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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建筑保护修复方法与技术研究

甄国谦
保定直隶总督署博物馆Ǔ河北Ǔ保定Ǔ071000

摘Ȟ要：文物建筑保护修复方法与技术的研究，旨在探索科学合理的保护策略与技术手段，以确保文物建筑的历

史风貌与文化价值得以长期保存。本文综述了传统方法如结构加固、防水防腐处理及新材料、数字化技术、无损检测

等现代技术的应用，分析不同方法技术的优势与局限性。通过分析与实验验证，提出综合保护修复策略，为文物建筑

的保护修复实践提供理论依据与技术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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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文物建筑作为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承载着

丰富的历史信息与独特的艺术价值，自然环境侵蚀、人

为破坏等因素严重威胁着文物建筑的保存状态。因此开

展文物建筑保护修复方法与技术的研究，对于维护文化

遗产的完整性、促进文化传承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

文将从传统方法与现代技术两方面，深入探讨文物建筑

保护修复的有效策略。

1��文物建筑的定义与分类

文物建筑是指那些因其独特的历史、文化、艺术或

科学价值而被保护并列为文化遗产的建筑。这些建筑不

仅承载了过去的记忆和历史的痕迹，同时也展示了古

代人类的智慧与创造力。关于文物建筑的分类，可以从

多个角度进行。从历史时期来看，人们一般将文物建筑

分为古代建筑、近代建筑和部分现代建筑。具体来说，

文物建筑包括古遗址、古墓葬、重要的历史建筑与构筑

物、历史遗迹与革命历史纪念物等。从建筑功能来看，

文物建筑又可以分为多种类型，传统民居：展示了古代

民间建筑的独特风格和生活方式。例如，福建土楼以其

独特的结构和防御功能而闻名，北京四合院则展示了传

统的北京民居风貌，安徽徽派建筑以其独特的风格和精

美的雕刻而著称。教育建筑：如书院和学堂，是代表古

代教育的建筑，这些建筑不仅是教育活动的场所，同时

也是文化交流和学术研究的重要场所。例如，岳麓书院

以其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而著称，白鹿洞书院

则是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商业和公共建筑：具有历

史意义的古代市场、茶馆、戏台等，展示了古代社会的

商业活动和公共生活。例如，山西平遥的古代票号展示

了中国古代金融业的繁荣和发展，四川的宽窄巷子则展

示了传统的川西民居和商业文化[1]。工业建筑：具有历史

意义的古代工坊、作坊等工业遗址展示了古代的生产技

术和工艺水平。例如，古代造纸作坊展示了中国古代造

纸技术的发展和创新，冶炼作坊则展示了古代金属冶炼

技术的高超水平。文物建筑还包括宫殿、坛庙、宗教建

筑、园林建筑、陵墓建筑等，以及因国家和社会生活功

能需要而营造的设施性建筑或构筑物，如水利设施、交

通水运设施等。文物建筑是历史的见证和文化的传承，它

们通过独特的建筑风格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向我们展示了

古代人类的智慧和创造力。通过了解这些珍贵的历史遗

产，可以更好地了解和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2��文物建筑保护修复的基本原则

文物建筑作为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丰富的

历史信息与文化价值，其保护修复工作至关重要。为了

确保文物建筑的原始风貌与历史文化价值得到最大程度

的保留与传承，保护修复工作需遵循一系列基本原则。

2.1  原真性原则
原真性原则，是文物建筑保护修复工作的基石。它

强调在修复过程中，应尽可能保持文物建筑原有的材

料、结构、风格和技术特征，避免使用现代材料和技术

对其进行不必要的改变或替代。这一原则的核心在于尊

重历史，认为文物建筑的价值在于其原始性和历史性，

任何改动都可能削弱其作为文化遗产的完整性。在实际

操作中，原真性原则要求修复师在修复前进行详尽的研

究与评估，了解建筑的历史背景、建造技术、材料使用

等信息。修复过程中，应优先采用传统工艺和材料，对

于缺失或损坏的部分，应依据历史记录或同类建筑的特

点进行科学合理的复原，而非简单地用新材料替代，修

复工作应记录详细，包括修复前后的状态、使用的材料

与技术等，以便未来研究者能够准确理解修复过程及其

对文物建筑的影响。

2.2  最小干预原则
最小干预原则强调在保护修复过程中，应以最小的

干预手段达到保护文物建筑的目的。这意味着，除非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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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否则不应轻易对文物建筑进行改动或修复，而是

