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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我国现存大量的砖石结构古建筑急需修缮保护
,

但文物行业目前还没有关于古建筑修缮质量控制的一套完

整标准体系和规范
。

鉴于当前古建筑修缮工作的发展水平
,

本文针对砖石结构古建筑的特点
,

就现有相关其它行

业规范在砖石结构古建筑修缮中的材料
、

设计和施工等方面的应用进行分析
,

同时针对砖石结构古建筑修缮的特

性提出问题及相应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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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引 言

中国古建筑
,

以木结构为主
,

但砖石结构也占有

很重要的地位
,

并且数量众多
。

砖石结构是指由砖
、

石和胶结材料砌筑而成的结构
,

其建筑类型主要包

括城墙
、

城台
、

塔
、

桥
、

房屋
、

地面和陵墓等
。

我国砖石结构古建筑修缮经过多年的实践
,

积

累了丰富的保护经验
,

并有大量的著作面世
,

如《中

国古建筑瓦石营法 )}[
’ 」、

《中国古建筑修建施工工

艺》 23[ 和《中国古建筑修缮与施工技术》 a[] 等
。

然

而
,

在修缮实践和学术著作中
,

文物保护工作者更多

地关注于传统工艺的实现
、

传统做法和形式的传承
。

目前我国文物保护工作整体处在一个发展过程

当中
,

现有砖石结构古建筑修缮水平参差不一
。

因

此
,

砖石结构古建筑修缮作为一种技术手段的实施
,

应该通过一些定量的数据
、

指标和技术规范来限定

修缮行为
,

从而实现对修缮质量的控制
。

也就是说
,

在修缮设计和施工中
,

不仅应当遵守文物修缮的指

导性法规
、

准则
,

如 《中华人 民共 和 国文物保 护

法》闭
、

《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阎
、

《中国文物古

迹保护准则》 〔6〕 、

《纪念建筑
、

古建筑
、

石窟寺等修缮

工程管理办法 ))[
7〕和《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宪章》〔

吕〕

等
,

更应遵守一定的技术规范
。

目前
,

针对砖石结构古建筑修缮的技术性控制

条款仅仅包括在《古建筑修建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

准 (南方地区 ) 》 c 7JJ 0 一% [9 ]和《古建筑修建工程质

量检验评定标准 (北方地区 ) 》 c JJ 39
一 91 [ ’ “ 〕中

,

这两

个标准都属于城镇建设行业标准
。

一方面文物保护

行业对于修缮内容及质量控制要比其它行业要严格

很多 ;另一方面
,

这两个标准仅仅提供评定内容
,

没

有涉及保护设计内容
,

而且判定 内容不够全面 ;第

三
,

这两个标准发布十几年没有得到及时的修订
。

因此
,

这两个行业标准不具备指导性
。

由于我国还没有颁布关于文物修缮设计
、

施工

及质量控制的一套完整体系和规范
,

因此
,

目前修缮

设计中主要是借鉴其它相关专业的标准进行
。

涉及

砖石结构建筑物修缮的行业包括建筑工程
,

冶金工

程
、

有色工程
、

水利水电工程
,

铁道工程
、

公路工程
、

水运工程等
,

虽然这些行业标准的基础理论基本相

同
,

但它们为各自的行业服务
,

体现行业特点和侧重

点
。

影响砖石结构古建筑稳定性及耐久性的因素很

多
,

本文参考现有相关行业标准
,

从材料
、

设计和施

工等方面进行分析
,

以期为我国砖石结构古建筑修

缮提供借鉴
。

1 建筑材料

1
.

