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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场调研

（一）作业环境

1.数据采集作业环境

数据采集作业环境需要综合考虑采光条件、工作场景周围的环境色、是否有合适

的工作台、工作电源、温湿度、病虫害等多方面，充分保障文物安全。根据《美术馆

藏品二维影像采集规范》（WH/T 81—2019），作业场地的勘察应注意以下事项：

第一，作业空间应充分，可确保扫描作业的安全进行。位置宜靠近文物藏品库

房，通道平坦，房门宽度适当，便于藏品取送；高度应满足大型藏品拍摄需要；面积

应保证能够合理划分藏品采集等候区、采集工作区等，采集工作区应具有足够面积，

以保证设备合理、安全安装或摆放，并易于操作；地面应为非燃或阻燃材料，并做防

滑处理，平坦无凸起；温湿度应适宜。

第二，作业场地应避免紫外光源以及其他强光的影响，最好不透光且防尘。

第三，作业场地应避免有害气体影响，避免光分解破坏有机质地的文物和降低其

机械强度。

第四，作业场地应无易燃易爆物品、腐蚀性物品及其他有碍文物安全的物品，并

严禁烟火。

第五，作业场地应清洁，无灰尘，无威胁藏品的微生物（主要是细菌和霉菌）。

第六，作业场地应避免害虫出现，如毛衣鱼、烟草甲、书虱、短鼻木象等。

第七，作业场地应选取无环境色干扰的区域，如果场地有限制，作业区域必须设

置相关隔离措施以避免环境色干扰。

第八，供电负荷应大于设备、照明全部开启时的用电总负荷；宜安装交流配电

箱；移动用电宜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移动电缆盘；墙面预埋安装的电源插座的电源不

应与照明电源为同一回路；用电设备应尽量直接连接墙面插座，单个接线板不应连接

多个用电设备，禁止采用接线板再连接线板方式为设备供电。

第九，监控设备应与文物收藏单位监控系统相连接，应保持监控设备完好，监控

无死角，保证数据采集过程全程监控。

第十，在适宜位置安置警示标识，提示禁止吸烟、禁止使用明火、禁止进食饮

水、访客免入、随手关门、离开锁门等内容。

第十一，安全防护、消防设施与藏品库房标准相一致，并保持灵敏、有效。工作

室内应标注消防疏散通道并保持其畅通。

第十二，推车等运输工具应运行平稳，减震性能良好；工作台等操作平台应平

整、稳固、边缘圆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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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据加工环境

数据加工环境宜按下列要求配置：

第一，数据加工环境应光线均匀柔和，无环境色干扰，避免自然光。

第二，数据加工环境应避免光源直射屏幕。

第三，宜使用中性色（黑、白、灰）涂装屏幕周围可能产生反射干扰的平面。

第四，宜使用三基色光源作为环境光源，显色指数应达 95% 以上，环境光投射

到屏幕中心水平面色温应在 5500~6500K 之间，且光照稳定。

（二）作业对象勘察

作业前宜实际调研文物本体保存状况、收藏地点、存放方式、完残程度等，对采

集将面临的技术问题和工程问题进行评估。例如：是否需要其他设备如反光板等进行

补光，是否需要偏振镜以削弱高光的影响，等等。

应结合需采集文物的总体数量、材质、大小等因素综合考虑，以科学合理的方式

对需采集的文物进行归类整理，这样一方面可批量进行信息采集，节约时间，避免

采集前相关准备工作的重复步骤，另一方面能更好地统计信息采集的工作量和所需

工作时间、工作成本。

四、方案编制

方案文本内容宜包括前言、项目目标、总体建设内容、工作原则及依据、具体技

术方案、项目安全设计、项目经费预算、组织管理、知识产权保护协议、工期计划

等基本内容，文物作业清单宜作为附件同时后附，包括每件文物的名称、编号、级

别、尺寸等基本信息。

馆藏文物数字化方案编制应符合下列规定：第一，应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设

计科学合理的工作方案，确保数字化工作达到预期目标。第二，应包括概述、现状、

已有资料情况、工作目标、工作内容、数字化技术方法和主要技术指标、引用文件

及作业依据、仪器和软件配置、作业人员安排、责任分工、进度安排、安全管理措

施等内容。第三，技术指标的确定宜综合考虑文物的利用率、应用场景、亟待抢救

程度、数字化资金情况等因素。第四，大型文物的数字化工作方案宜经文物领域、

数字化领域和财务领域的专家论证，确保其科学、规范、合理。第五，数字化工作

方案经审批后应严格执行。工作方案审批结果应与数字化工作过程中形成的其他文

件一并保存。

“工作原则及依据”部分是容易被忽视但又是十分重要、需及时更新的。在方案

编制过程中，除《博物馆藏品二维影像技术规范（试行）》等文件对某一类或几类数字

化成果做出规范外，已发布的相关国家与行业标准，或正在研制的相关国家与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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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地方标准也可能会对数字化成果的采集、处理、数据存储、资料存档等提出

相关要求。这些文件或先进，或虽未废止但已难以指导馆藏文物数字化工作的开展。

《馆藏文物登录规范》（WW/T 0017—2013）“4.4 馆藏文物影像信息”部分，对馆

藏文物影像基本信息、影像采集工作的信息做出了基本规定，如：馆藏文物影像基本

信息“基本内容应包括：收藏单位代码；总登记号；图片类型；图片顺序号”。影像采

集工作的信息“基本内容应包括：拍摄单位；拍摄地点；拍摄日期；拍摄人”。

《文物藏品档案规范》（WW/T 0020—2008）“5.4.7 电子文件”部分，提出了电子

文件存储的要求：“应采用通用格式存储于不可擦除型光盘；存储电子文件的光盘应

一式两套；磁带、幻灯片、电影胶片等其他载体的档案材料，应转换成电子文件，以

光盘为载体保存；光盘内应编制文件目录。”

在现已发布的相关行业标准中，部分文件对文物的图像或数据命名也做出了

要求。

《馆藏金属文物保护修复方案编写规范》（WW/T 0009—2007）“4.8.2 现状图”部

分对现状图提出了具体要求：“应提供文物保护修复的现状图，现状图可为侧重文物

病害状况的图片。”

《馆藏出土竹木漆器类文物保护修复档案记录规范》（WW/T 0011—2008）的“规

范性附录 B”也明确要求提供“现状影像”，“4.4.5”要求“影像资料可以数字载体形

式提供，并注明调取或链接方法”，“5.2 电子文档”要求“使用数码相机、数码摄像

机、三维数字扫描仪等电子设备所拍摄的文物保护修复过程，应按编号记录其电子

信息并将相关电子资料整理汇集，同时注明电子资料的编号、文件名、路径等，以

便查对”。

《馆藏纸质文物保护修复档案记录规范》（WW/T 0027—2010）在“4.3.6 影像资

料”部分明确要求“对保护修复前的纸质文物进行拍照，照片的采集要求参见《文物

二维影像技术规范（试行）》”。“5.3 电子文档”与《馆藏出土竹木漆器类文物保护修复

档案记录规范》（WW/T 0011—2008）的“5.2 电子文档”部分要求相同。

为了使数字化工作能更好地满足保护、研究、宣传、展示、利用、资料存档等需

求，方案编制人员应了解并及时掌握相关标准化文件的编制计划、现行、更新和废

止情况。

五、设备配置

文物数字化的相关设备主要包括照明设备、色彩管理设备、扫描设备、数码相

机、温湿度记录设备等。应根据项目质量要求，选择符合要求的仪器设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