应首先通过环境控制、日常保养等手段减缓其自然老化

过程。当必须进行修复时，也应尽量采用非侵入性或微

创技术，减少对文物建筑本体及历史信息的破坏。实施

最小干预原则时，需综合考虑文物建筑的现状、风险等

级、保护需求等因素，制定合理的保护修复方案[2]。对

于轻微损伤，可通过表面清洁、加固等轻微干预措施处

理；对于严重破损，则需谨慎评估修复的必要性和可行

性，确保修复工作既能有效延长文物建筑寿命，又不破

坏其原有的历史风貌。

2.3  可逆性原则
可逆性原则是指在文物建筑保护修复过程中，所有

采用的修复措施和技术都应是可逆的，即在未来必要

时，能够方便地移除或替换，而不至于对文物建筑造成

进一步的损害。这一原则旨在确保修复工作的灵活性和

可持续性，为未来的保护修复留下余地。实现可逆性原

则，需要修复师在材料选择、技术应用上做出谨慎考

虑。例如，使用临时性支撑结构而非永久性加固，采用

可移除的防水材料而非直接涂抹于文物表面的涂层等，

修复过程中应详细记录每一步操作，包括使用的材料、

技术细节及预期效果，以便未来修复时能够准确追溯并

采取相应的逆向操作。

2.4  可识别性原则
可识别性原则要求修复工作应能清晰地区分原始部

分与修复部分，保持文物建筑历史信息的可读性。这一

原则旨在维护文物建筑的历史连贯性和真实性，避免混

淆新旧，确保修复后的文物建筑既能展现其原始风貌，

又能反映出保护修复的历史过程。在实际操作中，可识

别性原则的实现方式多种多样，如在新旧材料交接处设

置明显标识、使用不同颜色或纹理的材料以示区分、记

录修复前后的详细对比图等。这些措施不仅有助于公众

理解文物建筑的历史变迁，也为未来研究者提供了宝贵

的资料，可识别性原则还鼓励修复师在修复过程中融入

适度的创新元素，如使用现代科技手段监测文物建筑状

态，但需在确保不影响整体历史风貌的前提下进行。

3��文物建筑保护修复的传统方法与技术

文物建筑作为历史的见证者，其保护修复工作不仅

是对历史文化的尊重，也是对后代负责的重要任务。在

长期的实践中，人们积累了丰富的传统保护修复方法与

技术，这些方法和技术因建筑材质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3.1  木构文物建筑保护修复方法与技术
木构文物建筑，以其独特的结构形式和精湛的木雕

