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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地下建筑(室)中有所扩大。扩大的原因，是因为防火分区面

积过小，出人口过多不利于安全防范，反而降低了藏品库区整体

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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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采光与照明

8.1 采光

8. 1. 1 "观看"是博物馆的主要功能，光环境是藏品免受自然

破坏、长久保存的重要环境条件。因而博物馆建筑应有光环境的

专业设计。

8. 1. 2 ((建筑采光设计标准>> GB 50033 - 2013 关于博物馆、美

术馆的规定，主要是根据藏品为文物、标本和艺术品的需要而编

制的。技术博物馆和科技馆建筑的采光设计应视其藏、展品对光

敏感的特征，参照该标准执行。

8. 1. 3 表 8. 1. 3 是根据《建筑采光设计标准>) GBjT 50033 

2013 的规定编制的。

8.1.4 天然光环境是人们长期习惯和喜爱的观展环境。各种光

源的视觉实验表明，在同样的照度下，天然光的辨别能力优于人

工光，从而有利于展品展示和保护视力。此外，我国大部分地区

处于温带，天然光充足，在白天的大部分时间能满足观展照度的

要求。利用天然光也是节能和绿色建筑评价的重要方面。所以展

厅应根据展品特征和展陈设计的要求，优先采用天然光。

2 直射阳光会产生直接眩光和光斑，还将导致厅内温度升

高。天然光紫外线含量大，并随气候、时间变化。因而采光口应

有减少紫外线辐射、调节和限制天然光照度值和减少曝光时间的

构造措施。如采用可调节百叶窗、格栅、窗帘、防紫外线涂层玻

璃等以利光环境的营造和藏品保存。

对光敏感和特别敏感展品的展厅，不开放时采光口应能关

闭，以控制藏品的曝光时间减至最少。

5 展厅内天然采光的方式可归纳为侧窗、高侧窗和顶部采

光等 3 种方式。顶部采光有利于灵活布置陈列，在避免直接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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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反射眩光及不占用墙面等方面比侧窗采光优越，因此，顶层

宜采用顶部采光。

8.2 照明

8. 2. 3 , 8. 2. 4 表 8.2.3 和表 8.2.4 是根据《建筑照明设计标

准>> GB 50034 - 2013 的规定编制。

8.2.5 本条规定了除科技馆、技术博物馆外的展厅照明质量基

本要求。

1 由于观众的注意力往往是被吸引向最亮处，所以展厅常

会采用很强的局部照明照亮处在较暗环境中的展品，来吸引观众

的注意力，但这也会妨碍观众看清细节，因此展厅内需要设置一

般照明，而一般照明按展品照度恒的 20%~30%选取较为恰当。

5 展品与其背景的亮度控制在 3 : 1 左右，可提高展品观赏

效果，特别是对于有光泽或被放人玻璃镜框内的壁挂式展品，可

有效减少反射眩光，并防止光泽上出现映象。

8.2.6 对于立体造型的展品，为了获得良好的实体感效果，设

置定向照明是较好的方法，可以将定向型聚光灯设置在展品的侧

前上方 400~60。的位置，其照度为一般照明的 2 倍~5 倍，当展

品为暗色如青铜像等，其照度宜为一般照明的 5 倍~10 倍，以

体现展品的立体感。采用定向和漫射照明相结合能较好体现展品

的立体感，对于特别重要的展品造型的立体感，宜在现场通过实

验来确定最佳立体感效果。

8.2.9 展品照明要有良好的显色性，才能获得好的观赏效果。

8.2.11 由于紫外辐射易引起展品变褪色，而红外辐射使展品温

度上升，使展品产生干化、变形、裂纹等。展品变褪色损害程度

取决于受辐射的程度，曝光时间和辐射光的光谱特性及不同材料

吸收辐射的能力和经受影响的能力，环境因素如高温、高湿和大

气中各种活性气体亦可增加展品变褪色速度。光对展品的损害作

用的大小与展品上的曝光量(照度与时间的乘积)成正比，为此

应将曝光量限制在最小范围内。曝光量包括展览及非展览时的全

96 



部光照。

一般荧光灯的紫外线相对含量在 40μW/lm~250μW/lm，卤

素灯的紫外线相对含量不大于 130μW/lm，因此不能用于对光敏

感及特别敏感展品的照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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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声学

