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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现代化社会的稳定发展,群众的生活质量和文化水平不断提升,人们对居住环境和历史知识的需求也在不断发展。我国作为一个

文化历史大国,各地区都保留了很多古建筑,但是很多建筑受到人为影响或是自然环境的侵蚀,质量和安全性问题都比较突出,所以这类历史建筑

的保护问题也成为了当前社会关注的重点问题。如果不能及时对历史建筑进行保护或是修缮,很可能出现重要历史信息的流失。因此,更应该对

历史建筑进行保护和修缮,在当前科学技术稳定发展背景下,进一步加强对现代技术手段的应用,只有这样才能最大化还原历史建筑特点,从而实

现对历史建筑质量的稳定提升。基于此,本文就将对怎样借助现代技术手段进行历史建筑的保护和修缮问题展开详细研究,希望对我国历史建筑

的保护修缮起到更有效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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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群众的社会历史保护意识不断提升,历史建筑的保护问题也逐

渐成为了政府工作的关注重点。近年来,我国政府对历史风貌保护问题高

度关注,在城市规划工作中,也对历史文化遗留建筑和风貌建筑提出了明

确的保护性要求和规定。我国历史建筑历经了几千年的发展,涵盖了众多

领域,有着较强的时代特点和地域特色。特别是现代建筑的迅猛发展,将原

本散落在高楼大厦中的历史建筑更深层次的被挖掘出来,引起了城市规划

人员和历史建筑研究人员的高度重视。可以说在城市建设飞速发展的现代

社会中,历史建筑的保护问题已经逐渐演变为了群众关注的重点问题。所

以本文就将对这一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和分析,希望对历史建筑的保护和发

展起到有效帮助作用。 

1 历史建筑的保护和修缮原则 

首先,原真性保护和修缮原则。在开展历史建筑的保护和修缮工作中,

要始终将历史建筑的原有价值特点作为基本方向,从而在保障古建筑历史

信息真实性的基础上,避免出现仿造问题。其次,完整性的保护和修缮原

则。在历史建筑的保护和修缮过程中,不仅要对历史建筑本体进行保护和

修缮,还应该加强对建筑周围街道、桥梁、古树的保护和修缮。在这一过

程中,要加强对历史建筑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习俗的探索和保护,这对

于历史建筑发展完整性也将起到更为显著的积极影响。最后,有效性保护

和修缮原则。应该积极拓展历史建筑的保护和修缮范围,对必要的文化遗

产进行拓展,从而进行民俗文化和艺术知识的探索,在对协作保护力度的

提升背景下,还需要加强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构建,这也是对历

史建筑进行保护的重要手段。 

2 历史建筑保护的重要性 

作为历史建筑指的就是具备相应历史价值、科学研究意义,能直接

反应城市历史风貌的地方建筑物。历史建筑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个城

市历史发展的主要见证者,并且属于一种不可再生的城市发展资源,历

史建筑的发展可以有效帮助城市实现自身特点的发挥和构建。因此对历

史建筑的保护其实也是城市建设发展的重要基础,对于人类稳定生存和

发展尤为重要。 

3 保护和利用方式 

3.1保持建筑的原有用途 

绝大多数宗教建筑和古典园林都应该坚持原有用途。这类建筑往往都

存在较为悠久的历史和相关的宗教典故,因此保持原有用途可以帮助历史

建筑吸引力水平的稳定提升。比如北京颐和园。我国颐和园属于清朝帝王

的行宫,日常起居和休闲活动都在这里完成。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程

度最完整的皇家园林。 

3.2改变建筑的原有用途 

博物馆,按照不同建筑要求和建筑情况,这种建筑的大小往往存在较

强的实用性,历史性建筑民宅或是宫殿等,都可以被直接改为博物馆或是

美术馆等类型的博物展馆。这种类型的建筑保护方式也比较常见,是对历

史建筑效益实现稳定发挥的重要手段。图书馆,欧洲很多历史城市中的学

校和图书馆都是由历史建筑改建而成,比如我国北京图书馆。 

3.3城市景观标志 

一些文物保护单位或是历史性建筑,受到各种因素的限制或是原有建

筑物无法发挥其原有用途,但是其可以充分代表城市发展历史或是重要历

史事件,是对一个时期建筑艺术成就的直观表达。这类文物需要保持原有

发展形态,将其作为城市发展标志进行保留。在这一过程中,要让人们更全

面的感受到城市发展形态,从而将其进行有效保护。 

3.4原址重建 

在城市开发过程中,可以对这类历史建筑进行维修性拆除,当成是开

发完成后,在历史建筑原有的地皮上进行重建。 

4 工程案例 

