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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设计方案 

三、设计依据 

3.1 保护原则 

 1 安全性原则：修缮后必须确保建筑的结构安全及使用安全 

 2 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十四条规定：“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革命遗址、纪念建筑物、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等（包括建筑物的附属物），在进行

修缮、保养和迁移的时候，必须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在《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中特别提出关于原状的释义，如“历史上经过修缮、改建、重建后留存的有价值的状态，以及能够体现

重要历史因素的残毁状态…” 

《文物保护暂行管理条例》强调了“恢复原状”的同时,指出：如果恢复原状的史料和根据不足时，可以先“保存现状”，以便在依据充足时“恢复原状”。因此，在修缮设计中应注意保存文物建

筑的原有空间、格局、结构、外观、材料、工艺等信息，尽最大可能利用相同材料，保留原有构件，使用原始工艺，尽可能多的保存历史信息，保持文物建筑的可持续性，真实性和完整性。、 

 3 尊重传统保护建筑文化多样性的原则：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建筑风格与传统手法,修缮过程中要加以识别，尊重传统。保护建筑风格的多样性、建造工艺的地域性和营造手法的独特性。 

 4 最小干预的原则：尽可能少的对文物做扰动，尽可能多的保留文物原有的价值信息，使文物本体的真实性、完整性得到延续。 

 5 可识别原则：一座文物建筑存留至今，历经多个时代并存留有多个时期的历史信息。本次修缮所采用的材料工艺施工技术等，在“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大原则下要与原文物有所区别，并能看出

是现代修复的。 

 6 可逆性原则：对于维修中不得不使用的新材料新技术等，例如保温防水材料做法等，应具有可逆性原则，给未来的保养和维护留有余地。 

3.2 保护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24 年） 

2．《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细则》（2016 年） 

3.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2016 年)  

4. 《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2003 年)  

5. 《文物保护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要求》（试行）（2013 年） 

6．《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2015 年） 

7. 《古建筑木结构维护与加固技术规范》GB 50165-2020； 

8．《文物建筑防火设计导则》（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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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相关历史资料、调查资料和测绘图 

10．有关文物建筑保护的其它法律、条例、规定及相关文件 

 

3.3 保护策略 

本次修缮工作要以保存文物建筑的价值为核心，尽可能真实完整地保存文物建筑的历史原貌和建筑特色，在此基础上，能够更好的利用文物建筑，发挥和展示其特有的价值。 

对于文物建筑的残损和病害，认真分析原因，有目的性、有针对性的采取合理措施，祛除病害，恢复其文物原状。 

 

四、工程性质和工程范围 

4.1 工程性质 

根据《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第五条，此次文物保护工程性质为修缮工程。 

 

4.2 工程范围及内容 

1 本工程范围是:南捕厅 19 号院西偏院从一进到三进共三栋文物建筑本体和文物院落的修缮。 

2 主要工程内容包括： 

a、重点包括屋面、装折、墙体、阶台、木构架等部位的修缮； 

b、院内建筑的防雷、安防、消防设备设施（含感温感烟报警器、消火栓系统、应急广播等）已安装到位，本次修缮工程不涉及三防的工作内容，但在过程中需要对三防设施进行必要的保护隔离措

施，待修缮工程完工后将其复位、归位，保证可以继续使用； 

c、拆除后期加建的临时建筑，恢复相应地面和墙面，恢复院落原风貌； 

 

 

五、设计方案介绍及主要保护材料做法 

5.1 总体保护方案 

本次工程的目的是通过对文物建筑包括其屋面、装折、墙体、阶台等部位的修缮，去除后期不当加建和装修装饰，令文物建筑与原状最大化的一致，保护建筑历史信息的真实性，保存和展示其历

史、艺术和科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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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文物建筑的统一保护做法 

三栋文物建筑的残损部位基本相当，残损程度各有不同，现将其统一保护方法总述如下： 

a.屋面:对于瓦面局部长草，要小心连根拔除，如过程中瓦垄、瓦缝等受到损坏，须进行局部勾抹。三栋建筑的檐口下部椽子、望板、连檐和瓦口等构件，均有不同程度的雨水侵蚀和糟朽情况，因此须

视情况，确有必要时，揭除檐口部位的瓦顶（不大于 40%），并对其下各木构件进行复制更换或修补，然后再按原屋面做法恢复揭除的瓦顶。 

b.屋架大木结构: 清理木构架污渍；将糟朽开裂的油皮砍掉，检查木构架情况，对露出的木构架进行二次勘察。若是梁架有裂缝，则用木条配以耐水性胶粘剂嵌补，若是受力大木构架糟朽，则锯断糟

朽部分用榫接加胶的方式连接；修复完毕后重做油漆。嵌补局部糟朽的木柱，局部重做油饰。 

c.墙体: 清除墙面污渍；拆除室内后加的木板壁及隔断等后，清除墙面灰尘，清洗污渍，剔补局部受潮墙面，并在修补位置局部重做白色粉刷抹灰。 

d.门窗装折: 通过现场勘察，现有门窗做法均是齿接木形式，推断这些门窗是九十年代维修时更换的，其做工雕刻等较一般，但大部分门窗保存较好。因此，本次维修中暂对门窗进行现状整修，修补

或更换糟朽损坏的构件和部位，归安扭闪变形的半窗，局部重做地仗油饰。修补更换构件需要采用与原有装折一致的木材；新作门窗可采用老杉木、松木等木材。 

e.木基层：对飞椽、椽子、望板、檐下梓桁和梁头等糟朽局部进行挖补修复或替换，风化脱落的局部构件重做油饰。挖补修复需要采用 

f.栏杆、挂落:修补局部损坏，栏杆重做油饰，挂落局部重做油饰。 

g.室内空间: 清理室内杂物，去除与文物建筑无关的装修隔断等。 

h.室内地面：建筑目前暂为办公、教育宣传和存储等功能，三栋建筑的室内地面相类似，均为为一层青砖铺地和楼层铺木地板两种情况。其中，针对一层地面，移除前期加建且已局部糟朽复合木地板，

对楼层的木地板清理见新后局部重新油饰。 

i. 阶台、散水、柱础：整体打点清理，破损处重新勾抹严密，修补加固破损阶沿石；清洗柱础表面，用结构胶搅拌石粉，修补裂缝和局部破损部位。 

j.院落的修缮提升做法: 清理院内堆积的杂物，拆除临时建筑，并按现状做法恢复院落地面。 

 

