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珍貴記憶再現－英國照片檔案保存方式概述

照片的發明讓現代人可以隨時隨地為自己的生活留下紀錄，

而各式重要的場合或聚會的合照更是具有重要意義的紀念物。但

是這些沖洗完的照片，由於其化學成份不完全穩定，保存上必須

格外謹慎，否則即有可能發黃變質。本文內容取自英國文件保存

維護協會（The  Ins t i t u te  o f  Pape r  Conse rva t i on ,  簡稱

IPC）編輯之摺頁資料，希望將英國有關照片檔案之保存方式提

供給國內各界參考。

檔案管理局檔案典藏組科員 葉潔心

壹、前言

照片雖然普遍存在於每個家庭，但是人們往往忽略到照片本身是很脆弱，也很容易遭受損壞。英國

國家檔案館為了宣導照片正確的使用方式與保存方法，特別引用英國文件保存維護協會所編輯有關照

片保存的摺頁資料，藉以教導大家如何長久保存一些特別珍貴或老舊脆弱的照片，以下即就該摺頁所

提及照片的組成結構、損壞原因與跡象、照片的保存方式、展示照片及其他應注意的事項進行簡要概

述。

貳、照片的組成結構

攝影技術發明至今已超過了150年的歷史，雖然照片僅是運用感光性媒材來產生可見影像的技術之

一，但是「照片」一詞仍是最常被用來泛指沖洗出來的紙質圖像。

照片是透過複雜的物理和化學過程所產生，所有的照片都是由片基( base support)和圖像所組

成，片基通常是由紙、玻璃、金屬或塑料所製成，經由感光性影像材料(通常為銀)、有機染料或顏料

來記錄出我們所見的圖像。圖像的形成物質通常是懸浮在黏著劑上，黏著劑多為透明的物質，一般是

由蛋清、火棉膠或明膠所組成。

參、照片損壞的原因與跡象

 一、照片為什麼會損壞呢？

通常粗心大意是造成照片損壞的主要原因，像指紋會在感光乳劑層上留下汗液及油性污

漬，污漬不僅會刮傷照片表面，且會產生不必要的化學反應。另外，使用材質較差的保存材

料，包括聚氯乙烯(PVC)塑料、酸性板框架、含木質素框架、自黏性相冊，或使用自黏膠帶、

迴紋針和橡皮筋等，都會造成照片劣化。

還有另一種常見的情況是在自己動手沖洗照片的過程中，導致嚴重或不可彌補的損害，有

些照片因為製作過程不當，造成品質不穩定，容易產生劣化的情形。如果暴露在光線底下，尤

其是日光，更容易褪色。 另外，紙、蛋清、明膠黏著劑和其他攝影材料對黴菌、昆蟲和老鼠來

說，都是具有吸引力的食物來源。再者，高溫和潮濕的空氣不僅會加速照片的劣化，更會促進

黴菌的生長，進而造成照片表面損傷和黏著劑脫落。

 二、我們怎麼知道照片有損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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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照片損壞的時候可能出現以下的情況：

