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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为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加强对古建筑木结构的

科学保护，使古建筑得到正确的维护与加固，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古建筑木结构及其相关工程的检查、鉴定、

维护、修缮与加固。

1.0.3 为长远保护古建筑工作的需要，每次维护与加固所进行
的勘查、测试、鉴定、设计、施工及验收的记录、图纸、照片和

审批文件等资料，均应建档保存。

1.0.4 古建筑木结构的维护与加固，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

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术 语

2.0.1 鉴定 aPPraisal

    实施一组工作活动，以证明现存结构今后使用的安全性和抗

震性能。

2.0.2 勘查 exploration
    对结构、构件的状况或性能所进行的现场检查、检测和调查

等工作。

2.0.3 监测 monitoring

    对结构的状况或作用所进行的经常性或连续性的观察或

测量。

2.0.4 评定 assessment

    根据调查、检测和分析验算结果，对现存结构的安全性或抗

震性能进行的评价。

2.0.5 结构加固 strengthening of Structure
    对安全性不足的承重结构、构件及其相关部分采取的增强、

局部更换或调整其内力等措施。

2.0.6 原构件 existing structure member

    实施加固前的原有构件。

2.0.7 重要构件 important Structure member
    其自身失效将影响或危及结构体系整体安全的承重构件。

2.0.8 一般构件 general Structure member

    其自身失效为孤立事件，不影响结构体系整体安全的构件。

2.0.9 构件集 member assemblage
    同种构件的集合，有主要构件集和一般构件集之分。

2.0.10 木构架 timber frame

    以木制构件承重，以桦卯为主要连接方式的中国式构架结



构。根据地域和构造方法的不同，分为抬梁式木构架和穿斗式木

构架。

2.0.11 梁架 beam--frame

    古建筑中屋顶承重木结构的总称。

2.0.12 仿 lintel

    古建筑木构架中主要起连系作用的方木构件。

2.0.13 斗棋 bracket system(DOUGONG)
    由方块形木制的拱、翘、斜伸的昂和矩形截面的杭层层叠托

而成的组合构件，主要置于屋檐下和梁柱交接处，当参与传力

时，也有置于柱间。

2.0.14 残损点 damage point

    承重结构体系中某一构件、节点、连接或某一关键部位已处

于不能正常受力、不能安全使用或濒临破坏的状态。根据其严重

程度可分为轻度残损点、中度残损点和重度残损点。

2.0.15 修整加固 strengthening method by repairing

    在不揭除瓦顶和不拆动构架的情况下，直接对木构架进行整

体加固。这种方法适用于木构架变形较小，构件位移不大，不需

打华拨正的维修工程。

2.0.16 打华拨正 strengthening method to reset the compo-
nents

    在不拆落木构架的情况下，使倾斜、扭转、拔桦的构件复

位，再进行整体加固。对个别残损严重的梁仿、斗拱、柱等应同

时进行更换或采取其他修补加固措施。

2.0.17 落架大修 strengthening method by removing all or
part of the wooden frame

    全部或局部拆落木构架，对残损构件或残损点逐个进行修

整，更换残损严重的构件，再重新安装，并在安装时进行整体

加固。



3 基 本 规 定

3.0.1 古建筑木结构的维护与加固，不得改变文物原状。当发

现有影响或危及古建筑安全的因素时，应予以维护或加固。

3.0.2 维护与加固古建筑木结构时，应保存其原形制、原结构、
原材料和原工艺。

3.0.3 维修时应采取下列防止古建筑木结构受潮腐朽或遭受虫

蛀的措施:

    1 从构造上改善通风防潮条件，使木结构经常保持干燥。

    2 对易受潮腐朽或易遭虫蛀的木结构，应采用防腐防虫药

剂进行处理，具体措施应符合本标准附录A的规定。

3.0.4 维护加固设计时应采取防止古建筑木结构遭受火灾和雷

击的措施，并应符合本标准附录B和附录C的规定。

3.0.5 当有必要修补或更换原有木构件时，其所使用的木材应

符合下列规定:

    1 与原有构件属同一树种;当有困难时，也应采用材性相

近的树种。

    2 新换木材的含水率应接近当地平衡含水率。

    3 可见部分的纹理、色泽应与原有构件相似。

    4 新换木构件上应做标记，满足可识别的要求。

3. 0.6 古建筑木结构的维护与加固的方案与设计，应根据对该

结构勘查和结构鉴定结果确定，并应遵循最少干预原则。

3.0.7 古建筑木结构的维护与加固工程，可按下列规定分为

三类:

    1 保养维护工程，应对文物的轻微受损进行日常性、季节

性的修整养护。

    2 修缮、加固工程，应为保护文物本体所必需进行的修理、



修补或补强加固等作业的工程，也应包括结合结构加固而进行的

局部复原工程。

    3 抢险加固工程，当建筑物突发严重危险、受条件限制且

不能进行彻底修缮时，应对文物采取具有可逆性的临时抢险加固

措施的工程。

3.0.8 当采用现代材料和现代技术确能更好地保存古建筑时，

可在古建筑的维护与加固工程中进行采用，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仅用于原结构或原用材料的修补、加固;不得用现代材

料去替换原用材料。

    2 先在一定范围内试用，再逐步扩大应用范围。应用时，

除应有可靠的科学依据和完整的技术资料，证明其有效性及对文

物无害外，还应通过质量检验，并应具有使用说明书。

3.0.9 古建筑木结构的管理单位和使用单位，应保护该建筑，

不得擅自拆建、扩建或改建。



4 工 程 勘 查

4.1 一 般 规 定

4。1。1

      1

史料;

      2

      3

      4

      5

      6

4。1。2

      1

      2

      3

      4

4。1。3

保护古建筑木结构应具备下列基本资料:

所在区域的地震、雷击、洪水、风灾和特大自然灾害等

历史上维修、改建、扩建等情况;

所在地区的地震基本烈度和场地类别;

保护区的火灾隐患分布情况和消防设施、设备;

保护区的环境污染源;

保护区内存在的其他有害影响因素。

当有专项需要时，尚应进一步取得下列基础资料:

古建筑所在地的区域地质构造背景;

古建筑场地的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资料;

古建筑保护区的近期气象资料;
古建筑保护区的地下资源开采情况。

在维修古建筑木结构前，应对其现状进行详细的勘查。

古建筑木结构的勘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古建筑木结构的勘查，应包括法式勘查和残损情况勘查

两类;

    2 残损情况勘查，应对建筑物的承重结构及其相关工程损

坏、残缺程度与原因进行勘查。

4.1.4 古建筑的勘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勘查使用的仪器应满足要求。对长期观测的对象，尚应

设置坚固的永久性观测基准点。

    2 不得使用温度骤变、强烈照射、强振动等有损于古建筑

及其附属文物的勘查手段。



    3 勘查结果，除应有勘查报告外，尚应附有该建筑物残损

情况和尺寸的测绘图纸、照片和必要的文字说明资料。

    4 在勘查过程中，当发现险情，或发现题记、文物时，应

立即保护现场，并应及时报告国家相关文物管理部门，勘查人员

不得擅自处理。

4.2 承重木结构的勘查

4.2.1 承重木结构的勘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1 结构、构件及其连接的尺寸;

    2 承重构件的受力和变形状态;

    3 主要节点、连接的工作状态;

    4 结构的整体变位和支承情况;

    5 历代维修加固措施的现存内容及其目前工作状态。

4.2.2 当需评定结构安全性时，承重结构的勘查，尚应按本标

准第6.2节涉及结构、构件安全性的勘查项目和内容进行。

4.2.3 对承重木结构整体变位和支承情况的勘查，应包括下列

内容:

    1 测算建筑物的荷载及分布;
    2 检查建筑物的地基基础情况;

    3 观测建筑物的整体沉降或不均匀沉降;

    4 实测承重结构的倾斜、位移、扭转及支承情况;

    5 检查支撑或其他承受水平作用体系的构造及其残损情况。

4.2.4 对承重结构木材材质及其劣化状况的勘查，应包括下列

内容:

    1 查明木材的树种及其材质情况;

    2 测量木材腐朽、虫蛀、变质的部位、范围和程度;

    3 测量对木构件受力有影响的裂缝部位和尺寸;

    4 对下列情况，尚应测定木材的强度或弹性模量:

      1) 需做承载能力验算，且树种较为特殊;

      2)有过度变形或局部损坏，但原因不明;



4。2.5

      1

4。2。6

      1

      2

      3

4。2。7

      1

      2

      3

3)拟继续使用火灾后残存的构件;

4) 需研究木材老化变质的影响。

  对承重构件受力状态的勘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梁仿构件:

1)梁、仿跨度或悬挑长度、截面形状及尺寸、受力方式

    及支座情况;

2)梁、仿的挠度和侧向变形 (扭闪);

3)擦、椽、棚栅 (楞木)的挠度和侧向变形;

4)凛条滚动情况;
5) 悬挑构件下垂或翘起的情况;

6)构件折断、劈裂或沿截面高度出现的受力皱褶和裂纹;

7)屋盖、楼盖局部塌陷的范围和程度。

  柱类构件:

1) 柱高、截面形状及尺寸，柱的两端固定情况;

2)柱身弯曲、折断或劈裂情况;

3)柱头位移;

4)柱脚与柱础的错位;

5)柱脚下陷。
  斗棋:

1)斗拱构件及其连接的构造尺寸;

2)整攒斗棋的变形和错位;

3) 斗拱中各构件及其连接的残损情况。

  对主要连接部位工作状态的勘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梁、仿拔桦，桦头开裂、折断或卯口劈裂;

  桦头或卯口处的压缩变形;

  铁件锈蚀、变形或残缺。

  对历代维修加固措施的勘查，应重点查清下列情况:

  当前受力状态;

  新出现的变形或位移;

  原腐朽部分挖补后，重新出现的腐朽;



    4 因维修加固不当，而对古建筑其他部位造成的不良影响。

4.2.8 对建筑物的下列情况，应在较长时间内进行定期观测:

    1 建筑物不均匀沉降、倾斜 (歪闪)或扭转有发展迹象的;

    2 承重构件有明显的挠曲、开裂或变形，连接有较大的松

动变位，但不能断定已停止发展的;

    3 承重木结构的腐朽、虫蛀虽经药物处理，但需观察其药

效的;

    4 为重点保护对象或科研对象专门设置的长期监测点。

4.2.9 对需要保护的古建筑，应在每次地震、风灾、水灾、火
灾、雷击等较大自然灾害发生后，进行一次全面检查。

4.3 相关工程的勘查

4.3.1 对以木构架为主要承重体系的古建筑维修工作，应对其

相关工程进行全面勘查，并应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不得因维修

木结构而损害相关工程及附属文物。

4.3.2 相关工程的勘查，应重点查清下列情况:

    1 现状及其细部构造;

    2 原用的材料品种、规格和数量;

    3 与主体结构的构造联系;

    4 残损情况及其形成原因，以及在维修中可能产生的问题。

4.3.3 当维修古建筑需揭瓦时，应查清下列情况:

    1 屋顶式样，包括正脊、垂脊、俄脊、博脊的纹样、尺寸、

相对位置及做法;

    2 屋面的坡长、曲线囊度、瓦垄数及做法;

    3 瓦件的形制、规格、色彩和数量。

4.3.4 在勘查过程中，当发现有因构件大量受潮或因构造上通

风不良而导致木材大面积腐朽、霉变时，除应查清受损的部位、

范围和严重程度外，尚应查清下列情况:

    1 原通风防潮构造的固有缺陷;

    2 历代维修改造不当，对原构造功能的损害;



    3 包含相邻建筑排水系统影响的其他隐患。

4.3.5 当维修木结构需暂时拆除、移动或加固其墙壁时，除应

按本标准第4.3.2条的规定勘查有关情况外，尚应查清墙壁上的

悬塑、壁画以及其他镶嵌文物的位置、构造及残损现状。

4.3.6 对木结构所处环境的勘查，除应掌握本标准第4.1.1条

规定的基础资料外，尚应查清下列情况:

      1

      2

制度;

      3

古建筑保护范围内排水设施状况和场地排水现状;

古建筑保护范围内电线线路安全防护措施和检查维修

古建筑与四周道路的距离，当古建筑位于交通要道时，

尚应检查防止车辆碰撞的设施;

古建筑保护区域内，火源和易燃堆积物情况;

消防设施和防雷装置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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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工 程 监 测

5.0.1 当古建筑存在下列情况之一时，应根据其保护要求对结

构工作状况及环境影响进行监测:

    1 基础沉降或结构变形不稳定且变化趋势不明确;

    2 结构荷载与受力状态复杂，难以在检测期间确定结构安

全性鉴定所需的参数范围与变化规律;

    3 需对结构关键部位工作状态及环境影响进行监测，或需

根据监测数据对结构进行维护、加固;

    4 结构工作状态可能受到振动作用的影响;

    5 结构刚度可能存在变化时;

    6 重要结构维修加固施工时。

5.0.2 古建筑结构、构件的变形监测及环境温湿度监测，应分

别符合本标准附录D和附录E的规定。

5.0.3 对结构进行监测前，应按下列规定制订监测方案:

    1 对结构作用、结构受力特征、结构变形状态、结构残损

现况等进行预分析。

    2 根据结构特点和鉴定需要，选择并确定监测部位、监测

参数与监测周期。

    3 应根据其防雷、防火要求选择监测设备。

    4 监测系统应设定预警阂值。

5.0.4 监测系统的传感器、仪器等安装使用及测量精度范围要

求应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执行。

5.0.5 监测系统的实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监测系统安装完毕后，应对监测设备、数据传输及软件

系统的协调工作性能和稳定性能进行调试;

    2 监测系统调试合格后，应进行一定时间的试运行;



    3 仪器监测宜与巡视检查相结合;
    4 监测系统运行期间，应有专人负责其管理与维护;

    5 监测系统运行期间，应定期对监测数据进行分析，并实

时发布监测报告。



6 古建筑木结构的鉴定

6.1 一 般 规 定

6.1.1 对下列情况，古建筑木结构应进行安全性鉴定:

    1 年久失修;
    2 所处环境显著改变;

    3 遭受灾害或事故;
    4 发现地基基础有不均匀沉降或结构、构件出现新的腐蚀、

损伤、变形;

    5 其他需要掌握该建筑安全性水平时。

6.1.2 当遇到下列情况，宜进行专项鉴定:

    1 结构的维修有专项要求时;

    2 结构存在明显的振动影响时;

    3 结构的加固效果需要评定时;

    4 结构需要进行长期监测时。

6.1.3 古建筑木结构的安全性鉴定，应以现场勘查发现的残损

点及其对结构、构件安全性的影响为依据，按勘查项目、构件和

结构体系划分为三个层次;每一层次宜划分为四个安全性等级;

