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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有科技来帮忙，但
是不可否认，古建修缮的确
面临诸多难点。

周乾坦言，首先从古建
材料上讲，我国古建筑的材
料，长期暴露在空气中，不
可避免地会因为空气中的
化学元素或雨雪侵蚀而产
生损害，表现在材料本身的
残损和材料物理力学性能
的退化，而要保证古建筑的

修缮材料完全用其原有材
料有一定难度，这也是最大
的难点。

其次，古人营造古建筑
多凭借经验，少有图纸和技
术方案留存于世，一些古建
筑的构造特征、连接方法很
难准确地获得，因而给古建
筑修缮保护带来难题。

此外，我国古建筑保护
专业人才相对较少，也是古

建筑修缮面临的瓶颈之一。
“古建筑保护和修缮是个专
业活儿，需要专业的人来
干。现在大家古建保护意识
增强了，但专业人才方面仍
有缺口。”齐莹说。

事实上，和具体的修缮
工程相比，对古建筑预防性
的保护更为重要。所谓预防
性保护，是指通过日常的监
测、评估和调控干预，尽量减
少各种自然环境或人为因
素对文物的危害，尽可能阻
止或延缓文物的老化受损，
达到长久保存的目的。对
此，周乾表示：“古建筑其实
和人一样，也存在衰老和生
病的问题，需要时常体检，
并及时进行维修和保养，才
能延年益寿。”

周乾说，我国古建筑修
缮保护是一个集文化弘扬、
技艺传承、科技支撑等多方
面于一体的工程。科技手
段虽然并不能解决古建筑
保护修缮的所有问题，但却
是古建筑得到合理保护、延
年益寿的重要支撑。

（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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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北京南池子大街的皇史宬是明清时
期的皇家档案馆，也是我国现存的唯一一座砖
石结构档案库房。它分南北两院，由于历史原
因，南院成了大杂院，违建、私拉电线问题严
重。最近院内违建拆除工作正式启动，此后将
由故宫博物院对文物古迹进行原貌修复。

随着保护文化遗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各地文物古建修缮的
步伐不断加快。但是如何更加科学地对古建
筑进行保护和修缮也值得探讨和关注。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需
要对古建筑进行修缮，是公
众非常关心的话题。

“古建筑是否需要修缮，
以结构安全性能评估结果为
准。”长期从事古建筑保护研
究工作的故宫博物院研究馆
员周乾博士指出，目前我国
关于砖石类文物建筑保护及
维修规范尚不成熟，而木结
构古建筑相关的《古建筑木
结构维护与加固技术规范》
则提出了明确的古建筑修缮
标准。

“古建筑是不可移动文
物的一种，它的修缮分为很
多类型，包括日常保养维护、
局部受损修复，以及在整体
结构受损严重情况下的抢救
性修复等。”陕西省文物保护
研究院院长赵强指出，具体
什么时候应该对古代建筑进
行哪一种修缮，不能一概而
论，目前也

没有一个科学定论和量
化指标。

对每一个具体的古建筑
修复项目而言，面临的现实挑
战也不相同，在赵强看来，很
难有标准化的应对方案,只有
在严谨细致的前期研究的基
础上，才有可能掌握好古建筑
修复的“度”，在制定修复方案
时真正做到最小干预。

据周乾介绍，故宫博物
院对古建筑开展修缮之前，
都需要进行建筑现状勘察，
包括调查建筑本身的残损情
况，绘制测绘图纸，评估建筑
安全现状，提出维修保护方
案。

“大量扎实的前期调研
工作，对于科学制定修缮方
案至关重要。就像看病一
样，在确定诊疗方案前，需要
做细致的检查，找到病根，才
能开对药方，精准施策。”赵
强说。

借助科技手段，可更为
全面和有效地评估古建筑的

现状，犹如高科技设备对人
进行体检可获得更准确的结
果一样。周乾举例说，借助
三维激光扫描设备，可获得
古建筑较为精确的整体尺
寸；借助应力波和阻抗仪技
术，可测定古建筑内部的孔
洞和残损；借助计算机模拟
分析，可初步分析出古建筑
是否存在安全隐患等。

以往古建筑修缮前都是
靠有经验的老师傅用锤子敲
打，听声音来判断木制古建
的损伤。而这种方法只能了
解木头有没有空洞，至于空
洞有多大、出现在什么位置、
腐朽程度如何，就不清楚
了。况且如果木头是在砖石
结构里面就更无法判断了。

现在，古建筑专家引进
了微钻阻力仪。它的外观是
一个长方形的盒子，里面有
一根60厘米长、直径只有1.5
毫米的细长钻头。用它打进
木头心儿，只会在木头表面
留下一个不起眼的小孔，对
古建本身几乎没有损伤。仪
器通过钻头探测出的阻力
值，得出一张带有曲线的“心
电图”。“如果曲线从一个高
峰跌落，经过一段低谷后又
开始上升，那么就能判断这
个木头出现了空洞，而且连
空洞的大小都一目了然。

去年，北京建筑大学历
史建筑保护系讲师齐莹带领
团队对西安东岳庙的柱子进
行了雷达探伤工作。东岳庙
的柱子在墙体里面，柱子外
观本身不可见，也不可能拆
墙去判断内部木结构。借助
雷达探伤这种新技术，可以
隔墙探柱，相对直观地了解
古建内部状况。

“过去古建筑本体的测
绘也是一个复杂工程，往往
需要好几个人连续工作好几
天。现在，可能一个人扛一
个机器扫一小时就扫完了。”
齐莹说。

一旦古建筑结构安全
受到威胁，修缮工作势在必
行。周乾介绍，根据相关规
定，对古建筑的维修应遵守

“不改变原状”的原则。所
谓“不改变原状”原则，是指
古建筑维修后在材料、构造
组成、施工工艺等方面与维
修前尽量一致。

在同济大学建筑与城
市规划学院历史建筑保护
实验中心主任戴仕炳看来，
实际修缮中，由于种种原
因，很难做到完全“原封不
动”。如果确有修缮必要，
在坚持“最小干预原则”前

提下，可以适当地采用新技
术、新材料对古建筑进行保
护修缮。

事实上，在一些修复案
例中，人们也能捕捉到新材
料的身影。齐莹举例说，砖
木建筑可能会有一些纵向
的裂缝，如果这个裂缝不影
响材料本身使用的话，往往
会通过采用碳纤维材料包
裹的方式，来加强建筑结构
的稳定性。

不只是砖木建筑，在一
些近现代建筑的保护修缮
中，也较多地用到了碳纤维
材料。比如，上海外滩一些

近现代建筑的修缮中也用到
了碳纤维材料来进行加固。

“碳纤维材料本身很轻，对楼
体来说不会带来过多新的荷
载，同时它又有很好的刚度
和适应性。”齐莹说道。

此外，在石质构件的保
护修缮中，专业人员也开始
更多地用到纳米石灰等新
材料。戴仕炳介绍，石灰是
一种传统建筑材料，纳米石
灰和普通石灰成分一样，都
是氢氧化钙。但纳米尺度
的石灰颗粒，可以更为深入
地渗透到石材的劣化区域，
实现加固效果。

西安东岳庙大殿内部木结构梁架。（图片来自澎湃新闻）

皇史宬东配殿。（图片来自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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