1 砖

砖石结构古建筑的主要结构材料
,

除了天然石

材外
,

还大量使用烧制砖
。

作为烧制产品
,

砖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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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人为因素影响较大
,

其好坏直接关系到砖砌体的

质量
。

对于现代砌体结构而言
,

烧结砖产品所执行的

标准《烧结普通砖》 G B 5 101 一 200 3[ 川被列为强制性

国家标准
。

我国砌体结构中砖料所执行的国家及行

业规范还包括
:

《砌墙砖试验方法 》 GB / T 2 542 -

2 0 0 3 [`2 ] ; 《砌 墙 砖 检 验 规 则 》 Je / T 4 66 1992

( 1 996 ) [” 〕 ; 《砖和砌块名词术语》 Je / T 790 [` 4 ]等
。

这些标准和规范是针对现代房屋建筑用砖 ( 长

抖 o m m
,

宽 1 15 m m
,

高 53 m m )制定的
,

对于古建筑中

的砖和砌块并不完全适用
。

古建砖料的名称繁多
,

规格混乱
,

不同的规格
、

不同的工艺
、

不同的产地
、

同种产品不同的名称等多

种因素交织在一起
,

派生出许许多多的名称
,

给使用

上带来了很大的不便
。

现行的古建砖料的规格多达

二十余种 (包括城砖 )[
’ 〕” 一 ” 。

例如城砖按加工粘土

的工艺精粗不同
,

可分澄泥城砖
、

停泥砖和沙滚砖三

类
。

此外
,

按照规格和产地等分为新样城砖
、

旧样城

砖
、

大号城砖
、

二号城砖
、

临清城砖等等
。

城砖的规

格有定制
,

比如明代大城城砖规格为长 47
一 4 9 c m

、

宽 23
一
24

.

5 。 m
,

厚 n
.

5 一 1c3 m ;清代官窑的一般规

格澄泥砖为 4 8 0 x 24 0 x 1 12 e m
,

停泥砖为 4 8O x

2 4 0 x 12 8 e m
,

沙滚砖为 2 4 0 x 12 0 x 4 8 e m
,

另有大量

沙滚砖为 2 8 1
.

6 x 144 x 64 e m 和 304 x 15 0
.

4 x

64
c m

。

但实际城砖的规格无定制
,

每个城的用砖尺

寸都有差异
。

同一时代窑口不同
,

尺寸也有异 ;同一

城池不同时代修缮补砖
,

尺寸的差异就更普遍

了 [` , ]
。

对于砖料而言
,

尺寸只是其质量控制的一个方

面
,

更重要的是对其抗压强度
、

抗折强度
、

抗风化能

力等性质的控制
。

老砖的烧制更多是以控制过程来

控制其质量
。

《烧结普通砖》 [ ” 了对砖的尺寸及尺寸

允许偏差
,

外观质量
、

强度
、

抗风化性能等及其试验

方法作了严格规定
,

这是因为这些参数不仅对结构

承载力和稳定性
、

耐久性等质量的影响较大
,

同时还

影响建筑工程材料用量和预 (决 )算的准确性
。

对于砖石结构古建筑的修缮
,

为了实现
“

修 旧

如旧
”

的修缮理念及感官上的协调性
,

一般都会首

先选择寻找回收散落的老砖补砌
,

但是老砖毕竟已

使用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
,

冷热
、

冻融和干湿变化等

各种原因都会使其强度下降
。

因此
,

在修缮中应首

先判定是否还能用于承重
,

或是仅作外侧装饰用砖
,

但是判定的依据是什么 ? 一般而言
,

回收的老砖中
,

半截砖大量存在
,

该如何合理使用它们 ? 如果使用

老砖
、

按照同样的砌筑方式修缮
,

怎样实现现代修缮

与原墙体的可区别性? 如果无法找到老砖
,

一般设

计都会要求新仿制的砖体符合原质地
、

原制作工艺
、

原尺寸造型的要求
,

使得新砖在大小
、

厚薄
、

色泽和

铭文等方面
,

能够以假乱真
,

同时还要在新仿制的砖

体隐蔽部位标明时间和窑口
,

以达到可识别性的原

则要求
。

这样的要求看似合理
,

却无实际可操作性
。

这时因为
,

首先实现
“

原质地
、

原制作工艺
”

的可能

性极低
。

第一
,

原料产地可能不确定
,

或已为它用 ;

第二
,

原制作工艺可能已失传
,

或者由于原制作工艺

的复杂性
,

不适应于现代工业生产 ;第三
,

由于经济

利益的原因
,

没有厂家生产 ;最后
,

对于一座规模不

大的建筑
,

其墙体所用砖可能大小一致
,

但对于城墙

这样的建筑
,

其原始砖体可能大小不一
,

或历代不断

修缮的砖体大小不一
,

修缮应烧制多大的砖才算
“

原尺寸造型
”
?

