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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街历史博物馆馆藏火炮的保护修复
段　萍

(深圳市中英街历史博物馆 ,广东深圳 518081)

摘要:为了调整改造 “百年中英街”基本陈列 , 中英街历史博物馆专程到广东台山征集了三门与陈列所反映历史时

期相关的火炮 , 加上原馆藏的一门在深圳东部沿海大梅沙出土的火炮 , 博物馆现有四门火炮。为了更好地保存 、保

护和修复这批火炮 , 对其进行了观察和研究。结果表明这四门火炮均为英国制造的火炮。由于馆藏大梅沙出土的

这门火炮病变锈蚀具有典型性 , 为此 ,特别制定了一整套保护修复方案:采用机械去污和去离子水清洗 、 75%乙醇

脱水干燥 , 再用 2%ParaloidB72封护的方法实施了保护修复。修复结果表明 , 火炮恢复了原有的历史风貌 , 通体光

滑无铸缝 , 整体性好 ,坚固紧实。从修复保护的结果还可以看出 ,所实施的保护修复方法是恰当和有效的。保护修

复后的火炮陈列在 “百年中英街”基本陈列中的 “英国割占香港”部分 , 陈列及观赏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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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中英街历史博物馆座落在深圳市沙头角镇内 ,具

有世界独一无二的人文历史景观———“中英街”。其

以收藏 、陈列和展示与中英街历史相关的文物和展品

为主 ,其中馆藏的一门火炮是 2001年底 ,原深圳市盐

田区土地开发中心在东部沿海大梅沙的 “梅沙小学 ”

前做市政管道工程时于地下五 、六米处发现的。由于

当时没有其他文物出土 ,文管部门依据时间推断 ,初

步定为清代火炮 ,并收藏在中英街历史博物馆内。多

年来 ,由于没有作进一步的研究和考证 ,该门火炮一

直被误定为是清代 ,其真实 “身份 ”始终是个谜。 2006

年 3月 ,为了调整改造 “百年中英街 ”基本陈列 ,我们

专程到广东台山征集了三门与我馆基本陈列相关的

火炮 。这三门火炮规格不一 ,大小有别 ,其中一大一

小火炮身上铸有皇冠标志 ,较小的一门在皇冠下方还

铸有英文 “HP”铭文。据当地渔民介绍这些火炮是他

们在珠江流域海面作业时无意打捞上来的。当地还

流传一种说法 ,在鸦片战争时期 ,清军曾击沉过数艘

英军战船 ,这些火炮可能是英军沉船上的遗留物。

为了补充展览 ,同时更好地保存 、保护和修复这

批火炮 , 2006年 5月特地邀请香港著名学者 、地方

史 、军事史及火炮研究专家萧国健教授与深圳本地

专家一起对火炮进行了研究和鉴定 ,并制定出火炮

的保护修复方案。

1　火炮的观察研究

1.1　中西火炮的结构特征

经过萧国健教授的仔细观察研究 ,又查阅了有

关的史书资料 ,将这四门火炮与英国 、荷兰 、日本等

国拍摄的大批火炮图片进行对比 ,最后认定这批火

炮属西洋制造 。它们是共同具有在第二次鸦片战争

以后生产典型的西洋火炮特征的英国后膛火炮
[ 1]
。

西洋火炮主要有前膛炮和后膛炮 ,多以后膛炮为主 ,

炮嘴为碗嘴或壶嘴 ,炮身有三条箍环 ,铸有炮耳 、火

嘴和准星 ,火嘴呈凸起状 ,炮管多为一次铸成 ,炮身

光滑没有铸缝 ,炮尾有突出的圆弧 ,便于抬动和搬

运 ,同时炮身上铸有国家徽号 (RoyalCrownetc.)、

铸炮公司的名称代号 (BP、HP)、登记号 (registred

No.)、鸡爪型刻文 (broadarrow)、炮的重量 (cwt-

qr-1b, 281b=1qr;4qr=1cwt)、铸造日期等等。这与

中国清朝时期的火炮多以前膛炮为主后膛炮较少 ,

炮口多碗口
[ 2]
有明显的区别 。清朝在第一次鸦片

战争之前军工部沿用的是明末的土质炮模 ,范金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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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 ,层层箍合的方法制造火炮
[ 3]
,所以炮身箍环较