9.0.1 声学设计应参与博物馆建设的全过程，以确保为建筑的

各功能用房提供满足使用要求的声环境条件。

9. O. 2 , 9. O. 3 "闹静分离"也是博物馆建筑设计和声学设计中

的主要原则，设计中应尽可能将产生噪声振动的设备机房与有安

静要求的功能用房在建筑平剖面布局设计中予以分离布置，以免

产生噪声与振动的污染和干扰。

9.0.4 公共活动区域如会议厅、报告厅、展厅及综合大厅、贵

宾厅等建筑空间在建筑设计尤其是室内装修设计中应避免因建筑

平面体形、空间高度及内装材料选择及配置等不当使厅内产生声

聚焦、回声及颤动回声等声缺陷，或因空间体量过大，厅内吸声

处理不足而导致厅内混响过长，甚至产生澡堂效应等令人不适的

不良效果。

9.0.5 , 9.0.6 博物馆建筑的室内允许噪声级和围护结构空气声

隔声标准及撞击声隔声标准主要参照《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

GB 50118 - 2010 的相关规定编制。

9.0.7 博物馆内公共活动区域的顶棚和墙面宜做吸声处理，以

改善公共活动区域的声环境质量，给参观人群以宁静舒适的感

觉，其顶棚 250Hz~2000Hz 四个倍频程频段的平均吸声系数宜

二三0.75 ，墙面吸声的平均吸声系数宜二三O. 6 。

9.0.8 博物馆内的公共活动区域的混响时间是声学效果的重要

指标，一般情况下宜短不宜长，表 9.0.8 中混响时间指标应属上

限值，表中视昕室、电影厅宜取 O. 6s~0. 7s，表注中的 3D、 4D

影院的混响应视不同容座规模宜取 O. 4s~0. 5s 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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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结构与设备

10.1 结构

10. 1. 1 根据《工程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 GB 50153 -

2008 和《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 GB 50068 - 2008 的规

定，特大型、大型博物馆建筑主体结构(包括库房、展厅、技术

办公房等)属纪念性和特别重要建筑结构，其设计使用年限宜取

为 100 年，安全等级宜为一级;大中型博物馆建筑面积一般大于

10000时，一般存有珍贵藏品，故其设计使用年限也宜取为 100

年，安全等级也宜取为一级;中型及小型博物馆建筑主体结构的

设计使用年限不宜少于 50 年，其安全等级不宜低于二级，但主

管部门确定的重要的中型及小型博物馆建筑，其设计使用年限及

安全等级宜适当提高。

对于技术博物馆及科技馆，一般情况下，较少用于安放珍贵

文物、标本和艺术品，主体结构使用年限和安全等级可略为降

低。特大型、大型的技术博物馆和科技馆建筑主体结构的设计使

用年限宜取为 100 年，安全等级可取为一级;大中型、中型及小

型的技术博物馆和科技馆建筑主体结构的设计使用年限可取为

50 年，其安全等级可取为二级。

博物馆建筑中的服务设施等辅助用房，如通过设缝与主体建

筑结构分开，或为独立单体时，其设计使用年限可取为 50 年，

其安全等级可取为二级。

10. 1. 2 根据《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 GB 50223 - 2008 

的规定，特大型、大型及大中型博物馆建筑主体结构的抗震设防

类别为乙类，在进行抗震设计时，应按高于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

采取抗震措施，抗震设防烈度为 9 度时，应按 9 度更高的要求采

取抗震措施。对特大型、大型及大中型等博物馆建筑中的服务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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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等辅助用房，如通过抗震缝与主体建筑结构分开，或为独立单

