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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古建筑作为我国重要的文化遗产,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产、生活及时代特征,具有极大的艺术及科学价值。但是当前

我国古建筑面临着一些问题,阻碍了古建筑保护工作的开展,为此就需要结合现有问题制定合理的改造方案,以保证古建筑自

身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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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古建筑的历史意义 

古建筑是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产物,不仅反映了建筑所处

环境下人们的生活和审美特征,同时也是对当时能工巧匠技

能的一种宣传,为现代建筑设计中空间布局、色彩以及装饰

艺术奠定了基础。 

1.1 双重价值观 

古建筑的存在彰显了历史发展变化的轨迹,承载着整个

城市的发展轨迹。所以人们应加强古建筑的保护意识,珍惜

前人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古建筑作为较为重要的历史文化

遗产,对于现代化城市的建设也有着很好的利用价值。 

1.2 古建筑是历史文化遗产 

古建筑的建筑工艺充分反映了当时社会中人们的技术

水平,其意在构建因地制宜、宜居的生活环境。在现今发展

中,对古建筑进行深入挖掘和了解,不仅是对当时历史文化

的解读,同时也是提高人们综合素养,加强保护意识的重要

标准,只有这样才能更多的将古建筑中透漏的信息应用到现

代化建设中来,优化整体建设水平。 

1.3 古建筑的精神内涵 

一是审美和政治价值。例如我国 具代表性的故宫建筑,

其就是审美和政治价值有效融合的 佳体现。故宫建筑通过

较为精湛的建造工艺,打造了独具特色,气势磅礴的建筑形

象,充分体现了当时社会的发展历程,具有较为明显的政治

色彩。二是古建筑是前人智慧的结晶,体现了当时社会人们

的生活状态以及历史变化形势。三是整体性和综合性。不管

是在古建筑的结构上、还是在色彩上,其都具有整体性和综

合性的特征,每一个环节应用的都恰到好处,提升了古建筑

的内涵和韵味。 

2 古建筑面临的问题 

2.1 存在不同程度的损坏现象 

古建筑流传至今,难免会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而出现不

同程度的损坏。在分析古建筑损坏原因时了解到,造成古建

筑破损的原因有：古建筑中使用的一些石件材料,如砂岩、

汉白玉发生风化侵蚀,出现不同程度的损坏；古建筑中一些

木质结构出现不同程度的腐蚀和变形情况,再加上雨水渗透

的影响,使得建筑结构出现质量问题。 

2.2 古建筑的地基基础存在沉降现象 

造成古建筑地基沉降的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地震等自

然灾害导致的地基沉降；二是城市扩建中对古建筑地基施以

重压导致的沉降。地基沉降势必会导致上层结构发生偏移,

进而影响结构之间的连接效果,降低承载能力,引起各种危

险事故。 

2.3 古建筑修复和改造中专业人才缺失严重 

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古建筑修复和改造上存在

着较大的复杂性。由于古建筑中涵盖的寓意较多,很多材料

表现形式不同,在修复改造中,施工人员由于无法掌握其精

髓,修复后的古建筑缺少原有韵味,影响了建筑整体效果。再

加上古建筑修复和改造中会消耗较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且 终的真实性也无法得到保障,使得很多修复和改造人员

在工作中较为随意,只是利用现代技术对破损地方进行重新

完善,并未对建筑的整体效果和美观性予以考虑,导致古建

筑修复和改造后,存在很大的突兀性,降低了古建筑自身的

价值。而导致这些现象频发的主要原因,就是缺少专业的古

建筑复原人才。因此,我们要吸取这方面的教训,培养专业精

英人才来从事古建筑的修复和改造工作。 

3 古建筑的改造措施 

3.1 加强规划布局的合理性 

建筑是城市建设和发展中较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不仅

是满足人们生活的必需品,也是体现城市形象的标志性产

物。尤其在现今城市中,很多古建筑都保留在商业街道中,

对其开展合理的保护工作,不仅能够提升城市形象,还能够

让人们更多的了解城市历史发展文化,提高人们的精神境

界。所以在对古建筑进行保护和改造时,应结合城市规划布

局的具体要求,设计合理的改造方案,保证建筑的美观性、历

史性,尽可能的运用现代技术实行古建筑形象的还原,提升

古建筑的存在价值。在城市规划中,还要做出合理的保护方

案,统计古建筑的损坏的程度,并商讨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方

案,且大力宣传古建筑的保护工作,让人们意识到,保护古建

筑,人人有责。 

以故宫为例,作为我国标志性的建筑,在对其器实行修

复和改造时,应该在结合北京城市布局的基础上,完善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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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改造方案,在不改变古建筑原有形态的前提下,确保其完

