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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本文件是 GB/T 33290《文物出境审核规范》的第 28 部分。GB/T 33290 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1部分：总则；—
第2部分：度量衡；—
第3部分：法器；—
第4部分：仪器；—
第5部分：仪仗；—
第6部分：家具；—
第7部分：织绣；—
第8部分：陶瓷；—
第9部分：生产工具；—
第10部分：金属器；—
第11部分：明器；—
第12部分：钟表；—
第13部分：兵器；—
第14部分：漆器；—
第15部分：乐器；—
第16部分：笔墨纸砚；—
第17部分：烟壶和扇子；—
第18部分：少数民族服饰；—
第19部分：少数民族建筑物实物资料；—
第20部分：少数民族宗教祭祀和礼仪活动用品；—
第21部分：少数民族名人遗物；—
第22部分：玉石器；—
第23部分：玻璃器；—
第24部分：珐琅器；—
第25部分：中国画及书法；—
第26部分：壁画；—
第27部分：油画、水彩画、水粉画；—
第28部分：佩饰；—
第29部分：车具马具；—
第30部分：车船舆轿；—
第31部分：首饰。—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国家文物局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文物保护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289）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辽宁省博物馆、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辽宁省文物保护中心、辽宁考古博物馆）。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徐沂蒙、张桂莲、杨品卉、张力、王亚平、李颖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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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文物进出境审核是我国加强文物保护、防止珍贵文物流失的重要举措。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

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先后发布了《文物进出境审核管理办法》和《文物出境审核标准》等规定，为文

物出境审核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基本依据。为确保这些管理规定的实施效果，提升文物出境审核工作的规

范性和工作效率，国家文物局提出并组织制定了 GB/T 33290《文物出境审核规范》。GB/T 33290 旨

在确立文物出境审核的总体原则，规定文物出境审核程序、内容及审核文件等的技术要求，拟由 56 个

部分构成。
第1部分：总则。目的在于确立各类文物出境审核需要遵守的总体原则。—
第2部分~第56部分：度量衡，法器，仪器，仪仗，家具，织绣，陶瓷，生产工具，金属器，

明器，钟表，兵器，漆器，乐器，笔墨纸砚，烟壶和扇子，少数民族服饰，少数民族建筑物实

物资料，少数民族宗教祭祀和礼仪活动用品，少数民族名人遗物，玉石器，玻璃器，珐琅器，

中国画及书法，壁画，油画、水彩画、水粉画，佩饰，车具马具，车船舆轿，首饰，古猿化

石、古人类化石以及与人类活动有关的第四纪古脊椎动物化石，建筑实物资料（建筑模型、图

样，建筑物装修、构件），碑帖、拓片，雕塑，甲骨，玺印、封泥，符契、勋章、奖章、纪念

章，碑刻，版片，竹简、木简，书札、手稿，书籍、图籍，文献档案，古钱币、古钞，近现代

机制币、近现代钞票，钱范、钞版、钱币设计图稿，鞋帽、服装，民俗用品（民间艺术作品、
生活及文娱用品），笔墨纸砚外的其他文具，戏剧曲艺用品，木雕、牙角器、藤竹器，火画、
玻璃油画、铁画，邮票、邮品，少数民族生产工具、民俗生活用品，少数民族工艺品、文献、
书画、碑帖、石刻。目的在于规定文物出境审核人员对各类文物出境审核的程序、内容及审核

结论的要求。

—

本文件为 GB/T 33290 的第 28 部分，基于第 1 部分确立的总体原则，针对佩饰文物使用时穿系或悬

挂于服装上、品类繁多的特点，规定佩饰类文物出境审核的类别判定、年代判定、价值评定及审核结论

的要求，并重点明确佩饰文物品类、形制、材质、制作工艺、纹饰、款识铭文和表面痕迹等年代判定的

特征分析对象，细化佩饰文物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的评定内容，使佩饰文物出境审核的程序

和内容更明确并更契合工作实际，进一步提升审核过程的规范性和审核结论的科学性。
 

 
GB/T 33290.28—2024

 

 
Ⅳ

订
单
号
：
0
1
2
5
2
5
0
3
0
3
1
5
0
5
7
4
 
 
防
伪
编
号
：
2
0
2
5
-
0
3
0
3
-
1
1
1
5
-
5
6
6
5
-
3
1
9
5
 
 
购
买
单
位
:
 
中
国
文
化
遗
产
研
究
院

中
国
文
化
遗
产
研
究
院
 专

用



文物出境审核规范

第 28 部分：佩饰

1　范围

 

本文件确立了佩饰文物出境审核程序，规定了类别判定、年代判定、价值评定及审核结论形成的要

求，描述了相应的证实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佩饰文物出境审核。
本文件不适用于文物临时进境复出境和文物临时出境审核。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

于本文件。
GB/T 33290.1　文物出境审核规范　第 1 部分：总则

3　术语和定义

 

GB/T 33290.1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佩饰　baldric

佩戴于服装上可独立存在的装饰物品。

4　审核程序

 

