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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图书馆文献保护灾难预案调查

林摇 明摇 张摇 靖

摘摇 要摇 为了解中国大陆图书馆文献保护灾难预案制定与实施的情况,采用问卷调查方法对中国大陆 50 家图书

馆进行了文献保护灾难预案调查,有 31 家图书馆返回问卷。 调查结果显示:受访图书馆全部没有设置专门的文

献保护部门,其文献保护工作大部分局限于馆藏古籍的保护;图书馆的文献保护灾难应对能力较薄弱,其馆藏全

部没有保险,疏于防范造成的突发灾难发生率较高,灾后恢复缺乏行业指导及社会协作;图书馆对文献保护灾难

预案的认知度较低,全部没有符合规范要求的成文灾难预案。 表 1。 参考文献 26。 附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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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摇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how many libraries in Mainland China have disaster plans in all its relevant aspects熏

a questionnaire on disaster preparedness was sent in December 2009 by the authors to 50 libraries in Mainland China.

Replies were accepted till 30 January 2010. As of that date 31 institutions had replied 穴 about 62% 雪 . The survey result

shows that all the respondents did not have the preservation departments and their preservation practices are limited to the

preservation and conservation of the ancient collections鸦 poor capacity of Disaster Response and Recovery are common

problems with all the respondents熏 and all of them indicate that there is not any kind of insurance coverage on their

collections. The high incidence of sudden disaster shows that they failed to prevent them. Meanwhile熏 there are limited

professional guidance and community collaboration to help their recovery鸦 low awareness of the library disaster plan is also

surfaced and all does not have written disaster plan meet specifications. 1 tab. 26 refs. 1 append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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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摇 灾难预案在文献保护工作中的重

要性

文献保护是图书馆等文献收藏机构的重要

工作和重要职能。 或者是日积月累的逐渐侵

蚀,或者是措手不及的突发事件,文献周遭的自

然因素和人为因素,以不同的灾难形式,不断地

影响着文献保护工作的开展,威胁着文献收藏

机构文献保护职能的实现。

1. 1摇 各国文献保护遭遇的灾难

2002 年夏天欧洲发生的洪水给波兰、捷克

和德国的档案馆和图书馆带来了巨大损失。

2003 年 4 月,伊拉克战争爆发,在短短 3 天

的时间里,伊拉克国家图书馆和档案馆里成千

上万的档案文件、历史记录、古籍、古地图和照

片丢失和被损毁,伊拉克的一部分重要记忆被

永远地抹去了。 据统计,伊拉克国家档案馆丢

失了 60%的馆藏,包括大部分缩微胶片和胶卷;
国家图书馆丢失了 25% 的馆藏,包括部分古籍

和期刊;国家图书馆和档案馆大楼也经历了一

场浩劫,所有的设备或被毁坏或被抢劫[1] 。
2004 年 12 月 26 日,印度洋海啸给印度尼西亚

受灾地区的各类档案和文件保管机构造成了巨大

损失。 班达亚齐省档案馆失去了80%的照片档案,
Sekretairs Wilayah 省政府办公厅损失了 160 箱文

件,Ace 文献信息中心失去了全部文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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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秋季,美国墨西哥湾沿岸遭受飓风