1. 照片褪色、變色、出現污漬、失去光澤，或表面已遭刮花或有凹痕。

2. 黏著劑層可能有裂縫、剝落或沾粘到另外一張照片。

3. 紙基可能褪色、撕裂、捲曲或有皺褶，玻璃片基可能有缺口或破裂，金屬片基可能彎曲、

失去光澤或遭腐蝕，塑膠片基(通常用於底片)可能產生刺鼻的氣味、起皺或黏稠。

肆、照片的保存方式

 一、接觸照片時要注意什麼？

1. 拿取照片時應保持雙手乾淨，並避免碰觸到圖像部分。戴著乾淨、不起毛球的棉手套，可

以減少髒污和指紋留印在照片表面。

2. 對於特別大張或老舊脆弱的照片，應使用一張卡紙墊在下面作為支撐，並用雙手小心拿

取。

3. 避免將食物和飲料放在照片的周遭環境，處理照片時應禁止飲食。

4. 避免在照片上用墨水標記，如果有必要則可用軟芯鉛筆輕輕地寫在照片的背面。

5. 避免用橡皮擦、水或清潔劑(例如窗戶擦淨劑或影片擦淨劑)來擦拭照片表面，並避免用自

黏膠帶修復照片裂痕。

 二、我們該如何保存珍貴的照片？

一般照片損壞的時候可能出現以下的情況：

1. 照片適合放置於陰涼、乾燥、通風良好的環境。避免存放於頂樓、地下室或沿著建築物外

牆放置，因為這些地方的環境條件不穩定，溫溼度比較容易產生變化，故應避免。

2. 將照片和底片保存在資料夾或保護套，以確保其不受灰塵和光照的影響，並在使用過程中

提供穩固的支撐物。建議使用化學性質穩定的塑料或不含硫磺物、酸性及過氧化物的紙質

所製成的資料夾及保護套。

3. 如膠卷形式的底片（單頁或條狀切段4-6張）因為年代久遠，已經產生酸性氣體，則應該

與其他攝影文物分開存放。

4. 使用早期銀板照相術和玻璃版照相術所產生的照片應保留在原本的框架，並用無酸或攝影

文物專用保存紙包裹，以減少磨損和撕裂脆弱的情況。

5. 照片和底片應分別獨立包裝，並用無酸或攝影文物專用保存盒加以保護，以避免照片和底

片受到光照、灰塵和環境波動的影響。

6. 要完好保存老舊照片，最好是放在無酸或攝影文物保護箱。

7. 不定期檢查保存盒中之照片或底片，以確保它們未遭受灰塵，污垢和昆蟲的損害。

伍、展示照片時應注意的事項

 一、減少照片暴露於光照之下，可有效延長照片的保存壽命。將具特殊性或脆弱老化的照片作專業

複製（即拍照或數位化），再以複製品提供展示，這樣可使原件得到妥善保護。另外，紫外線

過濾玻璃可以保護照片免於過度曝光。

 二、原始照片的裝幀，最好使用100％棉纖維、無緩衝劑（註）的背板，有別於安裝版畫和素描的

背板。

陸、其他應注意的細節

 一、保存損壞的攝影文物，大部分需要使用專用的保存用品加以保護。假如照片的片基已經損壞嚴

重，應小心的把它放入聚酯纖維保護套。如果照片有黏著劑層剝落或容易碎裂的情況，則將它

包裹在無酸照片保存頁存放。

 二、如果膠卷底片已經脆化、變色、沾黏或出現波紋和氣泡，則應將底片從其他的收藏品單獨分

開。而攝影文物保存專家可以協助收藏者識別材料並針對照片的儲存或複製方式提出建議。

 三、照片或底片與容具嚴重沾黏時，若是硬要將其分開可能會造成損壞，此時需要透過特別的專業

技術進行處理。

 四、如果照片遭受水損，盡快聯繫攝影文物保存專家提供援助或諮詢其修復的意見。



若您對檔案樂活情報有任何建議或疑惑，請聯絡：alohas@archives.gov.tw

柒、結語

照片記錄了我們生活的點點滴滴，一旦發生損壞的情形，將必須投入更多的修復成本。隨著影像世

紀的來臨，近年來我國政府及民間也已開始重視且有計畫地進行老照片的蒐集、保存及數位化工作，

目前本局所典藏之照片檔案，除使用無酸照片保存頁保護外，並存放於恆溫恆溼的環境中，以減少照

片產生劣化的情形。此外，在拿取照片時，亦需先配戴棉質手套及避免碰觸照片表面，以降低原件之

使用頻率而達保護之效。國內其他攝影文物典藏機構，如國家電影資料館、市立美術館等，除備有恆

溫恆溼等設備外，亦聘有專業人員從事攝影檔案保存修護工作，皆屬於IPC所推廣之照片保存作法。

綜觀英國照片檔案的保存方式，可與我國在進行照片檔案保存維護作業時互為參考，只要我們在日

常生活中能隨時依照上述所列的注意事項切實執行，相信一定可以妥善的保存照片，讓珍貴的回憶永

久保留。

註：
       照片裝幀常用的無酸紙板可分為含有碳酸鈣緩衝劑及無碳酸鈣緩衝劑者兩種，因為緩衝劑一般會提高材料的pH值到8以上，

故較適合用來保存非蛋白質製品和一般的紙製品，而無緩衝劑的材料屬中性，較不易對蛋白質產生影響，故適合用來保存毛皮等

含蛋白質製品或相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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