康锦霞等「’ “ 〕对平遥古城城墙南门瓮城坍塌的

砖体 ( 明代和清代各 50 块 )进行了测试
:
砖块的尺

寸长 2 89
.

o m m 一 344
.

s m m ;宽 13 6
.

s m m 一 167
.

o
unn

;

高 5 5
.

s m m 一 8 5
.

5m m
,

强度 8
.

OM aP
一 18

.

7 M P a 。

清

代砖的平均容重为 17
.

09 kN/ 耐
,

砖的抗压强度平均

值为 1 1
.

o Z M P a ;明代砖的相应值为 一6
.

6 7 k N / m ,
和

n
.

60 MaP
。

由此可见
,

目前烧结普通砖的最低强度

等级 ( Mul o) 基本可以作为城墙砖的强度起点
,

考

虑到文物的永久保存性
,

可以适当提高到 M ul s
。

虽然说建筑材料的发展是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不

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而向前发展的
,

但

是
,

目前文物修缮所用的砖块普遍存在强度较低
,

易

风化等缺点
,

根本达不到老砖的质量
。

因此
,

在修缮

设计中
,

除应对尺寸做出要求外
,

更应明确新砖的强

度及 抗 风化 性 能 ( 现 阶 段 可借 鉴 《烧 结普通
砖》〔川 )

,

同时对老砖进行相应的检测
。

即使各项性

能可以达标
,

也应放弃大量的半截砖的使用
。

同时
,

文物行业也应尽快制定修缮砖块的强制性标准
。

南

京砖瓦行业协会参照 《普通烧结砖》 [川 提出了《明

城墙砖》 n B 3 2 / T 1 2 17 一 200 5 [” ]
,

规定南京明城墙抗

压强度的最低等级是 M U巧
,

并增加了原料土的化

学成分
、

陈化时间
、

颗粒组成
、

可塑性
、

成型含水率
、

干燥敏感性及生产工艺和烧结工艺的要求
,

在砖块

的标准制定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

在建筑行业
,

我国大多数企业在执行标准时就

低不就高
,

影响了砖产品质量的提高
。

由于文物保

护的特殊性
,

文物行业标准制定时
,

应提高技术指标

中的最低指标
,

迫使企业加速技术改造
,

提高生产技

术和产品质量
,

否则产品不达标
,

无法进人文物修缮

用砖市场
,

同时
,

在预算定额中
,

应体现
“

优质优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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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市场原则
。

需要注意的是
,

对于砖块
,

我们较多关

注的是抗压强度
。

其实
,

抗折强度高的砖能延缓砌

体竖向裂缝的出现
,

从而能使砌体承受相对较大的

压力
。

砖的强度和砂浆强度决定了结构的强度
,

从而

最终决定了结构的使用年限
。

实践证明
,

砖强度随

时间的衰变是比较缓慢的
。

我国现代砌体结构的多

层建筑住宅
,

使用年限为 50 年
,

也就意味着在这 50

年里
,

只要满足了《烧结普通砖》的要求
,

不必再考

虑风化引起的强度降低
。

而对于古建筑而言
,

每一

次的修缮都必然会对原貌产生一定的影响
,

为了尽

量减少干预
、

尽可能地实现建筑的永续保存
,

需要在

技术手段的可能性
、

经济的合理性等方面做出平衡
,

因此应合理强调砖的抗风化能力
,

主要包括抗冻性
、

泛霜
、

抗风蚀
,

这些性质直接决定了砖砌体的耐久

性
。

《烧结普通砖》规定
,

在严重风化地区做冻融试

验
,

而在非严重风化地区
,

若符合吸水率和饱和系数

的要求
,

则可不做冻融试验
。

而美国的烧结砖
,

若吸

水率和饱和系数不符合要求
,

都需做 50 次循环的冻

融试验
。

在做冻融试验后
,

中国烧结砖标准要求除

无裂纹
、

分层
、

掉皮
、

缺棱
、

掉角等冻坏现象外
,

质量

损失不得大于 2% ;而美国烧结砖则要求无破损
,

质

量损失不得大于 0
.

