，吸引互联网行业专业人才1000余人，是
重庆数字内容产业的示范园区，先后荣获“重庆
市数字经济（数字内容）产业园”“重庆市首批“满
天星”示范楼宇”“重庆市文化产业示范园区”等
称号。

三峡文物科技保护基地也已建成投用，是三
峡文物保护成果展示、学术研究、技术研发、科普
教育的重要场所，现为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
地、国家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

基地通过主题展览、科普展览、沉浸式体验、
数字展示、科普活动等形式，创造性地将科研与
产业相结合、学术与科普相结合，观众可以欣赏
到近20年来三峡出土的珍贵文物，并通过AR、
VR等互动技术了解文物保护知识。

基地的二楼便是文物的“开放式手术室”，每
间“手术室”安装了透明玻璃，像展柜一样，观众
可以透过玻璃观赏“文物医生”修复书画、青铜
器、陶瓷等文物的过程。

此外，重庆红岩革命历史文化中心以协同创
新为机制，聚焦革命文物保护、阐释、利用、传播、
文物科技创新等发展方向，与西南大学合作，正
积极创建国家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立足重
庆、面向西部、辐射全国，成立重庆市革命文物保
护中心，融合全市革命文物技术保护、研究阐释、
科技创新、活化利用、学术交流、人才培养、行业
服务等各项工作，打造全市革命文物一体化保
护、管理、运用平台。

大足石刻研究院与意大利文化遗产保护机
构合作开展了“大足石质文物保护中心建设”和

“大足石刻舒成岩摩崖造像保护”两个项目；与复
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系、日本国立奈良文化财研
究所三方签订了协议，以大足石刻峰山寺摩崖造
像为研究对象开展研究，在环境监测、保存状况
评价相关现场调查与室内实验、风化病害机理研
究、修复保护材料研究、实验室建设、人才培养与
交流、国际学术会议等方面开展合作。

文物保护利用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不断解
放思想、改革创新，努力破除制约文物事业发展
的体制机制障碍，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
革。

今天，重庆文物工作者正以坚定的文化自
信，大力推进文物科技创新，进一步盘活文物资
源，努力守护好、传承好、展示好重庆文化瑰宝，
让巴渝文脉永续传承。

高精度监测传感器在展柜中使用

观众利用VR设备体验古琴修复过程

振动倾斜监测终端应用在故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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