从勘查项目开始，应按表6.1.3逐层进行评定。当仅要求鉴定某

层次的安全性时，鉴定工作可只进行到该层次为止。

        表6.1.3 安全性鉴定评级的层次、等级划分及工作内容

层次
层名 勘查项目 单个构件 结构体系

等级划分 a，、b，、c‘、d， a、b、c、d A、B、C、D

安全
性鉴
定程

  序

承重

结构

  按残损点及
残损程度评定
该项目等级

  按构件应勘
查项目和可验
算项目评定构
件等级

  结构体系中每一
构件集评定

综合评定
结构体系
安全性等级

  按结构布置、结
构间连系和抗侧向
作用系统评定结构
整体牢固性等级



续表 6.1.3

层次

层名 勘查项目 单个构件 结构体系
等级划分 a‘、b‘、c‘、d‘ a、b、c、d A、B、C、D

安全
性鉴
定程

  序

围护

结构

按围护系统结构、构件的勘查项目及
  鉴定步骤逐层评定每个层次等级

综合评定
结构体系
安全性等级

6.2 勘查项目鉴定评级

6.2.1 对古建筑木结构中涉及安全的勘查项目进行鉴定时，应

按表6.2.1的评级标准评定其残损等级或安全性等级。

表6.2.1 古建筑木结构残损等级或安全性等级评级标准

等级划分 评级标准

a，级 勘查中未见残损点，或原有残损点已得到修复

b‘级 勘查中仅发现有轻度残损点或疑似残损点，但尚不影响安全

c，级 有中度残损点，已影响该项目的安全

d‘级 有重度残损点，将危及该项目的安全

注:当需评定构件的安全性等级时，此评定结果取名为残损等级;当不进行构件
    的安全性等级评定时，此评定结果取名为勘查项目的安全性等级。

6.2.2 古建筑木结构残损点的勘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古建筑木结构勘查项目的残损点，应按其对结构、构件

安全性的影响程度划分为未见残损、轻度残损、中度残损和重度

残损四种状况;

    2 对未见残损和轻度残损，可由鉴定人员根据实际完好程

度作出判断;

    3 对显著残损，应按本节给出的其低限标准进行评定，而

评定结果取 “中度残损”或 “重度残损”，宜由鉴定人员根据实

际严重程度进行判定。

6.2.3 古建筑承重木柱的残损点，应按表6.2.3的标准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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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2.3 承重木柱残损点评定标准

注:当柱脚与柱础间的实际抵承面处于严重偏心状态时，应在柱的承载力验算中

项

次

残损点评定标准

中度残损或重度残损

1
柱的材质

  劣化

  (1) 腐朽或老化变质
  在任一界面上，腐朽

和老化变质 (两者合计)
所占面积与整截面面积

之比尸:
  a) 当仅有表层腐朽和

老化变质时

  p>1/5，或不少木节已恶化为松
软节或腐朽节

b) 当仅有心腐时 尸>1/7

  c) 当同时存在以上两
种情况时

不论p大小，均视为残损点

(2)虫蛀

沿柱长任一部位

  有虫蛀孔洞，或未见孔洞，但敲击
有空鼓音

(3) 扭斜纹并发斜裂
  斜裂缝的斜率大于15%，且裂深
大于柱径的2/5或材宽的1/3

2 柱身弯曲 弯曲矢高占 占>L。/250(L。为柱的无支长度)

3 柱身损伤
  沿柱长 任一部 位的
损伤

有劈裂、断裂或压皱迹象出现

4

柱脚在柱础

上的承压
    面积

  柱脚底面与柱础间实
际抵承面积与柱脚处柱

的原截面面积之比林
Pc<3/5

5 柱础错位

  柱与柱础之间错位量

与柱径 (或柱截面)沿

错位方向的尺寸之比Pd
和>1/6

6
历次加固

现状复查

  (1) 原墩接的完好程
度

  柱身有新的变形或变位，或桦卯已

脱胶、开裂，或铁箍已松脱

  (2)原灌浆效果
  a) 浆体与木材粘结

状况

浆体干缩，敲击有空鼓音

b)柱身受力状况 有明显的压皱或变形现象

  (3) 原挖补部位的完
好程度

已松动、脱胶，或又发生新的腐朽

计人偏心的影响。

25



6.2.4 古建筑承重木梁、仿的残损点，应按表6.2.4的标准

评定。

表6.2.4 承重木梁、杭残损点评定标准

项

次
勘查项目 勘查内容

残损点评定标准

中度残损或重度残损

l 材质劣化

  (1) 腐朽和老化变质
  在任一界面上，腐朽

和老化变质 (两者合计)
所占面积与整截面面积

之比P:
  a) 当仅有表层腐朽和

老化变质时对梁身

  p>1/8，或不少木节已恶化为松
软节或腐朽节

对梁端 (支承范围内) 不论p大小，均视为残损点

b) 当仅有心腐时 不论p大小，均视为残损点

(2)虫蛀  有虫蛀孔洞，或未见孔洞，但敲击
有空鼓音

(3)扭斜纹并发斜裂 有斜裂缝，且斜率大于15%

2 弯曲变形

  (1) 竖向挠度最大值
。1或。，1

当h/l>1/14时

。1>12/Zlooh

当h/l(1/14时
。1> 1/150

  对300年以上梁、杭，当无其他残
损时，可按:

  ‘>。，+h/50来评定

(2)侧向弯曲矢高叱 田2> 1/200

3 梁身受损

(1) 跨中断纹开裂  有裂纹，或未见裂纹，但梁的上表
面有压皱痕迹

  (2)梁端劈裂 (不包
括干缩裂缝)

有受力引起的端裂或斜裂

4
历次加固
现状复查

  (1) 梁端原拼接加固
完好程度

已变形，或已脱胶，或螺栓已松脱

(2)原灌浆效果
  浆体干缩，敲击有空鼓音，或梁身

挠度增大

注:表中1为计算跨度;h为构件截面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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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 当斗棋有下列损坏之一时，应视为残损点:

    1 整攒斗拱明显变形、错位或扭转;

    2 斗拱中受弯构件相对挠度已超过1/120;

    3 拱翘折断，小斗脱落，且每一仿下连续两处发生;

    4 棋的扭曲超过3mm;或斗的压陷超过3mm;或有劈裂、

偏斜、移位;

    5 整攒斗拱的木材发生腐朽、虫蛀或老化变质，并已影响

斗棋受力;

      6

6。2。6

柱头或转角处的斗拱有明显破坏迹象。

屋盖构件残损点应按表6.2.6进行评定。

表6.2.6 屋盖构件残损点评定标准

项

次
勘查项目 勘查内容

残损点评定标准

中度残损或重度残损

l 椽条

(1)材质劣化 已腐蚀或虫蛀，或已严重受潮

(2)挠度
  大于椽跨的1/100，或已引起屋面

明显变形

(3)椽、擦间的连系 未钉钉，或钉子已锈蚀

2 擦条

(1)材质劣化 按本标准表6.2.4评定

(2)跨中最大挠度叭

  当L成4.sm时，。，>L/90或叻
>36mm(L为计算跨度)

当L>4.sm时，。;>L八25

  当多数擦条挠度较大且已导致漏雨

时，则不论。，大小，均视为残损点

(3)擦条支承长度a
支承在木构件上

a< 6Omm

支承在砌体上 a< 120rnr比

(4)擦条受力状态
  擦端脱摔，或擦条外滚，或擦与梁

间无锚固

3
瓜柱、角
背驼峰

(1) 材质劣化 有腐朽或虫蛀

〔2) 构造完好程度 有倾斜、脱桦或劈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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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6.2.6

项

次
勘查项目 勘查内容

残损点评定标准

中度残损或重度残损

4 翼角、檐
头、由俄

(1)材质劣化 有腐朽或虫蛀

  (2)角梁后尾的固定
部位

无可靠拉结

  (3)角梁后尾、由俄
端头的损伤程度

已劈裂或折断

  (4)翼角、檐头受力
状态 已明显下垂

6.2.7 楼盖构件残损点应按表6.2.7进行评定。

                表6.2.7 楼盖构件残损点评定标准

项

次
勘查项目 勘查内容

残损点评定标准

中度残损或重度残损

l
楞木
(棚栅)

(1)材质 本标准表6.2.4评定

(2)竖向挠度最大值叻  叻>L/180，或体感颤动
严重

  (3)侧向弯曲矢高量叱
(原木梢栅不检查)

吻>L/200

(4)端部桦卯状况
  无可靠锚固，且支承长度小

于 60mm

2 楼板 木材腐朽及板面破损状况  已不能起加强楼盖水平刚度
作用

注:表中L为楞木 (糊栅)的计算跨度。

6.2.8 当古建筑木构架中部分使用石柱时，其石柱的残损点应

按表6.2.8进行评定。

表6.2.8 承重石柱残损点评定标准

勘查内容
  残损点评定标准

中度残损或重度残损

  在柱截面上，风化层所占
面积与全截面面积之比p 户>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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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6.2.8

项

次
勘查项目 勘查内容

残损点评定标准

中度残损或重度残损

2

(1) 受力引起的裂缝
a) 水平裂缝或斜裂缝

有肉眼可见的裂缝

  b) 纵向裂缝 (仅检查长
度超过300mm的裂缝)

(2)非受力引起的裂缝 位于关键受力部位

3 倾斜
  石柱顶或石柱段与木柱

交接处的垂直度

  存在明显的沿结构平面内或外
倾斜

4 构造缺陷

  (1) 柱头与上部木构架
的连接不当

  无可靠连接，或连接已松脱、
损坏

  (2)柱脚与柱础抵承
状况

  柱脚底面与柱础间实际
承压面积与柱脚底面积之

比介

P，<2/3

  (3) 柱与柱础之间错位
量与柱径或柱截面沿错位

方向尺寸之比Pm
枷>1/6

6.2.9 古建筑木构架的围护结构，其砖墙的残损点应按表

6.2.9进行评定。

项 l
_几一}勘查项 目
次 l

表6.2.9 砖墙残损点评定标准

— 1一 残损点瘾标准
勘查内容

中度残损或重度残损

材质劣化

  (1)风化

  在长 lm的任一区段 中

量测其平均风化深度与墙

厚之比夕

当H(7m时，户>1/5

当H>7m时，p>1/6

(2)灰缝粉化 最大粉化深度大于1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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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6.2.9

项

次
勘查项目 勘查内容

残损点评定标准

中度残损或重度残损

2
倾斜或侧向

    位移

单层房屋倾斜量△
H(7m，公>H/250

H>7m，乙>H/300

多层古

建筑

总倾斜量乙
H毛7m，乙> H/350

H> 10m，△>H/400

层间倾斜量△‘ 山> Hi/300

3 裂缝

  (1)地基沉降引起的
裂缝

出现裂缝

(2)受力引起的裂缝
  出现沿砖块断裂的竖向或斜向

裂缝

  (3)非受力引起的有害
裂缝

纵横墙连接处出现通长竖向裂缝

墙身裂缝的宽度已大于smm

注:表中符号 H为墙的总高;H，为层间墙高.

6.2.10 古建筑木构架的围护结构中，其他墙体的残损点应按下

列规定进行评定:

    1 土墙有下列损坏之一时，应评为残损点:

      1) 墙身倾斜超过墙高的1/70;

      2)在长lm的任一墙段中，墙体风化的平均深度已大于

          墙厚的1/5;

      3) 墙体有局部下沉或鼓起变形、开裂;

      4)墙体受潮。

    2 毛石墙有下列损坏之一时，应评为残损点:

      1) 墙身倾斜超过墙高的1/85;

      2) 墙身有较大破损或开裂。

6.2.n 当鉴定仅以勘查项目为目标时，其安全性评级可仅进行

至本层次，但应对被评为。‘级和d‘级的勘查项目逐一采取措施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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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处理。其中对重度残损的项目尚应立即处理。

6.3 单个构件鉴定评级

6.3.1 当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宜进行单个构件的鉴定评级:

    1 当具验算构件承载能力的条件，且要求对构件及其连接

进行评级时;

    2 当有要求对结构体系的安全性进行鉴定评级时。

6.3.2 古建筑木构架承重构件的安全性鉴定，应按残损勘查项

目和承载能力验算项目，分别评定该构件的残损等级和承载能力

等级，应取其中最低一级作为该构件的安全性等级。

6.3.3 当构件的安全性按残损勘查项目的评级结果进行评定时，

应按表6.3.3确定该构件的残损等级。

                表6.3.3 承重构件残损等级评定标准

等级 分级标准 处理要求

a

  构件应勘查项目全为a，级;或无。，级和d，级，仅个别

为 b，级
不必采取措施

b 构件应勘查项目中无c，级和d‘级，且b‘级多于a‘级 可不采取措施

C 构件应勘查项目中，最低等级为。‘级 应采取措施

d
  构件应勘查项目中最低等级为d，级，或无d‘级，但。‘

级多于50%
必须立即采取措施

6.3.4 当承重木构件的安全性按承载能力验算项目评定时，应

按本标准附录F的规定进行验算;且应按表 6.3.4的规定分别

评定每一验算项目的等级，然后取其中最低等级作为该构件承载

能力的等级。

        表 6.3.4 按承载能力评定承重构件及其连接安全性等级

构件类别
安全性等级

a级 b级 c级 d级

重要构件及

    连接

R/(yos)

) 1.00

R/(yos)

) 0.95

R/(yos)

) 0.90

R/(yos)

< 0.90



续表6.3.4

安全性等级

a级 b级 c级 d级

一般构件
R/(yos)

) 1.00

R/(yos)

) 0.90

R/(yos)

) 0.85

R/(yos)

< 0.85

注:表中R和5分别为结构构件的抗力和作用效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民用建筑

    可靠性鉴定标准》GB 50292的要求确定;yo为结构重要性系数，一般可取yo

    为1.2。

6.4 结构体系鉴定评级

6.4.1 对下列情况，宜进行结构体系的鉴定评级:

    1 需评定结构体系的整体牢固性;

    2 当鉴定对象为古建筑群，需制订修缮工程计划和实施科

学管理时。

6.4.2 结构体系的安全性鉴定评级，应根据其所含各种构件集

的安全性等级和结构体系整体牢固性等级进行综合评定。

6.4.3 当评定一种主要构件集的安全性等级时，应根据该种构

件集内每一受检构件的评定结果，按表6.4.3进行评级。

表6.4.3 主要构件集安全性鉴定评级

等级 多层古建筑 单层古建筑

A  该构件集内，不含 。级和 d级;
可含b级，但含量不应多于25%

  该构件集内，不含c级和 d级;可
含b级，但含量不应多于30%

B  该构件集内，不含 d级;可含 c
级，但含量不应多于15%

  该构件集内，不含d级;可含c
级，但含量不应多于20%

C

D
  该构件集内，c级或d级含量多于
。级的规定数

  该构件集内，c级和d级含量多于

c级的规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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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4 当评定一种一般构件集的安全性等级时，应按表6.4.4