5 % 〔̀ . ]
。

在文物修缮中
,

在现代

技术可以实现的前提下
,

可以借鉴国外更严格的标

准
。

1
.

2 胶结材料— 灰浆

我国古代使用的胶结材料主要为灰浆
。

灰浆有
“

九浆十八灰
”

之说
,

可见灰浆的种类之多
。

通常还

会在石灰胶泥中掺人桐油
、

糯米汁
、

白菠等有机材

料
,

对于古建筑灰浆的这些传统做法
,

目前很难做

到
。

这是因为
,

一则灰浆调配比例不清楚
,

二则传统

灰浆材料费工
,

费时
、

配比不易控制
,

并且传统工匠

难觅
。

目前
,

采用白灰
、

煤屑加适当的水泥配置来代

替〔’ 9〕 ,

也经常使用现代建筑材料
,

如石灰砂浆
、

混合

砂浆
、

水泥砂浆等取代传统灰浆
。

一般说来
,

只要不破坏原有建筑的风格
,

采用成

功的新材料
、

新做法是必要的
。

但在选材时应注意

古建施工的特点
,

否则就可能得不偿失
。

如传统的

石灰浆在凝固过程中
,

由于浆内石灰粉的膨胀作用
,

使结构内的空隙充满了灰浆
。

而水泥砂浆在凝固过

程中由于干燥收缩
,

会造成结构内的空虚
。

再者
,

水

泥砂浆的价格是白灰浆的 2 一 3 倍
。

因此
,

在使用新

材料的时候
,

一定要选择那些确实比传统材料具有

优越性的材料〔’ 〕邓 一 ’ 2 。

建筑工程中所用的石灰常分三个品种
:
建筑生

石灰
、

建筑生石灰粉和建筑消石灰粉
,

相应的行业标

准有《建筑生石灰》 J口 T 47 9 一 92 20[ 〕 、

《建筑生石灰

粉》 Je / T 4 50 一 9 2 [ 2 , 〕和《建筑消石灰粉》 J口 T 45 1 -

92 圈
,

分别对生石灰
、

生石灰粉及消石灰粉的主要

技术指标做出相关的规定
。

建筑行业执行的砂浆标准包括
:

《砌筑砂浆配

合比设计规程》 J.G 9J 8 一 2《x叉〕〔侧
、

《建筑砂浆基本性

能试验方法》 J7GJ 0 一 90 〔洲
、

《贯人法检测砌筑砂浆

抗压强度技术规程》 JGJ/ 1T 36 一 200 1 25[ ]
、

《普通混凝

土用砂质量标准及检验方法》 J5GJ 2 一 920 , 〕
、

《砌体

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5B 02 03 一 2X() 2〔27]
。

由于建筑行业制定的标准具有行业针对性
,

因

此
,

文物保护行业应借鉴这些标准
,

尽快制定包括强

度分级
、

强度使用条件
、

配合比
、

搅拌程序
、

灰浆试块

的制作
,

抽样及强度评定等内容的传统灰浆或替代

灰浆标准
,

以保证文物保护的质量
。

1
.