整性和正式性。 

3.2 在古建筑修复和改造进行严格要求 

古建筑的修复和改造工作主要是为了让更多人员了解

到历史发展特征,掌握前人的生活背景和文化构建,进而推

动历史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所以在修复和改造古建筑时,工

作人员应查阅典籍,深入了解当时的社会文化,以此为基础

对古建筑展开还原工作,完善建筑的整体形象。切不可凭借

自己的想象自由发挥,从而破坏古建筑自身的特性,降低其

历史价值。另外,在古建筑的改造之前,一定要多方面的收集

改建筑的历史资料,并仔细予以研究,研讨和制定出配套的

改造方案,在施工中做到心中有数。 

例如,在故宫修复和改造时,工作人员需要先对故宫的

建设年代实行详细的了解和掌握,明确当时的技术水平,为

后面的还原修复提供依据支持。再者,选择合适的修复工艺

和技术,制定合理的管控措施和方案,推动修复工作的顺利

进行,这样才能在确保故宫原貌的基础上,彰显我国现今科

技实力,增强我国的综合实力。同时,在修复或改造过程中,

应对工作人员予以严格要求,保证材料、技术等落实的高效

性,做到精益求精,争取将故宫的盛世再次呈现在大家眼前。 

3.3 注重古建筑改造专业人才的培养 

古建筑修复、改造一直都是我国较为重视的重点内容。

同西方国家相比,其在古建筑修复、改造上的研究较为深刻,

且该方面的专业人才培养和储备也较为完善。反观我国,由

于发展时间较短,专业人才的储备上缺失较为严重。基于此,

相关部门要加大人才培养力度,通过专业课程的设置来培养

更多古建筑修复、改造方面的人才,提高古建筑修复质量。 

4 工程实例 

4.1 项目简介 

以某野战医院建筑的修复为例,该建筑东西两端两层,中

间突出的部位为两侧,为阁楼层平顶,两端凹进的部位原本是

一层,经过一次改造后为两层。整个建筑采用坡屋面设计。 

4.2 建筑附着物拆除 

在附着物拆除过程中,考虑到建筑结构的整体特征、安

全性能以及承重情况,采用了交叉间隔拆除的方式,以期加

强建筑的稳定性和安全性,降低压力荷载。在实际拆除过程

中,考虑到建筑内部的承重情况,先开展门窗、木隔墙、木地

板等的拆除工作。在木隔墙拆除中,选用木工锯在每隔 1 米

的距离上分条切割,之后再利用人工作业完成拆卸。不过要

保留走廊位置上的木龙骨结构。在木地板拆除中,直接利用

撬杠,按照先板后梁的方式完成拆卸。值得注意的是,拆卸过

程中要保留内部木梁结构,以加强支撑效果,待其他区域拆

卸完成后,再实行木桥拆除。针对不影响受力的梁或伸入墙

体内小于 120 毫米的梁,必须依靠人力沿木梁方向抽出,禁

止采用晃动木梁的方法抽出。 

4.3 建筑结构加固 

4.3.1 墙体修补 

首先,拆除原建筑中的管线、通气孔、烟道等部位,之后

再对这些区域拆除后留下的杂质予以清洁,待其整洁后,利

用混凝土浆液进行支模浇筑,提升结构稳固性。其次,对于门

窗、壁龛等位置留下的洞口,能够剔槎的实施剔槎处理,不能

剔槎的,则用钢筋钉入原墙水平灰缝内不小于 150 毫米完成

拉结。 后,在墙洞封堵过程中需要保留 4 皮砖的空隙,利用

膨胀混凝土支斜模浇捣严密,保证传力效果。 

4.3.2 梁板浇筑 

梁板浇筑的材料以自密实混凝土为主,以机械钻孔的方

式完成梁支座的设计,再利用无振动法来完成浇筑工作,保

证梁板结构的稳固性。在浇筑施工完成后,需要做好检查和

养护工作,严格按照规定的标准要求操作,提高浇筑质量。 

4.3.3 墙体加固 

在加固施工前,需先将混凝土钢筋网面与砖墙交接面上

含有的装修层剔除,并实施清洁处理,在清洁过程中,清洗存

在的松动勾缝砂浆。砖缝剔除 10 毫米,涂刷相应界面剂。双

面板墙用φ８“Ｓ”形拉筋与两侧钢筋网绑扎钩牢或点焊,

单侧板墙加固用φ８“Ｌ”形拉筋与钢筋网绑扎钩牢或点焊,

提高加固层与原砖墙的黏结效果,完善墙体的整体抵抗性

能。穿墙钢筋在设置过程中,应控制间距尺寸,并采用梅花形

布设方式,加强稳固效果。钢筋混凝土层的厚度为 120-140

毫米之间。 

利用支模浇筑或者喷射混凝土浇筑方式,构建完整的混

凝土结构板,并做好养护工作,注重墙体整体性。在采用支模

浇筑时,需提高振捣及养护工作质量,做好相应的防护措施,

防止混凝土病变问题的产生。 

5 结束语 

总之,古建筑作为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内容,相关

工作人员应对古建筑面临的问题予以分析,并制定合理的改

善措施和方案,以此改善古建筑的整体质量,提升古建筑的

自身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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