技艺，成为中国传统建筑的瑰宝。针对木构建筑的保护

修复，主要遵循以下传统方法与技术；（1）结构加固：
对于腐朽或开裂的木构件，采用传统木工技术，如榫卯

加固、铁箍包裹等方法，增强结构稳定性。同时对于严

重受损的构件，会进行精确测量与复制，以相同材质的

木材进行替换，确保新旧构件的和谐统一[3]。（2）防虫
防腐处理：使用天然材料，如桐油、生漆等，对木构件

进行涂抹，以达到防虫防腐的目的。这些天然材料不仅

能有效保护木材，还能保持其原有的色泽与质感。（3）
表面清洁与修复：对于木构件表面的污渍、划痕，采

用温和的物理或化学方法去除，如使用软刷、棉布轻轻

擦拭，或使用稀释的酸碱溶液处理。对于雕刻部分的损

伤，需由经验丰富的工匠进行精细修复，以恢复其原有

的艺术价值。

3.2  砖石文物建筑保护修复方法与技术
砖石文物建筑，以其坚固耐久、气势恢宏的特点，

成为古代城市风貌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砖石建筑的保

护修复，主要方法与技术包括；裂缝修补：对于砖石

墙体的裂缝，采用传统的灰浆修补技术。根据裂缝的宽

度和深度，选择合适的灰浆材料（如石灰、沙子、黏土

等），按比例混合后填入裂缝，待干燥后进行打磨，使

其与周围砖石表面融为一体。风化防护：对于因长期风

雨侵蚀导致的砖石表面风化，可采用化学防护剂进行处

理，如硅酸盐溶液，它能在砖石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

减缓风化速度。同时对于严重风化的砖石，可考虑进行

局部更换或整体加固。清洗与排水：对于砖石建筑表面

的污渍，如苔藓、鸟粪等，采用低压水枪或专用清洗剂

进行清洗，改善建筑的排水系统，防止雨水长时间滞留

导致的墙体渗水问题。

3.3  土坯文物建筑保护修复方法与技术
土坯建筑，以其就地取材、成本低廉、保温隔热性

能好的特点，在我国传统民居中占有重要地位，土坯建

筑也面临着易受雨水侵蚀、易开裂等问题。针对这些问

题，主要保护修复方法与技术有；防水处理：在土坯墙体

外侧涂刷防水涂料，或在墙体顶部设置防水层，如铺设防

水卷材，以有效防止雨水渗透。同时对于墙体内部的渗

水问题，需排查并修复渗漏点，确保墙体内部干燥[4]。裂

缝与沉降处理：对于土坯墙体的裂缝，采用土坯或黏土

混合少量水泥进行修补，确保修补材料与原有墙体紧密

结合。对于因地基沉降导致的墙体倾斜或开裂，需进行

地基加固处理，如增设桩基、注浆加固等。环境控制：

改善土坯建筑周边的环境条件，如设置遮阳设施、种植

绿植等，以降低环境温度，减少墙体受热膨胀导致的裂

缝。同时保持室内通风，降低湿度，防止霉菌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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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文物建筑保护修复的现代新技术应用

随着科技的进步，文物建筑保护修复领域也在不断

引入新技术，以提高保护效率和修复质量。

4.1  数字化技术在文物建筑保护修复中的应用
数字化技术为文物建筑保护修复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和手段。通过三维扫描技术，可以精确获取文物建筑的

三维数据，构建出高精度的数字模型。这些模型不仅可

用于虚拟展示，还能在修复过程中作为参考，确保修复

工作的精准度，利用数字化技术还可以进行虚拟修复实

验，模拟不同修复方案的效果，从而选择最优方案。在

记录与档案管理方面，数字化技术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通过高分辨率摄影、数字绘图等手段，将文物建筑的现

状、修复过程及成果进行数字化记录，为未来的研究提

供了宝贵资料。

4.2  新材料在文物建筑保护修复中的应用
新材料的应用为文物建筑保护修复带来了更多可能

性。传统材料虽然有效，但往往存在性能局限或难以与

文物建筑原有材质完美融合的问题。而现代新材料的

出现，如高性能聚合物、纳米材料、生物基材料等，为

文物建筑的加固、防水、防污等方面提供了新的解决方

案。这些新材料不仅具有优异的物理和化学性能，还能

在保证修复效果的同时，尽可能地减少对文物建筑本体

的干扰。例如，使用高性能聚合物进行裂缝修补，既能

提高修复部位的强度，又能保持与周围材质的协调性[5]。

4.3  无损检测技术在文物建筑保护修复中的应用
无损检测技术是文物建筑保护修复领域的一项重要

创新。它能够在不破坏文物建筑本体的情况下，对其内

部结构、材质、病害等进行全面检测。常见的无损检测

技术包括超声波检测、红外热成像、雷达探测等。这些

技术能够准确识别文物建筑的隐蔽损伤，如墙体内部的

空洞、裂缝、腐蚀等，为修复工作提供精准的定位和评

估。无损检测技术还可以用于监测文物建筑在修复过程

中的变化，及时调整修复方案，确保修复工作的科学性

和有效性。通过无损检测技术的应用，文物建筑保护修

复工作变得更加精确、高效，有助于实现文化遗产的长

期保存和可持续发展。

结束语

文物建筑保护修复方法与技术的研究是一项复杂而

细致的工作，它要求我们在尊重历史、保护文化的基础

上，不断探索创新，实现传统与现代技术的有机结合。

通过本文的探讨，期望能为文物建筑保护修复领域提供

新的思路与启示，推动该领域向更加科学化、精细化的

方向发展。未来，仍需不断努力，为子孙后代留下更多

珍贵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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