3 灰土基础和夯土

在砖石结构古建筑中
,

灰土的主要作用有两个
,

一个是作为建筑的基础
,

另一个就是作为像城墙这

样厚重结构的充填物
。

古人不仅把灰土压槽作为基础放脚
,

还作为结

构防潮的措施
。

灰土技术的推广
,

普及时期是在明

代
,

成熟完善时期是在清代
。

一般普通房屋的基础

灰土配合比多为3 : 7 (体积比
,

下同 )
,

散水或回填用

灰土也可采用:2 8或 1: 9的灰土配合比
。

至清代后

期
,

虽然人们已认识到:2 8或 1: 9灰也可满足一般要

求
,

但还是认为灰的比例大一些比较好
,

这是因为古

代工匠不仅考虑了灰土的强度
,

还有防潮方面的考

虑
。

施工中
,

往往以
“

手撰成团
,

落地开花
”

为标准
,

甚至以灰土的颜色来决定配合比
,

严格地讲
,

这些标

准必然会受到含水率
、

土的粘度
、

土的颜色等因素的

影响 [`〕 。

因此
,

应该参考《土的分类标准》GB J 145 -

90 〔川从颗粒组成
、

液塑限及有机质方面进行定量要

求
,

减少人为影响
。

《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范》 GB 5 0 350 一 200 2 〔洲

第 10
.

3
.

6 条规定
:
挡墙后面的填土

,

应优先选择透

水性较强的填料
。

当采用粘性土作填料时
,

宜掺人

适量的碎石
。

不应采用淤泥
、

耕植土
、

膨胀性粘土等

软弱有害的岩土体作为填料 ;第 10
.

4
.

3 条规定
:

墙

后填土必须分层夯实
,

选料及其密实度均应满足设

计要求
。

在我国 目前文物修缮实践中依然存在回填

夯土层中夹带着大量的建筑垃圾 [刘的现象
,

不仅违

反
“

修旧如旧
”

的原则
,

而且还埋下安全隐患
。

我国夯土经过千百年的风雨冲刷
,

其所具有的

耐久性
、

强度及与建筑本体的和谐性是现代材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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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及的
。

目前有关夯土基础材料的选取和作法有

一套公认的程序川
2一 ` ’ ,

需要对其以标准的方式确定

下来
,

以增加其法律约束力
。

2 结构设计

文物保护工程是为了全面地保存
、

延续文物的

真实历史信息和价值
,

通过技术的和管理的措施
,

延

续现状
,

缓解损伤
。

因此
,

保护中必须遵守不改变文

物原状的原则
,

使它得以再现而不 曲解其意
。

在

《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宪章》 l8[ 第十条规定
,

当传统

技术被证明为不适用时
,

可采用任何经科学数据和

经验证明为有效的现代建筑及保护技术来加固古

迹
。

也就是说
,

对于已经严重到影响结构稳定性的

问题
,

修缮时应在外观上保持原貌
,

而在内部
,

根据

现实情况采取现代材料予以加固
。

我国目前修缮砖石结构古建筑的基本原则是
“

三个相一致
” ,

着重于形制研究
,

而对其结构的力

学机制研究较少 〔川
,

对于结构稳定性的判定基本依

靠经验
。

经验对于任何一项工作都很重要
,

但是作

为一门工程学科
,

只有完整的力学理论体系才能支

撑其不断发展
。

建筑行业已从力学机制和构造特点

等方面形成了一整套的标准
、

规范
,

如《砌体结构设

计规范》GB S。以〕3 一 2 00 1 〔川
、

《砌体基本力学性能试

验方法标准》G BJ 129 一 90 [” 〕
、

《砌体工程施工质量

验收规范》BG 50 203 一 200 2 34[ 〕 、

《砌体工程现场检测

技术标准》G B / T 503 15 - 2以刃 〔” 〕 、

《建筑边坡工程技

术规范》 GB 50330 一 200 2〔州
,

这些现代设计或维护

标准对文物修缮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

2
.