5.3 各栋文物建筑保护措施和保护做法材料表 

  一进建筑 二进建筑 三进建筑 备注 

阶台 

散水 

现状做法及

残损描述 

青石砌筑阶台，阶沿石宽 370mm，北立面位于入口部

位的阶沿石局部破损两处约 10cm²，南立面位于中部

和入口部位阶沿石局部破损，面积约 1.5cm²； 

室外铺地砖，有 400X400mm、400X200mm、200X200mm,

三种规格，铺地与散水一体化设置 

青石砌筑阶台，阶沿石宽 350mm、踏步宽 340mm，北立

面位于入口部位的阶沿石底部破损严重，约 70cm²； 

室外铺地砖，有 400X400mm、400X200mm、200X200mm,

三种规格，铺地与散水一体化设置 

青石砌筑阶台，阶沿石宽 390mm，位于入口部位的

阶沿石局部破损约 60cm²； 

室外铺地砖，有 500X500mm、400X800mm 两种规格，

铺地与散水一体化设置 

应保证修

缮补配部

分符合原

状 

残损分析 阶台经常出入部位，长期风化磨损所致 

保护做法 石材表面整体清洗干净，阶台局部缝隙处用石灰砂浆勾抹严密,修补加固破损阶沿石 

工程量统计 清洗石材表面，阶台局部缝隙用石灰砂浆勾抹严密， 清洗石材表面，阶台局部缝隙用石灰砂浆勾抹严密，修 清洗石材表面，阶台局部缝隙用石灰砂浆勾抹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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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补加固破损阶沿石约 11.5 cm² 补加固破损阶沿石约 70 cm² 密，修补加固破损阶沿石约 60 cm² 

地面 

现状做法及

残损描述 

一层 320X320mm 青砖铺墁，现于青砖之上铺复合木地

板，经现场局部揭除复合木地板后勘察，该做法未对

原青砖铺地造成不可逆损害。二层 85mm 宽木地板,

高 100mm 木踢脚 。木地板油饰脱漆、磨损约 12m² 

一层 350X350mm 青砖铺墁，现于青砖上新铺木地板。二

层、三层铺 100mm 宽木地板，高 100mm 木踢脚。木地板

油饰脱漆、磨损约 14m² 

一层 400X400mm 青砖铺墁，二层 85mm 宽木地板,

高 100mm 木踢。木地板油饰脱漆、磨损约 16m² 

应保证修

缮补配部

分符合原

状 

残损分析 自然原因和日常使用 

保护做法 对各楼层原有木地板清理见新，重新油饰；各栋建筑的一层青砖铺地目前被新做复合木地板掩盖，应移除目前已破损复合木地板恢复建筑原貌，露出原有青砖铺

地。小心拆除一层木地板后，清理原青砖地面的污迹，并对青砖保存情况进行补充勘察，对局部损坏的的砖面进行剔补和更换，应避免移除木地板施工时不恰当

操作导致地面青砖损坏。 

工程量统计 拆除一层木地板露出青砖铺地约 63m²，清理见新重

新油饰二层木地板约 12m² 

一层拆除木地板露出原室内青砖铺地约 44m²，二层、三

层原有木地板清理见新，重新油漆约 14 m² 

一层拆除木地板露出原室内青砖铺地约 75m²，二

层原有木地板清理见新，重新油漆约 16 m² 

柱子 

现状做法及

残损描述 

方形木柱 150X150mm，四角做海棠瓣，呈梅花柱样式

石柱础 230X230mm，柱顶石 300X300mm，柱础高 70mm。

北立面正贴檐柱底部油饰局部脱落，面积约 0.2m²，

南立面正贴廊柱底部油皮局部脱落，面积约 0.3m²，

檐柱柱础破损 30% 

南立面方形木柱 120X120mm、150X150mm 两种规格，四

角做海棠瓣，呈梅花柱样式，其余为圆形木柱Φ180mm；

120mm 方柱柱础 270mm，150mm 方柱柱础 300mm，圆柱柱

础Φ350mm，柱础高 50mm。一层南侧金柱油饰空鼓脱落

面积 0.6m²,檐柱柱础破损 30% 

圆形木柱，檐柱Φ240mm，金柱Φ190mm。石柱础

Φ300mm，柱顶石 420X420mm，柱础高 40mm。 

东立面正间两根檐柱油饰龟裂、空鼓、脱落，面积

约 1.2m²，檐柱柱础风化破损 30% 

 

残损分析 风雨侵蚀、温湿度变化等自然原因  

保护做法 剔补糟朽木柱，局部重做油饰，修补加固柱础  

工程量统计 重做油饰 0.5 m²，清洗、清理损檐柱柱础 30%，约

0.084 m²，修复裂缝和局部破损约 0.015 m² 

剔补糟朽木柱，局部重做油饰 0.6m²，清洗、清理损檐

柱柱础 30%，约 0.081 m²，修复裂缝和局部破损约 0.013 

m² 

剔补糟朽木柱，局部重做油饰 1.2m²，清洗、清理

损檐柱柱础 30%，约 0.118 m²，修复裂缝和局部破

损约 0.02 m² 

 

墙体 

现状做法及

残损描述 

砖墙表面做白色粉刷抹面。一层内墙新做白色装饰

板，二层内墙局部有污渍 

砖墙表面做白色粉刷抹面。一层西开间东山墙南侧底部

局部泛潮 10m²,二层西开间西山墙顶部北侧局部泛潮 5 

m² 

砖墙表面做白色粉刷抹面。一层内墙泛潮脱、落，

二层内墙局部有污渍 

应保证修

缮补配部

分符合原

状 残损分析 自然原因和日常使用、装修改造 

保护做法 拆除或移除后加板壁、木装修，清除墙面灰尘，清洗污渍，剔补局部泛潮墙面后局部重做白灰墙面 

工程量统计 移除后加白色装饰板后清除墙面灰尘并清洗污渍，修 清除墙面灰尘，清洗污渍，剔补局部泛潮墙面后重做白 移除后加白色装饰板后清除墙面灰尘、清洗污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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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局部损坏木踢脚 灰墙面约 15m² 剔补局部泛潮墙面后重做白灰墙面约 18m²修补木

