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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我国现存的诸多历史建筑在抗震设计以及结构稳定性上都存在不足与问题,通过修缮技术对历史保护建筑进行

修复可以有效提升建筑的整体性能与安全性。为此,文章对历史保护建筑修缮的原则以及具体的技术措施进行了论述,以便在

修缮过程中合理应用技术,重现历史风貌,增强历史保护建筑的现代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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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保护建筑与传统建筑不同,其具有极高的历史价

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社会价值,是不可再生的一种文

化资源,从其本质上来讲,是历史与记忆的载体。因此,在修

缮过程中要注意维护历史保护建筑的原状,延续建筑的价值,

同时增加建筑的现代功能,使其能够适应新的城市环境与建

筑使用要求,从而使其使用价值得到延续。此外,修缮过程中

应及时对建筑中存在的险情进行处理,避免险情范围扩大,

以免影响建筑价值或破坏建筑中的历史信息。为此,修缮过

程中必须清楚的掌握修缮原则、流程与技术。 

1 历史保护建筑修缮原则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古建筑修缮、保养、迁移过程

中,必须始终遵守的原则是不改变文物现状。针对历史保护

建筑的所有活动都要不改变建筑的原状,具体来说历史建筑

是一个时代社会环境的产物,其中融合了政治、经济、文化、

风俗、人文、社会制度、工艺技术等多个方面的信息,在修

缮过程中,这些信息都必须得到保护,不能对这些信息内容

造成任何影响[1]。原则的体现可以从两个方面实现：一是恢

复原状,二是保持原状。 

现阶段,为了延续历史保护建筑的生命,大部分现存的

历史建筑都经过了反复的修缮,但是随着社会进步,很多材

料、部件无法在现代社会实现,要想实现原状无任何改变存

在一定的难度。所以,修缮过程中,为了更遵守规则,要查阅

完整的资料内容,重新恢复建筑原有风貌,并尽可能的还原

建筑的外形与风貌。同时,时代的变迁导致建筑的原有木结

构腐朽,经过修缮文物价值已受到了影响,要想保证其原状,

只能尽可能在外观造型上保障历史建筑的整体风貌,具体还

要根据原结构图以及设计说明进行修缮,但这需要通过当地

附近居民了解建筑相关信息,尽量搜寻到建筑原貌照片、图

纸等信息,为修缮提供可靠的依据[2]。此外,在修缮过程中,

建筑原部件未出现问题,应尽量保留其构件继续使用,如果

实在无法继续使用,则需要利用与之相同的材料,按照原有

的工艺进行部件重建,实现恢复原状。 

2 历史保护建筑修缮技术 

2.1 防潮层修缮 

现阶段,对于历史保护建筑防潮层的修复主要通过掏墙

浇砼、分段修缮的方式,即在新拟定的防潮层位置上将皮砖

凿掉,并在其中填入细石混凝土,从而形成一道新的防潮

层；或通过隔离墙的方式,重新为建筑增设隔离墙。但是这

两种修缮方法都会对建筑原本结构产生影响,不符合修缮

原则[3]。因此,为了避免对防潮层的破坏,具体操作中还要配

合无损修复技术的使用,这种方法在出现破损的防潮层部位

重新注入防水剂,为建筑增加水平保护屏障,阻隔潮气的上

升。具体操作方法有两种,一种是重力灌注法,另一种是压力

注射法。 

2.2 外墙修缮 

外墙损坏类型多样,每种损坏都会采用不同的修缮技术,

其中常见的破损是清水墙泛碱风化,如果按照正常的修缮流

程,必然会对清水墙造成影响,所以采用涂料铲除的方式对

出现损坏的清水墙进行修缮,具体步骤为： 

(1)墙面清洗,是指对建筑原清水面进行清理,具体的操

作需要手工凿除疏松砖体,使清水墙裸露在外。 

(2)涂布涂料清除剂。涂料清除剂也被称为脱漆剂,在涂

布之前,通过喷淋的方式将清水墙表面润湿,用专门清洁使

用的刷子、无气喷涂设备、滚筒等辅助设置在基材表面涂抹

清除剂,待到清除剂与基材发生化学反应后,在展开下一步

操作,通常反应需要在常温 20℃左右的环境下持续进行 1到

4个小时,如果温度低,反应时间也会上升[4]。 

(3)高压水清洗,利用高压水枪处理发生反应后的脱漆剂,

全面将其在墙面上清楚,喷水温度 好控制在 70℃—90℃,水

枪压力应控制在80bar—100bar 范围内。 

(4)基体增强,在清洗完的墙面上涂布增强剂,可以利用