1 设计使用年限问题

《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 G B 500 68 -

200 1[ ” 〕明确了建筑结构和结构构件的设计使用年

限
,

要求在此期限内不需大修即能满足预定功能
。

设计使用年限强调房屋建筑在正常设计
、

正常施工
、

正常使用和维护下应达到的使用年限以及必须的耐

久性能的保证
。

其中
,

规定纪念性建筑和特别重要

的建筑结构的设计使用年限为 100 年
。

建设部在《关于设计单位执行有关建设工程合
理使用年限问题的通知》 (建设【200 0 〕146 号 〔’ `

)] 中

明确要求
:
凡在建设工程有关建设标准

、

规范中有合

理使用年限规定的
,

设计单位必须在相关的设计文

件中注明 ;目前建设工程标准
、

规范中尚未制定合理

使用年限规定的
,

或建设单位对建设工程的合理使

用年限有特殊要求的
,

须由建设单位与设计单位签

订合同时予以明确
,

并由设计单位在设计文件中注

明
。

工程竣工验收时
,

设计单位应向建设单位提供

达到设计使用年限的正常使用和维修说明书
,

说明

书中应包括设计依据
、

主要性能参数
、

设计的具体设

计使用年限
,

如何正常维修和使用以及达到设计使

用年限后如何处理等
,

工程承建单位
、

建设单位以及

房屋的管理者应认真履行各自的职责
,

政府主管部

门和工程监理单位应对此进行有效监督
。

目前
,

在文物修缮设计中
,

考虑强度多而考虑耐

久性少
。

在设计文件中很少明确建筑结构
、

结构构

件以及非结构构件的修缮设计使用年限
。

强调修缮

工程的设计
、

施工要求
,

而对环境因素作用下的日常

维护
、

检测则相对考虑较少
。

2
.

2 荷载效应

解放前直至 1950 年
,

我国都谈不上有任何结构

设计理论
。

1973 年颁布的国家标准《砖石结构设计
规范》GB3J 一 73 〔’ 9〕

,

是我国第一部砖石结构设计规

范
。

中国传统建筑主要依靠的是先辈们的经验累

计
,

虽然北宋颁行的《营造法式》对各工种制度中若

干规定的理论和历史传统根据做了阐释
,

如屋顶坡

度曲线的画法
,

计算材料所用各种几何形的比例
,

定

垂直和水平的方法
,

按不同季节定劳动 日的标准等

等的依据 ;也制定了建筑的各种设计标准
、

规范和有

关材料
、

施工定额
、

指标等
,

但是缺乏现代意义上的

从力学条件进行结构设计和优化
。

《砌体结构设计规范》BG 5
000

3 一 200 1[ ” 〕第 4
.

1
.

5 条规定
,

砌体结构按承载力极限状态设计时
,

应

按下列公式中最不利组合进行计算
:

y e s 。 + , 0 15。 , ` + `

砚, 。甄 5 0

“ R ( l )

, e s二 + `

冬, 。 甄 s 。“ ` R ( 2 )

其中
,

公式 ( l) 是由可变荷载控制的组合
,

公式 ( 2)

是由永久荷载控制的组合
。

采用了两种荷载效应组

合后
,

提高了以自重为主的砌体结构可靠度
。

在古建的修缮设计中
,

从没有像建筑行业这样

考虑可变荷载
、

永久荷载
、

荷载分项系数
、

砌体强度

设计值
、

砌体强度标准值
、

强度标准差等一系列有关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的参数
。

从 20 世纪 90 年代起
,

国际范围内对古建筑开始了结构力学方面的研究
,

因此
,

随着力学知识的丰富和计算机模拟能力的不

断提高
,

进行古建筑修缮时
,

外观应遵从古建形制
,

而对于结构本身
,

则应对荷载
、

结构受力等方面进行

重新校核
,

以避免由于受力原因而出现局部的一再

失稳
。

2
.

3 抗展设防

我国是世界上多地震的国家之一
,

基本烈度为

7 度或 7 度以上的地区约占全国面积的 1乃
。

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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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统计
,

200 8 年 5 月 12 日汉川大地震造成四川

省境内 65 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 1 19 处省级

文物保护单位遭受损失
,

都江堰
、

青城山等著名文化

景区许多古建筑遭到不同程度的损毁
,

全国重点文

保单位彭州领报修院
、

姜维城古遗址等也未能幸免
。

我国建筑业人士对砖结构进行了大量的试验研

究
,

并总结了地震震害的经验
,

发现对结构抗震设计

来说
, “

概念设计
”