卡特里娜、丽塔和威尔玛的破坏,5 个州的大约

70 个博物馆、历史学会和 250 多个图书馆遭到

严重破坏[3] 。
2008 年 5 月 12 日,中国四川省汶川地区发

生大地震。 在这次地震中,四川、陕西、甘肃三

省图书馆遭受重大损失。 四川的汶川、北川、青
川、茂县等 4 个县级图书馆、242 个乡镇综合文

化站(含部分图书室)、11 个文化信息资源共享

工程基层服务点整体坍塌;29 个县图书馆、235
个乡镇综合文化站(含部分图书室)、16 个文化

信息资源共享基层服务点遭到损毁,成为危房;
25 个县图书馆、382 个乡镇综合文化站、29 个文

化信息资源共享基层服务点遭到不同程度的破

坏(含部分图书室);损毁设备 1. 3 万台(套),损
失毁坏图书 182. 24 万册。 各地图书馆直接经济

损失达 4. 36 亿元人民币[4]24 - 55。
近年来,地区性的武装冲突和自然灾害的

数量呈上升趋势,给一些国家的图书馆馆藏文

献造成巨大的损失;与此同时,日常突发事件也

不断地给馆藏文献造成致命的破坏。
2004 年 9 月 2 日,德国魏玛的安娜·阿玛

利亚公爵夫人图书馆因阁楼供电故障发生大

火,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惨痛损失,烧毁珍本古籍

逾 5 万册,还有 6. 2 万册古籍遭到不同程度的损

坏,全毁及部分损坏的图书高达馆藏的两成[5] 。
2005 年 11 月 15 日,北京民族文化宫图书

馆地下库房附近的一条直径超过 50 厘米的热力

管道突然破裂,90 摄氏度的高温热水从管道的

破裂处流出,流入民族文化宫图书馆的地下书

库。 高温热水在地面形成了深度大约为 30 厘米

的积水层,淹没了书架下层的图书。 由于水温

很高,并且书库中水雾缭绕,能见度极低,工作

人员根本无法进入书库开展抢救工作。 同时,
雾气上升到书库的顶部,又启动了防火通道旁

边的灭火喷淋装置,喷淋水柱从书库顶部往下

喷射,淋湿了书架上层的图书,导致部分文献遭

受第二次水袭,加重了对图书的损害。 据统计,
这次水灾受损的图书文献共有 2 万多册,其中

清代珍贵藏文大藏经被水浸湿 290 多包、线装古

籍 600 多册,许多古籍上的朱砂出现洇化现象,

有些字迹模糊,无法辨认。 此外,还有 25 件文物

被高温热水直接浸泡,2629 件文物遭受水蒸汽

的熏蒸,其中 4 件珍贵文物受到严重损害[6 - 7] 。
2008 年 1 月,加拿大蒙大拿州立大学图书

馆三楼水管因冰冻而爆裂,水流近 30 分钟才被

发现,1800 加仑的水损坏了数百件图书馆最珍

贵的藏品[8] 。

1. 2摇 文献保护灾难预案的意义

对于文献保护而言,灾难的破坏往往是毁

灭性的,因而,文献保护灾难预案应涉及包括水

火在内的、可能对馆藏造成威胁的所有类型灾

难。 根据国际文献保护界的教训和经验,一份

全面、系统、成文的灾难预案,是任何文献收藏

机构迅速应对灾难、有效控制损失的最佳途径;
灾难预案的制定和采用情况,是衡量一个地区

文献保护事业发展状况的重要指标。
2009 年 8 月,美国马萨诸塞州塞勒姆市皮

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馆柔普斯大厦发生了需动用

两处消防局人员参加救灾的特大火灾。 然而,
几乎所有的珍贵文物、家庭文件和家具都幸免

于难。 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认为他们之所以如此

幸运的原因在于该博物馆具有周详的灾难预

案。 火警发生后,博物馆训练有素的文献保护

与修复的应急队伍迅速响应,按照灾难预案有

效行动,与当地消防部门通力合作,用最少的水

扑灭了大火。 结果大火只对建筑物顶楼造成了

很少的破坏[3] 。
伊拉克国家图书馆与档案馆馆长艾斯坎德

在反思 2003 年伊拉克战争造成的损失时认为,
国家档案馆或图书馆应对任何灾难的能力在很

大程度上依靠两个方面:第一,接受过培训的人

员;第二,制定了有效的灾难预案。 正是由于这

两个方面的不足,伊拉克国家图书馆和档案馆

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将所有的档案、书籍和照

片置于损失殆尽的危险境地[1] 。

2摇 文献综述与研究方法

2. 1摇 图书馆灾难研究现状

使用检索式“关键词 = 图书馆 + 灾难冶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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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知网(CNKI)中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

期刊全文数据库(世纪期刊)、中国博士学位论

文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

据库进行检索,然后对全部检索结果进行查重

和筛选,剔除重复检索结果和非相关检索结果,
得到相关学术论文 36 篇。

专著方面,目前仅见《图书馆防灾与危机管

理》1 种。 该书以聚焦图书馆安全、传播防灾减

灾知识、构建危机管理体系为主题,对图书馆防

灾与危机管理以及防灾减灾研究的最新成果加

以介绍[9] 。 译著有《国际图联灾害预防手册》
( IFLA Disaster Preparedness and Planning: A Brief
Manual),由国际图联保存与保护中心中国中心

翻译发布。 该手册于 2006 年完成,作为一本关

于灾难预案的基本指南,其主要的着眼点是:面
对危险、处理灾情、准备应对灾难、回应并回到

正常状态[10] 。
对比国外研究现状,我国目前在图书馆灾

难预案研究方面还较薄弱、欠成熟,主要表现在

以下方面:
(1)研究规模小。 上述关于图书馆灾难的

研究成果,在数量上明显与图情档学科其他主

题的研究存在较大差距;其中关于图书馆灾难

预案的研究,仅有 3 篇[11 - 13] 。 从基金项目看,仅
见中北大学 2008 年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经费资助