进行评级。

表 6.4.4

多层古建筑

一般构件集安全性鉴定评级

等级 多层古建筑 单层古建筑

A
  该构件集内，不含 c级和 d级;

可含b级，但含量不应多于30%

  该构件集内，不含c级和d级;可

含b级，但含量不应多于35写

B
  该构件集内，不含d级;可含 c

级，但含量不应多于20%

  该构件集内，不含d级;可含 。

级，但含量不应多于25%

C

  该构件集内，可含 c级和 d级;

但c级含量不应多于40%;d级含

量不应多于10%

  该构件集内，可含C级和d级;但

。级含量不应多于50%;d级含量不

应多于15%

D
  该构件集内，c级或d级含量多于

。级的规定数

  该构件集内，c级和d级含量多于

c级的规定数

6.4.5 当评定结构体系整体牢固性等级时，应按表6.4.5的规

定，先评定其每一勘查项目的等级，然后按下列原则确定该结构

整体牢固性等级:

    1 当 6个勘查项目均不低于 B级时，按占多数的等级

确定;

    2 当仅一个勘查项目低于B级时，根据实际情况定为B级

或 C级;

    3 当不止一个项目低于B级时，根据实际情况定位C级或

D级。

                表6.4.5 结构整体牢固性等级的评定

项次 勘查项目 A级或B级 C级或D级

l
结构布置

及构造

  结构布置合理，形成

完整体系;传力路线明

确或基本明确;结构、

构件造型及连接方式正

确或基本正确

  结构布置不合理.存在薄弱环

节，未形成完整体系;传力路线不

明确;结构、构件选型及连接方式

不当，或易受振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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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6.4.5

项次}勘查项目 A级或B级 C级或 D级

2 1整体倾斜

  未发现有沿结构平面

内外的倾斜;或仅有施

工允许偏差范围内的

倾斜

  结构平面内倾斜值已大于结构顶

点高度的1/200

3 1局部倾斜

  未发现有柱头与柱脚

间的相对位移;或仅有

施工允许偏差范围内相

对位移

  柱头与柱脚的相对位移大于 L。/

100(乙。为柱的无支长度)

构架间的

连系构造

  纵向梁、仿及其连系

构件现状完好或基本

完好

  纵向梁、仿及其连系构件已残损

或松动

梁柱节点

的连接

  拉结构造完整及桦卯

现状完好或基本完好

  无拉结，桦头已拔出桦长的2/5

长度，或已劈裂

桦卯完好

  程度
完好或基本完好

  有劈裂、断裂或有压缩量大于

4mm 的横纹压缩变形;或桦卯已

腐朽、虫蛀或有严重受潮

注:评定结果取 A级或B级，根据其完好程度确定;取C级或 D级，根据实际严

    重程度确定。

6。4。6

      1

结构体系的安全性等级，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般情况下，应按各主要构件集的评级结果，取其中最

低一级作为结构体系的安全性等级。

2 当上部承重结构按上款评为B级，但若发现各主要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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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所含的C级构件 (或其节点、连接域)处于下列情况之一时，

宜将所评等级降为C级:

      1) 出现。级构件交汇的节点连接;

      2)不止一个。级存在于人群密集场所或其他破坏后果严

          重的部位。

    3 当上部承重结构按本条第 1款评为C级，但若发现其主

要构件集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宜将所评等级降为D级:

      1) 多层古建筑中，其底层柱集为C级;

      2) 多层古建筑的底层，有不止一个d级构件;或其他两

          相邻层同时出现d级构件;

      3) 在人群密集场所或其他破坏后果严重的部位，出现不

          止一个d级构件。

    4 当上部承重结构按本条第 1款评为A级或B级，而结构

整体牢固性等级为C级时，应将所评的上部承重结构安全性等

级降为C级。若结构整体牢固性等级为D级，应取上部承重结

构安全性等级为D级。

    5 当上部承重结构按本条第 1款评为A级或B级，但若发

现被评为C级或D级的一般构件集不止一个，应将上部承重结

构所评的安全性等级降为C级;若C级或D级的一般构件集仅

有一个，可将上部承重结构安全性等级定为B级。

6.4.7 当建筑物受到振动作用引起管理部门对古建筑结构安全

表示关注或振动引起的结构构件损伤，已可通过目测判定时，应

按本标准附录G的规定进行检测与评定。当评定结果对结构安

全性有影响，应将上部承重结构安全性鉴定所评等级降低一级，

且不应高于C级。

6.4.8 围护结构可不参与结构体系的安全性评级，但若勘查发
现围护构件存在残损点，应在鉴定报告列出，并应逐项进行加固

修复。

6.4.9 结构体系及其构件集的分级标准含义和处理要求应符合

表 6.4.9的规定。



表 6.4.9 结构体系及其构件集分级标准含义和处理要求

层次 鉴定对象 等级 分级标准含义 处理要求

构件集

A
  安全性符合本标准对 A级

的要求，不影响整体承载

  可能有个别一般构件应采

取措施

B

  安全性略低于本标准对 A

级的要求，尚不显著影响整

体承载

  可能有极少数构件应采取

措施

C

  安全性不符合本标准对A

级的要求，显著影响整体

承载

  应采取措施，且可能有极

少数构件必须立即采取措施

D

  安全性不符合本标准对 A

级的要求，严重影响整体

承载

必须立即采取措施

结构体系

A
  安全性符合本标准对 A级

的要求，不影响整体承载

  可能有个别一般构件应采

取措施

B

  安全性略低于本标准对A

级的要求，尚不显著影响整

体承载

  可能有极少数构件应采取

措施

C

  安全性不符合本标准对A

级的要求，显著影响整体

承载

  应采取措施，且可能有少

数构件必须立即采取措施

D

  安全性严重不符合本标准

对A级的要求，严重影响整

体承载

必须立即采取措施

6.5 地基基础和场地安全性鉴定

6.5.1 当古建筑木结构的安全性鉴定评级需考虑地基基础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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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影响，或古建筑的安全问题主要由地基基础或场地引起时，

应对其安全性进行鉴定。

6.5.2 古建筑地基基础的安全性鉴定评级，应根据地基变形或

地基承载力的评定结果进行确定;对建在斜坡场地的古建筑，还

应按边坡场地稳定性的评定结果进行确定。

6.5.3 鉴定地基、桩基的安全性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宜根据地基、桩基沉降观测资料，以及其不均匀沉降在

上部结构中反应的检查结果，按地基变形进行鉴定评级。

    2 当需按地基、桩基的承载力进行鉴定评级时，应以岩土

工程勘察档案和有关地基下卧层的检测验算资料为依据进行评

定。当档案、资料缺失或不全时，应补充近位勘探点，进一步查

明土层分布情况，并应结合当地工程经验进行核算和评价。

    3 对建造在斜坡场地上的古建筑，应根据历史资料和近期

实地勘察结果，对边坡场地的稳定性进行验算。

6.5.4 当地基基础的安全性按地基变形 (建筑物沉降)观测资

料或其上部结构反应的检查结果评定时，应按下列规定评级:

    I A级  不均匀沉降小于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地基基础设

计规范》GB 50007规定的允许沉降差;建筑物无沉降裂缝、变

形或位移。

    Z B级  不均匀沉降不大于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地基基础

设计规范》GB 50007规定的允许沉降差;且连续两个月地基沉

降量小于每月Zmm;或建筑物的上部结构的砌体部分虽有轻微

裂缝，但无发展迹象。

    3 C级  不均匀沉降大于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地基基础设

计规范》GB 50。。7规定的允许沉降差;或连续两个月地基沉降

量大于每月Zmm;或建筑物上部结构砌体部分出现宽度大于
smm的沉降裂缝，且沉降裂缝短期内无终止趋势。

    4 D级  不均匀沉降远大于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地基基础

设计规范》GB 50。。7规定的允许沉降差;连续两个月地基沉降

量大于每月Zmm，且尚有变快趋势;或建筑物上部结构的沉降



裂缝发展显著;砌体的裂缝宽度大于10mm。

6.5.5 当地基基础的安全性按其承载力评定时，可根据本标
准第 6.5.3条规定的检测和计算分析结果，采用下列规定

评级:

    1 当地基基础承载力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地基基础设

计规范》GB 50。。7的规定时，可根据建筑物的完好程度评为A
级或B级。

    2 当地基基础承载力不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地基基础

设计规范》GB 50007的规定时，可根据建筑物开裂损伤的严重

程度评为C级或D级。

6.5.6 当地基基础的安全性按边坡场地稳定性项目评级时，应

按下列规定评定:

    I A级  建筑场地地基稳定，无滑动迹象及滑动史。

    Z B级  建筑场地地基在历史上曾有过局部滑动，经治理

后已停止滑动，且近期评估表明，在一般情况下，不会再滑动。

    3 C级  建筑场地地基在历史上发生过滑动，目前虽已停

止滑动，但当触动诱发因素时，今后仍有可能再滑动。
    4 D级  建筑场地地基在历史上发生过滑动，目前又有滑

动或滑动迹象。

6.5.7 地基基础的安全性等级，应根据本节对地基基础和场地

的评定结果按其中最低一级确定。

6.5.8 鉴定中当发现地下水位或水质有较大变化，或土压力、

水压力有显著改变，且可能对建筑物产生不利影响时，应对此类

变化所产生的不利影响进行评价，并应提出处理建议。

6.6 抗 震 鉴 定

6.6.1 古建筑木结构的抗震鉴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古建筑木结构均应进行抗震构造鉴定。

    2 在表6.6.1规定范围的建筑，应对其主要承重结构进行

截面抗震验算。



表6.6.1古建筑需作截面抗震验算的范围

抗震设防烈度 6度 7度 8度 9度

基本地震加速
  度设计值

0.059 0.10(0.15)9 0.20(0.30)9 0.409

建筑类别 建筑场地类别

一般古建筑
111、W类

  场地
所有场地

结构特殊的古建筑
30。年以上古建筑

111、W类
  场地

所有场地

50。年以上古建筑
111、W类

  场地
11、111、W

  类场地
所有场地

注:括号内加速度值的取用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执行。

6.6.2 对下列情况，宜进行抗震变形验算:

    1 8度111、W类场地及9度时，基本自振周期 T，不小于15

的单层木构架建筑。

    2 8度及9度时，500年以上的建筑，或高度大于15m的

多层木构架建筑。

    3 对抗震设防烈度大于9度地区的古建筑，其抗震鉴定应

经专项论证。

6.6.3 古建筑木结构及其相关工程的抗震构造鉴定，应符合下

列规定:

    1 对抗震设防烈度为6度和7度的建筑，应按本标准第
6.2一6.4节的规定进行鉴定。凡存在未修复残损点的木构架构

件和连接，应被判为不符合抗震构造要求。

    2 对抗震设防烈度为8度和9度时的建筑，除应按本条第

1款鉴定外，尚应按表6.6.3的规定进行鉴定。



表6.6.3 设防烈度为8度和9度的古建筑木结构

              抗震构造鉴定要求

检查对象 }勘查项目 检查内容 鉴定合格标准
项

次

柱脚与柱础

抵承状况

  柱脚地面与柱础间实

际抵承面积与柱脚处柱

的原截面面积之比Pc

林)3/4

木柱

柱础错位

  柱与柱础之间错位量

与柱径 (或柱截面)沿

错位方向的尺寸之比脚

Pd(1/10

不应超过桦长的1/4
柱与梁仿

  的连接

桦卯连接完

  好程度

柱与梁仿

拉结情况

斗拱构件

桦头拔出卯口的长度

  拉结件 种类及拉 结

方法

  完好程度

31 斗拱
斗拱桦卯 } 完好程度

  (1) 构架平面内倾斜

量 山

  应有可靠的铁件拉

结，且铁件无严重锈蚀

  无腐朽、劈裂、残损

  无腐朽、松动、断裂

或残损

  △1(H/250

  (H为柱的总高)
整体倾斜

  (2)构架平面外倾斜

量 乃2
乙2提HO /350

木构架整

  体性

局部倾斜
△簇L。/150

(L。为柱的无支长度)

构架间的

  连系
连接应牢固

应予修补

墙体构造

  柱头与柱脚相对位移

量△(不含侧脚值)

  纵向连系构件的连接

情况

  (1)墙角酥 碱处 理

情况

  (2) 填心砌筑墙体的

拉结情况

  每3澎墙面应至少有

一拉结件

注:表中B为墙厚，当墙厚上下不等时，按平均值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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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4 古建筑木结构抗震能力的验算，除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的规定进行外，尚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在截面抗震验算中，结构总水平地震作用的标准值，应

按下式计算:

                    F二=0·72a1Ges (6.6.4)

式中:al— 相应于结构基本自振周期TI的水平地震影响系数，
            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
            确定;

    Ge:— 结构等效总重力荷载。对坡顶房屋取1.15味;对
            平顶房屋取 1.0味;对多层古建筑取0.85味;伏

            为房屋总重力荷载代表值;对单层坡顶房屋FEK作

            用于大梁中心位置;

    F以— 结构总水平地震作用的标准值。对多层古建筑FEK

            的分配，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SOOll确定。

    2 结构基本自振周期TI，宜根据实测值确定。当符合本标

准附录H规定的条件时，也可按本标准附录 H的经验公式

确定。

    3 木构架承载力的抗震调整系数了RE可取。.8。

    4 计算木构架的水平抗力，应计人梁柱节点连接的有限

刚度。

    5 抗震变形验算中，在罕遇地震作用下，木构架的位移角

限值 (op)可取1/30。

6.6.5 古建筑的抗震鉴定，应收集利用建筑残损点的勘查资料;

当资料不全或勘查后已经修缮时，应进行必要的补测和复查。

6.7 鉴定报告编写要求

6.7.1 古建筑木结构的安全性及抗震鉴定报告，应包括下列基

本内容:



    1 建筑物概况;

    2 鉴定的目的、范围和内容;

    3 检查、分析、鉴定的结果;

    4 结论与建议;

    5 附件。

6.7.2 鉴定报告中，应对被评为c级、d级及C级和D级勘查

项目的数量、所处位置及其处理建议，作出说明。当房屋的构造

复杂或问题很多时，尚应绘制。级和d级及C级和D级勘查项

目的分布图。对被评为抗震鉴定不合格的抗震构造项目，也应逐

项列出，并应提出处理建议。

6.7.3 对承重结构或构件的安全性鉴定及抗震鉴定所查出的问

题，可根据其严重程度和具体情况有选择地采取下列处理措施:

    1 减少结构上的荷载;

    2 加固或更换构件;

    3 加强抗震构造措施;

    4 临时支顶;