踢脚 

门窗 

现状做法及

残损描述 

一层：南、北立面均采用长窗、和合窗（窗下为栏杆）；

二层：北立面采用半窗（窗下为雨挞板），南立面采

用长窗。长窗无上夹堂，从上至下由上心仔、中夹堂、

裙板、下夹堂组成，后有玻璃，中夹堂和下夹堂雕刻

花卉等图案，裙板突雕“瓶花”图案。和合窗下为栏

杆，窗内心仔为钩头方景。一层南北立面长窗、和合

窗之上有横风窗，内心仔为钩头方景。长窗、和合窗、

横风窗为九十年代维修的，做法及工艺等较多使用现

代方式。各门窗下槛均有不同程度糟朽破损，抱框、

边挺、裙板等部位油饰龟裂、脱落 10-40%（详见残

损统计表）。北立面二层有 12 扇半窗有较大扭闪变

形 

一层：南、北立面均采用长窗、和合窗（窗下为栏杆），

二层：南立面采用半窗（窗下为雨挞板），北立面采用

长窗。三层：东西南北四面均采用半窗（窗下为雨挞板）。

长窗无上夹堂，从上至下由上心仔、中夹堂、裙板、下

夹堂组成，后有玻璃，中夹堂和下夹堂雕刻花卉等图案，

裙板突雕“瓶花”图案。和合窗下为栏杆，窗内心仔为

钩头方景。一层南北立面长窗、和合窗之上有横风窗，

内心仔为万字钩头。长窗、和合窗、横风窗为九十年代

维修的，做法及工艺等较多使用现代方式，下槛糟朽破

损约 20%，各门窗扇及抱框、边挺、裙板等部位油饰龟

裂、脱落 20-40%（详见残损统计表）。三层半窗略有变

形，开合不便易造成关闭不严导致风雨侵蚀建筑 

东立面一层、二层廊柱间安装长窗，每间六扇，长

窗从上至下由上夹堂、心仔、中夹堂、裙板、下夹

堂组成。上夹堂、中夹堂和下夹堂雕刻花卉等图案，

裙板突雕“瓶花“图案，心仔软景乱纹图案，后有

玻璃。长窗为九十年代维修的，做法及工艺等较多

使用现代方式。下槛糟朽破损约 20%，东开间有一

扇长窗裙板破损严重，约 0.12m²，各门窗扇及抱

框、边挺、裙板等部位油饰龟裂、脱落 40% 

 

应保证修

缮补配部

分符合原

状 

残损分析 风雨侵蚀等自然原因和日常使用 

保护做法 门窗做法是齿接木形式，推断是后期维修时更换的，做工雕刻材料简易。在本次维修中对门窗进行现状整修，剔补、更换糟朽损坏的构件，扭闪变形，重做局部

单皮灰地仗油饰 

工程量统计 归安扭闪半窗，修补损坏门窗构件，剔补长窗下槛

40%，约 20m²，重做单皮灰地仗油饰 30%，约 85 m² 

归安变形半窗，修补损坏门窗构件，剔补长窗下槛 30%，

约 15m²，重做单皮灰地仗油饰 35%，约 100 m² 

修补损坏门窗构件，剔补长窗下槛 30%，约 8m²，

重做单皮灰地仗油饰 50%，约 70 m² 

栏杆、挂

落 

现状做法及

残损描述 

南立面二层向外挑出阳台，其上设小方柱，围以万川

式栏杆，其上有钩头主景挂落。栏杆表面风化，油饰

脱落 70%，挂落油饰龟裂脱落 50% 

北立面二层向外挑出阳台，其上设方柱，围以万川式栏

杆，其上有钩头主景挂落。栏杆表面风化，油饰脱落 70%，

挂落油饰龟裂脱落 70% 

东立面二层向外挑出阳台，阳台下有鹤胫支撑，阳

台上设小方柱，围以万川式栏杆，无挂落。栏杆油

饰风化褪色、龟裂、脱落约 40% 

应保证修

缮补配部

分符合原

状 残损分析 风雨侵蚀等自然原因 

保护做法 在本次维修中对栏杆、挂落进行现状整修，剔补、更换糟朽的构件，局部重做单皮灰地仗油饰 

工程量统计 重做栏杆单皮灰地仗油饰，重做挂落油饰 70%，约 18

㎡ 

重做栏杆单皮灰地仗油饰，重做挂落油饰 70%，约 12 ㎡ 重做栏杆单皮灰地仗油饰，重做挂落油饰 50%，约

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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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檐