课题“制定图书馆灾难管理规划的思考和建议冶
一项与图书馆灾难预案相关。 从研究者看,未
见成体系发表图书馆灾难预案相关成果的核心

研究者,未形成稳定的研究群体。
(2)研究层次较低。 上述 36 篇图书馆灾难

相关学术论文,仅有 10 篇发表在国内图情档学

科核心期刊上,且多为论述图书馆数字信息灾

难 /安全的文章。 关于图书馆灾难预案的几篇

论文,均偏重于对国外相关研究成果的翻译以

及对图书馆灾难预案基本概念和基本框架的介

绍。 未见相关学位论文。
(3)专业术语不统一。 相关研究中,与本论

文所指“图书馆灾难预案冶概念对应或部分对应

的术语有“防灾预案冶 [14 - 15] 、“防灾计划冶 [16] 、
“避灾对策冶 [17] 、“突发事件处置预案冶 [18] 、“灾
难管理规划冶 [12] 、“灾难控制计划冶 [13]等。

(4)缺少专门研究。 36 篇期刊论文中,有
22 篇(61% )的研究对象是图书馆数字信息灾

难 /安全,涉及网络灾难 /安全、数据灾难 /安全、
信息(管理)系统灾难 /安全等内容;3 篇(8% )
在论述图书馆危机管理时涉及部分图书馆灾难

的内容;1 篇(3% )宏观论述图书馆应急预案,文
中涉及灾难预案;10 篇(28% )的研究对象是图

书馆灾难管理,包括图书馆灾难管理研究和实

践现状、图书馆联盟的灾难管理、灾难管理规

划、灾难控制计划、灾难预防、避灾对策等内容。
总之,关于图书馆灾难预案的论述,多是在危机

管理或灾难管理的研究中有所涉及,再除去译

介性的文章,基本未见严格意义上的图书馆灾

难预案专门研究。
(5)文献保护角度不突出。 制定图书馆灾

难预案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在灾难发生时能够对

馆藏文献进行有效保护。 图书馆灾难预案文本

的制定和修订过程,实际上是对图书馆文献保

护领域相关理论与实践的整理和总结过程,因
此,关于图书馆灾难预案的研究,应主要从文献

保护的角度进行,突出文献保护的目的。

2. 2摇 图书馆灾难预案调查的开展

2000 年,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大学图书馆信

息网协会(Louisiana Academic Library Information
Network Consortium,LALINC)在协会内做了一个

关于图书馆灾难预案与文献保护的调查。 返回

问卷的 24 家图书馆中只有 8 家图书馆有成文的

文献保护灾难预案[19] 。
2003 年,由澳大利亚 11 所大学共有的 CA鄄

VAL 公司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18 家大学图书

馆进行了关于灾难预案和响应的调查。 调查结

果显示,其中的 15 家大学图书馆拥有灾难预案,
1 家正在制定中,2 家尚未制定计划[20] 。

2004 年,IFLA / PAC 组织了一次旨在了解全

球各国国家图书馆防灾计划开展情况的调查,
调查结果不容乐观。 在 177 家图书馆中,仅有

39 家制定了防灾计划;另有 28 家打算制定,却
由于缺少模版尚未建成[21] 。

2006 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图书馆协会

也进行了一次图书馆灾难预案调查。 结果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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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有 31 家大学图书馆拥有成文的灾难预案,占
接受调查大学图书馆总数的 66% ;有 6 家正在

制定中,占近 13% ;约 21%的大学图书馆没有灾

难预案[22] 。
据了解,截至 2009 年 12 月,中国大陆尚未

就图书馆灾难预案开展过相关调查。 为了解相

关情况,笔者于 2009 年 12 月至 2010 年 2 月,采
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就中国大陆图书馆文献保

护灾难预案的制定和实施情况进行了一次

调查。

2. 3摇 研究方法

此次调查主要采用问卷方式进行。 问卷的

设计旨在了解中国大陆图书馆的文献保护工作

基本情况、曾经遭遇灾难情况、灾难应对情况、
文献保护灾难预案的制定或采用状况、对灾难

预案的认识状况以及灾难预案的制订计划等。
出于对中国大陆图书馆文献保护灾难预案发展

状况以及调查可操作性的考虑,问卷中所设问

题不涉及文献保护灾难预案的具体技术细节,
问题多采用选择题形式。

调查对象以国内大型图书馆为主,这些图

书馆代表着国内图书馆界的较高水平,包括省

级以上公共图书馆、特大城市公共图书馆、大型

专业图书馆、研究型大学图书馆等,兼及部分近

年来遭遇过较大灾难的图书馆, 如 2008 年

“5·12冶汶川大地震灾区的图书馆。 调查选择

简单随机抽样的方式,发出调查问卷 50 份。 截

至 2010 年 2 月 5 日,共有 31 家图书馆返回了有

效调查问卷(见表 1)。 其中,有省图书馆 14 家,
市图书馆 1 家,县图书馆 1 家,大学图书馆 13
家,专业图书馆 2 家,问卷回收率为 62% 。 调查