    5 停止使用。

6.7.4 鉴定报告中应说明对结构体系及其构件集所评的等级，

可作为技术管理或制订维修计划的依据，并说明应及时对其中所

含的c级、d级及C级和D级勘查项目采取措施。



7 木构架的维护、修缮与加固

7.1 一 般 规 定

7.1.1 古建筑木结构及其相关工程的维护，应在该建筑物法式

勘查完成后方可进行。当因建筑物出现险情，急需抢修时，允许

采取不破坏法式特征的临时性排险加固措施。

7.1.2 古建筑木结构的加固，应以其安全性鉴定和抗震鉴定的

结论为依据;对每一残损点，经鉴定确需处理者，应按不同的要

求，分轻重缓急进行妥善安排。对属情况恶化，明显影响结构安

全者，应立即进行支顶或加固。

7。1。3

规定:

      1

古建筑木结构的维护、修缮与加固工作，应符合下列

根据建筑物法式勘查报告进行现场校对，明确维修中应

保持的法式特征。

    2 根据残损情况勘查中测绘的全套现状图纸，以最小干预

为原则，在避免过度修缮前提下制订周密的维修方案，并根据该

建筑的文物保护级别，完成规定的报批手续。

    3 对能修补加固的，应设法最大限度地保留原件，使历史

信息得以延续;对需更换的木构件，应在隐蔽处注明更换的

日期。

    4 加固中换下的原物、原构、配件不得擅自处理，应统一

由文物管理部门处置。

    5 应做好施工记录，详细测绘隐蔽结构的构造情况。维修

加固的技术资料应归档。

    6 应遵守施工程序和检查验收制度。

7.1.4 维护、修缮与加固古建筑木结构过程中，当发现隐蔽结

构的构造有严重缺陷，或所处的环境条件存在不利因素，可能导



致重新出现同样问题时，应立即停工，并应采取措施消除隐患。

7.2 材 料

7.2.1 古建筑木结构承重构件的修复或更换，应采用与原构件

相同的树种木材;当确有困难时，也可按表7.2.1一1和表7.2.1-

2选取强度等级不低于原构件且性能相近的木材代替。

                表7.2.1一1常用针叶树种木材强度等级

强度

等级
组别

适用树种

国产木材 进口木材

TC17

A 柏木 长叶松

B 东北落叶松 欧洲赤松、欧洲落叶松

TC15

A 铁杉、油杉  北部北美黄杉 (北部花旗松)、
太平洋海岸黄柏、西部铁杉

B
  鱼鳞云杉、西南云杉、油
麦吊云杉、丽江云杉

  南亚松、南部北美黄杉 (南部
花旗松)

TC13

A 侧柏、建柏、油松
  北美落叶松、西部铁杉、海岸

松、扭叶松

B
  红皮云杉、丽江云杉、红
松、樟子松

  西加云杉、西伯利亚红松、新
西兰贝壳杉

TCll

A 西北云杉、新疆云杉
  西伯利亚云杉、东部铁杉、铁

杉一冷杉 (树种组合)、加拿大冷
杉、西黄松、杉木

B 速生杉木 新西兰辐射松、小干松

表7.2.1一2 常用阔叶树材强度等级

强度

等级

适用树种

国产木材 进 口木材

TB20 青冈、稠木

  甘巴豆 (门格里斯木)、冰片香 (卡普木、山

樟)、重黄婆罗双 (沉水稍)、重坡垒龙脑香 (克

隆木)、绿心樟 (绿心木)、紫心苏木 (紫心木)、

孪叶苏木 (孪叶豆)、双龙瓣豆 (塔特布木)、印

茄木 (菠萝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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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7.2.1一2

强度

等级

适用树种

国产木材 进口木材

TB17
  栋木、械木、水曲

柳、刺槐

  腺瘤豆 (达荷玛木)、筒状非洲谏 (窿佩莱木、

沙比利)、蟹木谏、深红默罗藤黄 (曼妮巴利)

TB15 锥栗、槐木、桦木
  黄婆罗双 (黄柳按)、异翅香 (梅窿瓦木)、水

曲柳、尼克樟 (红劳罗木)

TBll 榆木、苦糠 J心形锻、大叶锻

7.2.2 修复或更换承重构件的木材，其材质宜与原件相同或相

近。当原件已残毁时，应按本标准表7.2.1一1和表7.2.1一2选择

树种，并应按表7.2.2的规定选材。

                  表7.2.2 承重结构木材材质标准

项次 缺陷名称

原木材质等级 方木材质等级

工等材 n等材 工等材 n等材

受弯构件

    或

压弯构件

  受压构件

      或

次要受弯构件

受弯构件

    或

压弯构件

  受压构件

      或

次要受弯构件

l 腐朽 不允许 不允许 不允许 不允许

2

2/3 1/3 2/5

1/5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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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7.2.2

项次

原木材质等级 方木材质等级

1等材 n等材 工等材 n等材

3

  斜纹

  任何 lm材长上平

均倾斜高度不得大于

80rnnl 120nlrn 50rnnl 80rn「n

4

  裂缝

  (1) 在连接的受剪

面上

不允许 不允许 不允许 不允许

  (2)在连接部位的

受剪面附近，其裂缝

深度 (有对面裂缝时

用两者之和)不得

大于

直径的1/4 直径的1/2 材宽的1/4 材宽的1/3

5
  生长轮 (年轮)其

平均宽度不得大于
4rnm 4mm 4mm 4nlrn

6 虫蛀 不允许 不允许 不允许 不允许

7.2.3 古建筑木结构修复或更换承重构件的木材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供制作斗拱的木材，不得有木节和裂缝。

    2 古建筑用材不得有死节，包括松软节和腐朽节。

    3 木节尺寸按垂直于构件长度方向测量。木节表现为条状

时，应在条状的一面不量 (图7.2.3)，直径小于10mm的活节

望匕，体1石节二七刀动，石J丈动J、
飞 J钾 护 七 林 叼 弓花 沪两 / J 少1写 ，U 、 不量

图7.2.3 木节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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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量。

7.2.4 用作承重构件或小木作工程的木材，使用前应经干燥处

理，含水率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原木或方木构件，包括梁仿、柱、凛、椽等，不应大于

20%。对原木和方木含水率的测定，允许采用按表层检测结果表
示，但应要求其表层20mm深处的含水率不应大于16%。

    2 板材、斗棋及各种小木作，不应大于当地的木材平衡含

水率。

7.2.5 修复古建筑木结构构件使用的胶粘剂，胶缝强度不应低

于被胶合木材的顺纹抗剪和横纹抗拉强度;胶粘剂的耐水性及耐

久性，应与该木结构的加固设计使用年限相适应。

7.2.6 对易受潮的结构和外檐装修工程，应选用耐水性和耐久

性好的结构胶;对室内正常温度、湿度条件下使用的非承重构件

或内檐装修工程，如有可靠的工程经验也可采用改性的膘胶、骨

胶或皮胶等。

7.3 木  构 架

7.3.1 木构架的整体维修与加固，应根据其残损程度分别采用

下列方法:

    1 修整加固;

    2 打华拨正;

    3 落架大修。
7.3.2 落架大修的工程，应先揭除瓦顶，再由上而下分层拆落
望板、椽、凛及梁架。在拆落过程中，应防止桦头折断;应采取

保护措施，保护好木构件上的彩画和墨书题记。

7.3.3 拆落木构架前，应先给所有拟拆落的构件编号，并将构

件编号牌钉在构件上，标明在书面记录和图纸中。

7.3.4 对拆下的构件，经检查确需更换或修补加固时，应按本

标准第7.4节一第7.6节有关规定执行。

7.3.5 对木构架进行打华拨正时，应先揭除瓦顶，拆下望板和



部分椽，并将凛端的桦卯缝隙清理干净;如有加固铁件应全部取

下;对已严重残损的凛、角梁、平身科斗拱等构件，也应拆下。

7.3.6 木构架的打华拨正，应根据实际情况分次调整，每次调

整量不宜过大。施工过程中，当发现异常声响或出现其他未估计

到的情况时，应立即停工，待查明原因，清除故障后，方可继续

施工。

7.3.7 对木构架进行整体加固，应符合下列规定:

    1加固方案不得改变原来的受力体系。

    2 对原结构构造的固有缺陷，应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处理，

对所增设的连接件应采取隐蔽措施。

    3 对本应拆换的梁仿、柱，当其文物价值较高而需保留时，

宜采用现代材料进行补强或另加支柱支顶。

    4 木构架中原有的连接件，包括椽、擦和构架间的连接件，

应全部保留。当有短缺时，应重新补齐。

    5 加固所用材料的强度应与原结构材料强度相近，耐久性

不应低于原有结构材料的耐久性。

7.3.8 木构架中，下列部位的桦卯连接构造较为薄弱，在整体

加固时，应根据结构构造的具体情况，采用连接锚固和补强

措施:

    1 柱与额仿连接处;

    2 凛端连接处;

    3 有外廊或周围廊的木构架中，抱头梁或穿插仿与金柱的

连接处;

    4 其他用半银锭桦连接的部位。

7.3.9 古建筑的抢险工程中，应对木构架设置防止倾斜或扭转

继续发展的临时支撑，但支撑系统应经设计计算。

7.4 木 柱

7.4.1 对木柱的干缩裂缝，当其深度不超过柱径或该方向截面

尺寸1/3时，可按下列嵌补方法进行修整:



    1 当裂缝宽度小于3mm 时，可在柱的油饰或断白过程中，

采用腻子勾抹严实。

    2 当裂缝宽度在3mm一30mm时，可用木条嵌补，并采用

改性结构胶粘剂粘牢。

    3 当裂缝宽度大于30rnxn 时，除采用木条以改性结构胶粘

剂补严粘牢外，尚应在柱的开裂段内加铁箍或纤维复合材箍

(2一3)道。当柱的开裂段较长时，宜适当增加箍的数量。

7.4.2 当干缩裂缝的深度超过本标准第7.4.1条规定的范围或

因构架倾斜、扭转而造成柱身产生纵向裂缝时，应待构架整修复

位后，方可按本标准第7.4.1条第3款的方法进行处理。当此类

裂缝处于柱的关键受力部位，则应根据具体情况采取加固措施，

或更换新柱。

7.4.3 对柱的受力裂纹或皱纹，以及尚在开展的斜裂缝，必须

进行监测和强度验算，并应根据具体情况采取加固措施或更换

新柱。

7.4.4 当木柱有不同程度的腐朽而需整修、加固时，可采用下

列剔补或墩接的方法处理:

    1 当柱心完好，仅有表层腐朽，且经验算剩余截面尚能满

足受力要求时，可将腐朽部分剔除干净，经防腐处理后，用干燥

木材依原样和原尺寸修补整齐，并应用耐水性胶粘剂粘接。当为

周围剔补时，尚应加设铁箍 (2一3) 道。

    2 当柱脚腐朽严重，但自柱底面向上未超过柱高的1/4时，

可采用墩接柱脚的方法处理。墩接时，可根据腐朽的程度、部位

和墩接材料，选用下列方法:

      1) 用木料墩接，先将腐朽部分剔除，再根据剩余部分选

          择墩接的桦卯式样 (图7.4.4)。施工时，除应使墩接

          桦头严密对缝外，还应加设铁箍或用碳纤维布双向交

          叉粘贴的复合材箍。

      2) 石料墩接，可用于不露明的柱，也可用于柱脚腐朽部

          分高度小于 200mm的柱。露明柱可将石料加工为小



于原柱径 100mm的矮柱，周围应采用厚木板包镶钉

牢，并应在与原柱接缝处加设铁箍一道。

⑩ 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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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4.4 木柱墩接构造

7.4.5 当木柱内部腐朽、蛀空，但表层的完好厚度不小于

SOmm时，可采用同种或材性相近的木材嵌补柱心并用结构胶粘

接密实，当无法采用木材嵌补时，可采用高分子材料灌浆加固，

其做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在柱中应力小的部位开孔。当通长中空时，可先在柱

脚凿方洞，洞宽不得大于12omm，应每隔500Inm 凿一洞眼，直

至中空的顶端。

在灌注前应将中空部位柱内的朽烂木渣、碎屑清除干净。

当柱中空直径超过150mm时，宜在中空部位采用同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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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材填充柱心。

4 改性环氧树脂灌浆料的性能要求，应符合表7.4.5一1及

表7.4.5一2的规定。

5 灌注树脂应饱满，每次灌注量不宜超过 30009，两次间

隔时间不宜少于30min。



表7.4.5一1 环氧树脂灌浆料浆液性能要求

项次 检测项目 浆液性能 测试方法标准

l 浆液密度 (9/cm3) > 1.00
《液态胶粘剂密度的测定方法

重量杯法》GB/T 13354

2
  《工程结构加固材料安全性鉴

定技术规范》GB 50728

3
可操作时间

    (nlin)

  《多组分胶粘剂可操作时间的

测定》GB/T 7123.15℃ (120

表7.4.5一2 环氧树脂灌浆料固化物性能要求

项次 检测项目 固化物性质 测试方法标准

1 胶体抗压强度 (MPa) )70
  《树脂浇铸体性能试验方法》GB/

T 2567

2 胶体抗拉强度 (MPa) )8.0
  《树脂浇铸体性能试验方法》GB/

T 2567

3

4
与水曲柳木材顺纹粘

接抗剪强度 (MI〕a))5.4(湿态)

7.4.6 当木柱严重腐朽、虫蛀或开裂，且不能采用修补、加固

方法处理时，可更换新柱，更换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确定原柱高，当木柱已残损时，应对其结构、时代特

征和同类木柱尺寸进行考证和综合分析，应推定柱高、柱径和

形状。

    2 木材树种和材质的选择，应符合本标准第7.2节的规定。

4]



7.4.7 粘接木构件的胶粘剂，宜采用改性环氧结构胶，并应符

合下列规定:

    1 改性环氧结构胶的性能，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工程

结构加固材料安全性鉴定技术规范》GB 50728的规定外，尚应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木结构试验方法标准》GB/T50329对木材

胶粘能力的规定。

    2 木构件粘接后，当需用锯割或凿刨加工时，夏季应经过

48h，冬季应经过7d养护后，方可进行。

    3 木构件粘接时的木材含水率不得大于15%。
    4 当在承重构件或连接中采用胶粘补强时，不得利用胶缝

直接承受拉力。

7.4.8 当用胶粘的无碱玻璃纤维布箍作为木构件裂缝加固的辅

助措施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构件上凿槽，缠绕玻璃纤维布箍，槽深应与箍厚相同。

    2 粘合用的胶粘剂应采用改性环氧结构胶，其性能应符合

本标准第7.4.7条的规定。

    3 无碱玻璃纤维布应采用脱蜡、无捻、方格布，厚度应为
0.15mm~0.30mm。

    4 缠绕的工艺及操作技术，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

规定。

7.4.9 在不拆落木构架的情况下墩接木柱时，应采用支架及支
撑等将柱及与柱连接的梁仿等承重构件支顶牢固。

7.5 梁 杭

7.5.1 当梁杭构件的腐朽采用粘贴木块修补时，应先将腐朽部

分剔除干净，经防腐处理后，用干燥木材按所需形状及尺寸制成

粘补块件，以改性环氧结构胶粘贴严实，再用铁箍或螺栓紧固。

如需更换时，宜选用与原构件相同树种的干燥木材制作新构件，

并应预先进行防腐处理。

7.5.2 对梁杭的干缩裂缝，应按下列规定处理:



