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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是博物馆发挥教育功能，对公众进行宣
传的重要途径。近两年，随着“碳达峰、碳中和”
（简称“双碳”）的全球发展共识需要的提出，“双
碳”主题的科普展览也成为博物馆、科技馆等场
馆的主要展览主题。如何通过展览向公众科普

“双碳”的科学理念，号召公众参与节能减排、低
碳消费的生活方式，是在展览设计和策划过程中
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2022年10月，湖南省地质博物馆举办的“地
球‘碳’秘”主题展览，从碳的起源、特点、对人类
的意义等方面，介绍了“碳达峰”“碳中和”的理
念，社会反响强烈。

符合场馆特色的展览主题和结构

提炼切合场馆特色的展览主题。湖南省地质
博物馆是地球科学的主要展示和传播场所，策展
团队从“碳”元素入手，以地球科学中的碳为切入
点，激发公众对碳的认识，从而了解其对气候环
境的影响，以及“碳达峰”和“碳中和”的重要意
义，因而确定展览主题为“地球‘碳’秘”。

提炼符合科学和公众认知习惯的展览结构。
近年来，为了让珍藏在博物馆里的展品活起来，
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将“叙事结构”运用于展览设
计，直接影响了展览陈列的方式和观众的学习效
果及参观体验。

地球科学在空间上具有宏观性和微观性，在
时间上具有漫长性和瞬间性等特点。策展团队选
择以时间作为逻辑线索，从碳的起源切入主题，引
出地球上碳的循环以及与人类社会的关系，最终
引申到“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战略需求上。

与中国科技馆“中国承诺 大国担当——
‘30·60’碳达峰碳中和专题展览”的展陈结构对
比表可以看出，湖南省地质博物馆与中国科技馆
各自有完全不同的叙事逻辑和展览结构。

“双碳”主题展览内容结构对比

在概念设计和形式上，策展团队提取“双
碳”主题中的环保、可再生等特点，确定本次展

览以可灵活组装和重复使用的，并以环保材
质制作的展项块为主要基础，结合碳元素符
号“C”的造型，确定展览的空间布局和表达
效果。

以多层次的展示手段进行展项设计

目前，博物馆展览陈列的表现形式主要分为
五种：图文展板、场景、标本、模型和多媒体。从参
观体验的角度又可以分为静态展项、动态展项、
互动展项。

策展团队根据地球科学的主要特点为展项
设计确定了三项基本设计原则：一是在准确、科
学的基础上提高观赏性和趣味性；二是将不同的
表现形式进行有机融合；三是通过互动性提高观

众的参与感。具体阐述如下：
图文展板设计。“双碳”背后蕴含着“环保”

“清洁”“科技”等关键词，给人以绿色、清新等感
觉。通过明亮的蓝色、黄色和绿色把展览划分为
三个单元，让扁平化风格的图片和文字，辅以碳
原子结构的线条作为点缀，给观众轻快、简洁的
美感。

多形式的展项融合。展览采用图文展板、标
本、互动模型和多媒体融合展示的方式，多层次
地将碳的科学内容予以展现。如在碳的特征部
分，碳及其化合物的结构对观众而言较为抽象，
通过放大的模型、标本和多媒体视频配合展板，
让观众更直观地理解相关内容。

互动展项设计。展览设计中，互动展项是提
升观众参与度的重要手段。策展团队设计了翻
转滚轮和留言板等，为观众提供参与展览的方
式。让观众将所了解的低碳生活方式和方法丰
富到展览内容当中，使展览成为不断完善的“生
命体”。

以内容为本表达特定主题

目前，一些博物馆的展览陈列策划与设计
普遍采用两种方法：一种是根据藏品的情况确
定主题或内容大纲，再进行艺术形式设计；另
一种是先进行展览陈列策划，进而对各部分内
容划分展项，最后再进行形式设计和文本编
写。这两种方法最大的差异在于前者以藏品为
本，后者以所要表达传播的内容为本，藏品与
图文、模型、场景、多媒体等共同服务于展览主
题和内容。