问卷主要由图书馆相关负责人填写,或者由负

责人指定具体从事文献保护工作的馆员填写。

表 1摇 返回了有效调查问卷的 31 家图书馆

序号 馆名 序号 馆名

1 安徽省图书馆 17 南京图书馆

2 安 徽 师 范 大 学 图
书馆

18 清华大学图书馆

3 北京大学图书馆 19 山东省图书馆

续表

序号 馆名 序号 馆名

4 北 京 师 范 大 学 图
书馆

20 山西省图书馆

5 福建省图书馆 21 四川大学图书馆

6 复旦大学图书馆 22 天津图书馆

7 广 东 省 立 中 山 图
书馆

23 同济大学图书馆

8 广州图书馆 24 汶川羌族图书馆

9 贵州图书馆 25 武汉大学图书馆

10 河南大学图书馆 26 西 安 交 通 大 学 图
书馆

11 湖南图书馆 27 浙江图书馆

12 华 东 师 范 大 学 图
书馆

28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
学图书馆

13 华 南 理 工 大 学 图
书馆

29 中国民族图书馆

14 吉林省图书馆 30 重庆大学图书馆

15 辽宁省图书馆 31 重庆图书馆

16 南京大学图书馆

3摇 调查结果

3. 1摇 关于文献保护工作的基本情况

在返回问卷的 31 家图书馆中,29 家(94% )
已经开展了不同形式的文献保护工作,仅 2 家

(6% )尚未开展文献保护工作。
在 29 家已经开展文献保护工作的图书馆

中,20 家在馆内的特藏部、历史文献部或古籍部

下设保护组或修复组承担该项工作,从事该项

工作的人员规模不等;6 家由馆内各部门分别承

担所属文献的保护工作;1 家由馆内文献服务部

承担;1 家由馆内典藏组和应急办承担;1 家未

指定专门的承担部门。
在文献保护环境控制方面,29 家图书馆开展

的工作内容涉及:淤防虫和杀虫(26 家,90%);
于库房温度控制(23 家,79%);盂库房湿度控制

(21 家,72%);榆库房光线控制(17 家,59%);虞库

房空气质量控制(5 家,17%)。 其中有 4 家图书馆

开展了上述全部 5 个方面的文献保护环境控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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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1 家图书馆未开展环境控制工作。
29 家图书馆在文献保护环境控制的工作对

象方面,包括古籍的有 27 家,包括数字文献的有

5 家,包括音像资料的有 1 家,包括缩微文献的

有 5 家,包括其他类型文献的有 6 家。 对全部馆

藏进行文献保护环境控制的图书馆有 2 家

(7% );仅面向古籍文献进行文献保护环境控制

的有 18 家(62% )。
除环境控制外,29 家图书馆所开展的文献

保护工作还包括:淤普通图书装订与修复(26
家,90% );于古籍修复(21 家,72% );盂缩微复

制(17 家,55% );榆对馆员进行文献保护教育与

培训 (19 家,66% );虞数字化 (18 家,62% );
愚制定并完善珍贵文献使用规定(15 家,52% );
舆珍贵文献影印出版(14 家,48% );余数字资源

长期保存(13 家,45% );俞对读者进行文献保护

教育与培训(7 家,24% );逾制定并实施灾难预

案(7 家,24% )。

3. 2摇 关于曾遭遇的灾难

在返回问卷的 31 家图书馆中,近年来没有

遭遇过灾害的只有 9 家(29% );曾遭遇灾难侵

袭的有 22 家 (71% )。 其中,曾遭遇火灾的 2
家,但都发生在 20 年前;曾遭遇水灾的 3 家;曾
遭遇地震的 4 家;曾遭遇台风袭击的 1 家;曾遭