    1 当构件的水平裂缝深度 (当有对面裂缝时，用两者之和)

小于梁宽或梁直径的1/3时，可采取嵌补的方法进行修整，应先

用木条和耐水性胶粘剂，将缝隙嵌补粘结严实，再用两道以上铁

箍或玻璃钢箍、碳纤维箍箍紧。

    2 当构件的裂缝深度超过本条第 1款的限值，应进行承载

能力验算。当验算结果能满足受力要求时，仍可采用本条第1款

的方法修整;当不满足受力要求时，应按本标准第7.5.3条的方

法进行处理。

7.5.3 当梁仿构件的挠度超过规定的限值或发现有断裂迹象时，

应按下列方法进行处理:

    1 在梁下面支顶立柱;

    2 当条件允许时，采用在梁仿内埋设碳纤维板、型钢或采

用其他补强方法处理;

    3 更换构件。
7.5.4 对梁仿脱桦的维修，应根据其发生原因，采用下列修复

方法:

    1 桦头完整，仅因柱倾斜而脱桦时，可先将柱拨正，再用

铁件拉接。

    2 当梁仿完整，仅因桦头腐朽、断裂而脱桦时，应先将破

损部分剔除干净，并在梁仿端部开卯口，经防腐处理后，用新制

的硬木桦头嵌人卯口内。嵌接时，桦头与原构件用改性环氧结构

胶粘牢并用铁件固紧。桦头的截面尺寸及其与原构件嵌接的长

度，应按计算确定。并应在嵌接长度内加箍固紧。

7.5.5 对承椽杭的侧向变形和椽尾翘起，应根据椽与承椽仿搭

交方式的不同，采用下列维修方法:

    1 椽尾搭在承椽杭上时 (图7.5.sa)，可在承椽仿上加一

根压椽仿，压椽仿与承椽杭之间用螺栓固紧。

    2 椽尾嵌人承椽仿外侧的椽窝时 (图7.5.sb)，可在椽底
面附加一根杭木，仿木与承椽仿用螺栓连接，椽尾用方头钉固定

于仿上。

                                                                              43



灭a) 球 甩殆 士 水稼 衍

1一额杭 2一矮柱 3一压椽杭 4一螺栓
        5一承椽杭 6一柱 7一椽

1一额杭 2一柱 3一承椽杭 4一螺栓
        5一椽 6一附加杭木

图7.5.5 承椽仿加固及防止椽尾翘起的措施

7.5.6 角梁 (仔角梁和老角梁)梁头下垂和腐朽，或梁尾翘起

和劈裂，应按下列方法进行处理:

    1 梁头腐朽部分小于挑出长度1/4时，可根据腐朽情况进

行修补或另配新梁头，并应做成斜面搭接或刻桦对接。接合面应

采用环氧结构胶接牢固。对斜面搭接，还应加两个及以上螺栓

(图7.5.6一1)或铁箍加固。

    2 当梁尾劈裂时，可采用结构胶粘接并加铁箍紧固。梁尾



(a)斜面搭接

(b)刻桦对接

    图7.5.6一1新配角梁头的拼接方式
1一新配角梁头;2一螺栓加固;L一老角梁挑出长度

与凛条搭接处可采用铁件、螺栓连接 (图7.5.6一2)。

    图7.5.6一2 梁尾劈裂加固

1一角梁梁尾劈裂;2一螺栓;3一U形箍

3 仔角梁与老角梁宜采用螺栓固紧。

7.6 斗 拱

7.6.1 对能整攒卸下的斗拱，应先在原位捆绑牢固，整攒轻卸，

标出部位，堆放整齐。

7.6.2 当维修斗拱时，不得增加杆件。但对清代中晚期个别斗

拱有结构不平衡的，可在斗拱后尾的隐蔽部位增加杆件补强;当

角科大斗有严重压陷外倾时，可在平板仿的搭角上加抹角枕垫。



7.6.3 斗棋中受弯构件的相对挠度，如未超过1/120时，可不

更换。当有变形引起的尺寸偏差时，可在小斗的腰上粘贴硬木

垫，但不得放置活木片或楔块。

7.6.4 修缮斗拱时，应将小斗与拱间的暗销补齐。暗销的桦卯
应严实。

7.6.5 对斗拱的残损构件，可采用结构胶粘剂粘接而不影响受

力者，均不得更换。

7.7 抗 震 加 固

7.7.1 古建筑木结构的抗震加固，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抗震加固烈度，应按本地区的基本烈度采用。对重要古

建筑，可提高一度加固，但应经上一级文物主管部门批准。

    2 古建筑木结构的抗震加固设计，应在不改变文物原状的

原则下提高其承重结构的抗震能力。

重要古建筑的抗震加固方案，应经专项论证后确定。

按本标准进行抗震加固设计的古建筑木结构，其基本的抗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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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加固设防目标应是:当遭受低于本地区设防烈度的多遇地震影

响时，古建筑木结构基本不受损坏;当遭受相当于本地区抗震设

防烈度的地震影响时，古建筑木结构可能稍有损坏，但经一般性
修缮后仍可继续使用;当遭受高于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的罕遇地

震影响时，古建筑木结构不致坍塌，经大修后仍可基本恢复原状。

7.7.2 当古建筑木结构的构造不符合抗震鉴定要求时，应按所

发现的问题逐项进行加固，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体形高大、内部空旷或结构特殊的古建筑木结构，均

应采取整体加固措施。

    2 对截面抗震验算不合格的结构构件，应采取有效的减载、

加固和必要的防震措施。

    3 对抗震变形验算不合格的部位，宜采取加设支撑等措施

提高其刚度。当有困难时，也应加临时支顶，但应与其他部位刚

度相当。



8 相关工程的维护

8.1 一 般 规 定

8.1.1 古建筑地面的翻修，应先测绘出甫路、散水和海漫的铺
漫形式，各部位的高程、排水方向、坡度与面层做法。

8.1.2 古建筑雨水沟的维修，除应符合本标准第3.0.1条的规

定外，尚应做出排水坡度。

8.1.3 古建筑外围院面铺装和路面维修时，不得湮没土衬石、

砚窝石和牌楼散水等。

8.2 场地、排水及基础

8.2.1 古建筑场地的保护，应保持排水畅通，并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不得任意砍伐和损坏树木和植被;

    2 不得擅自进行爆破作业;

    3 不得任意开挖土方;

    4 不得任意切除坡角和在坡面上堆置大量弃土;

    5 不得在山坡上任意设置蓄水池。

8.2.2 对在湿陷性黄土、膨胀土、红薪土场地上的古建筑，应

加强其基础的维护。应保持排除地表水的天然条件，避免截断雨

雪水的天然流径路线。水池应布置在地势低的地方。建筑物周边

应设置散水坡。

8.2.3 当古建筑保护范围内有山坡时，应做好场地防洪泄洪系
统，并应在山坡上部适当位置设置截洪沟，将洪水引至古建筑场

地以外。截洪沟的纵向坡度不应小于3%。;横断面应按汇水面积

的常年最大流量确定;沟底宽度不应小于60Omm;沟壁的坡度

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 50007的规定



确定，并应防止渗漏。在土质松软和受水冲刷地段应适当加固。

8.2.4 当古建筑位于山坡上时，应对其场地的地层岩性、地质

构造、地形地貌和水文地质进行评估。对古建筑有潜在威胁或有

直接危害的滑坡、崩塌、泥石流、岩溶和土洞发育地段，应采取

可靠的整治措施。当发现有岩土裂缝、位移等滑坡、崩塌迹象

时，应及时采取防治或抢救措施，并应定期监测滑坡体或崩塌体

的位移和沉降变化。当古建筑位于河岸上时，应根据水流特性采

取场地附近河岸边坡的保护措施和冲刷防护设施。当发现有边坡

溜坍或堤岸崩塌迹象时应及时进行整治。

8.2.5 在古建筑地基附近开挖深坑、深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地质条件不良，如软土、土层中含有泥层或流砂层，

或地下水位较高时，不宜采用无支撑的大开挖方法施工。

    2 当地质条件良好、土质均匀且地下水位低于坑、槽底面

标高0.sm以上时，可不设支撑。但其边坡坡度 (高宽比)不应

大于1，2，且边坡顶点至古建筑台基边缘的距离 (即护坡道宽

度)不应小于3.om(图8.2.5)。

任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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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夕一-一一

      图8。2.5临近古建筑开挖坑 (槽)示意图

1一灰土;2一台基与拦土;3一护坡道;h:一坑 (槽)底面标高;

              灿一地下水位标高;1一边坡坡度

3 古建筑基础四周或围墙两侧，不得堆置大量弃土。



4 当采用降低地下水位施工时，应防止因地下水位下降对

古建筑基础产生下沉的影响。

当冬季开挖坑槽时，应防止古建筑地基遭受冰冻。

施工过程中，应对古建筑基础进行沉降观测，当发现有

﹄﹄

丈
U

下沉或位移时，应立即停止施工，并应及时进行加固处理。

8.2.6 当古建筑台基遭到损坏时，应及时修整。对基础不均匀

沉陷应查明原因，当为局部软弱土壤所致时，可采用碎砖三合土

或三七灰土进行换土，并应分层夯实。

8.2.7 加固和翻修古建筑地基基础，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古建筑上部结构出现的裂缝、倾斜以及墙身或墙与柱

间的开裂等现象，应查清原因。当确属地基基础问题引起时，应

对其进行加固或翻修;在未查清前，不得轻易地对地基基础进行

处理。

    2 加固和翻修前，应取得工程地质勘察资料，并应根据建

筑物的实际荷载情况和环境条件，重新进行验算和处理。未经验

算，不得按原样重修。

    3 当古建筑的原基础埋置过浅或在冰冻线以上时，应根据

当地工程地质条件，对基础的稳定性作出正确的评价，并应进行

验算或定期监测。

    4 在古建筑及其周围设置新的管道系统、蓄水池或室外排

水沟渠时，根据施工和使用中可能对古建筑地基基础造成的不良

影响，应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

    5 在古建筑附近或古建筑群中加固或翻修一幢建筑物的地

基基础时，应采取措施防止其构造、施工和受力方式等对邻近古

建筑产生不良影响。
    6 当翻修古建筑的地基基础时，其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 50007的规定。对处在湿陷性

黄土、膨胀土、多年冻土、高原季节性冻土地区的古建筑，尚应

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执行。

8.2.8 当选择古建筑地基加固方案时，应根据当地工程地质和



水文地质资料、地基荷载影响深度、材料来源和施工设备等条件

综合确定。应合理选用桩基、水泥灌浆、硅化加固、旋喷加固等

方法处理。当荷载影响深度不大，且为局部加固时，可采用抬梁

换基、加设砂石垫层等方法处理。

8.2.9 当古建筑地基需采用桩基加固，或原桩基已残毁需更换

新桩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宜采用混凝土或钢筋混凝土灌注桩，当地下水位较低时，

可采用人工挖掘成孔灌注桩;或选用静压桩，不宜采用打人的木

桩和预制桩。

    2 当原木桩有特殊保留价值，仅允许更换一部分残毁的原

桩时，应选用耐腐的树种木材制作，并应打人常年最低地下水位

以下。当地下水位升降幅度很大或地下水中含有盐质时，应采用

经过防腐蚀处理的木桩。

    3 桩基施工要求，应按国家现行标准 《建筑地基基础工程

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202和 《建筑桩基技术规范》JGJ 94

的有关规定执行。

8.2.10 采用水泥灌浆法、硅化加固法和旋喷加固法加固古建筑
地基时，施工要求应按国家现行标准 《既有建筑地基基础加固技

术规范》JGJ 123和 《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202执行。

8.3 石  构 件

8.3.1 古建筑的石构件，除残损严重危及安全需更换者外，应

设法保存原物。对局部残损的石构件，应采用品种、质感、色泽

与原件相近的石料修补。

8.3.2 当维修有局部裂缝的非承重石构件时，可采用剔补的方

法，剔补的部分可采用大漆或环氧树脂胶粘接。

8.3.3 对下列承重石柱应进行支顶、粘接加固或更换:

    1 有横断或斜断裂缝;

    2 有纵向受力裂缝;



      3

足要求。

8。3。4

表层风化对柱截面的削弱，已使该柱的承载能力不能满

古建筑承重石构件的更换，应符合下列规定:

新构件的石料品种、质感和色泽，应与原件相近;石料

的层理走向，应符合受力要求;不得使用有隐残、炸纹的石料。

2 新构件的外形尺寸、表面加工工艺 (剁斧、磨光、打道、

砸花锤等)均应与原件相同。

3 砌筑用的灰浆品种及其配合比，应符合设计要求;灰缝

应饱满、均匀、拼缝严实。

8.4 墙 体

8.4.1 古建筑墙体的维修，应根据其构造和残损情况采取修整

或加固措施。当允许用现代材料进行墙体加固时，可用于墙体内

部;不得改变墙面原砖的尺寸和做法。

8.4.2拆砌砖墙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清理和拆卸残墙时，应将砖块及墙内石构件逐层揭起，

分类码放。

    2 重砌砖墙时，应最大限度地使用原砖，并应保持原墙体

的构造、尺寸和砌筑工艺。

8.4.3 当墙体坚固，仅面层需剔凿挖补或拆砌外皮时，新旧砌

体咬合应牢固，灰缝应平直，灰浆应饱满，外观应保持原状。

8.4.4 当墙体局部倾斜，需进行局部拆砌归正时，宜砌筑lm一

3m的过渡墙段，应与微倾部分的墙体相衔接。

8.4.5 夯土墙、土坯墙维修，应按原墙体的层数、厚度、夯筑

或砌筑方式，以及拉结构件的材料、尺寸和布置方法进行。

8.4.6 墙面抹灰维修，应按原抹灰厚度、层次、材料比例、表
面色泽，赶压坚实平整。刷浆前应先做样色板，有墙边的墙面应

按原色彩、纹样修复。

8.4.7 对有壁画的墙壁应妥善保护，当发现灰皮里层有壁画时，

应由壁画保护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8.5 瓦 顶

8.5.1 屋顶除草后，应随即勾灰堵洞;松动的瓦件应坐灰安牢。

8.5.2 对灰皮剥落、酥裂、而瓦灰尚坚固的瓦顶维修时，应先

铲除灰皮，再勾抹灰缝。对琉璃瓦、削割瓦，应进行捉节夹垄。

8.5.3 对底瓦完整，盖瓦松动灰皮剥落的瓦顶维修时，应只揭

去盖瓦、刷水，将底瓦间的空当用麻刀灰塞严，再按原样完

盖瓦。

8.5.4 瓦顶揭瓮工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拆卸瓦件、脊饰前，应对垄数、瓦件、脊饰、底瓦搭接