对于湖南省地质博物馆的“地球‘碳’秘”主
题展览而言，采取以内容为本的策划与设计方
法，于是展览成为向观众表达的特定主题的“故
事”，并加以科学合理的“叙事结构”和丰富多样
的表现手法。

根据观众评价调研，32%的观众对“碳起源”
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53%的观众对“地球上的
碳的存储与循环”最感兴趣。这说明超过 85%的
观众对博物馆从“科学问题”的角度切入并阐释

“双碳”的深远意义是接纳和肯定的。
在展项设计方面，42%的观众对标本展品最

感兴趣；22%的观众对方体模块印象深刻；20%的
观众对互动展项最为肯定。这充分说明丰富的标
本资源仍然是博物馆展览中的优势。除去展品，
观众最感兴趣的是模块化的方体组合和参与式
的互动展项，充分反映了观众需要体验和参与到
展览中的需要。

科学合理的展览结构和多层次的展项设计，
可以将展览主题内容充分表达，使观众得到有效
的接收。在本次展览调查中，有99%的观众对“双
碳”相关知识表示基本满足。

通过此次展览，策展团队认为，在“双碳”和
科普展览的策划与设计实践中，既要寻找契合办
展主体和观展人群特点的叙事方式和展览结构，
也要充分发挥办展主体的优势资源，选择多层次
多形式的设计方法。

湖南省地质博物馆的“地球‘碳’秘”主题展
览，为展示“双碳”主题的展览陈列提供了一种可
行的思路和方法，以及可借鉴参考的展项设计方
式，对策展团队、展览陈列文本编写者和设计师
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

正值暑假，大众观展热情比往常更加高
涨，对高品质文化产品的需求更加迫切。为更
好地服务观众，提供更好的观展体验，浙江自
然博物院经过一年余精心策划和筹备，整合院
藏古生物特色资源推出的“海怪之谜——重返
海洋的爬行动物”特展于7月18日在浙江自然
博物院杭州馆开幕。

为期 5周的“海怪之谜——重返海洋的爬
行动物”特展面积约 1200 平方米，以“爬行动
物重返海洋”为主题，通过“海怪是什么”“中生
代的海洋霸主”“灭绝新生”三个篇章，讲述三
叠纪爬行动物由陆地重新返回海洋的故事，展
览聚焦五大亮点。

亮点一：聚焦中国海生爬行动物

展览着重介绍了中国史前海生爬行动物
的研究，中国拥有世界独一无二的海生爬行动
物群，关岭动物群、兴义动物群、盘县动物群、
罗平动物群的三叠纪地层涵盖三叠纪时期所
有类别的海生爬行动物化石。除此之外，中国
还发现了如南漳湖北鳄等中国独有的海生爬
行动物化石。

亮点二：有趣诠释动物的生存智慧

展览对历史上存在的各种海怪传说进行
了科学的解读，解释海怪的陆地祖先为什么要

重返海洋，介绍各类史前爬行动物为了适应海
洋环境演化成各种各样独特的形态，比如有的
牙齿独特像磨盘，可以用来咬碎带壳的动物；
有的长出桨状肢可以游到广海；有的长成十几
米长的庞然大物成为海洋霸主，并介绍它们如
何觅食、防御、繁衍的生存智慧。

亮点三：展示设计营造奇幻的海洋氛围

展厅设置了两个入口，一个入口专门为小
朋友设计，不规则的曲线型的起伏小门洞，可
以让小朋友爬进去，并设置可变化的灯光和滑
梯，为儿童增添观展的趣味性。

序厅设计融合了三叠纪、白垩纪环境变
化的元素，如崩裂的岩石、火红的岩浆和翻
动的海水等。展览从空间整体布局、单元色
彩分配过渡、水纹灯及照明色彩运用等，营
造蓝色海洋的展示氛围，其中三个大型海洋
爬行动物复原场景，带给观众沉浸式探索的
观展感受。