审核程序应符合 GB/T 33290.1 的相关要求，并按下列程序进行佩饰文物的出境审核：
类别判定；a）
年代判定；b）
价值评定；c）
审核结论形成。d）

5　类别判定
 

5.1　判定要求
 

5.1.1　应通过查阅携运人或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核验实物、对照代表性器物等方式，初步判定申报

出境物品类别。如果属于佩饰，应按照本文件的规定审核。
5.1.2　应对佩饰进行器物种类筛分，将作为佩饰使用的玺印、钱币、兵器、乐器、法器、钟表、扇子等

器物排除在佩饰类出境审核对象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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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信息记录
 

5.2.1　应记录所获得的申报出境物品的名称、质地、数量和尺寸信息。
5.2.2　应留存申报出境物品的全形照片 1 张。照片应清晰反映器物的典型特征，像素不小于 1 200 万。

6　年代判定
 

6.1　品类分析
 

6.1.1　应通过观察获取佩饰的形制、材质、制作工艺、纹饰、款识铭文等信息，分析佩饰的品类特征，

确定其品类。佩饰品类按照佩戴位置分为下列种类：
悬挂于颈项位置的颈项佩饰，包括领约、项牌等；—
悬挂或佩戴于胸腹位置的胸腹佩饰，包括几何形饰、象生形饰、成串的串饰、成组的组佩、各

种巾或带及其附属饰件等；
—

悬挂或穿系于腰部的腰佩饰，包括各种巾或带及其附属饰件、盛放各种随身物品的囊或袋、各

种佩坠、成组的饰件等。
—

6.1.2　应将佩饰的品类特征与文物代表性器物相比对，与文献资料记载相印证，推断佩饰的所属年代。
示例：某佩饰形制为直径 17 cm、圆圈状、系青色丝绦，材质和制作工艺为铜镀金嵌珍珠，分析确定品类是颈项佩

饰项圈。将之与北京故宫博物院藏金或银镶宝石、垂坠绦结的项圈状文物─“领约”相比对，结合《清史稿 ·舆服志

二》记载：“（皇后）领约，镂金为之，饰东珠十一，间以珊瑚。两端垂明黄绦二，中贯珊瑚，末缀绿松石各二”，根

据品类分析可以初步推断其所属年代为清代。

6.2　形制分析
 

6.2.1　应通过观察获取佩饰的形状、结构、组合形式、与人体适配度等信息，通过测量获取尺寸等信

息，分析其形制特征。
6.2.2　一件佩饰通常包含多个部件，分析形制时应分析整体并逐个分析部件。
6.2.3　应将佩饰（含部件）的形制特征与文物代表性器物相比对，与文献资料相印证，推断佩饰的所属

年代。

6.3　材质分析
 

6.3.1　应通过观察获取佩饰的色泽、纹理、质地、致密度等信息，通过测量获取硬度、重量等信息，分

析判断其材质。宜参考各类材质的现行国家标准分析判断佩饰的材质。佩饰文物的制作材质较庞杂，包

括以下种类：
有机材料，例如琥珀、珍珠、珊瑚、骨、甲、贝、牙、角、皮革、毛、丝、竹、木、布、麻等；—
无机材料，例如玉等各类无机宝石、各类金属、玻璃、珐琅、陶瓷等。—

6.3.2　一件佩饰通常由不同材质的多个部件组成，分析材质时应分析整体并逐个分析部件。
6.3.3　应将佩饰的材质与不同历史时期材质出现和使用情况相对照，推断佩饰的所属年代。
6.3.4　同一件佩饰的制作材质应是同一年代出现并使用的。如果佩饰各部件材质非同一年代使用，按照

材质使用年代最早的得出其年代推断结果。

6.4　制作工艺分析
 

6.4.1　应通过观察获取佩饰的制作痕迹、制作方法等信息，分析判断其制作工艺种类和特征。可辅助使

用放大镜、三维视频显微镜等仪器设备进行观察。
6.4.2　一件佩饰通常包含多个部件，分析佩饰制作工艺时应分析整体并逐个分析部件。
6.4.3　应将佩饰的制作工艺与不同历史时期文物代表性器物常见制作工艺相对照，推断佩饰的所属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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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红缎绣暗八仙纹彩帨，顶部贯一金累丝嵌红宝石翡翠箍，系在青白玉雕蝠磬纹环上，玉环上还系有黄丝绦穿

