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博物館展場裡，除了最重要的藏品外，還包含各種裝潢與展示材料，例如壁紙、合板、

油漆、膠、矽利康、家具等物。（圖 1、2）在使用的過程中，部分材料會持續發散出有
機氣體，直接或間接的對藏品造成傷害。為了更了解這些與藏品相伴或相鄰的材料，我們

利用材料釋酸性檢測的申請資料為基礎，建立故宮南院展存材料資料庫。資料庫不僅記錄

釋酸檢測結果，並對材料的基本資料更有詳細的調查，可提供未來展場修補材料的正確資

訊，更可協助判斷材料的安全性與展場施工期程規劃的合理性。

材料知多少─

▌呂釗君

故宮南院展存材料資料庫的應用

前言
  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以下簡稱南院）

展存材料資料庫的濫觴是 2018年為了將奧迪

測試 1的檢測批次與材料分類給號，遂參考英

國大英博物館（The British Museum）與美國大

都會博物館（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s）

的材料分類方式，再依南院實際狀況做調整。

國外雖有類似的展存材料資料庫，但國內外取

得的材料有異，且檢測方式不同（英美以奧迪

測試為主，澳洲檔案局採 ISO 18916相片活性

測試），雖仍有參考價值，但實際在院內能派

上用場的材料並不多。

  南院使用的展存材料皆依循《國立故宮博

物院文物展覽保存維護要點》（以下簡稱要點）

之規範，於確認展示設計使用的材料後，填寫

〈國立故宮博物院用材釋酸性檢測申請表〉（以

下簡稱申請單）申請檢測，檢測合格的材料才

能在展場使用。南院建館迄今，送驗材料不計

其數，偶爾會遇到相同材料但出現不同的釋酸

檢測結果，或施作現場看到材料包裝才發現與

送驗規格有異等狀況。筆者收到申請單時會試

著回想是否曾經見過該待測物、過去檢測結果

與材料相關資訊，但因累積件數多，難憑印象

比對結果。為了要釐清展存材料規格，統計同

材料不同次的釋酸檢測結果，故於 2020年 1

月起開始建置南院的展存材料資料庫。

展存材料的分類
  資料庫內將展存材料依材質、使用方式、

型式分為九大類，分別為：黏著劑、板材、織

品、片膜、發泡材、紙質、塗料、矽利康與其

他。直至 2023年 2月 1日止，黏著劑類已建

置 105筆，板材類 100筆，織品類 62筆，片

膜類 50筆，發泡材 75筆，紙質類 93筆，塗

料類 85筆，矽利康類 53筆，其他類 100筆，

共 723筆材質資料；有效資料為 717筆，餘 6

筆為資訊不足的材料總項，集合各種缺乏廠牌

規格的材料。近年申請釋酸檢測的原裝待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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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2023「包羅萬象—亞洲織品展」展櫃內展示藏品用的檯座已就位，一眼望去至少出現 10種已錄入資料庫的材料，包含：單
元說明掛幅布料、檯座使用的結構用板材與角材、兩種壁紙、壁紙用漿糊、木結構用白膠、結構修飾用的批土與石膏、平面
輸出。　作者攝

圖 2　佈展完成的「包羅萬象—亞洲織品展」　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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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以及申請單位自行分裝的待測物，詳如圖