等进行记录。

    2 揭除灰背时，应对灰背层次，各层材料、做法等进行

记录。

    3 瓮瓦时，应根据勘查记录铺瓮瓦、安装脊饰。新添配的

瓦件，应与原瓦件规格、色泽一致。

8.5.5 对底瓦松动而出现渗漏的维修，应揭下盖瓦和底瓦，按

原层次和做法分层铺抹灰背，新旧灰背应衔接牢固，并应对灰背
缝处进行防水处理。

8.5.6 黄琉璃瓦屋面瓦件的灰缝以及捉节夹垄的蔗刀灰应掺

5%的红土子;绿琉璃瓦和青瓦屋面，均应采用月白灰。

8.5.7 对历史、艺术价值较高的瓦件应全部保留。如有碎裂，

应加固粘牢，再置于原处。对碎裂过大难以粘固者，可收藏

保存。

8.5.8 阴阳瓦屋顶，干搓瓦顶，以及无灰背的瓦顶，应按原样

维修，不得改变形制。



9 工 程 验 收

9.1 一 般 规 定

9.1.1 古建筑木结构维护与加固工程验收时，施工单位应提供

下列文件:

    1 竣工报告和竣工图纸，并在文字和图纸中注明施工中所

有更改的内容;

9。1。2

归档。

隐蔽工程检查验收记录;

材料和材质状况报告，及相关试验、检测报告;

图纸会审、技术交底、工程洽商记录;

工程影像资料;

施工日志;

初验结果及整改检查报告。

古建筑木结构维护与加固工程验收后应将所有资料及时

2
 

3
 

4
 

5
 

6

7

9.2 木构架工程的验收

9.2.1 对局部或全部拆落的木构架修缮工程，应在木构架安装

完成后，由文物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单位及时检查整体造型、

整体形制尺寸及各种构件的安装位置，并应进行检查验收记录。

木构架安装尺寸允许偏差应符合表9.2.1的规定。

表9.2.1 木构件安装的允许偏差 (mm)

检查项 目 对设计尺寸的允许偏差

柱距 士5

柱脚及柱头的通面阔或通进深 士 20

柱高 士H/1000，且不超过士10



续表 9.2.1

检查项目 对设计尺寸的允许偏差

柱侧脚 士H/200

每步架举高 士 5

檐出 士 10

举架总高 士15

翼角起翘 士 10

翼角生出 士 10

注:H为柱高设计尺寸。

9.2.2 对柱、梁杭、擦等大型木构件的修补或更换工程，在油

饰彩画之前，应由文物主管部门会同有关单位及时按下列规定进

行检查，并做出检查记录:

    1 柱头卷杀、梭柱、月梁、驼峰等的形制应符合原状或设

计要求。

    2 新配的承重木构件截面尺寸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9.2.2

的规定。

表9.2.2 承重木构件截面尺寸的允许偏差 (Tnrn )

检查项目 对设计尺寸的允许偏差

柱与梁的直径 士d/1 00

梁高 士h/30，且不得超过一巧rTun

梁宽 士b/20，且不得超过一IOmm

杭高 士 srnnl

杭宽 士 3mm

凛或棚栅直径 士 snlrn

注:d为原木构件直径的设计尺寸;h为梁高的设计尺寸;b为梁宽的设计尺寸。

9.2.3 斗棋构件的修配、更换和安装，应按下列规定进行形制

和尺寸的检查:

    1 各种构件安装后应平直;有柱生起的构架，其斗棋的横

向构件应与柱生起线平行;斗拱间的距离应符合设计规定。



    2 昂嘴、拱瓣、拱眼、斗颐、耍头等构件，应符合原状和

设计要求。

    3 斗拱安装及其构件尺寸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9.2.3的

规定。

表9.2.3 斗拱安装及其构件尺寸的允许偏差 (Tnln )

检查项目 对设计尺寸的允许偏差

斗口或斗拱的材高或材宽 士1

斗拱攒当 (各攒斗拱之间的距离) 士 5

斗拱出跳 (每跳) 士2

斗拱出跳总长 (前或后)
三、五踩 士 3

七、九、十一踩 士5

拱长 士 2

大斗高或宽 士 2

小斗高或宽 土1

9。2。4

      1

木构架或斗棋的连接装配，应按下列规定进行验收:

木构架构件之间桦卯缝隙不得大于 smm。当有新添的铁

件时，应按设计要求配齐。

    2 斗棋构件之间桦卯缝隙不得大于lmm，暗销应配齐。

    3 原有构件桦卯不合规制部分可按设计要求检查。

9.2.5 椽的安装、修配和更换的验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椽的安装式样、数目，应符合原状或设计要求。

    2 当椽头有卷杀时，其卷杀应符合原状或设计要求。

    3 椽条尺寸及其安装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9.2.5的规定。

          表9.2.5 椽条尺寸及其安装偏差的允许偏差 (rnrn )

检查项目 对设计尺寸的允许偏差

椽距 士5

圆椽直径或方椽高和宽 士 2

9.2.6 修配和更换各种构件的木材，其含水率应符合本标准第



7.2.4条的要求。木材的树种，除设计另有规定外，应与原件相
同。在施工中因特殊原因需变更时，应经设计单位同意，并应有

记录。

9.2.7 新更换的承重木构件及斗拱，其用料质量的检查验收，

应按本标准第7.2节的有关规定执行。

9.3 相关工程的验收

9.3.1 各项相关工程维修竣工验收时，均应首先进行形制及外
观尺寸检查，并应符合原状或设计要求。

9.3.2 修缮工程、抢险加固工程和迁建工程中新做的基础，应

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进行检查验收。

9.3.3 排水设施工程的验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补砌或重做散水、维修排水沟渠、管道等项目，其施工

质量应按设计要求检查。

    2 修缮工程、抢险加固工程和迁建工程中新做的排水设施，

除与形制有关的部分应按原状或设计要求检查外，其他部分的施

工质量均应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进行检查。

，.3.4 石作工程的验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各种石构件应按设计的位置和尺寸归安平整，灌浆严实，

勾缝均匀。石构件应表面洁净，不得留有灰迹、污斑。

    2 重砌和补砌的台基，其宽度或深度对设计尺寸的允许偏

差应为士Zomm。
    3 补配石料的表面不得有裂纹、残边及水线等缺陷，其质

感、色泽宜与原构件相近，且应能识别其差异。

    4 粘接的石构件，其接缝不得有缺胶、脱胶;构件表面应

清理洁净，不得留有胶粘污痕。并应核查胶液的检验报告。

9.3.5 墙体工程的验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砌墙灰浆的配合比和色泽应符合设计要求。
    2 砖墙表面的平整度和砖缝的平直度，应按现行国家有关

标准进行检查。



9.3.6 抹灰刷浆工程的验收，应符合下列规定:

    1抹灰、刷浆的材料、配合比，厚度及色泽，应符合设计
要求。

    2 抹灰、刷浆的表面应平整，不得有裂纹、起壳、起泡、

起毛和漏刷等缺陷。

    3 抹灰表面的平整度和阴阳角的方正度，应按国家现行有

关标准进行检查。

9.3.7 瓦顶保养工程的验收，应按下列规定进行:

    1 瓦顶滋生的杂草、杂树应全部连根拔净，瓦垄内无积土

残渣。

    2 瓦垄勾灰或裹垄灰，应平滑严实，捉节夹垄的麻刀灰不

得突出瓦面，勾灰配合比和色泽应符合设计要求，瓦件表面应洁

净无污斑。

    3 当使用化学药剂除草时，清除的质量应符合设计要求，

且不得留下污渍或造成瓦面变色与损伤。

9.3.8 瓦顶揭究工程的验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苫背的曲线轮廓和尺寸应符合设计要求，苫背的表面应

无裂纹和其他影响防水的缺陷。苫背的检查验收应在苫背层完全

干燥后立即进行，并应按隐蔽工程的要求提交检查报告。

    2 瓦顶式样，各种瓦垄行数，各种瓦兽件的形制、尺寸、

色泽，应符合原状或设计要求。

    3 瓦垄应垄直当匀，屋面曲线应流畅。

    4 瓦垄捉节夹垄和裹垄灰的检查验收要求应与本标准第

9.3.7条第2款相同。

9.3.9 小木作工程的验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更换门窗边框、栏杆、望柱、地袱等较大构件，其木材

材质及制作质量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木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

范》GB 50206进行检查。

    2 补配门窗扇棍条、藻井小斗拱等细小构件，其截面尺寸

应精确，边棱、起线应平直，其木材的含水率不应高于当地平衡



含水率，并不应有木节、裂缝、扭纹等缺陷。

    3 门窗扇、天花板等应四角规整，平面应无翘曲。门窗扇
对角线长度的允许偏差应为士3mm。

    4 天花、藻井、栏杆等安装后，应桦卯严实、安全牢固。

9.3.10 油饰、彩画的地仗完工后，应由文物主管部门会同施工

单位及时进行检查，并按隐蔽工程的要求完成检查报告。

9.3.n 油饰补绘或重绘彩画工程，其彩画规制、题材内容、色

彩光泽，应符合设计要求。沥粉贴金部分，尚应检查其贴金质

量，金线不得有漏贴、毛边、宽窄不匀等缺点。

9.3.12 防雷、防火、防潮、防腐、防虫害等防护工程的验收，

应按设计要求及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进行。



附录A 古建筑木结构防腐、防虫处理措施

A.0.1 古建筑木结构使用的防腐、防虫药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 《木材防腐剂》GB/T 27654的规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能防腐、杀虫，或对害虫有驱避作用，且药效高而

持久;

    2 应对人畜无害，不应污染环境;

    3 应对木材无助燃、起霜或腐蚀作用;

    4 应无色或浅色，并对油漆、彩画无影响。

A.0.2 古建筑木结构的防腐防虫药剂、防腐剂载药量应符合现

行国家标准 《防腐木材的使用分类和要求》GB/T 27651的规
定。防腐剂表层透人深度宜根据木材树种及生物危害程度确定。

当用桐油作隔潮防腐剂时，宜添加5%的三氯酚钠或菊醋，亦可

添加现行国家标准 《木材防腐剂》GB/T 27654中的其他防腐

剂。当需用熏蒸法进行防腐处理时，可采用氯化苦作为防腐、杀

虫的熏蒸剂。

A.0.3 古建筑木柱的防腐或防虫，应以柱脚和柱头桦卯处为重

点，并应采用下列方法进行防腐、防虫处理:

    1 不落架工程的局部处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柱脚表层腐朽的处理，应剔除朽木后，用高含量水溶

          性浆膏敷于柱脚周边，并围以绷带密封，使药剂向内

          渗透扩散。

      2) 柱脚心腐的处理，可采用氯化苦熏蒸法。施药时，柱
          脚周边必须密封，药剂应能达柱脚的中心部位。一次

          施药，其药效可保持 (3一5) 年，需要时可定期换药。

      3) 柱头及其卯口处的处理，可将浓缩的药液用注射法注

          人柱头和卯口部位，让其自然渗透扩散。



    2 落架大修或迁建工程中的木柱处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继续使用旧柱或更换新柱，均宜采用浸注法进行

          处理。

      2) 一次处理的有效期，应为50年。

A.0.4 古建筑木结构中凛、椽和斗拱的防腐或防虫，宜在重新

油漆或彩画前，采用全面喷涂方法进行处理。对于梁杭的桦头和

埋人墙内的构件端部，尚应采用刺孔压注法进行局部处理。对于

落架大修或迁建工程，其木构件的处理方法应按本标准第A.0.3
条第2款执行。

A.0.5 屋面木基层的防腐和防虫，应以木材与灰背接触的部位
和易受雨水浸湿的构件为重点，并应按下列方法进行处理:

    1 对望板、扶脊木、角梁及由俄等的上表面，宜采用喷涂

法处理;

    2 对角梁、檐椽和封檐板等构件，宜采用压注法处理。

A.0.6 古建筑木结构中小木作部分的防腐或防虫，应采用速

效、无害、无臭、无刺激性的药剂。处理时可采用下列方法:

    1 门窗部分可采用针注法重点处理其桦头部位，并可用喷

涂法处理其余部位。新配门窗材，当为易虫腐的树种时，应采用

压注法处理。

    2 天花、藻井下表面宜采用熏蒸法处理;上表面宜采用压

注喷雾法处理。

    3 对其他做工精致的小木作，宜采用菊醋或加有防腐香料

的微量药剂以针注或喷涂的方法进行处理。



附录B 古建筑木结构防火措施

B.0.1 以木构架为承重结构的古建筑的耐火等级应按现行国家

标准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的规定，定为民用建筑

四级。

B.0.2 古建筑木结构修缮时，对顶棚、藻井以上的梁架宜喷涂

无色透明的防火涂料;顶棚、吊顶用的苇席和纸、木板墙等应进

行阻燃处理，并应达到BZ级以上阻燃要求。阻燃处理应不改变

文物原状。

B.0.3 80。年以上及其他特别重要的古建筑木结构内严禁敷设

电线。当其他古建筑木结构内需要敷设电线时，应经文物管理部

门和当地公安消防部门批准。电线应采用铜芯线，并敷设在金属

管内，金属管应有可靠的接地。

B.0.4 允许敷设电线的重要古建筑木结构，宜安装火灾自动报

警器，当室内情况许可时，尚宜安装自动灭火装置。其设计应符

合下列规定:

    1 火灾自动报警，宜采用图像式感烟探测器。其具体安装

要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

50116的有关规定;
    2 有天花的古建筑，应在天花的里外分别设置探头;

    3 对需安装自动喷水灭火设备的古建筑，其设计应符合现

行国家标准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S。。84的规定，
并应结合各地古建筑形式安装，不得有损其外观。

B.0.5 国家和省、自治区、直辖市重点保护的古建筑群或独立

古建筑物，应根据配置的消防车设置相应的消防车道，但不应破

坏古建筑的环境风貌。

B.0.6 在古建筑保护范围内，必须设置消防给水设施，其水



量、管网布置、增设等要求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设计防火规

范》GB 50016的规定执行。

B.0.7 当古建筑处于偏远地区，无法设置给水设施时，对有天
然水源的地方，应修建消防取水码头。对无天然水源的地方，应

设消防蓄水设施。

B.0.8 对外开放的古建筑，其防火疏散通道的布置，应符合下

列规定:

    1 应设两个以上的安全出口，并应按每个出口的紧急疏散

能力为100人计算所需的安全出口数量，当实际情况不能满足计

算要求时，应限制每次进人的人数;

