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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博物馆中保存着众多的历史文化遗产，肩负着继承

和弘扬各种历史文化的重任，是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求

的不二场所。建设数字化博物馆既有利于对我国现存的

历史文物进行有效保护与传承，又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

文化精神。因此，必须运用数字化技术对博物馆中的历

史文物进行有效保护。

1　使用数字化技术来保护博物馆文物的现实意义

1.1 有助于针对各类文物的历史信息进行数字化存储

任何文物背后都有丰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十分宝

贵。尽管现阶段我国已经开发和使用一系列的保护技术，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文物还是因为一系列外部因素

而出现损坏迹象。使用数字化技术来对文物进行三维扫

描，能够更加快速和准确地收集整理有关的历史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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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能够永久地存储，方便在日后随时检索调用。

1.2 有助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

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每个历史阶段都有其独特的

人文精神和历史精髓，而文物作为记录和承载各个历史

时期文化内涵的重要载体，重视并做好博物馆文物管理

和保护工作，其一，可以对我国各个历史时期、各个民

族的民族精神进行传承，有助于加强我国各民族之间的

联系与交流，从而促进我国和谐社会环境的构建以及民

族凝聚力的提升；其二，有助于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

承和发扬，不仅可以通过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宣扬，增进

民众对我国璀璨历史进程的了解，从而提高民众的国家

归属感和民族自豪感，还可以促进我国良好对外形象的

树立以及国际影响力的提升 [1]。

1.3 有利于各大博物馆文物资源共享

在进行文物资源共享的过程中，有时需要对文物进

行空间迁移。但在移交过程中，各大博物馆还需遵循相

关规定进行上报审批，手续、流程冗杂，不利于文物保

护工作。对文物进行数字化技术保护后，各大博物馆之

间的文物资源共享将变得更加方便、快捷，有利于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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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间的文物资源共享和文化交流。

2　数字化技术在博物馆文物保护工作中的应用

2.1 数字化技术在博物馆文物修复工作中的应用

部分文物随着时间的流逝以及保管不当等因素的影

响，存在或多或少的破损现象；还有部分文物在收集之

初就是破损状态，需要相关专家学者以及博物馆专业人

士对其进行修复、还原，以便更好地对文物的历史信息

进行研究。在很多遗址开发工作中，时常会出现大量陶

瓷残片堆积的现象。传统的陶瓷器修复方法不仅需要投

入大量的人力和时间，还存在文物修复工作量较大以及

修复效率低下等情况。而将数字化技术应用于文物修复

工作当中，如对各个陶瓷残片进行编码，并利用三维立

体扫描技术将各个陶瓷残片图像录入到计算机中，然后

通过相关专业图像处理软件进行残片拼接模拟，最后通

过计算机模拟出的方案以及文物传统修复方法对文物进

行修复还原，既可以减少文物修复工作量，又可以大大

提升文物修复质量和效率。除此之外，这种借助图像技

术和计算机技术的文物修复模式，还可以用于博物馆零

散文物残片的修复工作，帮助相关技术人员对文物残片

进行甄别和筛选。但这种数字化技术与传统修复方法相

结合的文物修复模式，需要使用到一系列的专业设备，

往往需要投入更多的文物修复成本，难以在短时间内大

范围地普及和应用 [2]。

2.2 在文物虚拟修复试验中的应用

为了保证文物修复的准确性，在文物修复试验过程

中，可以利用三维处理软件进行模拟修复，预览修复以

后文物的全貌，及时调整文物修复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这对提高文物修复水平具有重要作用，而且还可以避免

在实际修复过程中对文物造成的二次破坏，一定程度上

可以起到保护文物的作用。例如对于破碎瓷器的修复，

可根据破碎瓷器的碎片建立三维模型，然后利用计算机

技术将碎片拼接复原，使得破碎瓷器获得修复。此项技

术目前还处于研究阶段，相关博物馆以及工作者可以在

实践中进行有益尝试。例如某博物馆在修复南宋青白釉

瓷器时，先利用激光扫描技术对每个破碎器物残片的断

面进行扫描，通过数据处理，将每个残片的背景以及噪

声去除掉，并找到误差最小的位置，实现破碎器物残片

的模拟拼接 [3]。

2.3 通过数字化博物馆以及科技展览手段提高人们的

观赏体验

博物馆文物的科技展览方法，其一，是对文物特性

等相关信息进行科学分析，然后借助科技手段营造真空、

密封等可以有效保护文物的展览环境和平台，并根据科

学分析结果和技术手段对文物展览环境的温度及采光进

行合理调控，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展览活动对文物带来

的影响；其二，可以借助三维扫描技术将文物图像转化

成数字化形式，然后利用 VR 技术、三维视觉成像技术

等现代科技手段，制造虚拟文物图像以及相关历史氛围，

不仅可以为民众提供更加真实的观赏体验，还可以达到

提高文物保护成效的目的。而数字化博物馆的建立，主

要是利用信息技术以及计算机技术搭建网络展示平台，

一方面可以提前对文物展示信息进行发布，方便有兴趣

的群众安排观赏计划，另一方面则是利用数字化技术在

网络中进行文物虚拟展览，既可以令人们随时随地观赏

文物，又可以更好地保护文物。

作为哈尔滨市南岗区公共文化传播窗口，哈尔滨市

南岗博物馆将紧跟时代步伐，开展“藏品数字化”展示

项目，利用数字化的展示方式让藏品以更加生动、更加

易于观众理解和欣赏的形式展现出来，达到让藏品活起

来、与观众形成趣味性互动的目的。自“藏品数字化”