3、4，其中包含黏著劑、塗料、矽利康與其他

共四大類材料，如板材、織品、片膜、發泡材

與其他類材料，原材料體積或面積較大，多為

裁切後送驗。（圖 5）

  黏著劑類包含水分或溶劑揮發型（如壁紙糊

與強力膠）、紫外光固化型、膠帶等類，編碼

取自英文Adhesive的AD後加流水號數字 3碼，

如編號 AD001是強力接著劑（型號：3670）。

  板材類包含各式原木料、合板、角材、矽

酸鈣板、金屬複合板、纖維水泥板、PC板、美

耐板等各式硬質結構或結構美化材料，編碼取

自英文 Board的 BD後加流水號數字 3碼，如編

號 BD008的板材為 F1防水防蟲集層角材（規

格：1.2吋）。

  織品類含括文物墩座的裱布、魔鬼氈、投

影布、輸出用布料、展場互動用織物與座椅用

布料等展場用材外，也包含文物典藏用的綁帶、

棉布、聚酯填充物等材料；編碼取自英文 Fabric

的 FB後加流水號數字 3碼，如 FB013為泰維

克
®
（型號：1443R）。

  片膜類多為輸出類材料，亦有美化用的卡

圖 4　 分裝待測物：黏著劑、塗料與其他類之粉、液或膏狀材料。　作者攝圖 3　原裝待測物：黏著劑、塗料、矽利康與其他類材料。　作者攝

典西德與波音軟片，或展櫃用低反射膜、燈具

遮光片等；編碼取自英文 Film的 FL後加流水

號數字 3碼，如 FL005為高級裝飾波音軟片（規

格：K-9950櫻桃木木紋色系）。

  發泡類顧名思義為各式發泡材料，包含裝

潢結構用的硬質發泡材、貼文字輸出用的發泡

板、展場椅子座墊的泡棉等；編碼取自英文

Foam的 FO後加流水號數字 3碼，如 FO021為

深褐色 PVC仿木角材（規格：1吋×2吋）。

  紙質類以壁紙為大宗，其他還有運輸用的

瓦楞紙材與近年常用作展場立體造型的紙蜂巢板

等；編碼取自英文 Paper的 PP後加流水號數字 3

碼，如 PP043為寶齊來壁紙（型號：95210）。

  塗料類主要為各種展場用漆，墨汁、顏

料、木器著色劑、木器油等也歸類於此；編碼

取自英文 Paint的 PT後加流水號數字 3碼，如

PT029為虹牌 406水性水泥漆（規格：490黑色、

有光）。

  矽利康原應屬黏著劑項下，但其主成分一

致且多為軟、硬管型的填縫或密封用材，故獨

立成一類；編碼取自英文 Silicone的 SI後加流

水號數字 3碼，如 SI030為陶熙玻璃與金屬矽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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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內容
  材料基本資料庫脫胎自申請表，包含待測物

名稱、製造批號（或日期）、製造廠商與電話、

供應廠商與電話等四大項材料資訊（圖 6）， 

作為送驗樣本與現場用材的比對標準。當由紙

本資料轉錄至電子資料庫時，需要補充更多資

訊，還要連結不同時期的檢測結果，故同時建

構了展覽列表與釋酸檢測結果兩資料庫，供交

互聯結參照使用。

一、材料基本資料庫
  材料基本資料庫的內容包含材料編號、名

稱、規格（含型號）、顏色、用途、製造商、

成分、是否含有害材質、綠建材種類、建議乾

燥時間、有效期限與備註。透過資料的填寫，

初步認識材料種類、規格與成分，利用網路查

詢製造商與產品規格是否合理，再進一步了解

產品特性、使用與保存方式、是否具綠建築相

關資格認證等，並記錄於資料庫內；若有需要

亦會直接電詢製造商。

圖 5　 裁切後送驗的待測物：板材、織品、片膜、發泡材、紙與其他類固定形態
之材料。　作者攝

圖 6　 申請釋酸檢測時需填寫的材料資訊　取自國立故宮博物院用材釋酸性檢測申請表

密封膠（規格：半透明）。

  其他類的材料繁雜，如石膏粉、批土、環

氧樹脂、塑膠地磚、矽膠墊等，到榻榻米、纖
維強化塑膠（FRP）造型裝置等，凡不易循材

質歸類者皆納入此處。其他類的編碼取自英文

Other的 OT加流水號數字 3碼，如 OT029為雙

喜批土（規格：白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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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稱、規格與顏色可供判別該材料是否為