某历史建筑建设于明清时期,建筑风格显著。该建筑占地面积约1214

平方米,建筑总长度超过40米。建筑整体用色淡雅,门窗墙面的装饰点缀恰

到好处。由于这一建筑已经经历了几百年的风风雨雨,所以建筑整体结构

呈现明显老化问题,外墙线脚的损坏问题较为严重,墙体受潮情况明显,出

现了门窗生锈和墙体发霉的问题。这一工程年久失修,屋面渗漏问题比较

严重,因此安全隐患较为严重,施工人员在保护和修缮过程中也要加强对

以上问题的研究。 

5 修缮措施 

5.1基础、地面 

对地基情况进行完善处理的基础上,工程地面没有出现不均匀沉降

问题,知识出现轻微下沉。在对地面进行处置的过程中,要进行适当的干

预调整,从而将水泥从地面上铲除。在这一工作中,原本的三合土地面保

存效果较为显著,只存在部分破坏问题,所以工作人员在修补过程中只

要加以关注即可。但是研究发现,原地面的破坏问题较为严重。修缮过

程中可以借助石灰、黏土和细砂材料,通过按照一定比例的配合,进一步

翻动和捶打,在放置几天后再次对材料进行捶打,确保混合物形成团,当

材料性能得到更满意的时候,就可以应用在斜纹三合土地面的重新修补

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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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门窗油漆玻璃工程 

在对该历史建筑进行修复的过程中需要按照装修原始风格进行修复,

所以对于腐蚀和开裂的位置也需要按照原有要求进行修复处理。在这一过

程中可以对门窗等木制装饰均进行底子油的粉刷,对于金属材料则需要完

成除锈工作后进行防锈漆的涂抹。修缮的过程中应该保留原有门口装饰物

的风格,并对其进行简单的修补施工。 

5.3屋面工程 

对当前建筑坡屋面上的陶瓦进行揭除,并对建筑中的原木屋架结构进

行加固处理,确保原有屋面样貌得到恢复。屋面排水工作中要保证排水结

构的合理性,雨水系统要满足系统建设要求。 

6 对历史建筑修缮管理的强化对策 

6.1加强对修缮前期工作的准备 

历史建筑修缮工作的重点在于帮助建筑恢复原有样貌,在某种程度而

言,修缮前期工作的开展对后续修缮效果往往会产生直接影响。因此相关

部门也要加强对这类问题的关注,有效开展前期准备工作。比如,相关人员

需要在修缮之前这对历史建筑原貌进行记录,比如通过拍照、AI拍照等方

式进行建筑原貌的记录。之后在测图基础上对建筑损坏的构件和损坏的程

度进行分析。在这一过程中,还需要在测量图纸上对不同构件位置和对应

的建筑原件进行标注,通过文字分析和记录,提升修缮工作的精准性。并且,

和历史建筑相关的修缮资料也要进行必要的采集,因为这类建筑大部分都

具备较长时间的发展历史,很可能已经在之前的某个朝代修缮过,所以也

要对历史建筑之前的修缮资料和信息进行收集,只有这样才能为后续修缮

工作的开展提供更为健全和准确的信息资料。 

6.2对建筑过程中历史建筑的安全性进行提升 

由于历史建筑本身就存在较强的不可再生性特点,有较强的文化价值

和历史价值,那么在修缮工作中对建筑安全性进行提升就尤为必要。比如,

在修缮过程中,受到修缮人员、修复器械和环境等众多因素的影响,都可能

对文物安全性造成影响。那么在此种情况下就需要工作人员具备更强的安

全意识。同时,还应该按照工作要求对施工现场的规范制度进行强化和完

善,切实提升修缮工作的安全性。在这一过程中,应该加强对修缮器械相关

原则的发挥,按照建筑实际需求选择更为合理的施工器械,在修缮人员操

作水平全面提升背景下加强对技术手段的应用,只有这样才能最大化降低

机械和施工对历史建筑产生的负面影响。 

6.3加强对施工材料的严格把控 

历史建筑修缮过程中能够应用的先进技术比较有效,这也意味着工作

的风险性大大降低。因此,在施工过程中更应该选择施工质量影响更小的

材料,工作人员需要在问题源头上加强对材料的处理,通过对材料的严格

把控,切实提升修缮工作质量。比如,在对历史建筑进行修缮的过程中,相

关工作人员需要按照工作规定和要求选择质量合理的修缮材料,只有保证

石料、木料等满足修缮施工要求,才能在后续加工处理的过程中,切实提升

修缮工程的质量。 

7 结束语 

总而言之,历史建筑本身就具备较高的艺术价值,承载着丰富的历史

文化信息,因此我们不仅要将历史建筑看做是一个民族的物质文化瑰宝,

更要当做我们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物质依据。所以,只有在思想意识上

认识到历史建筑的重要性,我们才能更有效的对其进行保护和修缮。在修

缮工作的开展过程中,我们应该严格遵守工作原则,提升对这项工作的重

视程度,在保障安全和控制材料质量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工作管理,这也

是对历史建筑质量安全进行提升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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