亮点四：数字化丰富了沉浸式观展体验

展览开发了 20 余件明星标本 AR 体验，
让古生物活起来。观众可租赁 AR 眼镜，观看
20 余个三叠纪古生物的 3D 复原动画；使用
手机扫码，免费观看 10 多个三维科普动画短
视频，深入诠释古生物标本的科学内涵。此

外，展览还引入大屏幕裸眼 3D 动画，“老成
稳重”的肖尼龙和“活泼炸毛”的鮟鱇鱼展开
的有趣互动，让观众“一饱眼福”，乐享科普
盛宴。

展览设置 75 寸高清触控屏，内含 3 款互
动海怪拼图，可以帮助观众进一步了解古生
物的身体结构，让青少年在玩耍中学习，寓教
于乐。拼图板块形状为不规则切割，增加了游
戏的难度和趣味性。游戏支持多点触控，可以
多人同时旋转、平移、滑动板块，感受亲子家
庭或伙伴合作的乐趣。展览还利用AI 技术设
置了两款体感互动游戏，融科普、娱乐与健身
为一体，让观众在游戏中轻松了解更多的科
普知识。

亮点五：展示了化石标本的珍贵和精美

本次展品均为浙江自然博物院古生物标
本收藏的精华，是目前国内三叠纪海生爬行
动物的特色收藏。展出的三叠纪海生爬行动
物各类群的精美化石，包括保存完整的纯信
龙化石、近 7米长的关岭鱼龙化石、带胚胎的
贵州龙化石、康氏雕甲龟龙、东方豆齿龙、双
列齿凹棘龙等多件具有重要科研价值的模式
标本。同时，这些生物也是天然艺术品，观众
可细细观赏进化之美，看看 2 亿多年前的动
物长啥样。

（浙自博）

到浙江自然博物院看“海怪之谜”

展柜是博物馆中重要的展陈设施，是展
示、保护文物最重要的集成装备，兼具文物展
示和藏品保护的双重属性，在陈列展览中不可
或缺。本文根据博物馆行业的相关规范和标
准，并结合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馆藏文物预
防性保护项目的实施情况，对展柜的选材与结
构做深入分析，以提升博物馆文物展示预防性
保护水平。

博物馆文物展柜的分类与选材

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现有的文物展柜分
为墙柜、独立柜和平柜三种类型，它们在选材、结
构、功能方面，既各具特色，又互相补充，并且具
有先进的科学技术。

展柜的分类
墙柜 由柜顶箱、基座箱和展示区三部分

组成，各部分都具有一定的独立空间和使用功
能。其中，展示区采用低反射夹胶玻璃。展柜的
开启方式一般采用电动旋出手动平移法（平板
控制）。

独立柜 由柜顶箱、基座箱和展示区三部分
组成，各部分都具备一定的独立空间和使用功
能，且互不影响。其中，展示区采用低反射夹胶玻
璃。展柜的开启方式一般采用手动90°开启。

平柜 由基座箱和展示区两大部分组成，各
部分都具备不同的独立空间和使用功能，并且互
不干扰。其中，展示区采用低反射夹胶玻璃，展柜
的开启方式一般采用电动升降法（平板控制）。

展柜的选材
展柜的主体框架材料 各式展柜整体设计

为金属框架式结构，其骨架采用优质 2.0毫米至
2.5毫米规格的金属矩形管材，所选材料耐腐蚀
或作防腐蚀处理，经专业设备加工、焊接成型。展
柜箱体的外饰面采用 2.0毫米的优质冷轧钢板，
经精细加工后与展柜龙骨焊接而成，金属板材的
平整度符合要求，无划伤、开裂和明显变形现象，
板材表面采用静电喷涂工艺，表面涂层无脱落、
无橘皮、无褶皱等缺陷，达到国家质量标准。

