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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我国石质文物不断遭受人为与自然的侵害,石质文物的保护工作也越来越难,而文物作为国家历史文化的重要

遗产,其对历史文化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有必要采取有效措施做好石质文物的保护工作。本文就主要分析了石质文

物的技术保护措施,希望能够给予业内者一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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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念 

石质文物主要指的是文博单位中收藏或保存的,在历史

发展过程中留下的具有艺术、历史和科研价值的石质遗产,

如石刻文字、石雕艺术拼和石器用具等,而不可移动的大型

石质建筑物则不在该范畴之内。石质文物会受到光照、水和

地震等自然因素的影响,使其外观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因

此,做好石质文物的修复和保护工作很有必要。 

2 石质文物病害类型 

2.1 文物表面生物病害 

这种病害主要是由于生物和微生物大量繁殖而出现的

病害。其主要分为植物病害、动物病害和微生物病害。植物

病害主要指的是树木和杂草在文物的裂隙当中生长,对石质

文物的外观和材料构成了一定的破坏,甚至有较大的裂痕出

现于石质文物表面。动物伤害主要指的是昆虫和鼠类等集聚

在石质文物的表面和裂隙部分,并在上述位置筑巢、排泄分

泌物等,进而对文物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和侵蚀。微生物

伤害主要指的是苔藓和藻类菌群等多种微生物菌群,在石质

文物的裂隙当中繁殖,破坏了石刻纹饰的本来面貌,加速了

石质文物表面变色的现象发生。 

2.2 机械损伤 

机械损伤主要指的是受到地震和受力不均等外力作用

的影响,而使石质文物出现断裂或破损的问题。石质文物的

机械损伤主要分为断裂、局部缺失两种类型,断裂主要是不

同程度的裂隙,其重点突出贯穿性较为明显且移位较大的断

裂和错位。局部缺失主要指的是外力作用下出现的局部缺失

和损坏现象。 

2.3 表层风化 

表层风化主要指的是文物的表面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

而使表层出现明显的病害。其可分为表面粉化剥落、表层泛

滥、表层片状剥落、鳞片状起翘剥落、表面溶蚀、孔洞状风

化等类型。其中,表面粉化剥落主要指的是,因为周期性温度

变化、冻融作用以及水盐活动的影响,而使石质文物的表面

出现酥粉脱落的现象,该病害多出现于沉积岩类文物当中；

表面泛滥主要指的是受到毛细水和可溶盐活动的影响,从而

在石质文物的表面汇集了大量的可溶盐结晶。该病害通常在

松软的砂岩和泥灰岩文物中较为常见；表面片状剥落主要是

受到外力作用的破坏,以及水盐破坏和温度的周期性变化等

诸多因素的影响,而出现的石质文物表层片状剥落的问题,

这种病害常见于纹理较为复杂的沉积岩质地的石质文物当

中；且除了出现片状剥落现象之外,还会出现表面空鼓起翘

的问题。鳞片起翘剥落主要指的是因为文物储藏的环境存在

着明显的温差,容易发生冻融问题或石质文物的表面曾被烟

火焚烧进而产生的起翘和剥落问题；孔洞状风化主要指的是

石质文物的表面出现溶解风化和软质夹杂物溶解脱落的现

象,进而在文物的表面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孔洞风化问题。 

2.4 裂隙与空鼓 

石质文物的裂隙主要可分为三个大类,分别为浅表层风

化裂隙、不包括伴有明显位移断裂的文物内部的机械性裂隙

以及石材本身的结构性裂隙。其中,机械裂隙主要是指由于

受到外力的影响或不均匀受力和地基沉降,而引起的石质文

物开裂问题。这种裂隙一般可深入到石材内部,甚至还会对

石质文物的整体性产生非常显著的影响,而且裂隙贯穿后还

会使文物出现大面积断裂和局部脱落的问题；浅表层裂隙主

要指的是受到自然风化和溶蚀因素的影响而导致的裂隙,这

种裂隙比较小,向内部延伸不明显,且裂隙多呈 V字型；最后

是构造裂隙,主要指的是石材本身所具有的结构性裂隙,这

种裂隙多为闭合式裂隙,且其表面平整度高,多以组的形式

存在,而所谓的空鼓,主要指的是石质文物的表面明显鼓起、

分离,但并未完全剥落的现象。 

2.5 表面污染与变色 

表面污染与变色主要指的是受到灰尘、污染物以及风化

产物沉积的影响,而出现的文物表面污染或变色问题。这一

病害主要分为大气和粉尘污染、水锈结壳以及人为污染等。

其中,大气和粉尘污染主要是指露天存放的石质文物表面沾

染大量的灰尘和风化物,从而对石质文物的表面构成较大的

污染；水锈结壳主要是指石质文物在露天环境下存放或曾经

在露天环境下存放,进而使石质文物的表面覆盖一层钙质壳

体；人为污染主要是指人类在石质文物的表面进行涂鸦书写

等一系列破坏性行为,最后对文物造成的表面污染。此外,

若不能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也会使石质文物的表面产生较



Building technology research 建筑技术研究 
第 1 卷◆第 3 期◆版本 1.0◆2018 年 10 月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51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40 