系红珊瑚珠的八组十六条挂坠，坠角有红珊瑚点翠金箍蚌壳宝剑形饰等各种饰件。其制作工艺包括织绣、编系、穿珠、

雕刻、镶嵌、累丝、点翠等种类，均符合清代制作工艺特征，根据制作工艺分析初步推断其所属年代为清代。

6.4.4　同一件佩饰的制作工艺应是同一年代出现并使用的。如果佩饰各部件制作工艺非同一年代，按照

制作工艺年代最早的得出其年代推断结果。

6.5　纹饰分析
 

6.5.1　应通过观察获取佩饰纹饰的出现位置、形状、颜色、题材、组合方式、表现手法等信息，分析其

纹饰特征。
6.5.2　应根据佩饰的纹饰特征，对照不同历史时期文物代表性器物的纹饰特征，推断佩饰的所属年代。

示例：缠枝葡萄花鸟纹银香囊，纹饰整体镂空，细部如葡萄颗粒、鸟羽及花卉纹理则錾刻表现，纹饰是唐代典型纹

样之一，纹饰题材、组合方式、表现手法等与唐代文物纹饰相同，施纹工艺也符合唐代特点，根据纹饰分析初步推断其

所属年代为唐代。

6.6　款识铭文分析
 

6.6.1　应通过观察获取佩饰款识铭文的出现位置、内容、书体、施铭方式等信息，通过测量获取款识铭

文的尺寸信息，并通过释读文字、查证文献、比对文物代表性器物等方式分析其款识铭文特征。可辅助

使用放大镜、三维视频显微镜等仪器设备对施铭方式进行观察。
6.6.2　应根据佩饰的款识铭文特征，对照不同历史时期款识铭文情况，推断佩饰的所属年代。

6.7　表面痕迹分析
 

6.7.1　应通过观察获取佩饰表面痕迹的有无、出现位置、形状、颜色等信息，可辅助使用放大镜、三维

视频显微镜等仪器设备进行观察。
6.7.2　应将所获取的佩饰表面痕迹信息与文物代表性器物相比对，分析其因加工、使用、埋藏等各种行

为产生和变化的情况，进而推断佩饰制作、使用、收藏的时间范围。
6.7.3　应将佩饰表面痕迹分析所得认识，作为推断佩饰年代的辅助依据。

6.8　综合判定
 

应根据品类分析（见 6 . 1 ） 、形制分析（见 6 . 2 ） 、材质分析（见 6 . 3 ） 、制作工艺分析（见

6 . 4 ） 、纹饰分析（见 6 . 5 ） 、款识铭文分析（见 6 . 6 ）并结合表面痕迹分析（见 6 . 7 ）的结果，综

合判定佩饰年代。
如果年代判定结果为 1911 年以后的，应对其进行价值评定（见第 7 章）。

6.9　信息记录
 

6.9.1　应记录年代判定的结果，并描述年代判定的过程和方法。
6.9.2　应留存佩饰的局部照片，数量不少于 2 张。照片应清晰反映佩饰年代判定的关键特征，像素不小

于 1 200 万。

7　价值评定
 

7.1　范围界定
 

制作于 1911 年以后的佩饰，应评定其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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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历史价值评定
 

7.2.1　应基于年代判定（见第 6 章）结果，通过观察、问询、比对、文献查证等方法，获取佩饰的所有

者、使用者、历史事件相关度、存量等信息。
7.2.2　应结合所获取的历史价值信息，分析佩饰是否具有重要历史意义以及其他特殊意义，据此评定其

历史价值。

7.3　艺术价值评定
 

7.3.1　应基于对佩饰形制分析（见 6.2）、材质分析（见 6.3）、制作工艺分析（见 6.4）、纹饰分析

（见 6.5）和款识铭文分析（见 6.6）过程中获取的信息，从完残状况、结构设计、材质珍稀程度、制作

技法、纹饰艺术性和款识铭文书法水平等方面评定其工艺水平。
7.3.2　应通过观察、问询、文献查证等方法，获取佩饰的制作者、来源等信息，在工艺水平评定的基础

上，分析其在工艺美术史上的影响，据此评定其艺术价值。

7.4　科学价值评定
 

7.4.1　应基于对佩饰材质分析（见 6.3）、制作工艺分析（见 6.4）过程中获取的信息，从材质产生应

用、制作工艺水平、加工制作技术等方面分析其反映的科学技术水平。
7.4.2　应在科学技术水平分析基础上，进一步通过比对、文献查证等方法，从生产力发展、生产技术进

步、发明创造等方面，分析佩饰在科学技术史上的影响，据此评定其科学价值。

7.5　综合评定
 

应根据历史价值评定（见 7.2）、艺术价值评定（见 7.3）、科学价值评定（见 7.4）的结果，综合

评定佩饰的价值。

7.6　信息记录
 

7.6.1　应记录价值评定的结果，并描述价值评定的过程和方法。
7.6.2　应留存佩饰的局部照片，数量不少于 2 张。照片应清晰反映佩饰价值评定的关键特征，像素不小

于 1 200 万。

8　审核结论形成

 

8.1　应根据年代判定（见第 6 章）和价值评定（见第 7 章）的结论，对照《文物出境审核标准》的规

定，按下列要求形成审核结论：
制作年代为1911年以前（含1911年）的佩饰禁止出境；a）
制作年代为1911年以后的，具有重大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佩饰禁止出境；b）
其他的佩饰不禁止出境。c）

8.2　应记录佩饰的审核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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