涂刷、浇淋等不同的方式,但是施工过程中自然环境温度应

处于 5℃—25℃范围内。 

(5)墙面修补,修补应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首先,如果

墙面缺陷深度处于 1cm-2cm 范围内,可以直接预湿缺陷位置,

并配置粉砂浆,利用铁板将粉砂浆粉刷到缺陷表面上,待干

燥 20min—30min 后在对边缘位置进行修整, 后利用泡沫

橡胶模漂进行修缮表面处理。其次,深入超过 2cm 的情况下,

应通过分层处理的方式进行修补,每次修补的厚度不能超过

1cm。处理过程中必须保障底层干燥后才能进行下一层的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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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5]。 后,当缺陷深度超过 3cm,不仅要采用分层修复的方

式,还要在缺陷位置进行预打孔,利用销钉与螺栓保障基层

与修复层之间紧密结合。 

(6)墙体勾缝,此步骤在展开具体操作前需要对酥松表

面的灰尘进行清洁；然后对缝隙位置进行预湿,按照比例调

制水与砂浆的混合物,熟化 1min 中后,利用铁板等工具将砂

浆涂抹在缝隙中,在施工完成后的 24 小时内,勾缝位置不能

受到水的侵蚀或霜冻的侵害。 

(7)防水剂涂刷,多数情况下历史保护建筑修缮采用的

是无压流涂的方式,涂刷后,待到墙体完全吸收后,在进行下

一项操作。如果涂刷面积过大,可以利用低压加气喷涂喷枪

等设备进行低压喷涂；面积较小的情况下可以使用滚筒或毛

刷。涂刷完成后的 5个小时内,不能使墙体受到雨淋,应加强

通风,尽快完成吸收与干燥[6]。 

2.3 结构修缮 

历史保护建筑结构修缮大多数是提升结构的稳定性,通

常采用的方法有：加大截面积法、碳纤维加固法、粘钢加固

法,但是很多历史保护建筑是以木结构或砖结构为主,这些

加固方法显然无法实现。因此,文章主要对砖木结构建筑的

加固进行了分析。 

(1)墙体加固。墙体如果出现严重质量问题,如裂缝等,

并且墙体为承重墙时,应通过压力灌浆法进行结构加固。如

果是墙体承载能力不足可以通过钢筋网片的方式进行加固,

但是多数墙体上出现问题的位置都是历史建筑保护的关键

部位,不能对外立面造成影响与破坏,所以如果是外立面墙

体可以通过钢筋网片单面墙体加固的方式,在内墙非重点保

护位置上选择加固位置,这样既实现了提升墙体稳定性与承

载能力的要求,也能够有效加强房屋整体性能,提升其抗震

性能与安全性。 

(2)木构件加固。砖木结构是历史建筑的主要形式,也是

我国历史建筑的特色所在,保护过程中基于保护原则不改变

构件原状以及原有结构体系,木构件的加固可以利用可替代

材料进行处理,例如已发生严重腐烂的木格栅,采用相同材

质进行替换,并从木格栅整体进行加固；只有在出现严重损

坏的情况下才可以通过原材质更换的方式进行处理,替换的

材料应具备防腐与防火性能[7]。 

(3)钢构件加固。钢构件是发挥承载作用的主要主体,

其不仅提升了建筑的性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净高度较

高的建筑建设,但是由于历史建筑年代久远,钢结构经常出

现锈蚀等情况,修缮过程中,要清除钢构件表面的锈蚀物质,

如果构件承载能力无法满足建筑需要,可以通过局部加固等

方式对原构件截面进行处理,并对钢构件进行防火与防锈处

理。 

修缮工作完成后,要坚持可持续原则对历史建筑展开维

护工作,在修缮完成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处于观测期,要

了解修缮过后建筑的运行情况以及性能,不断促进历史建筑

的的良性发展。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历史建筑是一个城市、一个地区悠久文化的

物质载体,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价值、历史价值,是我国物

质文化中一笔宝贵的财富,但是在环境、人为等多种因素的

作用下,历史建筑会出现损坏,对于这些损坏要采用合理的

措施进行修复,保障历史建筑的原有状态,使其中存在的信

息与价值可以世代延续,这是历史建筑修缮中亟需完成的工

作与重点,必须持续性实践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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