新材料，若有相似名稱與規格再佐以製造商判

別，新材料會依材質分類後給予材料編號。例

如，名為「雙面泡棉膠帶」的待測物，若有完

整包裝，即可從包裝列印的產品資訊得知規

格、型號、成分、製造商與有效期限等資訊；

若資料庫內已有相同材料，便可直接登打釋酸

檢測結果，如圖 7中的下拉式選單，與記錄此

次待測物的製造批號與供應商。若查無相同品

項，則給予新的 AD流水號後，在圖 8的空白

表單內直接記錄材料資訊，並記錄釋酸結果。

若待測物為開封過的餘料，僅存紙軸而無包裝 

（圖 9），可以嘗試從紙軸文字追溯調查，也能

由泡棉膠體與離型紙的型式協助判斷。但若待

測物無原包裝或紙軸，僅擷段送驗，除非廠商

於申請單提供的資訊完整，足以對應到資料庫

內材料或可建立新編號，否則會歸入資訊不足

的雜項內，並於釋酸檢測結果中註記規格與供

應商；如檢測序號 2023-A23的雙面泡棉膠帶，

因僅收到約 30公分長的待測物，且申請單填寫

簡略，故被歸到 AD998「資訊不足的雙面泡棉

膠帶」項下，並註記已知資訊：寬 12公釐、淡

黃色離型紙、白色膠體、供應商為小北百貨。

  以原包裝提交或製造商網站資訊透明公開

的待測物才能得知成分，有時亦可從安全資料

表中得知局部資訊，成分資訊可協助淘汰含有

圖 8　 材料資料庫新增用表單，可同時填寫材質資料與釋酸檢測結果。　取自故
宮南院展存材料資料庫

圖 9　無外包裝的膠帶需要透過紙軸文字等資訊來尋找廠牌規格　作者攝

圖 7　材料基本資料庫　取自故宮南院展存材料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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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點禁用成分 2的材料。因為待測物的數量偏

多，即使可添購化學分析儀器協助分析各材料

成分，但實務上仍無足夠的時間、設備、人力

與成本分析所有待測物成分，故除了產品調查

外，無其他簡易的防堵方法。

  部分待測物以液體、膏狀等形態提交，為

了製作檢測樣本，需要知道產品的使用方式與

建議乾燥時間，如 AB膠的混合比例、硬化條件

與時間；產品的保存年限可協助判斷該是否過

期。

二、展覽列表
  展覽列表包含展覽與典藏相關工作，以展

覽年度的西元年加大寫英文字母給號，如 2020

年的「呼畢勒罕—清代活佛文物大展」，展

覽編號為 2020-H。除了展覽編號與名稱外，還

會記錄展覽起訖日、策展人、展示設計美工負

責人、展覽地點與展示設計承攬廠商等相關資

訊。（圖 10）

三、釋酸檢測結果資料庫
  各檔展覽材料申請釋酸檢測時，會先給予

每件待測物檢測序號，即展覽編號後接流水號；

如活佛展所提送的第一件待測物，其檢測序號

為 2020-H1。給定檢測序號後，會再記錄該物的

材料編號、檢測時間、結果分析、結果判定、

製造批號、包裝方式與備註。（圖 11）

使用資料庫的優缺點
  資料庫建置初期需要投入較多的心力，包

含學習應用軟體、表格內容設計、資料鍵入等

工作，其缺點是大幅增加了申請與檢測兩方的

工作量。為了建立基本資料檔案，需要申請單

位仔細地填表，但實務上常因填寫不清，需退

圖 10　展覽列表資料庫　取自故宮南院展存材料資料庫

圖 11　釋酸檢測結果資料庫　取自故宮南院展存材料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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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重填，故時常收到申請單位的抱怨，或因詢