为明显的变色问题,而这也是该病害出现的主要原因之一。 

3 石质文物保护中信息技术的应用 

随着当前社会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科学技术也在不断进

步,信息技术在石质文物保护中的应用日益广泛,可以说信

息技术的出现与应用,极大地推动了石质文物技术保护的全

面发展,并让石质文物数字化保护成为可能,石质文物受到

的负面影响也因该技术的普及而逐渐减小。 

现阶段,很多学者都将现代科学信息技术应用于石质文

物保护领域,且在应用的过程中也取得了很好的成果。研究

人员在石质文物保护中,经常应用三维扫描量算和虚拟修复

以及变化检测等技术。另外,研究人员还在某石窟保护工程

中,采用了地理信息系统、计算机网络以及三维扫描技术,

从而实现了对该工程的永久性数字保护。与此同时一些研究

人员设计了一款三维展示系统,在三维展示系统运行的过程

中,能够很好地实现多点触控等重要技术。除此之外,部分研

究人员还借助现代化技术,提取了某工程中不是十分清晰的

人偶图像,并且分析了颜料的具体成分,使实验的数据和结

果为日后更加深入的研究提供了非常好的理论依据。 

不仅如此,研究人员还应用自适应三维重建系统和三维

全景空间测量技术,创建了科学且完整的石质文物数字化保

护方案,从而有效地推动了石质文物保护研究的发展。而且

在此阶段,国外的研究人员还提出了创建文物保护多媒体数

字图书馆,图书馆当中涵盖了文物的各种信息,其可对文物

的全程保护提供有力的帮助。 

4 石质文物技术保护中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当前,我国的石质文物保护技术发展时间并不是很长,

所以技术上还不够成熟。再加上研发过程中投入的资金和技

术十分有限,与国外先进水平相比还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差距,

且与欧洲发达国家相比尤其如此。针对此,在石质文物保护

中,很多工作环节都需要不断改进和优化,以下笔者将对其

进行简要的分析和阐述。 

4.1 积极修复石材 

现如今,在我国的石质文物保护中使用的材料多为有机

材料,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有机材料在部分功能退化或

彻底失效之后,就会影响石质文物保护的效果,甚至还会造

成二次损害,对石质文物的储存造成了非常不利的影响。对

此,有关人员在日常工作中,应加大环境友好型石质文物仿

生材料和传统材料的研发力度,根据实际情况应用不同类型

的保护材料。 

4.2 加强设备保护 

在石质文物保护中,施工监测设备还存在着一定的不足,

所以要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开发精度高、专业性强的施工监测

设备。需要注意的是,激光清洗设备虽然具有非常强的可控

性,且具有良好的保护效果,但是其需要较高的成本投入,因

此在国内并未得到广泛应用。所以研究人员需加大对同等性

能的低成本清洗设备的使用。 

4.3 完善施工与监测工作 

石质文物保护工程中没有非常完善的施工规范和质量

控制制度,同时对石质文物本体保存未进行全面的动态监控,

无法全面地评价文物的整体情况。对此应结合石质文物的材

质和特点,科学选择监测的指标,并制定科学完善的监测方

案。 

4.4 抢救性发掘与数字化保护有机结合 

在国家文物部分公布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中,石窟和

石刻只有 240 余个,且现阶段仍有许多石质文物还没有被发

现或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对此,在日常工作中,应采取有效措

施对石质文物开展抢救性发掘,并且积极采用三维扫描等方

式,创建石质文物数字博物馆,进而完成对文物的数字化保

护。 

4.5 加大人才培养力度 

石质文物保护的过程中涉及到诸多的内容,主要有建筑

结构、建筑材料、建筑施工以及物理、化学和生物等多个方

面的知识。现阶段,我国的很多高校均未开设文物保护专业,

而且专门培养石质文物保护技术人才的技术院校更是少之

又少。所以,在石质文物保护工作中,需要加大复合型人才的

培养力度,使专业人才能够真正地投身于文物保护工作当

中。 

5 结语 

石质文物由于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会发生多种病害,

从而破坏石质文物的完整性。对此我们应采取针对性措施避

免文物受到侵蚀。其中,技术措施是最为有效的石质文物保

护措施,为此在日常工作中,必须积极利用现代科技的优势,

不断推动石质文物保护工作的发展,使我国石质文物成为代

代相传的文化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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