比
“

计算设计
”

更为重要
。

由于地

震力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
,

以及结构计算模型的假

定与实际情况的差异
,

使计算设计很难有效地控制

结构的抗震性能
,

因此不能完全依赖
“

计算
”

设计
。

结构抗震性能的决定因素是良好的概念设计
。

19 76

年唐山大地震后
,

我国地震工程研究者总结出在砖

结构房屋中加钢筋硷构造柱和圈梁可以改善延性
,

提高抗震 能力
。

因此
,

在 《建筑抗震设计 规范》
GB5 00 1 1 一 20 01 困 〕中规定

:
构造柱是作为所有材料

结构的一种必须采取的抗震构造措施
。

同时
,

对砖

的强度和砂浆强度都作了抗震最低要求
。

为了避免建筑物由于过长而受到气温变化的影

响或因荷载不同及地基承载能力不均
,

或在地震区

地震力对建筑物的作用等因素
,

致使建筑构件内部

发生裂缝或破坏
,

在设计时事先将建筑物通过变形

缝分为几个独立的部分
,

使各部分能 自由变形
。

一

般基础可不设防震缝
,

但地震区凡需设置伸缩缝
、

沉

降缝者
,

均按防震缝要求考虑
。

在现有结构设计规

范中
,

都有设置变形缝的规定
,

而在我国古代墙体结

构中是没有伸缩缝及变形缝的
。

因此
,

古建保护中

应当建立防灾机制
,

在修缮设计及加固施工中加人

现代防震措施
。

这一方面是为了保证古建筑的安

全
,

另一方面
,

也是由于很多的古建筑历经修缮
,

我

们所看到的建筑已经不是
“

原真性
”

的建筑
,

它们给

与我们的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动力
,

如被誉为
“

中国

古代五大桥梁
”

之一的都江堰安澜索桥
,

虽然建于

宋前
,

但明末就已毁于战火
,

重修之后在 19 3 3 年又

因地震被毁 ;为纪念李冰父子而修建的二王庙明末

毁于战乱
,

清朝重修
,

民国时期又毁于大火
,

再次重

建后又在 5
·

12 地震中被毁坏
。

3 施工控制

结构的强度除与材料强度有关外
,

跟胶结材料

的粘结力和操作工人的砌筑方法准确与否
、

熟练程

度有关
,

还与诸多施工因素的影响有关
。

砖砌体质

量的优劣直接影响到建筑物的结构安全和使用功

能
。

影响砖砌体质量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

有设计
、

有

材料
、

更多的是施工因素
。

200 2 年
,

国家建设部推行了古建资质制度 ;随

后在 20 03 年
,

国家文物局颁布了《文物保护工程施

工资质管理办法》 l4[ ]
,

推行文物保护工程资质制度
,

承担文物保护工程必须具有文物保护工程资质
。

但

是
,

在实际中
,

具有资质的施工队伍并不一定具有相

应的能力
,

更多存在的是具有施工资质的施工单位

将其转包给没有文物保护资质
、

甚至从未从事过文

物保护维修工程的施工单位
,

最终造成施工质量参

次不齐
。

建筑行业现有的一整套规范
:

《砌体工程施工

质量验收规范》G B 5 0 203
一

200 2 34[ 〕 、

《建筑工程施工

质量统一验收标准》G B 503 00 一 200 11 421
、

《建筑工程

冬期施工规程》 JGJ 104 一 97 s4[ 〕 ,

从计量单位
、

原材

料质量
、

施工措施到工程质量的验收都提出了较为

明确的指标
,

从而保证了结构质量达到合格标准
。

由于文物建筑的特殊性
,

对于古建筑的修复需

要挑选有经验的匠师和修复技术人员相互配合
,

如

有一套两者之间相互约束的制度及规范
,

可以提高

修复效率并取得较好理想的结果
。

4 小 结

文物保护行业一向重视对传统工艺的继承
,

在

对砖石结构古建筑的保护中
,

通常遵循的原则也是
“

修旧如旧
”