木基层

装修 

现状做法及

残损描述 

北立面：一层副檐轩檐口为飞椽样式，Φ80mm 檐

椽,80X60mm 飞椽。梁头雕刻为尖头形，刻有花纹，

承托Φ120mm 檐下桁。二层檐口为飞椽样式，Φ80mm

檐椽,80X60mm 飞椽。梁头雕刻为尖头形，刻有花纹，

承托Φ160mm 檐下桁。 

一层檐下梓桁局部糟朽 10%，檐下飞椽、椽子等糟朽

约 10%，檐下部位的望板、飞椽、椽子油饰空鼓、脱

落约 20%。二层檐下梓桁局部糟朽 10%，檐下飞椽、

椽子等糟朽约 30%，檐下部位的望板、飞椽、椽子油

饰空鼓、脱落约 40% 

南立面：檐口为飞椽样式，Φ80mm 檐椽,80X60mm 飞

椽。梁头雕刻为尖头形，刻有花纹，承托Φ160mm 檐

下桁。檐下梓桁局部糟朽约 20%，檐下飞椽、椽子等

糟朽约 30%，檐下部位的望板、飞椽、椽子油饰空鼓、

脱落，约 50% 

北立面：一、二层为两开间楼下轩，檐口为飞椽样式，

Φ90mm 檐椽，90X60mm 飞椽。梁头雕刻为尖头形，刻有

花纹，承托Φ160mm 檐下桁。檐下梓桁局部糟朽 10%，

檐下飞椽、椽子等糟朽约 30%，檐下部位的望板、飞椽、

椽子油饰空鼓、脱落约 40% 

南立面：只有一开间，一层挑出副檐轩，檐口为飞椽样

式，Φ90mm 檐椽，90X60mm 飞椽。梁头雕刻为尖头形，

刻有花纹，承托Φ160mm檐下桁。檐下梓桁局部糟朽10%，

檐下飞椽、椽子等糟朽约 30%，檐下部位的望板、飞椽、

椽子油饰空鼓、脱落约 40% 

三层：檐口为飞椽样式，Φ90mm 檐椽，90X60mm 飞椽。

梁头雕刻为尖头形，刻有花纹，承托Φ150mm 檐下桁。

檐下梓桁局部糟朽 10%，檐下飞椽、椽子等糟朽约 30%，

檐下部位的望板、飞椽、椽子油饰空鼓、脱落约 40% 

东立面：檐口为飞椽样式，Φ80mm 檐椽,80X60mm

飞椽。梁头雕刻为尖头形，刻有花纹，承托Φ160mm

檐下桁。西立面：檐口做两层挑檐砖，外刷黑涂料，

保存较好。东立面檐下梓桁局部糟朽 10%，檐下飞

椽、椽子等糟朽约 15%，檐下部位的望板、飞椽、

椽子油饰空鼓、脱落约 35% 

应保证修

缮补配部

分符合原

状 

 残损分析 风雨侵蚀等自然原因 

 保护做法 对飞椽、椽子、望板、檐下梓桁和梁头等糟朽局部进行挖补修复或替换，风化脱落的局部构件重做油饰 

 工程量统计 挖补修复或替换糟朽的飞椽、椽子、望板、檐下梓桁

和梁头约 20%，拆除椽子约 24 m²，重做椽子用材 1.2m

³，重做油饰 40%，约 45m² 

挖补修复或替换糟朽的飞椽、椽子、望板、檐下梓桁和

梁头约 30%，拆除椽子约 50 m²，重做椽子用材 2.2m³，

重做油饰 40%，约 60 m² 

挖补修复或替换糟朽的飞椽、椽子、望板、檐下梓

桁和梁头约 15%，拆除椽子约 15 m²，重做椽子用

材 1.4m³，重做油饰 35%，约 15 m²修补檐下梓桁

糟朽部分，约 0.5m³， 重做油饰约 2平米。 

屋面 现状做法及

残损描述 

小青瓦屋面，Φ80mm 椽上铺 20 厚望砖，望板上抹灰，

抹灰上铺瓦，屋脊为瓦片竖向摆放而成。 

局屋面长草 10%，瓦件残损 5%，捉节夹垄灰脱落 10%，

根据檐口木基层糟朽损坏情况，北立面檐口屋面局部

渗漏约 10%，南立面檐口屋面局部渗漏约 20% 

一层、二层屋面为小青瓦屋面，Φ90mm 椽上铺 20 厚望

砖，望砖上抹灰，抹灰上铺瓦，屋脊为瓦片竖向摆放而

成。三层为歇山屋面，Φ90mm 椽上铺 20 厚望砖，望砖

上抹灰，抹灰上铺瓦，黄瓜环脊。屋面长草 10%，瓦件

残损 5%，捉节夹垄灰脱落 10%，根据檐口木基层糟朽损

坏和二层墙面泛潮情况，北立面屋面局部渗漏约 30%，

南立面檐口屋面局部渗漏约 20%，三层屋面局部渗漏约

小青瓦屋面，Φ80mm 椽上铺 20 厚望砖，望砖上抹

灰，抹灰上铺瓦，屋脊为瓦片竖向摆放而成。屋面

长草 10%，瓦件残损 5%，捉节夹垄灰脱落 10%，根

据檐口木基层糟朽损坏情况，东立面檐口局部渗漏

约 10% 

应保证修

缮补配部

分符合原

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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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残损分析 风雨侵蚀等自然原因 

 保护做法 对于瓦面局部长草，要小心连根拔除，如过程中瓦垄、瓦缝等受到损坏，须进行局部勾抹。抽换损坏的瓦件，剔除松动、脱落的捉节灰和夹垄灰，重新勾抹捉节

灰，补抹夹垄灰。三栋建筑的檐口下部椽子、望板、连檐和瓦口等构件，均有不同程度的雨水侵蚀和糟朽情况，因此须视情况确有必要时，揭除檐口部位的瓦顶

检修，然后再按原屋面做法恢复揭除的瓦顶。 

 工程量统计 檐部揭除瓦顶后按原工艺重做屋面约 10 m² 檐部揭除瓦顶后按原工艺重做屋面约 20 m² 檐部揭除瓦顶后按原工艺重做屋面约 10 m² 

院落 现状做法及

残损描述 

一进建筑北侧院落地砖铺地，保存基本完好，排水通

畅。院落东北角加建临时建筑，院落南部贴着建筑堆

放杂物，影响文物院落风貌 

二进建筑北侧院落地砖铺地，保存基本完好，排水通畅。

院落南部堆放杂物，影响文物院落风貌和文物院落真实

性 

三进建筑建筑西侧院落地砖铺地，青砖局部有损

坏。院落南部有后期翻建的爬廊楼梯，楼梯栏杆局

部损坏，檐口椽子、檐下桁和梁头局部糟朽、油饰

脱落 

 

 残损分析 缺乏及时有效的管理维护和人为改造的人为因素。 

 保护做法 清理杂物，拆除临时建筑 清理杂物 修补损坏的地砖，更换损坏的栏杆构件，对爬廊的

椽子、檐下桁和梁头糟朽的部分进行挖补修复，局

部重做油饰 

 工程量统计 拆除临时建筑约 11m²，清理地面后按院落内铺地样

式和排水恢复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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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施工阶段注意事项 

6.1 具体保护措施说明 

针对文物建筑的保护措施可以主要分为以下主要工作内容：大木结构、墙体修整、屋顶瓦件、阶台、装折的维修等。 

6.1.1 大木构 

大木构的维修应根据其构造和残损情况采取修整和加固措施。 

清理木构架污渍；将糟朽开裂的油皮砍掉，检查木构架情况，对露出的木构架进行二次勘察。若是梁架有裂缝，则用木条配以耐水性胶粘剂嵌补，若是受力大木构架糟朽，则锯断糟朽部分用榫接

加胶的方式连接；修复完毕后重做油漆。 

 

6.1.2 墙体 

墙体的维修应根据其构造和残损情况采取修整和加固措施。对主体坚固局部酥碱、开裂、空鼓的墙体，进行剔凿补挖，墙体外观保持原样。内墙重做抹灰。 

 

6.1.3 阶台地面 

阶台及室外地面基本完好，是 90 年代维修过的，本次修缮对其整体清洗干净，阶台找正立直，阶条石里口下用大麻刀灰锁浆口，后灌“桃花浆”，局部缝隙处用石灰砂浆勾抹严密，修补加固局

部破损，不做大动。  

针对表面风化较为严重的柱础石，表面采用低压水枪进行清洗，去除表面的污垢和松散物；采用石粉拌结构胶修补裂缝和局部破损部位，色彩与原石材颜色一致。 

 

6.1.4 屋顶瓦件 

对屋顶漏雨严重、威胁木构件安全的屋面进行局部揭顶维修。拆卸瓦件、脊饰前，应对垄数、瓦件、脊饰瓦底有无防水处理进行记录。拆卸的瓦件应进行质量检查，对于质量合格的，应对应原建

筑继续使用。铺瓦时，应根据勘查记录铺瓦件和脊饰；新添配的瓦件，必须与原瓦件规格、色泽一致。 

对瓦件完整、松动、脱落的瓦顶，重新归位；对瓦件损坏轻微、局部滑瓦的屋面，将损毁、滑落的部分按原样替换、归位；对受损严重的屋面进行局部揭顶维修。 

揭顶卸瓦时，注意不要损坏瓦件，将瓦及勾头滴水按规格形制和质地进行分类，清洗后挑选完好的瓦件，更换已风化酥碱、缺角断裂、变形拱翘的瓦件，更换新瓦件按原样。 

拆卸屋脊时，应尽可能保护好原屋脊的脊饰，修复受损程度较轻的脊饰，应按当地传统工艺进行修复和复原。详细记录拆卸的构件的规格、位置，安装时严格按拆卸记录予以修复及复原，安装时