体时，其抗震设防类别可取为丙类，一般情况下，博物馆建筑抗

震设防烈度不宜低于 7 度。此外，主管部门确定的重要的中型及

小型博物馆建筑，其抗震设防类别宜适当提高。

对于技术博物馆及科技馆建筑，一般情况下，较少用于安放

珍贵文物、标本和艺术品，主体结构抗震设防类别可略为降低，

特大型、大型的技术博物馆和科技馆建筑主体结构的抗震设防类

别可取为乙类;大中型、中型及小型的技术博物馆和科技馆主体

结构的抗震设防类别可取为丙类。

10. 1. 3 本次修订，楼地面使用活载的取用参考了欧洲、日本及

英国规范及国内新建博物馆的技术要求;并考虑博物建筑的使用

功能的多样化、复合化，一般楼面展厅的使用活载较原规范适当

提高;考虑到主人口层的展览区域一般用于重型物品(如石雕

等)的展示，且主人口层展品类型的变化较大，并考虑展品运输

等要求，提出主人口层楼面活载不宜小于 8kN/m2 ，主人口层的

非展览区域楼面活载可适当降低，但其楼面使用活载不应小于

5kN/m2 。出于安全的考虑，大型藏品一般用汽车直接运至展厅

及库房，故对运送藏品的汽车通道的荷载也作了规定。

科技馆建筑的主要人口层使用活载:特大型、大型馆不宜小

于 10. OkN/m2 ; 中小型馆不宜小于 8. OkN/m2 ; 楼面使用活载，

大型馆不宜小于 5.0kN/时，中小型馆不宜小于 4.0kN/m2

10. 1. 4 一些特大型及大型博物馆主体建筑采用了大跨结构，其

受力性能对风、雪荷载比较敏感，考虑到特大型及大型博物馆建

筑的重要性，有必要对设计风荷载和雪荷载作适当提高。

10. 1. 5 博物馆工艺设计中的藏品防震和防工业振动专项设计应

包括藏品设防标准及其对建筑结构、部件、构造、藏具和相关防

震(振)设施和监控设施的要求。应依据结构的刚度、藏品所在

楼层和部位以及藏品的固定方式等综合因素采取合适的抗震

(振)构造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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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给水排水

10.2.2 公共场所卫生间的洗手盆采用感应式或延时自闭式水

嘴，小便器采用感应式或延时自闭式冲洗阀，具有卫生、节水等

性能，在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GB 50015 - 2003 

(2009 年版)和《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 GB 50555 - 2010 中

均有此要求，故应在博物馆建筑中采用。

10.2.4 藏品技术用房和业务与研究用房中的修复室、清洗室、

书画装棱室、摄影冲洗室，以及设有化学实验的展厅和实验室等

用房的排水含有酸碱化学腐蚀、固体杂质等，对这些排水应采取

相应的技术措施，符合国家及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以免对环境

和人体健康造成危害，同时排水管材也应耐酸、耐碱腐蚀。

10.2.5 文物、标本等遇水均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防止这

些物品在储藏、陈列过程中受到水渍影响是博物馆建筑设计时应

重点关注的一个问题。当藏品库房、展厅等用房设置在地下室或

半地下室内时，应设置可靠的地坪排水装置;排水泵应设置排水

管单独排至室外，排水管不得产生倒灌现象。

10.2.6 根据本规范 4. 1. 5 条第 3 款"藏品保存场所的室内不应

有与其无关的管线穿越"的要求，对这些部位的屋面雨水排水明

确要求采用外排水系统。

10.2.7 根据博物馆建筑的重要性，按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
设计规范)) GB 50015 - 2003 (2009 年版)的有关规定，重要公

共建筑屋面的雨水排水设计重现期不宜小于 10 年。对于藏品保

存场所的屋面，设计时应提高其设计重现期的数值。

博物馆建筑屋面设置雨水溢流设施，可有效地减少屋面雨水

聚积、减少屋面荷载、防止屋面漏水，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给水

排水设计规范)) GB 50015 也有相关的要求。

10.2.9 本条规定了博物馆建筑的自动灭火系统设计首先应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16 的有关规定，并

对库房和展厅的自动灭火系统设计提出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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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博物馆建筑中藏品库房、展厅及图书资料室等场所收藏、

展示的纸质书画、纺织品等是遇水即损的文物和资料。国家标准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ìì GB 50016 有在大、中型博物馆室内的珍品