    2 作为展览厅的古建筑，应有室内疏散通道，其宽度应按

每100人不小于1.Om计算，每个出口的宽度不应小于1.Om;

    3 游人集中的古建筑，其室外疏散小巷的净宽不应小

于3.Om。



附录C 古建筑木结构防雷措施

C.0.1古建筑木结构的防雷应根据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物防雷

设计规范》GBS。。57的规定，将国家级重点保护的古建筑划为

第二类防雷建筑物;将省、自治区、直辖市保护的古建筑划为第

三类防雷建筑物;对其他古建筑，可根据其文物价值与雷害后果

按以上规定执行。当确定古建筑群的防雷类别，各建筑物的保护

级别不同时，应以其中最高一级的建筑物为依据。

C.0.2 下列情况的古建筑木结构有可能遭受雷击，应采取必要

的防雷措施:

    1 屋顶或室内有大量金属物;

    2 建筑物特别潮湿;

    3 位于土壤高低电阻率分界处;

    4 靠近河、湖、池、沼或苇塘;

    5 位于地下水露头处或有水线、泉眼处;

    6 山区、森林地区或有金属矿床地区;

    7 旷野中的突出建筑物;

    8 靠近铁路线、铁路交叉点和铁路终端;

    9 附近有特高压架空线路或较集中的地下电缆;

    10 位于山谷风口或土山顶部;

    n 雷电活动频繁地区;

    12 曾经遭受雷击的地区。

C.0.3 古建筑木结构装设防雷装置，应经专项论证。当确需装

设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有防直击雷和防雷电感应的装置;

    2 应对雷击时所产生的接触电压、跨步电压和各种架空线

路引来的危害采取防护措施;



    3 当古建筑内部有大型金属构件或存放有金属物体、金属

设备时，尚应对雷击后所产生的电磁感应的影响采取防护措施。

C.0.4 古建筑木结构的防雷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物

防雷设计规范》GBS。。57的规定;当对古建筑防雷有专项要求

时，可按现行国家标准 《古建筑防雷工程技术规范》GB 5 1017

进行设计，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古建筑木结构上部的宝顶、尖塔、吻兽、塑像、宝盒以

及斗拱下的防鸟铁丝网等金属物体与部件，均应与防雷装置可靠

地连接;

    2 接闪器和引下线沿古建筑轮廓的弯曲，应保证其弯曲段

开口部分的直线距离，不应小于其弯曲段全长的1/10，并不得

弯折成直角或锐角;

不得在古建筑木结构屋顶安装各种天线;

古建筑木结构的门窗宜安装金属纱窗、纱门或较密的金

3

4

属保护网，并应可靠地接地;三类防雷古建筑宜安装玻璃门窗。

C.0.5 当古建筑木结构附近有高大树木时，应采取下列防雷

措施:

    1 在树顶装避雷针，沿树干敷设引下线，下部埋设接地

装置;

    2 枯朽树木的洞穴采用灰膏封堵严密，防止积水，导致树

木接闪;

    3 树木本身或根部不得缠绕钢筋，并不在树下堆放大量金

属物体;

    4 古建筑周围栽种树木时，树干距建筑物不小于sm，树冠

距建筑物不小于3m。

C.0.6 古建筑木结构防雷工程的施工和验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 《古建筑防雷工程技术规范》GB 5 1017的规定。

C.0.7 对古建筑木结构的防雷装置，日常的检查和维护应符合
下列规定:

    1 应建立检查制度，宜每隔半年或一年定期检查一次;也



可安排在台风或其他自然灾害发生后，以及其他修缮工程完工后

进行。

    2 检查项目应包括防雷装置中的引线、连接和固定装置的

联结，不得断开、脱落或变形;金属导体不得腐蚀;接地电阻工
作应正常。

    3 在防雷装置安装后应防止各种新设的架空线路，当不符

合安全距离要求时，应与防雷装置系统相交叉或平行。



附录D 变形监测要求

D.0.1 变形监测可分为水平位移监测、垂直位移监测、三维位

移监测和其他位移监测。

D.0.2 监测方法根据监测仪器的种类可分为机械式测试仪器

法、电测仪器法、光学仪器法及卫星定位系统法等;应根据结构

或构件的变形特征确定监测内容和相应的监测方法。

D.0.3 变形监测仪器量程应介于测点位移估计值或允许值的2

倍一5倍;当采用机械式测试仪器时，精度应小于测点位移估计

值的1/10。
D.0.4 变形基准值监测应减少温度等环境因素的影响。

D.0.5 变形监测的结果应结合环境监测的结果进行修正。

D.0.6 变形监测采用的平面坐标系统和高程系统宜与施工采用

的系统一致。局部相对变形测量可不建立基准网，但应计人结构

整体变形对监测结果的影响。

D.0.7 监测标志应根据不同工程结构的特点进行设计;监测标

志点应牢固、适用和便于保护。

D.0.8 当采用光学仪器法、卫星定位系统法进行变形监测时，

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工程测量规范》GB 50026有关规定执行。

D.0.9 变形监测的监测频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监测内容包括水平位移监测与垂直位移监测时，两者

监测频次应一致;

    2 首次监测应连续进行2次独立监测，并应取监测结果的

中数作为变形测量初始值;

    3 监测过程中，监测数据达到预警值或发生异常变形时，

应增加监测次数。

D.0.10 根据现场条件和精度要求，三维位移监测可选择全站



仪等光学仪器法、卫星定位系统法、摄影监测法。

D.0.n 倾斜及挠度监测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倾斜监测方法的选择及相关技术要求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工程测量规范》GB 50026有关规定执行。

    2 重要构件的倾斜监测宜采用倾斜传感器;倾斜传感器可

根据监测要求选用固定式或便携式。

    3 倾斜或挠度监测频次应根据倾斜或挠度变化速度确定，

宜与水平位移监测及垂直位移监测频次相协调。当发现倾斜或挠

度增大时，应及时增加监测次数，或应持续监测。



附录E 温湿度监测要求

E.0.1 温湿度监测可包括环境及构件温度监测和环境湿度

监测。

E.0.2 温度监测精度不宜小于0.5℃，相对湿度监测精度不宜

小于2%。

E.0.3 环境及构件温度监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温度监测的测点应布置在温度梯度变化较大位置，宜对

称、均匀，应能反映结构竖向及水平向温度场变化规律。

    2 相对独立空间应设 (1一3) 个点，当面积或跨度较大时，

以及对于结构构件应力及变形受环境温度影响大的区域，宜增加

测点。

    3 大气温度仪可与风速仪一并安装在结构表面，并应直接

置于大气中以获得有代表性的温度值。

    4 当监测整个结构的温度场分布和不同部位结构温度与环

境温度对应关系时，测点宜覆盖整个结构区域。

    5 温度传感器宜选用监测范围大、精度高、线性化及稳定

性好的传感器。

    6 监测频次宜与结构应力监测和变形监测保持一致。

    7 当进行长期温度监测时，监测结果应包括日平均温度、

日最高温度和日最低温度等;当进行结构温度分布监测时，宜绘

制结构温度分布等温线图。

E.0.4 环境湿度监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湿度计监测范围应在12%RH一99%RH。

    2 湿度传感器应快速反应、线性程度高、稳定性好以及滞

后作用低。

    3 大气湿度仪宜与温度仪、风速仪一并安装;宜布置在结



构内湿度变化大，对结构耐久性影响大的部位。

    4 长期湿度监测应包括日平均湿度、日最高湿度和日最低

湿度等。



附录F 木构架承载能力验算

F.0.1 当安全性鉴定要求验算古建筑木构件承载能力时，应在

工程勘查过程中，查明其树种及木材的外观质量，并应按下列规

定推定其强度等级和设计指标:

    1 当外观质量尚好，且该树种已列人本标准表7.2.1一1和

表7.2.1一2时，可根据其强度等级，采用现行国家标准 《木结构

设计标准》GBS。。05规定的设计指标作为验算的基本依据;

    2 当外观质量较差，宜在构件上取样做顺纹抗弯破坏性试

验，以评定其强度等级，并应按本条第 1款的规定推定其设计

指标;

    3 当以非破损方法替代破坏性试验时，其所采用的力学性

能线性回归方程的相关系数r不应小于0.85。
F.0.2 当古建筑原构件木材按现行国家标准 《木结构设计标

准》GB 50005的规定确定其设计指标时，应乘修正系数，修正

系数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外观已显著变形或木质已老化的古木构件，应乘以修

正系数，并按表F.0.2执行;

    2 当仅以恒载作用验算时，应乘以考虑恒载影响的修正系

数0.8。

表F.0.2 考虑长期荷载作用和木质老化的调整系数

建筑物修建距今的

    时间 (年)

调整系数

顺纹抗压

设计强度

抗弯和顺纹

抗剪设计强度

弹性模量和横

纹承压设计强度

100 0.95 0.90 0.90

300 0.85 0.80 0.85

> 500 0.75 0。70 0。75

注:当表中年数介于表列数值之间时，可按线性内插法确定其调整系数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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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0.3 当按承载能力评定承重木构件及其连接的安全性时，其

验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验算采用的结构分析方法和计算图形，应通过专项论证。

    2 结构上的荷载应按下列规定进行确定:

      1) 对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中未

          规定的永久荷载，可根据古建筑木结构各部位构造和

          材料的不同情况，分别抽样确定。每种情况的抽样数

          不得少于5个，以其平均值的1.1倍作为该荷载的标

          准值。

      2) 对古建筑木结构屋面，其水平投影面上的屋面均布活

          荷载可取0.7kN/mZ;当施工荷载较大时，应按实际

          情况确定。

      3) 基本风压的重现期应为 100年，基本风压值可按现行

          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S。。09中的基本风
          压乘以调整系数1.2确定。

      4) 基本雪压的重现期应为100年，基本雪压值可按现行

          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中的基本雪
          压值乘以调整系数1.2确定。

    3 结构构件荷载效应的确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作用的组合、作用的分项系数及组合值系数，应按现

          行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的规定

          执行;

      2) 当结构受到温度、变形等作用，且对其承载有显著影

          响时，应计人由之产生的附加内力。

    4 构件材料强度、弹性模量等的设计指标应按本标准第

F.0.2条的规定进行确定。

    5 结构和构件的几何参数应采用现场实测值，并应计人腐

朽、虫蛀、风化、腐蚀、缺陷、损伤、偏心以及施工偏差等的

影响。

F. 0.4 古建筑木结构在安全性鉴定、维修、加固中，当有下列



J清况之一时应进行结构、构件验算:

    1 有过度变形或产生局部破坏现象的构件和节点;

    2 维修、加固后荷载、受力条件有改变的结构和节点;

    3 承重结构的加固方案;

    4 需由构架本身承受水平荷载的木构架建筑。

F. 0.5 验算古建筑木结构构件承载力时，其木材设计强度和弹

J胜模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新增的构配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木结构设计标准》

GB 50005的规定采用，并应乘以调整系数0.85;

    2 对外观已显著变形或木质已老化的原构件，尚应乘以本

标准表F.0.2规定的考虑荷载长期作用和木质老化影响的调整

系数。

F.0.6 梁、柱构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木结构设计标准》GB

50005的有关规定验算其承载能力，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梁过度弯曲时，梁的有效跨度应按支座与梁的实际接

触情况确定，并应计人支座传力偏心对支承构件受力的影响;

    2 柱应按两端铰接计算，计算长度取侧向支承间的距离，

对截面尺寸有变化的柱可按中间截面尺寸验算稳定;

    3 当原有构件已部分缺损或腐朽时，应按剩余的截面进行

验算。

F.0.7 古建筑中斗拱的各部件尺寸，应按各时期的建筑法式确
定，可不作结构验算。当维修中发现大斗原件被压扁，则应验算

新斗的横纹承压强度。横纹承压设计强度，应按全表面横纹承压

采用。当横纹承压强度不能满足计算要求时，宜改用硬质木材

制作。

F. 0.8 2根或2根以上木梁重叠承受上部荷载的叠合梁，应按

每一木梁的惯性矩分配每根木梁的荷载，应按分配的荷载验算各

木梁的强度。当上木梁短于下木梁时，则应由下木梁承担全部

荷载。

F.0.9 在古建筑木构架中，其垂直荷载应由柱承受，墙体仅起



稳定结构和传递水平力的作用。对一般古建筑木结构可不进行水

平作用的验算;但对无墙的木构架应计人由构架本身承受水平

力。当构架本身不能承受水平力时，应采取其他结构措施。对体

形高大、内部空旷或结构特殊的木构架，应经专项研究确定其验

算方法。



附录G 振动对上部结构影响的鉴定

G.0.1 当古建筑受到振动作用时，应进行振动对上部承重结构

影响的鉴定。

G.0.2 当古建筑物受到振动作用遇下列突发情况之一时，应立

即报警，并应及时制止振源的工作:

    1 结构产生较大振幅的振动或可能产生共振现象;

    2 振动引起的结构构件损伤，已可通过目测判定。

G.0.3 当进行振动对上部承重结构影响的安全性等级评定时，

宜采用现场测量方法获取结构振动强度的幅值、频率等相关参

数;当建筑结构受到的振动作用大于表G.0.3的限值时，应根

据实际严重程度将振动影响涉及的结构或其中某种构件集的安全

性等级评为C级或D级。

表G.0.3 不同种类振动在时域范围内对古建筑结构的容许振动值

振 源 类 别

顶层楼面处

容许振动速

  度峰值

  (nlrn/5)

基础顶面处容许振动速度峰值

          (mm/5)

IHz~ 100Hz IHz一 10Hz 50Hz 100Hz

打桩、振冲等基础施工 2.0 1。0 2.0 3。0

强夯施工 4.0 2。0 4.0

交通振动 2.0 1。0 2.0 2.5

表中容许值应按频率线性插值确定。

当无法在基础顶面处评价时，评价位置取最底层承重外墙的底部。

表列频率为主振频率;振动速度为质点振动相互垂直的三个分量的最

大值。



G.0.4 当建筑结构的振动作用虽小于本标准表G.0.3的限值，

但可能影响结构安全时，应对建筑结构易损伤部位进行检查，并

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结构考虑振动影响的安全性等级评定可按

表G.0.4进行。

表G.0.4 结构受振动影响的安全性评定

检查项目 A级或B级 C级或 D级

基础处振速
  结构所受的振动作用未超出

本标准表G.0.3的安全限值

  结构所受的振动作用已超出

本标准表G. 0.3的安全限值

结构、构件
  构件无损伤;或稍有损伤，

但无继续发展迹象
构件有正在发展的损伤

结构、构件

  承载力

  结构、构件计人振动产生的

动力作用所得到的验算结果能

满足本标准第 6章对承载能力

的要求

  结构、构件计人振动产生的

动力作用所得到的验算结果不

满足本标准第 6章对结构构件

承载能力的要求

注:评定结果取 A级或 B级，根据结构、构件实际完好程度确定;取 C级或 D

    级，根据其实际严重程度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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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H 古建筑木结构基本自振周期的近似计算