应注意与基座的连接应安全、牢固、可靠。配件要根据构件部位的材质、规格及尺寸进行选择，既要保证质量又要尽量考虑构件统一。 

揭顶维修的具体步骤为： 

a 瓦顶拆除: 

先揭勾头瓦，然后揭瓦垄和脊。瓦件色差过大的，须分类存放，有裂纹或敲击声音不清脆等残损瓦件捡出不用。瓦件落地后进行扫净刷洗，分类整齐堆码，以备后用。同时，确定补配类型和数量，

按原形制和式样提前至厂家订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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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盖瓦调脊: 

盖瓦应在木构架修缮处理后进行，对糟朽或断裂受损的檁、椽以及望板应先进行维修加固或更换，加强屋面的整体刚度和承载能力后再进行盖瓦调脊。 

按先做脊，后铺瓦，先盖上檐，再盖下檐的顺序。在檐头挂线，使底瓦伸出外尺寸一致。底瓦采用一搭三、压七露三，底瓦头部先挂麻刀灰后再铺瓦，以保证瓦与瓦之间缝隙严密。两沟底瓦之间

用麻刀灰填实抹平，然后盖筒瓦。铺瓦陇时要处理好瓦陇两侧的灰口和两瓦的交接处，用挤浆法将灰挤出再夹陇捉节。在盖瓦时，注意对屋面曲线的控制，在外观上做到“当匀陇直，曲线圆合”。盖

瓦均用青白麻刀灰（材料重量比为白灰：青灰：麻刀=100：8：4）。 

c 补配缺失和损坏的脊饰 

对其他屋顶进行屋面除草检漏，屋面除草采用敌草隆溶液细喷雾法进行除草；瓦屋面检漏采用青白麻刀灰做夹垄灰及部分捉节灰。按原状瓦件规格重新补配残破瓦件。 

 

6.1.5 小木残损 

a 对移位受损的所有门窗、栏杆进行归位和维修，对榫卯松脱、框边变形、扭闪的门窗，采取整扇拆卸，重新归安；边挺和抹头劈裂糟朽时应钉补牢固。 

b 维修破损的小木构件。修补和添配小木构件时，其尺寸、榫卯做法和起线形式应与原构件一致，采用与原构件相同的木材，新作构件可使用老杉木、松木等木材，榫卯应严实，并应加楔、涂胶

加固。 

 

 保养材料做法注意事项如下： 

a 尽可能多地保存旧有建筑材料，尽可能多地采用传统材料和传统工艺做法。各建筑大木构件加固更换部分应使用与原材料相同树种的优质干材。 

b 加固补强部分要与原结构、原构件连接可靠。 

c 新材料、新技术要有充分的科学依据，要经过试验，证明确实有效可行。 

d 所有更换的构件需标识修缮年代。 

e 对于一些使用大材的木构件，现已在无法采购到同树种或同尺寸规格，需要更换材种的，建议在选择树种时应选用与原建筑材性相同或近似的树种，参《木结构设计规范》中表 4.2.1.1 。 

 

6.1.6 防虫防腐 

本组建筑现场勘察未发现白蚁，但由于甘熙宅第其它文物建筑中发现白蚁活动痕迹，因此在本次修缮工程中需要进行二次勘查，注意检查木构件上是否有白蚁咬痕和活动痕迹。如若在二次勘查时

确认文物建筑木构件存在虫蛀及遭朽状况，则建议根据前期文物单位其它院落治理白蚁等虫害的经验，委托专业防虫害公司对生物类型、病害种类等统进行调查分析，统一确定防虫防腐的处理办法以

及日常修缮的措施。 

对虫蛀腐朽严重的木构件进行更换，对有局部虫蛀仍能承重的木构件，采用注射法杀虫灭菌，选用适当的药品，采用注入虫眼和表面涂刷相结合的方法，尽量使构件较多地吸浸杀虫剂，对新换木

构件可用同种药品浸泡处理。对因受潮而导致局部乃至全部腐朽的大木构件予以维修、更换和防腐防潮处理。并在修复中控制木材的含水率。 

1、木材防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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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新作更换的构件先采用浸泡药剂的方法进行防虫防腐后才能安装，隐蔽部位的防虫防腐应特别注意。埋入墙体的木构件，先进行防虫防腐后再涂刷防潮涂料方可安装。原构件保存，不需下架

原位保存的木构件应涂刷三遍防腐药剂，需下架的木构件同样采用浸泡药剂的方法处理。 

推荐使用的药剂: 

二硼合剂(代号 BB) 

主要成份组成: 

硼酸 40% 

硼砂 40% 

重铬酸纳 20% 

剂型:5%—10%的水溶液或高含量浆膏 

用量:5—6kg m3 /或 300g/m²  

(1)药剂特点:一是低糖、高效、既防虫又防腐;二是持久性好。药剂进入木材后，不分解、不挥发、耐气候、遇水不流失，采用加压浸注处理，其防虫防腐有效期可达 50 年;三是药剂对木材无色

或浅色，对油漆影响轻微。  

(2)药剂:分水溶性配方，配方中含杀虫和防腐多种成分。依新木构件和旧木构件选择采用。两种水溶性低毒硼类化合物配方 WP—1、WP—2;一种含五氯粉(PCP)主成分配方 OP—1;两种抗流失型，

主成分为铜、铭、硼和铜、铬、砷的配方 CCA 杀虫剂。  

(3)建筑中新木构件防虫防腐处理。根据木结构种类，分别采用滴注、涂刷、喷淋和注射等方法。 

a.瓦椽、封檐板,采用涂刷和喷淋,对于虫蛀的结构先作杀虫处理,用塑料薄膜密封覆盖。 

 b.木立柱采用涂刷和喷淋，柱根采用滴注处理。 

c.斗拱采用油溶性药剂喷淋和涂刷。 

d.横梁和雀替，因具有雕刻，利用虫眼注入药剂。  

(4)采用冷热槽处理法。热冷槽处理法适用新木构件，是通过热冷方式使木材细胞里产生负压，吸收较多的药液，增加药液的透入深度。其优点:一是可以杀死木材内潜在木腐菌和虫卵， 防止闷

腐。据国外资料报导，木材内部达到 67°C，并保持 75 分钟，可以达到电杆消毒灭菌效果。处理的木材在热槽中保持一定的时间，以 2.5cm/小时传热速度向木材内部传送，就可以全 部和大部分杀死