仓库和一级纸(绢)质文物的陈列室设置气体灭火系统的规定。

国家文物局《馆藏文物保护管理技术标准》中要求对藏品在 1 万

件以上的大、中型博物馆的藏品库房和藏品保护技术室、图书资

料库应设置气体灭火系统;藏品在 1 万件以上的大、中型博物馆

的陈列室宜采用气体灭火系统，亦可采用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藏

品在 1 万件以下的小型博物馆一般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和消火

栓系统，有条件时亦可在有机质地藏品库和陈列室设置气体灭火

系统。

2 博物馆建筑气体消防设施的选型，除考虑火灾种类、防

护区的数量及大小、灭火剂输送距离等因素外，还应重视被保护

对象的特点、人员逗留情况等因素。珍品库房和收藏纸质书画、

纺织品等遇水即损藏品的库房的气体灭火剂，应对文物元损害，

或仅有轻微影响，且无损害者应优先考虑;一级纸(绢)质文物

的展厅经常有人停留，选用的气体灭火剂应对人体无毒性危害，

或仅有轻微影响，必须保证现场人员的呼吸安全。

3 自动喷水灭火预作用系统预作用阀后的管道内平时是不

充水的空管，由火灾报警系统开启预作用报警阀向管道充水，使

系统转换为湿式系统。该系统较适合用于博物馆建筑的普通藏品

库房、展厅、藏品技术用房等不允许因误喷而造成水渍损失的

场所。

细水雾灭火系统具有灭火效能高、反应时间快、管道管径较

小、节省管材、安装和维护简便等特点，尤其该系统用水量较

少、可大大减少水渍的危害，相对气体灭火系统，它灭火时不产

生其他的副产物、不会对环境及保护对象造成危害，推荐该系统

在文物库和图书、资料库等场所应用。

当展厅、藏品库房等场所采用以水为介质的灭火装置时，对

守陈列有机质地藏品的陈列柜和收藏箱柜，应采用不燃材料且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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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实。

10.2.10 博物馆建筑灭火器的选型，不仅应考虑灭火器配置场

所的火灾种类、火灾危险等级等因素，还应考虑灭火剂的选择应

尽可能减小对被保护文物和贵重设备的污损程度。

10.3 供暖、通凤与空气调节

10.3.2 考虑到不同地区居民生活习惯不同，分别对严寒和寒冷

地区、夏热冬冷地区主要房间的供暖室内设计温度进行规定。

10.3.3 对博物馆的展示区人员短期逗留区域，因人员停留时间

较短，且服装热阻不同于长期逗留区域，热舒适更会受到动态环

境变化影响，在考虑建筑节能的需要下，应尽量提高夏季室内设

计温度，以节省建设投资和运行费用。对有工艺要求的藏品保护

技术用房、计算机房等房间其室内参数应根据工艺要求确定。

10.3.4 空调系统的冷源与热源选择应根据博物馆建筑物的用

途、规模、使用特点、负荷变化情况与参数要求、所在地区气象

条件与能源状况、城市发展的基本政策、能源的状况和梯级利用

等，通过技术经济比较确定。

10.3.5 全空气空调系统易于控制空调区域内温湿度，有利于对

空调区域进行空气过滤和净化处理，且气流组织稳定;有利于对

空调区域要求温湿度允许波动市围小、空气的洁净度标准高的库

房、展示区等场所。

10.3.6 影响空调区划分的因素较多，主要包括:使用时间、温

湿度及其波动范围、空气的洁净度及空调负荷特征等。

将不同要求的空调区放置在一个空调风系统中时，会增加控

制的难度、运行经济性不佳甚至会影响使用。所以要求对不同使

用时间、温湿度及其波动范围、空气的洁净度及空调负荷特征等

的空调区宜分别或独立设置空气调节风系统。

10.3.7 空调系统独立设置，有利于温湿度控制，运行经济。藏

品所到之处设有温湿度调节的设施也是藏品保存环境要求。为确

保在藏品库中特别珍贵物品的保护，提出空调系统的冷热源应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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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用。