展示项目实施后，观众参观量日益增多、参与度明显提

高。博物馆参观环境实现由单一的观展向多维互动、由

直接灌输到自我体验的转变。哈尔滨市南岗博物馆“藏

品数字化”真正做到让文物活起来，让历史说话，让文

化说话。

3　博物馆文物保护中数字化技术的妥善性应用建议

3.1 创建高端实用的数字化管理系统

即要求各地博物馆结合实际创建相对高级实用的数

字化管理系统，随后将和文物相关的图片、视频等信息

数据有序地存储和备份，确保长时间地保存。与此同时，

该类数字化管理系统推广之后，也可以方便民众及时上

网来了解最新的文物信息并提出改善的意见，以促进馆

内资源更新和馆员服务模式优化改进。

3.2 应用数字导航系统，提高文物管理效率

数字化的博物馆文物建设可以有效提高文物管理效

率，更好地使文物在转接流动过程中得到有效管理。例

如，在博物馆之间的合作实践中，双方共享文物、图片

资源进行展览，运用数字化技术对这些信息的记录工作

进行管理，有效记录展览文物的数据信息。在数字化文

物保护工作建设中，应当建立明确的划分标准对历史文

物进行划分，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文物管理效率。例

如，北京数字博物馆按照历史文物的类型将其划分为自

然科学馆、人文科学馆以及艺术博物馆，民众可以根据

自身需求选择进入相应的博物馆版块进行参观。倘若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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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对历史文物进行管理，一定程度上会导致数据库信息

混乱，不利于充分发挥数据信息库的作用。针对博物馆

数字化办公需求，管理人员在对博物馆工作内容以及流

程进行了解分析后，应当构建日常办公与文物数据资源

之间的交融桥梁，极大提高文物管理效率。随着数字化

技术的普及应用，现今的导航服务也融入了数字化技

术。例如，中科东策数字化博物馆管理系统中将博物馆

的导航服务分为微信导览系统和语音导览系统。微信导

览系统即通过微信公众号进入博物馆所设的微官网进行

参观，同时由导航系统指引参观。语音导览系统是通过

中科东策自行研发的语音导览机进行导航讲解。民众在

观赏文物时，可以应用数字导航系统结合自身实际情况

选择不同的讲解语言，快速、准确地定位自己所感兴趣

的文物信息②。与人工讲解相比较，既节约了人工讲解

的费用，又为民众提供迅速、便捷的导航服务。同时，

在数字导航设备上安装监控设施，不仅能有效避免文物

损坏，还能加强文物管理，确保博物馆的整体服务水平

提高 [4]。

3.3 规范博物馆制度，加强文物信息化管理

首先，文物管理以及可移动文物普查是博物馆管理

的核心工作内容，我国各地博物馆文物除了具有收藏数

量多、相关数据较为庞大以及价值较高等特点以外，还

具有不可再生等特性。无论是文物的管理工作还是文物

普查工作，都需要贯彻科学化、系统化等原则，博物馆

以及相关部门要制定健全的制度和工作流程。而数字化

技术的应用可以推动标准化文物数据库的建立，再辅以

统一、完善的文物普查方案和工作机制，不仅可以改善

以往各地区博物馆相互独立的情况，而且有助于实现各

博物馆资源的整合与共享，对博物馆管理制度的规范、

高效开展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其次，标准化文物数据

库的建立，也是博物馆实施文物统一管理制度的重要前

提。文物数据库中不仅收录了文物自身特征的文字描述

和实体图像等相关数据，还包含文物收集时间、保养方

案、存放地点以及历史信息等相关资料，然后根据文物

特点对数据库信息进行合理分类存储，不仅可以为文物

研究工作提供必要的参考信息，还可以在数据库中对博

物馆各工作人员的权限进行明确划分，并辅助文物保护

和管理工作的开展。再次，数字化技术在博物馆文物保

护工作中的应用，必然会对文物管理工作模式带来广泛

的影响。博物馆领导层不仅需要综合考量馆内藏品具体

情况以及博物馆经济、科技条件等各方面因素，还需要

充分考虑馆内藏品特色以及博物馆发展规划，然后在此

基础上进行文物数据库的建设，将数字化技术合理融入

文物展览、管理以及保护等相关工作当中，并对文物管

理制度进行针对性调整和完善，从而更好地发挥数字化

技术在博物馆运转以及文物保护等方面的作用。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经过数字化技术飞速发展，我国公共服

务的能效也同步提升，能够全方位迎合民众的精神文化

需求。基于此，博物馆要紧跟趋势，积极深入性地开展

数字化改建活动。特别是在文物保护和管理方面上，要

充分考虑到一系列的现实影响因素，及时开发出特色鲜

明、功能完善、足够安全的数字化文物保护系统。久而

久之，更好地贴近博物馆文物保护的需求，带领整个博

物馆迈向全新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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