及传统材料
、

传统工艺和传统形制
“

三

个相一致
”

原则
。

至于在修缮设计中如何针对各个

古建筑的实际情况
,

实现这些原则及实现的技术手

段
、

实现的可能性
、

对实现程度的评定还没有国家或

行业的统一依据
,

这就使得对于文物保护修缮设计

及施工水平的评定缺乏标准
,

无法形成对工程造价

的限制约束作用
。

同时
,

对于传统工艺的合理性
,

传

统工艺和现代结构分析
、

检测技术
、

材料技术相结合

的研究也很少
。

在文物保护过程中
,

如何使现代新技术和传承

百年的传统方式有效结合
,

使文物得到最恰当的保

护和尊重
,

是每一个文物保护工作者都在考虑的问

题
。

本文意在抛砖引玉
,

对砖石结构古建筑修缮实

现技术措施的标准控制
,

保证设计
、

施工等的质量
。

我国有大批未列人文物保护单位的砌体结构
,

由于没有充足的资金保障及相应的技术支持
,

其保

存状况很糟糕
。

如果早日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一套

完善
、

合理
、

科学的砖石结构古建筑保护规范
、

标准
,

对国保
、

省保
、

市保或没有保护级别的砖石结构的保

护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参考文献
:

厂l 〕 刘大可
.

中国古建筑瓦石营法 〔M 〕
.

北京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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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 讯
·

全国第十一届考古与文物保护化学学术研讨会第一轮通知

为促进我国文物保护事业的发展
,

给更多的文物保护人员提供交流平台
,

由中国化学会应用化学委员会
、

考古与文物保

护化学委员会
、

吉林大学
、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联合举办的全国第十一届
“

考古与文物保护化学学术研讨会
”

拟定

于 201 0 年 8 月在吉林省长春市召开
。

本届研讨会主题是考古与文物保护新技术
,

内容涉及
:

馆藏文物保护技术
、

田野考古保护技术
、

古建筑保护技术
、

土遗址

及石刻文物保护技术
、

文物保护材料
、

文物保存环境和科技考古等
。

欢迎您及贵单位相关专业人员赐稿并参加本次研讨会
。

本次会议参会人员规模为 80 一 100 人
。

征集的论文经大会筹委会评审通过后
,

将在研讨会召开前正式出版
。

会议具体安排与要求如下
:

1
.

会议时间
:

会期 3 天
,

201 0 年 8 月 18 一 20 日(暂定 )
。

会议结束后将组织前往世界文化遗产地集安市等地考察
。

2
.

参会人员费用
:

参会人员往返交通及住宿费用 自理
,

会务费 800 元 /人 (含正式出版的论文集 1本
、

会议期间餐费
、

会议

组织的市内考察等费用 )
。

3
.

论文要求
:
( l) 内容须与上述主题相关

,

且未经发表的论文 ; ( 2) 论文格式按正式出版的论文格式撰写
,

参见《文物保护

与考古科学 》杂志 ;
( 3) 论文字数在 2以洲〕 一 4 00 0 字之间

,

打印五号字体 ;
4A 稿件和电子文本各一份

。

因工作量较大
,

所投稿件

恕不退回
。

为便于会务安排
,

请您于 201 0 年 3 月 31 日前将参会回执通过信件 (或电子邮件
、

传真 )
,

寄送至以下地址
:

地址
:

吉林省长春市前进大街 2699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邮编
:
13X() 12 传真

:

以 3 1 一 85 166 320

联系人
:

刘 艳 电话
:

04 3 1 一 85 168 767 手机
: 13 5044 744 0 5 电子信箱

: l iu y a n @ j l
u

.

e d u
.

e n

学术论文请于 201 0 年 4 月 so 日前邮寄至以下地址
:

地址
:

陕西省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邮编
:
7 10 60 0 电话

:
0 29 一 5 139 924 6 手机

: 138 92 8 15 152

联系人
:

夏 寅 容 波 电子信箱
: key an iid i@ 163

. 。 o m

《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编辑部转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