問不到資料而延遲申請。

  除了困擾申請端的填表外，檢測單位也增加

了材料基本資料調查與建檔，及登錄釋酸檢測結

果之工作，其中調查最為耗時。收到申請單後需

要逐一確認資訊是否完整，製造商公司營業項目

是否合理（釐清是否誤植成供應商），產品規格

是否正確等等。若為壁紙則要調查待測物是否符

合型錄規格，並記錄型錄名稱與年份；因同一壁

紙可能在不同年份的型錄中編號不同。若為塗料

則要先確認種類，如收到「青葉水泥漆」，如果

不見外包裝資訊，還要再詢問申請單位是 1000

平光水性水泥漆，或是 202平光水性水泥漆，還

是 super 900水泥漆等類型。若待測物有國內外

的綠建材或其他認證，則要上網查詢認證種類或

編號，確認是否合理與有效。

  但麻煩事過後，優點開始浮現：第一，可

以從成分汰除不符合要點的材料；第二，可直

接查詢過去的釋酸檢測紀錄，若曾有不合格經

驗，會建議廠商勿分裝送驗，若是不合格比例

較高，雖仍可進行釋酸檢測，但會建議開始尋

找替代方案，避免延誤展場施工期程。第三，

展場維修時，便於搜尋相同材料修補；第四，

遇到緊急狀況時，可直接由資料庫內挑選合宜

的材料使用。

  最後，可以連結材料成分特性與展場施作

工法，合理控管展場期程。記錄材質成分時，

注意到壁紙的材質其實很多元，除了紙張外，

也有紡織品、矽藻土、塑膠等各類材質；有些

壁紙紋樣是塑膠製成，如聚氯乙烯，主打防水

或防汙，易於日常維護。依據要點規範，展櫃

內濕度來源包含新裱紙、裱布的展櫃、墩座等，

均需乾燥至含水率低於 11%方得使用，而防水

壁紙會將漿糊的水份封在壁紙下，若基底材恰

好使用了塑膠發泡板，而非木料，夾在兩層塑

膠中間的水份需耗費更長的時間乾燥，相較之

下紙質、織品或矽藻土等透氣材質，漿糊的乾

燥速度較快。

實務經驗
  除了申請單的待測物規格不明外，可能收

到過期或分裝後變質的待測物，即使收到原裝

材料，也可能會遇到包裝標示不實等特殊狀況；

資料庫則有著定義顏色與是否適合建檔的困擾。

一、待測物規格不明
  待測物規格不明有兩種狀況，第一種是申

請單填寫不詳，例如廠商送驗「B牌白色乳膠

漆」，但收到了百合白、玫瑰白、象牙白、蠶

絲白等其他白色調的待測物，非申請單註明的

「白色」。片膜類材料則常遇到廠商僅能提供供

應商資訊，故有機會發生極度相似的待測物因

來源不同而有不同品名，進而獲得不同的材料

編號；如背膠 PVC、PVC貼紙、PVC背膠這三

個材料，功能相同，外觀皆為有背膠的白色塑

膠軟片用來印製輸出，或許三者皆為相同材料，

但因供應商給名不同，加上無製造商資訊協助

判斷，最後在資料庫被認定為 3種不同的材料。

因應此狀況，後期才發展出「資訊不足」的材

料項目，專門納入外觀與功能相似，但缺乏規

格與製造商資訊的材料。

  再以塗料為例，若廠商提驗品名為「得利

調漆全效水泥漆（A922U1-2079）」的待測物，

原先被解讀為色號規格是 A922U1-2079的漆。

然而在資料庫檔案比對下，發現 A922與 2079

多次出現在不同顏色的同品牌漆色規格內，才

驚覺 A922是主原料編號，2079指該漆能調出

2079種顏色，亦即廠商填寫之規格為總品名，

非該待測物的色號，原規格遂變成無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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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種是待測物辨別困難。展存材料在申

請釋酸檢測時，往往會同時送來十種以上的材

料，且同類的材料會送來數件待測物，以提供

策展人多樣化選擇，壁紙、塗料、片膜 3類材

質最常收到外觀相似的待測物。舉片膜類為例，

曾經同時收到不同展覽多件外表相似的待測

物，如波音軟片、亮面卡典西德、霧面卡典西

德、高遮 PVC、弱黏 PVC、PVC輸出等皆為有

背膠的白色塑膠軟片，申請單位可能覺得自己

的材料容易辨識，故未特別標註，但當檢測人

員同時收到 6件外觀相似的待測物時，辨識確

有難度。

二、材料過期或變質
  板材類中的合板、角材等有機材質，若囤

放時間較長，容易受到儲存環境的影響，提高

蟲害發生的風險，這類狀況可以從製造批號或

日期來協助判斷材料的新鮮度。

  過期或分裝的黏著劑較容易變質或受到外

界汙染，進而影響釋酸檢測的結果。例如材料

編號為 AD001的強力黏著劑，在 2021至 2022

年間，三檔展覽共送驗了 4次，僅有 1次不合

格紀錄（見圖 7），但該紀錄也是唯一無製造批

號的紀錄，亦未見「原包裝印刷不清」之註記。

可以反向推測該次待測物可能為分裝品，有可

能已逾保存期限或存放運送時受到汙染，進而

影響檢測結果。

三、包裝標示不實
  原裝待測物的包裝標示不實是一項有趣的

發現。曾有廠商送來品名為「A國○○○」的

待測物，但材料外包裝印製的產品資訊簡略，

不太符合印象中 A國商品標示的慣例，經過網

路搜尋與比對包裝文字，發現該材料實為 A國

投資的 B國甲公司於 B國生產的商品，雖然包

裝印有 A國國家認證，卻未取得認證字號，網

路搜尋後推測亦未於 A國販售。另外也遇過印

有 C國認證字號的待測物，其外包裝亦缺乏產

圖 12　2022年亞洲織品展（左）與法華經展（右）挑選的壁紙樣本。　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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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資訊，調查後推測應為 D國乙公司從 C國進