展柜的玻璃材料 展柜玻璃采用高性能低
反射抗弯的夹胶玻璃，玻璃配置为5+5毫米、6+6
毫米、8+8毫米。

光学性能方面，展柜玻璃具有低反射性，其
可见光透射比大于 97.0%，可见光反射比小于
0.9%，玻璃胶片采用 0.89SGP 抗弯胶片，能阻隔
99.5%的紫外线。其边缘经磨边处理，夹角部位磨
圆角，精抛光。玻璃夹胶后无划痕、气泡、裂纹、细
小纹路等其他缺陷。

从外观质量上来看，暴露的切割面进行了精
细打磨抛光，保证安全。点线面的处理都有严格
要求，无裂纹、气泡和划痕，不存在裂口、爆边、脱
胶、皱痕、条纹现象及其他问题，因此达到
GB15763.3-2009的要求。

安全性能方面，展柜玻璃符合 GB15763.3-
2009建筑安全规定。产品通过国家级检测中心的
落球冲击、霰弹袋冲击检测，玻璃受到冲击测试
后，没有出现断裂、碎片以及暴露中间层。

展柜玻璃具有防爆、防紫外线功能。展柜采
用夹胶防爆、防紫外线超白夹胶玻璃，玻璃厚度
不小于 5+0.76+5(毫米)，原片透光率≥92%，夹胶
后透光率≥90%以上。

展柜的铝型材料 展柜专用铝型材根据国
外先进技术理念自行研制，采用高性能铝锰合

金材料生产，铝型材采用专用螺栓与展柜龙骨
连接牢固，玻璃与铝型材的安装为玻璃嵌入铝
型材的“U”型槽内，槽深≥40 毫米，玻璃与“U”
型槽底的连接处为 2 毫米厚的“U”型硅橡胶垫
层，铝槽的前后用T型硅胶条为玻璃隔层，铝型
材与玻璃之间不直接接触，确保玻璃的安全性。
玻璃与“U”型槽两侧的间隙各为 2 毫米至 3 毫
米，采用环保中性密封胶密封，使展柜达到更好
的密封效果。

博物馆文物展柜的结构设计

玻璃与铝型材的连接设计
玻璃与铝型材的连接为玻璃嵌入型材的

“U”型槽，槽深 30 毫米至 40 毫米之间，玻璃与
“U”型槽底的连接处为2毫米厚的“U”型硅橡胶
垫层，确保玻璃的安全。玻璃与“U”型槽两侧的
间隙各为2毫米至3毫米，便于密封胶的密封，密
封胶选用中性密封胶，具有密封性强、无气味和
无挥发性的优点。

玻 璃 及 结 构 框 之 间 的 粘 接 剂 指 标 为
7500PS～10000PS，凝 固 剂 指 标 为 2500PS～
6000PS，熔点大于150℃。玻璃与铝合金边框的粘
接为≥30毫米的完全密封粘接，确保展柜玻璃板
的牢固性、防撬性、密封性及防爆性。

柜体开启设计
展柜采用电动和手动两种开启方式。其中，

电动开启控制手柄放置在柜体下底座的金属盒
内，金属盒配有锁具，操作时只需打开金属盒按
动开启或关闭按钮即可完成柜门的开启或关闭；
手动开启时，先将墙柜锁具打开，再左右拉动玻
璃门至左右限位，其拉力≤10N，开启尺寸为柜体
门玻璃尺寸的70%。独立柜门开启角度为90°，平
柜玻璃罩开启角度大于 30°，手动开启时要求操
作简单方便。

气密性的设计
为了保证柜体内环境质量的稳定、洁净，柜

体气密性起着决定性作用。在柜体结构拼接处需
采用密封胶垫（条），玻璃间需采用专用硅胶密封
胶条，柜门关闭后周圈均有压紧密封条，以杜绝
灰尘、飞虫和有害气体的侵入。