遇水管爆裂的 11 家;曾遭遇馆舍漏水的 11 家;
曾遭遇其他各种事故的 8 家。

图书馆在以上灾难中未有人员伤亡,所遭受

的文献损失大部分为数百册。 而近年来最严重的

灾难为 2008 年“5·12冶汶川大地震,汶川图书馆

42000 册文献遭受损失,馆舍和设备也严重受损。
在遭遇灾难后,几乎所有图书馆均依靠馆

内力量进行灾后文献恢复;在灾后恢复过程中,
接受图书馆同行帮助的图书馆仅 2 家,接受社

会服务机构帮助的图书馆仅 1 家。
17 家图书馆对灾后文献恢复的效果表示满

意,5 家表示不满意。 原因方面,认为缺乏相应

专业人员的有 3 家,缺乏相应工作程序的有 2
家,缺乏专业设备和材料的有 5 家,缺乏来自社

会专业服务的有 5 家,缺乏行业协会指导与帮

助的有 2 家,缺乏同行帮助的有 2 家。

3. 3摇 关于灾难的应对

为馆藏文献购买保险是国际图书馆界保护

馆藏、应对灾难的重要举措。 在返回问卷的 31
家图书馆中,23 家(74% )没有购买任何保险;3
家(10% )为馆员购买了保险;1 家(3% )为贵重

设备购买了保险;4 家(13% )表示不清楚。 没有

一家图书馆为馆藏文献购买保险。
7 家(23% )图书馆回答制定有成文的文献

保护灾难预案。 关于所称“成文的文献保护灾

难预案冶,内容包括馆舍平面图及逃生路线图的

有 7 家;包括相关人员及联系方式的 7 家;包括

应对不同灾难和突发事件的程序的 6 家;包括灾

难应对设施及工具存放地点的 4 家;包括有优先

抢救馆藏财产名录的 2 家;包括灾后恢复程序的

2 家。 关于“成文的文献保护灾难预案冶是否为

全馆人员所知,5 家回答“是冶,2 家回答“否冶。
关于“成文的文献保护灾难预案冶是否定期更

新,6 家回答“是冶,1 家回答“否冶。
4 家图书馆表示曾依照“成文的文献保护灾

难预案冶应对灾难;其中,关于“与未有预案前相

比,依照预案应对灾难的效果冶,2 家认为效果更

好,2 家认为无明显变化。
24 家(77% )图书馆回答没有制定成文的文

献保护灾难预案,其中 12 家有制定计划。 关于

未制定文献保护灾难预案的原因,8 家表示正在

制定中,8 家表示不知如何制定,5 家认为灾难

预案有必要但不是很紧迫,3 家表示是出于其他

原因(未说明)。

3. 4摇 关于对文献保护灾难预案的认识

在返回问卷的 31 家图书馆中,26 家(84% )
会在各地发生自然灾难时意识到当地图书馆有

可能遭受文献损失并联想到本馆是否具有应对

灾难的能力。 9 家(29% )图书馆表示有制定文

献保护灾难预案和灾后恢复的专业人员,22 家

(71% )表示没有。 7 家(23% )图书馆拥有冷冻

干燥设备等灾后恢复设施,24 家(77% )没有。 5
家(16% )图书馆表示所在地区的图书馆学会有

关于制定灾难预案的指引,26 家(84% )表示没

有。 3 家(10% )图书馆表示所在地区有提供图

书馆灾后恢复的社会性服务机构,26(84%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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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没有,2 家(6% )表示不清楚。 关于是否需

要提供图书馆灾后恢复的社会性服务机构,26
(84% )家认为需要,5 家 (16% ) 认为不需要。
28 家(90% )图书馆认为一份全面、系统的文献

保护灾难预案对于文献保护具有重要作用,3 家

(10% )不认可这一观点。
关于制定一份全面、系统的文献保护灾难

预案的内容方面,认为应包括:淤文本的修订信

息(24 家);于文本的存放地点(26 家);盂馆舍

平面图及逃生路线图(31 家);榆相关人员及联

系方式 (31 家);虞相关服务提供商信息 (27
家);愚应对设施及工具存放地点(29 家);舆应

对不同灾难的程序(31 家);余灾后恢复程序

(31 家);俞优先抢救的馆藏财产(31 家)。
24 家(78%)图书馆认为应由管理层专人负

责本单位文献保护灾难预案的制定、修订和维护

工作;6 家(19%)认为指定非管理层专人负责即

可;1 家 (3%) 认为不需要专人负责。 29 家

(94%)图书馆表示需要文献保护研究者提供国

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如制定程序、案例文本等)以
完成灾难预案相关工作;2 家(6%)表示不需要。

4摇 调查结果分析

分析上述调查结果,中国大陆图书馆在文

献保护实践,尤其是在文献保护灾难预案方面,
具有以下特点:

4. 1摇 图书馆文献保护工作有较大的局限性

在返回问卷的 31 家图书馆中,有 29 家

(94%)已经开展了不同形式的文献保护工作,普
及面较广,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大陆图书馆对

于文献保护工作重要性的认识程度较高。 而这

一状况,与大部分大型图书馆收藏有古籍文献这

一事实密切相关。 由于古籍文献年代久远、保存

状况较普通文献复杂,古籍文献的收藏和管理工

作一般包括文献的保护和修复。 因此,笔者认

为,不应将高达 94%的文献保护工作开展率作为

衡量中国大陆图书馆文献保护工作水平的重要

指标。 调查结果显示,在关于文献保护环境控制

的工作对象方面,对全部馆藏进行文献保护环境

控制的图书馆有 2 家;仅面向古籍文献进行文献

保护环境控制的有18 家。 这一结果,说明了中国

大陆图书馆的文献保护工作与古籍文献收藏之

间的密切关系;同时也体现了中国大陆图书馆文

献工作在工作对象上的局限性。
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尚没有图书馆设立专

门的文献保护部门,相关工作大多由图书馆的

特藏部、历史文献部或古籍部等部门承担。 反

观欧美等国,其大部分规模较大的图书馆均设

有专门的文献保护部门,负责全部馆藏文献的

保护与修复工作。 如美国国会图书馆于 1940 年

设立了馆藏管理人(Keeper of the Collections)的
职位,并于 1963 年成立了馆藏维护与保护办公

室(Office of Collections Maintenance and Preserva鄄
tion),1967 年改为保护办公室(Preservation Of鄄
fice),并设立负责馆藏保护工作的助理馆长;
1989 年整合有关保护的各种职能组建馆藏保护