多 ,有明显的铸缝 ,炮身较粗糙 。

1.2　四门火炮外形及结构的对比

四门火炮基本特征的对比见表 1所示。

表 1　四门火炮基本特征的对比

Table1　Comparethebasicfeatureofthefourartilleries

名称 火炮种类 铸造技术 箍环 炮嘴形状 铭文 火嘴 炮耳

征集火炮 1 后膛炮 浇铸成型 ,无接缝 3个 壶嘴 凸起 双耳

征集火炮 2 后膛炮 浇铸成型 ,无接缝 3个 壶嘴 英国皇冠标志 ,英文字母 “HP” 凸起 双耳

征集火炮 3 后膛炮 浇铸成型 ,无接缝 3个 壶嘴 英国皇冠标志 凸起 双耳

馆藏火炮 后膛炮 浇铸成型 ,无接缝 3个 壶嘴 凸起 双耳

　　从表 1可以清楚地看出 ,四门火炮都具有鲜明

的英国火炮的特征 ,台山征集的三门火炮炮嘴均为

壶嘴 ,炮身光滑并有三条均匀箍环 ,两门炮身上都铸

有英国皇冠标志 ,其中一门炮上还铸有 “HP”英文标

记 。馆藏深圳大梅沙出土的火炮 ,虽然没有铸造厂

家具体的代号和英国皇冠标志 ,但有四个特征与英

国火炮完全吻合 。即:一是该火炮炮嘴为壶口状;二

是炮身有 3个箍环 ,炮管为一次浇铸成型 ,炮身光滑

没有接缝。而同时期的清朝火炮由于受铸造技术的

限制 ,炮身有明显的接缝 ,需要 4个以上箍环进行固

定;三是该炮属于后膛炮 ,从炮尾装弹
[ 2]
,炮尾有凸

起的火嘴 ,供点火之用 ,而清朝火炮多为前膛炮 ,后

膛炮也没有凸起火嘴 ,点火嘴一般是向下凹的;四是

英国火炮后面有突出的圆弧 ,便于抬动和搬运 ,该炮

亦有。

馆藏的这门火炮为何会埋藏在大梅沙 ?专家们

认为有两种可能 ,一是疑为英军的遗弃物 。甲午海

战后 ,英军接管了新界 ,激起元朗 、锦田 、深圳等地乡

民的奋力反抗 ,英政府以清政府官员协助不利 ,并以

九龙城 、深圳对香港和新租地房屋不利为借口 ,于

1899年 5月 16日出兵跨过深圳 ,并占领了深圳 、沙

头角等深圳河以北的大片土地 。清政府经过近半年

的外交斗争 ,加之深圳 、东莞民众的反抗 , 8月英军

开始撤出深圳
[ 4]
。专家认为这门火炮很有可能就

是英军该次军事行动的遗弃物 ,多年来考古专家相

信英军此次行动应有遗留物 ,可一直没有实物出土 。

二是不排除为 “九龙海战”遗物。

2　火炮的保护修复

2.1　火炮的保存现状

四门英制火炮中 ,两门保存状况良好 ,经过简单

清洗处理后分别陈列在博物馆的 “百年中英街”基

本陈列中的 “英国割占香港 ”和 “抗英斗争 ”部分 。

馆藏大梅沙出土的火炮由于埋藏地下时间久远 ,锈

蚀比较严重 ,为了确保观赏效果的良好 ,决定对该门

火炮进行全面保护修复见图 1(见彩版第 8页图

30)。该门火炮长 76.5cm, 重 62公斤 ,炮口外径

14cm,内径 6cm;炮尾外径 18cm,内径 4.5cm,炮双

耳分别长 6.5cm,直径 5cm,表面附着大量土垢和泥

沙 ,炮体锈蚀严重 ,有些锈蚀表面呈粉末状并附着有

亮橙色锈蚀。尤其炮口和炮尾处已被泥沙堵死 ,无

法看到内部情况。由于条件限制 ,铁炮表面的锈蚀

未进行采样科学分析 ,通过放大镜仔细观察 ,并使用

钢针探测 ,锈蚀程度不深 ,且较为稳定。依据观察研

究得出的结论 ,为了让火炮有一个较好的观赏效果 ,

决定对火炮进行全面保护修复处理。在实施保护修

复之前 ,先制定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保护修复方案。

方案包括前期火炮的研究 、火炮来源 、特征 、种类和

属性以及 “身份 ”的鉴定;保护修复前文字和图片的

记录;火炮保存现状的描述;锈蚀的观察和研究;火

炮的除锈清洗;修复后防护层的处理及建立保护修

复档案等 。通过前期对火炮的研究和鉴定 ,掌握了

大量资料和信息 ,为火炮的保护修复方案的制定提

供可靠依据。

2.2　火炮的保护修复与结果

修复方案确定后 ,按方案逐步对火炮进行了拍

照绘图 ,研究铭文 、标示和文献记载 ,保存现状描述 ,

各部位锈蚀观察研究 ,器物清洗 、封护处理及修复档

案建立等 。

2.2.1　清洗　火炮土垢和锈蚀的清洗是整个修复

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步 ,清洗的方法正确与否直接

影响火炮的保存寿命。在全面清洗火炮之前 ,其工

艺流程:(1)选择一处不明显但锈蚀较集中的地方

作清洗试验块 ,分别采用机械方法和化学方法进行

清洗 ,观察清洗效果 ,然后选择最恰当合适的方法对

火炮进行全面清洗 。器物的清洗一般很难只使用单

一的机械或化学清洗 ,多数是机械和化学清洗相结

合 ,才能有较好的清洗效果。先使用手术刀 、钢针 、

毛刷 、棉签 、洗耳球等在选择的实验块上做清洗试

验 ,对锈蚀部分进行清除 , (2)用去离子水对除过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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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分进行清洗 , (3)用 75%乙醇进行脱水干燥。