木腐菌，防止潜在危害。二是减少开裂，处理的大木构件受热以后，又从木材内部逐步向外放热，加速内部水分迁移和蒸发，缩短干燥时间，减少了开裂。处理设备自制。 槽体尺寸长 X 宽 X 高为

4.5mX1.5mX1.5m，采用炉灶直接加热，电动葫芦吊装木材，一般日处理量 4~6m3。处理时木构件先放入 85~90°C 的药液热处理一段时间后，然后迅速放入冷槽药液中。处理时间依树种、木格规格，所

要求的吸药量和深度而定。对于杉木木材，平均吸药量达到 80kg/ m3 药液，深度 5mm(心材)，防虫防腐有效期预计 30-50 年。  

(5)重点防护的木构件。木构件种类繁多，具所处位置和环境不一样，虫害腐朽发生部位和程度相互不同，对建筑造成影响也悬殊有别。下列构件须重点防护:墙内柱的柱根、柱顶与 梁、檩卯榫

处;望板和椽子;墙内的檐檩、脊檩、斗拱。 

 

 文物建筑的白蚁防治措施，应遵循以下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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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白蚁防治工程应与文物建筑修缮工程同时施工。管理部门与白蚁防治专业机构要相互配合，做到有蚁必治、无蚁早防、长效管理。 

b 预防和治理相结合的原则。文物建筑群周围房屋应采取封闭式防治措施。对古建筑群外围也应建立一道防止白蚁入侵的保护屏障，以免邻近房屋建筑的白蚁入侵危害。可用 3%氯丹乳剂分三层喷

洒建筑周围，防止白蚁地下入侵。 

c 环境保护与白蚁治理相兼顾。采用环保的药剂和防治技术，不能造成对环境污染。 

 

 除以上专业防虫防腐的处理以外，在施工过程中应注意： 

a 针对继续使用未拆卸下来的原有构件的情况，要逐一涂刷防虫、防腐涂料； 

b 针对继续使用已拆卸下来的原有构件的情况，要将已拆卸下来的木构件要放到防虫防腐药剂池里浸泡，取出干燥后归位； 

c 针对更换的新加工构件，首先要在风房中进行干燥处理，之后放到防虫防腐药剂池里浸泡，取出干燥后再进行安装。 

d 防虫防腐药剂建议使用二硼合剂，特别要注意在使用此药剂时的安全工作，避免不必要的伤害。 

 

6.2 保护做法材料表 

 

部位 修缮类别 残损类型 残损程度 修补名称 做法说明 

 梁枋、

木柱 
修补加固 

顺纹开裂 

裂缝宽度≤25mm，长不超过

1/2L(长)，深不超过 1/4B

（宽） 

嵌补（楦缝） 

裂缝宽度≤5mm，用环氧树脂腻子楦缝；5mm＜裂缝宽度≤25mm，用干燥旧木条嵌补，用结构胶粘牢,根据具

体情况确定是否加铁箍；结构胶为改性环氧树脂，根据使用调整配比；在镶补材料表面随构件颜色调配色油

刷饰。 

 

劈裂裂缝宽度>20mm，长、深 

均超过前条时  

 

嵌补（楦缝） 
除嵌补外，须加铁箍 1-2 道，每道 3-4 圈，宽 50-100mm， 厚 3-4 ，铁箍应嵌入柱内，使其外皮与柱外皮平

齐。 

糟朽虫蛀 局部糟朽、虫蛀，深度＜50mm 剔补 

1、根据结构需要支顶拆卸上部大木构架； 

2、剔除残损腐烂部位后，以同种、质量合格木材镶补（木材强度不低于同种健康材，含水率不得高于 12～

15%一般地区干材全年含水率最高值）；剔补面积较大时外加 1-2 道铁箍，铁箍应嵌入柱内，使其外皮与柱

外皮平齐。 

3、解除支顶，复查大木构架空间位置。 

4、剔除构件腐朽后须使工作表面呈不规则锯齿状，并清除木屑，以便于粘接和树脂灌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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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位 修缮类别 残损类型 残损程度 修补名称 做法说明 

构架腐朽、虫蛀严重 墩接 

1、做好结构空间位置标志，支顶拆卸上部大木构架； 

2、彻底剔除腐朽部分，根据剩余部分选择墩接的榫卯式样，使墩接榫头严密对缝，还应加设铁箍，铁箍应

嵌入柱内，其外皮与柱外皮平齐。原则要求以同种木材进行墩接； 

3、解除支顶，复查大木构架空间位置。 

更换 
构件严重的劈裂、腐朽、蛀蚀，结构性变形大，

已丧失承载能力 
原件复制更换 

1 根据结构需要支顶拆卸上部大木构架； 

2 拆卸严重变形、严重腐朽、严重残缺的构件。 

3 使用同树种质量合格木材按照原构件设计尺寸重新制作并安装补配； 

4 新换的木构件均需进行防腐处理 

修补加固

木柱 

10mm<劈裂裂缝<20mm 嵌补 用干燥旧木条嵌补，用结构胶(改性环氧树脂)粘牢 

劈裂裂缝<20mm 嵌补 
除粘补外还须加铁箍 1-2 道，每道 3-4 圈，宽 80-100mm，厚 3-4mm; 铁箍应嵌入柱内，使其外皮与柱外皮平

齐  

裂缝宽度<30mm 嵌补 
除采用木条填塞粘接外，应在柱的开裂段内加设铁箍 2—3道， 每道 3-4 圈，若裂缝较长，则箍距不应大于

500mm，其外皮与柱外皮平齐。 

柱根糟朽严重，高度不超过 1/3H 墩接 
用干燥旧木料应用抄手榫墩接木柱，并加铁箍 1-2 道，每道 3-4 圈， 宽 80-100mm，厚 3-4mm ，其外皮与柱

外皮平齐。 

柱心完好仅表面糟朽，面积小于 1/5 剔补 应剔除糟朽部位，用同种木材依原样加工后，用竹钉钉牢 

更换木柱 

柱子出现结构损坏，荷载较大，木柱截面较小，

承载力不足等原因造成严重劈裂，裂缝较大；

柱子糟朽严重，干缩开裂，柱身内部被白蚂蚁

蛀空 

更换 整根更换木柱 

檩条 修补加固 劈裂 同梁枋修缮 同梁枋修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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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位 修缮类别 残损类型 残损程度 修补名称 做法说明 