理事会(Preservation Directorate),归属于负责馆

藏服务的副馆长,该理事会下辖装订与馆藏维

护部、修复部、馆藏载录格式转换部、保护研究

与试验组、批量脱酸项目、国家数字化报纸项

目,统筹全馆的文献保护工作[23] 。
环境控制是文献保护工作中的重要部分,

是预防性保护的基础;环境控制是一个整体性

的工作,环境的温度、湿度、光线以及空气质量

等因素相互影响;要创造良好的文献保护环境,
必须对各个因素同时进行有效的控制。 调查结

果显示,仅有 4 家(13% )图书馆开展了较全面

的文献保护环境控制工作。
文献保护通常可分为预防性和补救性两种

类型。 从长期发展的眼光来看,预防性的文献

保护更为重要。 从结果看出,就文献保护工作

的内容而言,目前中国大陆大多数图书馆开展

的工作是普通图书装订与修复和古籍修复,均
属于补救性的文献保护工作。 而包括制定并实

施灾难预案、对读者进行文献保护教育与培训

等在内的预防性文献保护工作,则很少受到图

书馆的重视。
从以上几方面可以看出中国大陆图书馆文

献保护工作的局限性。 笔者认为,文献保护是

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专门机构的设立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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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开展该项工作的必要条件,应引起图书馆各

级领导的重视。

4. 2摇 图书馆的文献保护灾难应对能力较弱

调查结果显示,超过 70%的图书馆在近年内

曾遭遇过灾难侵袭。 自然灾难与日常突发事件

的比例是 6颐30,即由图书馆文献保护工作疏忽所

导致的、本可避免的人为灾难是造成图书馆馆藏

文献受损的重要因素。 这一事实表明,中国大陆

图书馆的文献保护灾难意识亟待加强。
国外图书馆文献保护的经验表明,业内学会 /

协会的指导、区域图书馆联盟的协作是对抗灾难最

为有效、最合乎成本效益原则的途径。 随着信息技

术、网络技术在图书馆管理中的渗透,已经出现了

不少以灾难管理为目标的图书馆联盟,如美国加州

“内陆帝国图书馆灾难响应网络(The Inland Empire
Libraries Disaster Response Network,IELDRN)冶、美
国纽约地区“大 11 联盟(Big 11)冶、英国伦敦地区

“学院图书馆联盟M25冶等。 可以说,图书馆联盟的

实践已经深入到了图书馆灾难管理的活动中[15]。
此外,相关社会服务机构也是图书馆应对文献保护

灾难的有力支援。 然而调查结果显示,在遭遇灾难

后,几乎所有图书馆均依靠馆内力量进行灾后文献

恢复;在灾后恢复过程中,接受图书馆同行帮助的

图书馆仅 2 家,接受社会服务机构帮助的图书馆仅

1 家。 这种“自力更生冶的灾难应对模式在很大程

度上限制了图书馆的文献保护灾难应对能力,同时

将图书馆馆藏文献置于一个相当危险的境地。
为馆藏文献购买保险是国际图书馆界保护

馆藏、应对灾难的重要举措。 美国研究图书馆

协会的调查结果表明,90% 的图书馆均为馆藏

文献购买了不同类型的保险[24] 。 此次调查结果

表明,中国大陆未见任何一家图书馆为馆藏文

献购买保险。 这一事实说明了中国大陆图书馆

尚未形成文献保护灾难保险意识。

4. 3摇 图书馆对文献保护灾难预案的认知和实

践情况不容乐观

此次调查结果显示,7 家(23% )图书馆回答

制定有成文的文献保护灾难预案。 从数据上

看,这一比率与 2004 年 IFLA / PAC 的调查结果

22% [19]几乎相等。 可见,中国大陆图书馆在文

献保护灾难预案文本的制定方面,仅相当于 6 年

前的国际平均水平。
图书馆应急预案,是针对有可能对图书馆

造成威胁的重大灾害和突发事件,为保证迅速、
有序、有效地开展应急与救援行动、降低事故损

失而预先制定的应急方案。 它是在分析、评估

图书馆潜在的危险性、突发事件发生的可能性、
造成后果的严重性的基础上,对图书馆应急机

构与职责、人员、技术、装备、设施、物资、救援行

动及指挥与协调等方面预先做出的具体安

排[11] 。 在《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中,突发公共事件主要分为自然灾害、事故灾