博物馆文物展柜的整体设计

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根据展览的需求和
展陈方式的不同，对各类展柜进行了精心设计，
达到集安全性与耐用性、美观性与环保性为一体
的整体设计效果。

安全性 以钢架构成主体结构，保证稳定
性。主体结构坚固耐用，玻璃经过安全防爆测试，
采用博物馆展柜专用锁具；开启方式满足展陈布
置和安保需求，维护方便；防震防盗性能可以确
保内部文物的安全性。

耐用性 材料性能及各项技术标准，保证展
柜在室内的耐用性，从而达到节约环保目的。

美观性 展陈形式有机结合，如材料、色系、
照明和造型要素组合应用的对比变化，其丰富简
约的方式构建了以沉浸式体验为主，艺术性、学
术性、体验性三者相结合的综合体。

环保性 应用惰性环保材料，遏制化学反
应，使文物免遭损伤。以保证展品在展柜内不会
因为化学反应而遭破坏，为文物等展品提供“稳
定、洁净、适宜、安全、健康”的展示保存环境。

“碳达峰、碳中和”主题科普展览的策划与设计实践
——以湖南省地质博物馆“地球‘碳’秘”主题展览为例

俞天石

文物展柜的选材与结构设计
——以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文物预防性保护为例

彭国红

中国科技馆“中国承诺 大国担当——
‘30·60’碳达峰碳中和专题展览”结构

黑色 困局——碳排放加剧的威胁

红色 觉醒——“双碳”的重要性

绿色 行动——减碳重大战略和措施

湖南省地质博物
馆“地球‘碳’秘”
主题展览结构

碳的起源

碳的存储与循环

碳达峰和碳中和

■域外博物馆观察

瑞士伯尔尼通讯博物馆打造幼儿友好型博物馆

许多博物馆为孩子们设计了有趣的教育
活动，但这些活动往往面向的是 5岁及以上的
孩子。位于瑞士伯尔尼通讯博物馆注意到，虽
然许多还在蹒跚学步的孩子们会和家人一起
参观博物馆，但是博物馆的活动却并不适合这
个年纪的儿童。

通讯博物馆一直致力于打造更包容的参
观体验，所以博物馆决定着手改善这种现状。
工作人员维罗妮卡·雷耶斯·卡里略在创意博
物馆峰会上分享了在建设幼儿友好型博物馆
方面的经验。她提出，通过观察幼儿们在博物
馆内的表现，了解哪些展览和活动对幼儿有吸

引力，哪些方面需要改进。在营造有趣且富有
教育意义的参观体验的同时，还注意到幼儿在
参观迷你博物馆的展品时似乎更加轻松。幼儿
认可各种展览台和工作人员，可缓解常规博物
馆带给他们的压抑感。

湖南博物院/编译

周泽荣博物馆为色盲观众提供特殊眼镜——色盲观众可以体验色彩鲜艳的展览

澳 大 利 亚 悉 尼 大 学 的 周 泽 荣 博 物 馆
（Chau Chak Wing Museum）成为澳大利亚首
个为色盲观众提供特殊的EnChroma色盲参观
眼镜的博物馆。周泽荣博物馆表示，通过 En⁃
Chroma 色盲眼镜，色盲观众也可以清晰地欣

赏到展品鲜亮的色彩。
本次合作让博物馆距实现包容性目标又

近了一步，能够帮助色盲观众充分体验展览，
体会其中的奇妙与活力。EnChroma公司在对
本次合作感到高兴的同时，也表示希望澳大利

亚的其他博物馆、大学和公共机构参与其中，
实现艺术的无障碍传递。

更多的无障碍传递实践还包括荷兰梵高
美术馆推出的可触摸的建筑模型以及范阿贝
博物馆开设的多感官展览。 湖南博物院/编译

碳的特征展览实景图 翻转展墙

■展示技术

■策划笔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