在总结清洗试验的基础上 ,选择机械和化学清

洗相结合的方法分别对火炮的不同部位采取不同工

艺进行清洗除锈 。其中火炮表面大面积比较浅和松

软的土垢及锈蚀用手术刀 、钢丝刷 、竹签和洗耳球等

清除 ,炮口 、炮耳 、炮尾及箍环边缘部位的土垢和锈

蚀用手术刀 、钢针 、毛刷 、竹签 、洗耳球及棉签轻轻去

除 。较硬的土垢和较深的锈蚀用手术刀尖和钢针探

测剔除 。炮膛内的污泥土垢和锈蚀用大号的手术刀

剔除 ,较坚硬的部分用微型钻和砂轮去除 。最后在

表层去除过较厚和较硬的土垢和锈蚀后 ,用细砂纸

转圈打磨 ,使火炮表面色度保持均匀统一 。火炮整

体除垢去锈后 ,用去离子水反复擦拭洗涤 ,然后用

75%的乙醇通体清洗并保持火炮清洁干燥 。

2.2.2　封护处理　封护处理是为了铁炮表面形成

一层保护膜 ,隔绝空气和有害物质 ,防止火炮进一步

遭受侵蚀 , 以达到延长和保护火炮的使用寿命 。

ParaliodB72是丙烯酸树脂 ,属可溶性胶 ,依其浓度

不同可作胶或防护层使用 ,在欧洲文物保护修复技

术中普遍使用。用于火炮保护层的 ParaliodB72购

于意大利 ,呈白色颗粒状 ,溶于丙酮中制成浓度为

2%的溶液作防护层。其方法:用毛刷蘸取 2%的树

脂在炮身上均匀涂抹 。

2.2.3　修复保护结果　经过机械和化学清洗 ,火炮

表面的土垢和锈蚀已被清除 ,恢复了原有的风貌

(图 2,见彩版第 8页图 31),通体光滑整洁 ,坚固紧

实 ,其具有的英制火炮的特征更加清晰和明显 ,炮膛

内的泥垢和锈蚀使用手术刀和微型钻去除干净后 ,

从炮口可清楚地看到内壁刻制的螺旋膛线
[ 5]
,炮身

通体封护处理 ,隔离了外界空气和有害物质 ,起到了

良好的防护作用 ,使火炮更加稳定和健康 ,有利于长

久地保存和展示 。

2.2.4　建立保护修复档案　前期资料准备工作 ,是

保护修复的基础 ,它为制定和实施保护修复方案提

供原始资料和科学依据。在实施保护修复之前 ,对

火炮进行研究和鉴定并对锈蚀原因进行分析;针对

火炮病变部位做了拍照和详细的文字记录;依据研

究分析和鉴定结果制定保护修复方案 。保护修复完

成后 ,将前期拍摄的照片 、文字记录 、分析 、研究 、鉴

定结果以及器物的名称 、来源 、编号 、保存状况 、保护

修复方案及使用的方法步骤等资料数据整理后入

档 ,建立资料档案 ,使之成为永久性资料 ,为今后再

保护修复和科学研究提供实物性资料和依据 。

3　结　论

从保护修复的结果和良好的整体效果可以看

出 ,针对这门火炮所采取的保护措施与修复方法是

十分恰当和有效的 。保护修复后的火炮不仅恢复了

原有的历史风貌 ,通体光滑无铸缝 ,整体性好 ,坚固

紧实
[ 2]
,而且更加稳定和健康 ,更利于长久地保存

和展示 ,同时其呈现出显著英国火炮的特征也更加

证实和确认了它是英国火炮的真实 “身份 ”。保护

修复后的火炮陈列在 “百年中英街 ”基本陈列中的

英国强占香港部分 ,陈列效果良好 。

保护修复的这门火炮 ,它的发现和 “身份 ”的确

认 ,为研究深圳历史和鸦片战争军事史提供了重要

的史料 ,也是英国殖民主义依仗其船坚炮利 ,发动鸦

片战争强占香港的历史见证 。同时 ,它为研究近代

英国军事工业的发展 ,特别是中英军事工业的对比 ,

提供了珍贵的实物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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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ntheconservationandrestorationoftheartillerycollectionatZhong-ying

StreetMuseum

DUANPing
(Zhong-YingStreetHistoricalMuseum, Shenzhen518081, China)

Abstract:ThestaffofZhong-yingStreetHistoricalMuseumwenttoTaiShantocollectthreecannonsinorderto

rearrangethebasicdisplayof“Ahundredyearshistoryofzhong-yingstreet”.Alongwithanobjectinthemuseum