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四类[25] 。 作

为公共机构,图书馆等文献收藏机构的突发事

件符合上述类别划分。 由于针对不同类别突发

事件的预防和应对措施不同,需分别制定相应

的应急预案,进而形成图书馆应急预案体系。
按预案的适用对象范围进行分类,可将图书馆

的应急预案划分为应急基本预案、专项预案、特
定场所预案和日常管理预案[11] 。 文献保护灾难

预案是图书馆应急预案体系中的重要专项预

案,该专项预案的直接目的是馆藏文献保护。
通过比较分析被调查图书馆对于问卷其他

相关问题的答案,笔者发现,在 7 家回答制定有

成文的文献保护灾难预案的图书馆中,存在不明

文献保护灾难预案所指的情况,其所称“成文的

文献保护灾难预案冶,内容大部分是图书馆所遇

到的并不涉及文献保护的紧急事件的处理程序,
少部分涉及到火灾等处理程序,也是以人员的安

全疏散为主。 由此推测,受访图书馆所称“成文

的文献保护灾难预案冶,均不符合 IFLA / PAC《国
际图联灾害预防手册》的要求。 由此反映了中国

大陆图书馆在文献保护灾难预案方面,不仅实践

情况不乐观,认知水平也亟待提高。

5摇 结语

根据国外文献保护工作的教训和经验,一份

全面、系统、成文的灾难预案,是任何文献收藏机

构迅速应对灾难、有效控制损失的最佳途径;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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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预案的制订和采用情况,是衡量一个地区文献

保护事业发展状况的重要指标。 通过此次调查,
笔者认为,中国大陆图书馆文献保护灾难预案的

制订和采用情况并不理想,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

了中国大陆文献保护事业发展的局限性。
灾难不可避免,应对灾难的最佳办法是有

所准备。 为馆藏提供最好的保护,使其免于因

最平常的原因而遭受损失,是预防性保护的一

条基本原则[26] 。 制订和实施文献保护灾难预案

正是实现这一原则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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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摇 中国大陆图书馆文献保护灾难预案调查问卷
第一部分摇 基本资料

图书馆名称: 成立时间:
馆长: 文献保护工作负责人:
电话: 传真:
馆藏 数 量: 馆 舍 面 积: 馆 员 数

量:

第二部分摇 文献保护工作基本情况

1. 贵馆的馆藏类型包括 (可多选)。
A. 普通纸质文献摇 摇 摇 B. 古籍善本

C. 数字资源 D. 音像资料

E. 缩微资料 F. 照片

G. 其他

2. 贵馆是否开展文献保护工作?
A. 是(开始的时间 )
B. 否

3. 贵馆是否由专门部门或科组从事文献保护工作?
A. 是 (请填部门及科组名称)
B. 否

4. 贵馆从事文献保护工作的员工人数: 。
5. 贵馆开展文献保护环境控制工作的内容包括

(可多选)。
A. 库房温度控制 B. 库房湿度控制

C. 库房光线控制 D. 库房空气质量控制

E. 防虫与杀虫

6. 贵馆以上环境控制措施针对的对象是 (可
多选)。

A. 古籍特藏 B. 数字文献

C. 音像资料 D. 缩微文献

E. 其他 F. 全部文献

7. 贵馆是否还开展以下文献保护工作? (可
多选)
A. 古籍修复

B. 普通图书的装订与修补

C. 纸质文献脱酸

D. 珍贵或濒危文献的缩微

E. 珍贵或濒危文献的数字化

F. 珍贵或濒危文献的影印出版

G. 制定珍贵文献使用的相关规定

H. 数字资源的长期保存

I. 制定并实施灾难预案

J. 馆员文献保护教育与培训

K. 读者文献保护教育与培训

L. 其他:

第三部分摇 遭遇灾难

8. 请勾选贵馆是否曾经发生以下自然灾难,并填写相

关信息(可多选)。
说明:淤“灾难类型冶 栏如勾选“其他冶,请注明具体

类型;
于“发生时间冶请尽量具体到年月日;
盂如同一类型灾难发生超过一次,请在此表空白

处继续填写。

突发事件类型 发生时间
灾难严重程度

严重 一般 轻微

受灾
文献册数

文献损毁情况* 受损文献恢复情况**

火灾

洪水

地震

台风

其他

摇 摇 注:* 如受潮、水淹、生霉、脏污、破损、脆化、火烧、丢失及其他,如能提供大概数字更好,如无大概数字,请提
供受损的类型。

** 恢复所采取的措施,如风干、冷冻干燥、修复,以及恢复所需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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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请勾选贵馆是否曾经发生以下日常突发事

件,并填写相关信息(可多选)。
说明:淤“突发事件类型冶栏如勾选“其他冶,请注

明具体类型;