拔榫 加固 扁铁加固连接，厚度 4-5mm，长度 300-400mm  

糟朽深度不大于 20mm  剔补 
剔除糟朽部分，用相同树种木料按原尺寸式样补配钉牢，细小裂缝或糟朽仅需处理糟朽部份重做油饰不需钉

补 

弯垂小于 1/100 补平 檩上皮钉椽处加钉木条垫平 

更换 
霹雳长度大于 2/3H，深度超过 20mm； 

弯垂超过 1/100 
更换 更换的木件需用旧料或经干燥的新料（含水率 15%以下）依照原式样、原材料和尺寸复制 

椽望 

修补加固 

糟朽不大于 20 mm 剔补 
砍刮干净做防腐处理后粘补，弯垂度不超过长度 2%可继续使用  

椽子糟朽小于 10mm，只砍刮砍刮干净做防腐处理 

劈裂小于 1/2 直径，不超过 2/3H 嵌补 嵌补木条，用胶粘牢或在外围用薄铁条包钉加固 

更换 
劈裂大于 1/2 直径，超过 2/3H 

糟朽大于 20 mm 
更换 更换的木件需用旧料或经干燥的新料（含水率 15%以下）依照原式样、原材料和尺寸复制 

墙体 
表面 

处理 

墙面泛潮泛碱 
表面有潮湿有水渍、抹灰层

剥落、表面形成白霜 

清洗 
1、 使用化学试剂促使盐分析出 

2、 清水清洗表面可溶性盐结晶 

防治 
1、 原拆原砌时，在地下基础部位添加防水砂浆等防水处理 

2、 检修周围相关因素，如屋面漏雨等 

砖面酥碱 砖表面酥碱，小于 1.5mm 打磨 用砂轮磨去酥碱表面，一般 1~1.5mm，再用砖药补抹平整。  

墙面污损 表面不严重的污损 清洗 1、中低压水清洗墙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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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位 修缮类别 残损类型 残损程度 修补名称 做法说明 

修补 

面层脱落 
白灰抹面粉刷，污损严重，

面层剥落 

粉刷 

抹面 

1、先将旧灰皮铲除干净，然后按原做法分层，按原厚度抹制，赶压坚实。 

2、调运砂浆； 

3、抹灰： 

底层抹灰:用掺灰泥，白灰黄土的体积比为 3:7，4:6 或 5:5。每百公斤白灰内掺麻 刀 3--5 公斤，或稻草，

麦壳 8-10 公斤。  

面层抹灰:室内抹灰:用白灰麦秸泥砂浆(白灰麦秸砂浆 配比为 1:2.5)打底，白灰(白灰:麻刀=100:5)抹面找

平。室外抹灰:白灰麻刀灰重量比，白灰:麻刀=100:3。  

墙体酥碱 

底部局部酥碱 择砌 

1、挖除风化、破碎严重的砖砌体，清理松散灰渣；  

2、按照原有砌体规格、质地加工制作镶补用砖； 

3、择砌必须边拆边砌，一次择砌的长度不应超过 50-60cm，若只砌外皮或里皮，长度不超过 1m。 

4、择砌前先将墙体支顶好，择砌过程中如发现有松动的构件，必须及时支顶牢固。 

5、以上完成后，按墙体做法抹灰。 

酥碱比较严重部位，开裂严

重、局部松动 
局部拆砌 

1、局部拆除前检查柱头柱根有无糟朽，桁条是否牢固；用杉槁将木架支顶好。 

2、拆卸走闪、风化、破碎严重和具有显著构造危险的砌体部分，将砖石砌体逐一编号，探明墙体内部隐蔽

构造做法，是否有土坯或碎砖石；  

3、砌筑做法：下碱、上身以及盘尖分别按照原有做法重新砌筑。 

4、砌体尽量使用旧砖，不足按原有砌体尺寸补配。 

5、以上完成后，按墙体做法抹灰。 

屋面 瓦顶重修 

瓦件、脊件等缺失、碎裂、严重风化 补配 以原式原尺寸的复制缺失构件，更换构件； 

屋面滑瓦、落瓦；

屋面局部渗漏；

椽木局部糟朽、

瓦面断裂 

木构架保存较好，椽，望砖，

瓦局部受损 
局部揭瓦 局部揭瓦维修，更换糟朽的椽子和破损的望砖，补配碎裂或风化的瓦件，局部按原样铺瓦。 

由于建筑结构问题而需要揭

瓦的建筑 

揭取瓦顶，重新铺

瓦 

1、瓦件处理：揭取并清理屋面瓦件，逐个编号；按原样补配风化、碎裂严重或缺失瓦件。 

2、铺瓦：按照原做法重新铺瓦。 

盖瓦工作内容如下：运瓦——调运砂浆——脚手架拆软梯——部分铺低灰、轧楞、铺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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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位 修缮类别 残损类型 残损程度 修补名称 做法说明 

表面处理 瓦顶的勾灰松动、脱落 

勾抹瓦顶和屋脊 脊局部断裂，脊件较完整时，用纸筋灰在断裂处勾抹严实 

屋面除草 小心连根拔除，如过程中瓦垄、瓦缝等受到损坏，须进行局部勾抹 

修补屋面捉节夹垄 剔除松动、脱落的捉节灰和夹垄灰，重新勾抹捉节灰，补抹夹垄灰 

门窗、栏

杆等木

装折 

加固 

小木构件脱榫或榫卯松动 归位加固 拆除门扇重新组装，榫卯处应加楔、粘接加固；脱榫的构件归位，涂胶加固 

门窗变扭闪形 归安加固 
整扇拆落，进行归方正，接缝处重新灌胶粘牢，最后在门窗扇背面接缝处钉 L形和 T形薄铁板加固，铁板应

卧入边挺内与表面齐平，用螺丝钉拧牢 

修补小木

构件 

局部糟朽、蛀蚀，以及残损的插角、门窗等小

木构件； 
修补添配 

修补和添配小木构件时，剔除糟朽、虫蛀的部分，其尺寸、榫卯做法和和起线形式应与原构件一致，榫卯应

严实，并应加楔、涂胶加固。添补的小木构件应作防虫防腐处理 

更换 形制已改变 复原 按设计图纸加工制作 

油饰 重做 油饰粉化、脱落 

重做油饰 

1、将旧有油饰采用物理方法(蒸馏水、毛刷、铁铲) 清除干净 。 

2、地仗：在构件表面用细灰或细泥子通抹一遍，主要将裂缝勾抿严实，无裂缝处只是一带而过，干后磨平

扫净，钻生桐油一道。 

3、油饰：木基层:刮细腻子一道，磨细找平，湿布擦净，然后用油栓(油刷子)刷垫光油一道(熟桐油加颜料)。

干后用青粉擦之，再用细砂纸细磨，湿布擦净，再刷光油一道(熟桐油加颜料)， 干后磨细擦净，最后刷一

道不加颜料的熟桐油。  

刷桐油 

1、将旧有油饰采用物理方法(蒸馏水、毛刷、铁铲) 清除干净 。 

2、刷生桐油一道，湿布擦净。再用细砂纸细磨，湿布擦净，再刷光油一道，干后磨细擦净，最后刷一道熟

桐 油。  

石材 表面处理 石材表面污垢、油垢 清洗 

1、表面灰垢的去除：使用软毛刷、吸尘器清除表面灰尘，或使用去离子水清洗。去离子水无法去除掉的灰

垢可用棉签蘸取非离子表面活性剂清洗，随后使用去离子水洗去残留在表面的活性剂。对于形成较厚结壳的

结垢使用机械方法剔除。 

2、油性黑垢清洗： 12.5%氨水清洗 1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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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位 修缮类别 残损类型 残损程度 修补名称 做法说明 