口有合格認證字號的原料，加工再製後於 D國

販售，但加工後的產品是否仍符合 C國認證規

範則不得而知。

四、顏色定義困難
  展場常用的壁紙顏色不外乎黑白灰三色

調，配合各展覽主題，其深淺、色調與紋樣皆

有不同，圖 12為 2022年織品與法華經兩檔展

圖 14　材料編號 PP068的壁紙樣本：左右為不同光線與陰影下的影像。　作者攝

圖 13　圖 12的黑白灰三色系壁紙樣本　作者攝

黑色系

灰色系 白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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覽送釋酸檢驗的壁紙，共有 19種；除了 3種特

殊色外，皆在黑白灰範圍內（圖 13），但 16種

色調紋樣皆不同。對於如何在資料庫定義顏色，

目前是由檢測人員自行判斷，往往同一樣本遇

到不同人或環境會得到不同的描述。

  近日即遇到同仁來查詢 2022年亞洲織品展

使用的黑色壁紙品牌型號，由於該展覽跨期長，

期間共送驗了 11種壁紙，資料庫中卻查無黑色

壁紙。同仁改提供樣本，看到實物時顏色倒似

深咖啡色，但紀錄仍未見深咖啡色或深褐色。

接著同仁找到壁紙包裝外的標籤照片，標籤上

有商標與一串英數字，無法確認何者為型號且

不知是否為同款壁紙。回到資料庫比對製造商、

展覽與送驗紀錄，辨識出部分英數字應該是型

號，再透過官網目錄與實物比對後確認為材料

編號 PP068的日本 Sangetsu壁紙 Fine 2019-2021

型錄的 FE6788，資料庫顏色紀錄為深灰。然如

圖 14所見，同一壁紙在不同環境中所見的顏色

皆有差異，故未來考慮將以儀器量測，記錄下

色彩空間 CIE L*a*b*座標。

五、免建檔類型
  資料庫運行三年後，區分出可做釋酸檢測

但不於資料庫建檔的待測物類型，以提高資料

精確度與有效性。免建檔的待測物包含品名簡

略、無規格與製造商，且僅提供分裝樣本者，

或再次購置機率低的特殊規格或訂製品，如榻

榻米、斗笠等裝飾用品。

未來發展方向
  資料庫的存在並非為了限制材料的使用，

而是累積對材料的了解。由於擔心廠商只選用

資料庫內的材料，限制了展場設計的創意、材

料的應用與資料庫的發展，故資料庫不採公開

模式。隨著對材料的認識與學習，將持續調整

分類細項，如補土歸回塗料類、環氧樹脂與熱

熔膠歸回黏著劑類，並考慮加入安全資料表或

原廠規格表等文件做為附件。

  建立資料庫就像偵探調查，持續抽絲剝繭，

比對線索來找尋材料的真相，甚至能間接了解

各類產業的製造與發展。在環境保護與永續發

展議題的發酵下，可以注意到產業開始注重產

品對環境與人體的影響，及碳足跡的計算與減

量，相關的認證標章越來越常出現。雖然本院

目前尚無綠色議題的規範，但可以透過資料庫

了解使用的綠建材種類與次數，作為未來綠化

展覽的目標而邁進。

作者任職於本院南院處

註釋：

1.  奧迪測試：原名 Oddy Test，由大英博物館保存科學家 Andrew Oddy所創之展存材料安全性檢測方式，利用銅遇氯變綠、銀遇硫變黑、
鉛遇酸變白等化學反應，將三種金屬片與展存材料一起進行 28天高溫高濕的環境劣化試驗，若金屬片有異，可合理推測該材料可能會
影響藏品安全。

2.  《國立故宮博物院文物展覽保存維護要點》規範包含：「展場裝修用料不含鉛、氯、硫、石綿、甲苯、二甲苯等揮發性有機溶劑及
重金屬等有害物質」與「展場裝潢材、展櫃櫃體、櫃內使用檯座如使用木料，含甲醛濃度不超過 CNSF1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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