于 “发生时间冶请尽量具体到年月日;
盂 如同一类型突发事件发生超过一次,请
在此表空白处继续填写。

突发事件类型 发生时间
灾难严重程度

严重 一般 轻微

受灾

文献册数
文献损毁情况* 受损文献恢复情况**

电力中断

水管爆裂

馆舍漏水

空调故障

其他

摇 摇 注:同题 8 表下注。

10. 如发生以上灾难,有无人员伤亡?
A. 无
B. 有 (馆员 人亡, 人伤; 读者

人亡, 人伤)
11. 以上灾难受灾文献的处理主要依靠 (可多

选)。
A. 馆内力量摇 摇 摇 摇 摇 B. 图书馆同行

C. 社会服务机构

12. 贵馆对以上灾难的灾后文献处理效果是否满

意?
A. 满意 B. 不满意

13. 如果对以上灾难的灾后文献处理效果不满意,为什

么? (可多选)
A. 缺乏相应的专业人员

B. 缺乏相应的工作程序

C. 缺乏相应的专业设备和材料

D. 缺乏来自馆外的专业服务

E. 缺乏行业学会(协会)的指导与帮助

F. 缺乏同行的帮助

第四部分摇 应对灾难

14. 贵馆是否为以下对象买有意外保险? (可
多选)
A. 馆员 B. 馆舍

C. 珍贵特藏文献 D. 贵重设备

E. 全部馆藏文献 F. 全部设备

G. 全部没有

15. 贵馆是否有应对各种灾难和紧急情况、与附件提供

的两个美国文献保护机构的文献保护灾难预案类

似或更全面的预案?
A. 是(如可能,请提供灾难预案的电子文本或网上

链接地址)
B. 否(转第 21 题)

16. 如果有,该文献保护灾难预案是否为全馆人员所熟

悉?
A. 是 B. 否

17. 如果有,该文献保护灾难预案是否形成正式文本并

定期更新?
A. 是 B. 否

18. 如果有,该文献保护预案(文本)内容包括

(可多选)。
A. 文本的修订信息

B. 文本的存放地点

C. 馆舍平面图及逃生路线图

D. 相关人员及联系方式

E. 相关服务提供商信息

F. 馆内应对设施及工具存放地点

G. 应对不同灾难的程序

H. 灾后恢复程序

I. 优先抢救的馆藏财产

J. 其他:
19. 贵馆是否曾依照该预案程序应对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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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是 B. 否
20. 与未有预案程序前相比,贵馆依照该预案程序应对

灾难,效果 。 (转第五部分)
A. 更好 B. 无明显变化

C. 更差

21. 如果目前没有完整的文献保护灾难预案,贵馆是否

有计划制订?
A. 是 B. 否

22. 如果目前没有完整的文献保护灾难预案,是什么原

因?
A. 没有必要

B. 有必要,但不是很紧迫

C. 正在制订 D. 没听说过

E. 不知道如何制定 F. 其他

第五部分摇 灾难预案

23. 当世界上各种自然灾害发生时(如 2005 年美国克

特丽娜飓风、2008 年汶川大地震等),您是否会想

到当地图书馆文献可能受到损失及其以后的恢复

工作?
A. 有 B. 无

24. 当世界上各种自然灾害发生时,您是否会联想到自

己所在图书馆是否具备应对灾害的措施和能

力?
A. 有 B. 无

25. 贵馆是否有制定文献保护灾难和灾后恢复的专业

人员?
A. 有 B. 无

26. 贵馆是否有灾后恢复的设施,如冷冻干燥设施

等?
A. 有 B. 无

27. 贵馆所在地区的图书馆学会(协会)是否有类似灾

难预案的指引?
A. 有 B. 无

28. 贵馆所在地区是否有提供图书馆灾后恢复的社会

性服务机构?
A. 有 B. 无

28. 您认为是否需要有提供图书馆灾后恢复的社会性

服务机构?
A. 有 B. 无

29. 贵馆是否认为一份全面、系统的文献保护灾难预

案,对于文献保护具有重要作用?
A. 是 B. 否

30. 贵馆认为一份全面、系统的文献保护灾难预案至少

应包括哪些内容? (可多选)
A. 文本的修订信息

B. 文本的存放地点

C. 馆舍平面图及逃生路线图

D. 相关人员及联系方式

E. 相关服务提供商信息

F. 应对设施及工具存放地点

G. 应对不同灾难的程序

H. 灾后恢复程序

I. 优先抢救的馆藏财产

J. 其他:
31. 贵馆是否认为应由专人负责本单位文献保护灾难

预案的制定、修订和维护工作?
A. 是,应由管理层专人负责

B. 是,指定非管理层专人负责即可

C. 否
32、贵馆是否需要文献保护研究者提供国内外相关研

究成果(如制订程序、案例文本等)以完成灾难预

案相关工作?
A. 是 B. 否

33. 您对“中国大陆图书馆灾难预案调查研究冶项目组

有何意见和建议?

林摇 明摇 中山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副研究馆员。
通讯地址:广州新港西路 135 号。 邮编:510275。
张摇 靖摇 中山大学资讯管理系讲师。 通讯地址

同上。
(收稿日期:2010鄄02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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