10.3.8 保持→定浓度的棒脑可防止动植物标本受虫菌侵害，此

库房的空调和通风系统应独立设置，以免串昧，影响其他库房。

10.3.9 博物馆建筑物内的空气污染物，除室外空气污染物进人

之外，因建筑材料、装修材料、藏品储存设备材料、陈列辅助材

料等含有挥发性有害物质，导致博物馆室内空气污染加剧的现象

已引起博物馆界的重视。陈列柜、文物柜内使用化学纤维材料、

胶合板材及装饰涂料所挥发的有害气体，在库内、柜内的微环境

中浓集，直接危害藏品。

根据《空气过滤器)) GB/T 14295 - 2008 规定，过滤器按性

能可划分为:粗效过滤器、中效过滤器、高中效过滤器及亚高效

过滤器;按计数效率等，粗效过滤器划分为四种、中效过滤器分

为三种，其中，高中效过滤器额定风量下的计数效率为: E (效

率)不小于 70% ，并不大于 95% (粒径不小于 o. 5μm) 。对库房

区和敏感工艺藏品封闭式展示区的空调系统进行净化处理，可以

避免空气中的烟雾灰尘及有害气体进人室内污染藏品。设一级粗

效过滤器时，对藏品保护不能满足要求，故推荐采用两级过滤。

为避免有害气体如氮化物、硫化物等对敏感工艺藏品的损害，空

调系统可增设置化学过滤器。对特殊陈列柜应独立安装空气净化

设备，防止有害气体及灰尘超浓度限值。对于珍贵文物采用密封

除氧充氮技术，创造特殊保存环境。

10.3.10 对环境要求较高的书画及对温湿度较敏感的工艺藏品

展示时，为避免展示区内因温湿度等不能确保对藏品保存环境要

求时，可采用展柜内自带恒温恒湿空调机组的方法，该产品国内

外均有生产。

10.3.12 藏品技术用房，在实验、研究过程中会散发有毒、有

害和异味气体，设置带通风柜的通风系统和全室通风系统可防止

其侵人其他用房和污染大气环境。

10.3.13 对化学危险品的放置室设置空调和通风系统可降低其

挥发和爆炸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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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4 博物馆建筑的展示厅人员较密集，空调系统中处理新

风的冷热负荷占建筑物总冷热负荷的比例很大，为有效地减少新

风冷热负荷，采用空气热回收装置回收空调排风中的热量和冷

量，用来预热和预冷新风，以达到节能的目的。

空气热回收系统进行技术经济比较时，应充分考虑气象条

件、系统使用时间等因素。在满足节能的前提下，如果系统的回

收期过长时，则不应采用热回收系统。

10.3.15 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系统应设置监测与控制系统，包

括参数检测、参数与设备状态显示、自动调节与控制、工况自动

转换、设备联锁与自动保护、能量计量以及中央监控与管理等。

设计时，应根据建筑物的功能、系统类型、用途、设备运行时间

以及工艺对管理的要求等因素，通过技术经济比较确定。

10.4 建筑电气

10.4.1 本条规定了不同规模及高度博物馆建筑的重要设备及部

位用电负荷应满足的用电负荷等级要求，这里所指的重要设备及

部位用电主要是馆内火灾报警系统、安防系统、珍品展馆及库房

用电、藏品库房用电、应急照明等。

1 特大型、大型博物馆建筑会经常举行重要大型及国际博

览，所收藏的展品也较珍贵，重要设备及部位用电中断将会产生

重大的影响和经济损失，故规定此类博物馆建筑的用电负荷应为

一级负荷，对其中的重要设备及部位用电应按一级负荷中特别重

要负荷要求供电。另外一类高层博物馆建筑根据消防要求，也需

要由一级负荷供电。

10.4.3 由于博物馆建筑内火灾报警、防盗报警系统的用电性质

非常重要，一旦火灾报警、防盗报警系统由于电源故障造成系统

无法正常工作，将会造成严重后果，故对其用电要求作规定。

自备应急电源可以是发电机组、 UPS 装置、蓄电池等，以

满足供电可靠性要求。

10.4.4 有恒温恒湿要求的藏品库房、陈列展览区空调用电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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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靠性一般要求较高，一旦断电将会给藏品库房、陈列展览区