3、对于雕刻精美的构件，可使用包敷的方法，以增加接触面积和反应时间，并减少有效反应物的挥发:使用

脱脂棉花摊薄、包裹构件，镂空与雕刻凹处都应填塞，将市购 30%氨水 1 份兑 2 份纯净水，装入喷壶，在棉

花表面喷洒，保证棉花均匀吸收。随即使用保鲜膜紧紧缠绕包裹。反应 10-15 分钟后即刻拆除棉花包敷，使

用大量纯净水，使用羊毛刷清洗，测定残留在构件 上的水 pH 值为 7为止。  

加固 表层风化剥落 加固 
对于起翘、空臌、断裂的部位使用不同浓度的聚乙烯醇缩丁醛、B72 或环氧树脂针对不同状况进行滴注、涂

刷或灌注  

表面修补

加固 
表层风化、破损，微裂 修补 

1. 针对表面风化破损柱础石表面采用低压水枪进行清洗，去除表面的污垢和松散物； 

2. 采用石粉拌结构胶修补裂缝和局部破损部位，色彩与原石材颜色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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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施工阶段注意事项 

7.1 施工档案资料的管理 

在施工过程的每一阶段，要指定专职技术人员负责修缮过程中的文物科技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施工队必须要做详细的记录，包括文字、图纸、照片（施工前、中、后），留取完整的工程技术

档案资料，并逐日填写施工日志，以图文影像等手段对施工过程进行全方位记录，主要内容包括： 

工艺做法记录：包括建筑屋顶式样、屋面材料质地、墙体厚度，砌筑方式，丁砖是真还是假、墙面抹灰的成分与颜色等各方面的情况，都应准确翔实地记录下来，做为修缮工程操作工艺的依据， 以保

证修缮后原有风格与特点不被改变。工艺做法记录工作，可随构件拆卸工作同时进行。 

残毁状况记录：此次修缮工程前应详细记录，确定哪些构件维修后继续使用，哪些予以添配。 

法式记录：该建筑经过历次大规模的维修，可能存在构件尺寸不统一，混杂安装等现象，在修缮前也应仔细查清，以便分析原来的状况，为修缮工作提供参考。 

现场拍照：在修缮工程开工前，除应做好勘察、勾绘草图、记录工作外，还应由专人负责对建筑各部位进行系统而完整的照片拍摄工作，拍摄内容包括建筑现状、残毁情况，各构件露明部分的做法，

互相间关系，艺术构件的纹饰，残留的式样等等，将其与前期的勘察工作结合起来，就可以进一步为修缮工作提供最重要的原始依据，以确保不改变文物建筑的原貌。如果发现实际尺寸与设计图纸尺

寸存在显著差异、隐蔽残损情况或发现与设计不符的情况，除做好记录以外，须及时通知设计单位，以便调整或变更设计。 

测量绘制建筑构件现状图，记录建筑构造，寻找和记录建筑构造内部暗藏的图画、文字、题记和工匠所绘图形墨迹等信息，记录构件的残损情况和加固措施、方法，补充因前期勘测条件不具备而

导致的设计不足，完善文物保护技术档案。为日后甘熙宅第的保护研究提供真实、全面、可靠的信息。隐蔽结构揭顶露明后通知设计单位现场测绘，维修加固的全套技术档案，存档备查。搜集各种建

筑材料的出厂合格证，充实档案。 

 

7.2 文物安全保障措施 

施工前，要首先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做好文物保护措施，确保维修范围内一切文物建筑及附属文物的安全。对于带有图案的砖石构件部位，施工过程中一定注意保护。 

施工过程中应尽可能减小对文物及周边其他建筑的影响。施工中如发现其残损或结构状况影响建筑自身的安全，施工方应及时与设计方、甲方进行沟通协商，通过洽商，变更等形式增补相应保护

措施。 

 

7.3 保护工程注意事项说明 

a 施工前，要首先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做好文物保护措施，确保维修范围内一切文物建筑及附属文物的安全。 

b 遵守国家现行有关施工及施工验收规范进行施工。 

c 在施工过程的每一阶段，都要做详细的记录，包括文字、图纸、照片，留取完整的工程技术档案资料。如果发现实际尺寸与设计图纸尺寸存在显著差异、隐蔽残损情况或发现与设计不符的情况，除

做好记录以外，须及时通知设计单位，以便调整或变更设计。 

d 设计中选用各种建筑材料，必须有出厂合格证，并符合国家或主管部门颁发的产品标准，地方传统建材必须满足优良等级的质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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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修缮工程施工须与其他专业（彩画、水、电、消防、安全监控等）的施工配合，保证施工质量。 

f 木构件局部防虫防腐处理应由专业部门制定方案、药剂，统一进行；防腐防虫处理应用于所有椽、望、博缝板、二层栏杆等易受雨水侵扰部位，所有新换构件，以及有腐朽、水迹痕迹部位。 

g 构件有雕花或者彩画的部位，施工过程中一定注意保护，尽量不更换该类构件，并且对其使用较保守的保护手段。 

h 所有构件修缮前都要进行清理保养，保养及其他项目具体做法，详见修缮设计图之 材料做法表。 

i 勘查未及部位，如桁头、梁头腐朽开裂严重到影响结构安全的部位，施工方在与设计方、甲方通过洽商，根据相应残损，采取适当的材料做法对构件进行剔补或者拼接。 

 

7.4 其他注意事项 

勘察未及部位，应在施工过程中进行及时补充勘定，以变更形式进行增补，如与本设计要求有较大出入，应补报变更方案。 

设计中选用各种建筑材料，必须有出厂合格证，并符合国家或主管部门颁发的产品标准，地方传统建材必须满足优良等级的质量标准。 

严格按照设计要求进行施工，确保施工质量。严格遵守国家现行有关施工程序及施工验收检查规范进行施工，特别要做好隐蔽工程的检查和验收。 

7.5 图纸说明 

图纸与设计说明有不符之处，以设计说明为准。 

 

八、图纸及附件 

现状测绘及勘察图纸 

保护设计方案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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