'soriginalcollection, acannonexcavatedfromDaMeiSha, ontheeastcoastofShenzhen, themuseumownsatotal

offour.Theseobjectswerecarefullystudiedinordertopreserveandprotectthem.Theresultsofthesestudiessug-

gestedthatallthesecannonsweremadeinBritain.ThecannonexcavatedfromDaMeiShahastypicalrustprob-

lems, andthereforeaspecialconservationtreatmentwasdesigned.Theconservationproceduresincludemachinery

cleaning, washingwithdeionizedwater, dryingwith75% ethanolandcoatingwith2% ParaloidB72.Thetreat-

mentrecoveredtheoriginallookofthecannon, whichhasanintrinsicallysturdybody, withasmoothsurfaceand

nocastinglines.Theconservationtreatmenthasbeenshowntobeeffectiveandsuitable.Thecannonaftertreat-

mentwasdisplayedinthe“BritishOccupation” section.

Keywords:Collection;Cannon;Study;Conservationandrestoration

(责任编辑　潘小伦)

·通　讯·

第二届秦俑及彩绘文物保护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

会议第一轮通知
　　为了促进我国文物保护事业的发展 ,加强彩绘文物保护与研究领域的国际间学术联系 , 进一步深化彩绘文物保护领域的

国际合作 , 由 ICOMOS、陕西省文物局主办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慕尼黑工业科技大学 、陶质彩绘文物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

研基地承办的第二届秦俑及彩绘文物保护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拟定于 2009年 3月在陕西省西安市召开。欢迎您或您单位

相关专业人员赐稿并派员参加本次研讨会。

大会议题

1.秦俑彩绘;2.彩绘文物保护修复;3.中国古代彩绘;4.欧洲古代彩绘;5.亚洲古代彩绘。

会议安排

会期 5天 , 2009年 3月 23日 ～ 2009年 3月 27日 , 研讨会 2天 ,会后考察 3天。

参会人员费用

参会人员住宿费用自付(约为 300-400元标准间)。每人会务费 800元。

论文征集

作者可就上述大会相关议题提交一篇 300-500字的摘要(应附相应的英文摘要), 并在摘要页首附上文章标题 、作者姓名 、

通讯地址 、电子邮箱 、电话以及传真号码等信息。于 2008年 6月 1日前 , 将会议回执和摘要反馈(提交方式以及提交截止日

期)给会议筹备处。论文摘要经学术委员会评审通过后 , 将通知作者提交论文全文。

论文集

会议将收录所有提交被录用的论文 ,结集出版(中英文)。

大会联系方式

陕西西安临潼区秦俑博物馆科研基地　　周　铁(收)　　邮编:710600　　电话 /传真:029-81399108

电子邮箱:polychromy@hotmail.com

联系人:夏　寅　　电话:029-81399246

预注册表

为便于大会安排 ,请您务必于 2008年 6月 1日前将参加会议的回执通过邮件或电子邮件的方式寄于我们。

《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编辑部转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