等的作品带来不利影响，故作此规定，以提高此类用电负荷的可

靠性。

10.4.5 规定本条是为保障人身安全，防止触电事故的发生。由

于陈列展览区有时人员较多，外露的配电设备一旦发生故障，极

易给人员造成危害。

10.4.6 藏品库房的电源开关统一安装在藏品库区的藏品库房总

门之外，能够方便藏品库电源的有效管理，并方便从库房外切断

电源，保障用电安全。另外由于藏品库房平时一般元人，为避免

线路漏电故障造成火灾隐患，需要设置如剩余电流保护器等能防

止漏电的安全保护装置。

10.4.8 由于熏蒸室内往往存在大量的化学腐蚀品及气体，会对

室内电气开关等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给安全带来隐患;另外电

气开关设置在室外也有利于方便控制管理。

10.4.9 藏品库房和陈列室内供电导线采用铜芯导线是考虑铝芯

导线在接头处接触电阻大，长期用电会因接触不良而引起火花，

导致火灾危险。

古建筑改建时由于导线穿金属保护管暗敷可能破坏原有古建

筑结构，故规定此时可采用导线穿金属保护管明敷做法。

10.4.10 本条主要是从人员相对密集的博物馆建筑发生火灾时，

为提高人员的安全率、存活率而作出的规定。

火灾事故中，直接火烧造成人员死亡的比例很低， 80%不是

直接烧死的，而是因烟雾和毒气窒息而死;或者由于火灾产生的

烟雾阻碍人员视线，使受灾人员不能顺利找到疏散路线，引起恐

慌造成人员踩踏，又使人难以呼吸而直接致命。从对人身安全负

责的角度出发，对于在博物馆建筑中人流相对密集的场所和人流

难以疏散的地方，成束敷设的电线电缆规定采用低烟元卤阻燃的

电线电缆(即材料不含卤素，燃烧时产生的烟尘较少并且具有阻

止或延缓火焰蔓延的电线电缆) ，以此可大大减少火灾事故中线

缆燃烧后产生的烟雾和毒气，为火灾发生时人员争取到更多宝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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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逃生时间。

10.4.11 展厅的一般照明，采用分区、分组或单灯控制，可有

效节约照明用电，且能对不同区域的照明实施有效管理。

10.4.12 通常对光敏感的展品应尽可能减少暴露在灯光下的时

间，而采用人体感应传感器来开关灯光可减少在无人情况下的开

灯时间。

10.4.14 由于特大型、大型博物馆建筑人员较密集，疏散难度

较高，在陈列室内疏散通道和主要疏散路线的地面上设置导向光

流，能在紧急疏散中形成一条稳定向前滚动的光带，使各安全出

口自然形成人员逃生的汇聚点。该标志可作为辅助疏散指示

标志。

10.4.17 重要藏品库房设置警卫照明，可提高库房的安全性，

便于警戒。

10.4.18 由于博物馆建筑相对比较重要，根据博物馆建筑等级

来采取相应的防雷措施，能有效地保护博物馆的安全。

10.5 智能化系统

10.5.3 信息化应用系统应具有提供快捷、有效的业务信息运行

的功能，并达到节能、环保的管理要求。

1 多媒体信息显示系统可支持影音同步，多种语言播放，

具有遥控(循环、预置定时、自动感应)播放和节电模式的

功能。

10.5.4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的人力、实体技术防范要求需与防护

对象的风险等级相适应。

5 典藏、保护、展示有关历史、文化、艺术、自然科学、

技术方面的文物、标本等实物的博物馆，安全技术防范系统有更

为严格的要求。

10.5.5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设计时，为使数据采集点的数据准确

而真实。

3 陈列展览区和藏品库区建议按每 100m2 ~ 200m2设置 1



个数据采集点;数据采集点设置高度一般为中心距地

1. 5m~2. Om o 

10.5.6 博物馆信息管理系统需满足藏(展)品的数字化保存、

数字化管理、数字化应用的需要。

藏品的数字化保存，可降低藏品实体的利用频度，有利于对

藏品的保护，较好地解决藏品保护和利用;藏品的数字化管理，

对藏品的信息可进行快速检索、转换与传输，可提高管理与研究

水平，加强馆际交流，达到最大化的资源共享;藏品的数字化应

用，采用数字化的手段进行展示:如多媒体展示技术、导览系

统、虚拟现实系统等，通过数字技术创造虚拟的环境与场景，以

达到身临其境的感受，使观众充分体验展览所蕴藏的文化内涵，

并以其生动性和感染力消解以往观展形式单一所造成的视觉疲

劳，提高知识传播的吸引力和接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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