H.0.1 古建筑木结构中下列构造条件宜采用基本自振周期近似

计算方法。

    1 建筑平面为正方形或矩形;

    2 以木构架为主要承重结构;

    3 柱全高不超过20m，且有山墙。

H.0.2 古建筑木结构基本自振周期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1 横向基本自振周期:

                      TI =0.05+0.075H (H.0.2一1)

    2 纵向基本自振周期:
                      T;=0.05十0.072H (H.0.2一2)

式中:T，— 结构基本自振周期 (5);

      H— 柱高 (mm)。
H.0.3 当进行古建筑木结构基本自振周期计算时，其柱高H

的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单层古建筑木结构，H应为从室内地面到大梁底部或

斗拱下的柱子高度。当有柱顶石时，柱顶石不应大于200mm。

    2 对采用通高柱的多层古建筑木结构，H应为从室内地面

到大梁底部或斗拱下的柱子高度。

    3 对采用叠柱式的多层古建筑木结构:当首层联有刚度较

大的附属建筑物时，H应为从首层室内地面到二层楼面的高度;

当首层无附属建筑物或联有刚度较小的附属建筑物时，H应为首

层室内地面到顶层大梁底部或斗拱下的柱子高度。

H.0.4 当古建筑木结构为复杂结构时，其基本自振周期可按现

行国家标准 《古建筑防工业振动技术规范》GB/T 50452进行

计算。



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 “必须”，反面词采用 “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 “应”，反面词采用 “不应”或 “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 “宜”，反面词采用 “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可采用

          “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 “应符

合⋯⋯的规定”或 “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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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我国是个文明古国，迄今仍有2000多个历史性城镇和

26万多处古建筑。为了加强对这类文物的保护，在 《中华人民

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明确规定了有关古建筑的保护原则与管理

权限，但要使这些原则得到更好的贯彻执行，还需要有相应的技

术标准，来统一具体的技术要求。许多事例表明，不少古建筑木

结构遭受的损害，不完全是未加保护所致，而是保护不当所造成

的。这种情况在较低保护级别的古建筑木结构中更显得突出。因

此，为了使分属不同部门、不同层次管理使用的古建筑木结构都

能得到科学、正确而有效的维护与加固，在20世纪80年代，开

始了《古建筑木结构维护与加固技术规范》GB 50165一92的制
订工作。在各参编单位的共同努力下，《古建筑木结构维护与加

固技术规范》GB 50165一92于1992年由国家技术监督局与建设

部联合发布。经过20余年的实施，又积累了许多工程经验。为

了使 《古建筑木结构维护与加固技术规范》GB 50165一92进一
步得到充实、提高，又对 《古建筑木结构维护与加固技术规范》

GB 50165一92进行了修订。

1.0.2 古建筑结构的内容十分丰富，非一本标准所能全面概括。

根据我国古建筑多采用以木构架为主体结构的特点，作为该领域

第一本维护与加固技术规范，其内容也应是针对这方面的问题。

因此，明确了本标准仅适用于古建筑木结构及其相关工程的检

查、维护与加固。

    这里所谓的相关工程，系指以木构架为主体结构的建筑物

中，与木构架相关联的各部分工程，例如:地基基础、围护结

构、小木作、石作以及排水设施等等。之所以要包括这些内容，

是因为在维修木结构时，不可避免地要触动它们，所以应有相应



的保护与维修措施。由之可见，本标准有关这些工程的规定是有

前提的，不是对任何结构都适用的。因此，在维修以砖石结构承

重的古建筑时，不能引用本标准相关条文。

1.0.3 历史经验表明，建立古建筑木结构修缮的技术档案，对
长期保护工作至关重要;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也有

相关规定;因此，本条就这个问题作了具体规定，以保证完整、

真实地保存所有涉及保护、维修与加固的原始记录和资料。

1.0.4 本条主要明确相关标准、规范应配套使用，全面执行。

因为不经协调或各行其是地制定相同的条文，容易因要求各异造

成不必要的矛盾与混乱。



2 术 语

2.0.2 勘查时对古建筑木结构名词的使用按表1进行。

                    表 1 古建筑名词对照和解释表

本标准

用 名

曾  用 名

名 词解 释
清代官式

宋 《营造

  法式》

《营造

法原》

通面阔 通面阔 共开间

  建筑物纵向相邻两檐柱中心线间的

距离称为面阔;各间面阔的总和为通

面阔 (图1)

通进深 通进深 共进深

  建筑物横向相邻两柱中心线间的距

离称为进深;各间进深的总和，即前

后檐柱中心线间的距离，为通进深

(图1)

周围廊 周围廊 副阶周匝 加在建筑物四周的围廊 (图5)

木构架 大 木 大 木 大 木
  古建筑木结构中承重木构件及其组

合的总称

抬梁式

  古建筑木构架的一种主要结构类

型，又称叠梁式，其特点是:立柱上

支承大梁，大梁上再通过短柱叠放数

层逐层减短的梁，擦条置于各层梁

端。更重要的建筑中，还在梁柱交接

处垫以斗棋

穿斗式

  盛行于我国南方的一种木构架结构

类型。其特点是擦条直接由柱支承，

不用梁，仅用穿仿将柱拉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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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本标准

用 名

曾  用 名

名 词 解 释
清代官式

宋 《营造

  法式》

《营造

法原》

梁 架 古建筑中屋顶承重木结构的总称

木屋盖
  屋顶承重木结构与屋面木基层的总

称，包括梁架、凛、椽、望板等

木楼盖
  二层或二层以上建筑物中楼板层木

承重构件与木楼面的总称

梁 梁、棺 梁、袱 梁
  古建筑木构架中横向布置的受弯

构件

大 梁 大 棺 大 梁
  梁架中最下面一层直接由柱或斗拱

支承的梁

抱头梁 抱头梁 廊川

  木构架中，外端支于檐柱上，内端

插人金柱的梁。清代建筑无斗拱时称

抱头梁，有斗拱时，其外端通过斗拱

支于檐柱上，称挑尖梁 (图2、图5)

楼盖梁 承 重 承 重
  二层或二层以上建筑的楼板层中，

沿进深方向分间布置的承重梁

月 梁 月 梁

  宋称两端卷杀、底面上凹、外形似

弯月的梁为月梁;清称卷棚顶中梁架

最上一层承托双擦的短梁为月梁。本

标准条文中指前者 (图3)

檐 柱 檐 柱 檐 柱 廊 柱
  建筑物周边或前后屋檐下支承屋檐

的柱子 (图2)

金 柱
金柱、

老檐柱
内 柱

步柱、

今柱、

轩步柱

  檐柱以内，但不在建筑物纵向中线

上的柱子 (图2)

梭 柱 梭 柱
  上端或上下两端卷杀或略似梭形的

柱子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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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本标准

用 名

曾    用 名

宋 《营造

  法式》

《营造

法原》

名词 解 释
清代官式

瓜 柱 瓜柱一鄂 童 柱

角 背 角 背 1合 精

驼 峰 驼 峰

杭 仿 }方、串 } 仿

额 杭 额 杭 阑 额 廊 仿

平板杭 平板仿 普拍方 斗盘杭

穿插仿 穿插仿 夹 底

  梁架中两层梁间的短柱和支承脊擦

的短柱 (图2)

  沿梁的上皮、置于瓜柱下部用以固

定瓜柱柱脚的木构件 (图2)

  梁架中两层梁间代替瓜柱、上小下

大略成梯形的木构件，常加以雕饰成

驼峰背形状 (图5)

  古建筑木构架中主要起连系作用的

方木构件

  木构架中置于柱头间的纵向连系构

件，一般置于檐柱间，清代建筑有斗

棋时，称为额仿，无斗拱时称为檐仿

(图5)

  置于额杭和柱头上，用以承托斗棋

的扁方木 (图5)

  檐柱与金柱之间的连系构件，位于

抱头梁下方 (图2)

承椽仿 承椽仿 由 额 承椽仿

  重檐木构架中安装于上檐檐柱 (重

檐金柱)之间的连系木仿。用以嵌人

或承托下檐檐椽的后尾 (图5)

摺 栅 楞 木 棚 栅

  楼板层中直接承托木楼板面层的小

梁，一般沿建筑物纵向布置，两端搁

置在楼盖梁上

凛

析

擦

凛条
搏 析

  古建筑木构架中，安装在梁架或斗

拱上，承受屋面荷载并起纵向连系作

用的圆木构件 (图2、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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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曾  用 名
本标准

用 名 清代官式
宋 《营造

  法式》

《营造

法原》

名 词 解 释

椽

椽条
椽 椽 椽

  排列于凛上、与擦垂直布置的上承

望板 (或望砖)的圆木或方木构件

(图2、图5)

檐 椽 檐 椽 出檐椽

飞 椽 飞 子 飞 椽

望 板

飞 檐

飞檐椽

望 板 版 栈 望 板

檐 头 檐 头
槽 头

飞檐头

  木构架中最外侧一步架上的椽，一

般常向外伸挑，构成挑檐 (图2)

  置于檐椽外端之上.使屋檐继续向

外伸挑的方木椽 (图2)

  铺于椽上的木屋面板

  屋檐的外挑部分，一般指自檐柱中

心线至飞椽外端。宋称檐椽部为檐

头，飞椽端部为飞檐头

檐 出
檐出、

上檐出
檐 出 出 檐

  自檐柱中心线至椽外端的水平距离

(图2)

翼 角 翼 角 转 角 俄 角
  庞殿、歇山或攒尖顶建筑中屋檐的

外转角部位 (图4)

角 梁 角 梁 阳 马 角 梁

  建筑物翼角处在相交的擦条上斜置

的梁，一般由上下两根梁组成，其外

观随檐椽、飞椽向外挑出

老角梁 老角梁 大角梁 老 俄
  组成角梁的两根梁中，下面的一根

直接搁置在凛条上的角梁

仔角梁 仔角梁 子角梁 嫩 俄
  组成角梁的两根梁中，上面的一根

搁置在老角梁上的角梁

由 俄 由 俄
续角梁

簇角梁
担檐角梁

  庞殿或攒尖顶建筑中自角梁后尾连

续而上的斜梁。宋的续角梁用于庞殿

顶;簇角梁用于攒尖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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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本标准

用 名

曾  用 名

名 词 解 释
清代官式

宋 《营造

  法式》

《营造

法原》

扶脊木 扶脊木 帮脊木

  清代木构架中沿正脊置于脊擦上用

以稳定两侧的椽条和上面瓦件的木构

件，其断面常做成六边形，两侧挖有

椽窝

封檐板
遮雨板

摘檐板

  顺屋檐外端钉在椽头上的木板，常

见于我国南方的古建筑中

椽 窝 椽 窝
  为嵌人椽的后尾在木构件上挖的

圆窝

斗 拱 斗 拱 铺 作 牌 科

  由方块形的斗，弓形的拱、翘，斜

伸的昂和矩形断面的杭层层铺叠而成

的组合构件，主要置于屋檐下和梁柱

交接处 (图10、图11)

平身科 平身科 补间铺作 析间牌科 位于两柱之间木杭上的斗拱

角 科 角 科 转角铺作 角 拱 位于转角处角柱上的斗拱

攒 攒 朵 座 计量斗拱用的量词，相当于 “组”

攒 当 攒 当 相邻两攒斗拱的间距

出 跳 出 踩 出 跳 出 参

  斗拱自柱中心线向前、后逐层挑出

的做法。每挑出一层称为出一跳;挑

出的水平距离为出跳的长，或称为

跳，清称为拽架 (图11)

材 材

  早期古建筑的木构件中应用的古典

模数制的基本单位。通常以斗拱中拱

或仿的矩形截面来计算，拱高称为材

高，简称为材，拱宽称为材厚;上下

拱之间的间隔距离称为梁，一材加一

梨为足材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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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本标准

用 名 清代官式

曾  用 名

宋 《营造

  法式》

《营造

法原》

名 词 解 释

斗 口 斗 口

  古典模数制发展到清代，简化成以

材厚，即拱或翘的宽度为基本单位，

称为斗口 (图11)

斗

斗

大

坐
大 斗 护 斗

  斗拱中最下面的斗形构件，为一攒

斗拱荷载集中之处 (图8)

斗

斗

大

坐

小 斗 升、斗
  斗拱中除大斗以外的其余斗形构

件，一般均小于大斗 (图H)

上升腰、

上斗腰

下升腰、

下斗腰

  大斗和小斗上、中、下三个部位

的名称 (图9)

升底、

斗底

斗 颇 敬 颧

拱

棋 棋

棋 眼 拱 眼 1棋 眼 拱 眼

拱 瓣 棋 瓣 }拱 瓣 棋 板

昂 }下 昂

昂 嘴 昂 嘴 昂 尖

  大斗和小斗斗底四周的凹圆曲面

(图9)

  斗拱中略似弓形的方木 (图11)。

沿建筑物纵向布置的，清代官式称

为拱，横向布置，前后伸出的，清

代官式称为翘

  拱上部两侧的刻槽 (图9)

  拱的两段下半部卷杀形成的 (3~

5)个连续的斜面 (图9)

  斗拱中向前、向下斜伸的方木

(图 11)

  昂前端斜垂向下的部位 (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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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本标准

用 名 清代官式

曾  用 名

宋 《营造

  法式》

《营造

法原》

名 词 解 释

耍 头

  斗拱中，翘、昂之上与最外一层

拱 (清称厢拱)垂直相交的方木

(图 11)

    (11一14) 世纪出现的柱网平面

中减掉部分金柱的做法

  木构架中相邻两擦中心线的水平

距离 (图2)

  木构架中相邻两擦中心线或上皮

的垂直距离 (图2)

头

头

耍

嚼
耍 头 1耍 头

减柱造

步 架 }步、步架 }架、椽架 }界、界深

举 高 }举 高 提栈高

举 架 1举 架 1举 折 提 栈

  为使屋面斜坡成为曲面而调整凛

条位置的做法，如:自檐至脊逐步

增加举高

举架总高 举 高

  木构架中最上和最下两根凛中心

线或上皮的垂直距离，一般指各步

举高的总和 (图2)

柱生起 生 起

  木构架中，檐柱的高度自明间向

两侧逐间增高 (至角柱增至最高)

的做法 (图6)

柱侧脚 }册 升 】侧 脚

翼角起翘 }翼角起翘 发 俄

翼角生出
翼角斜出

翼角冲出
生 出 放 叉

  使木构架中柱子的柱头向内微收，

柱脚向外微出的做法 (图6)

  木构架翼角处，利用檐椽和飞椽

外端逐渐向上升高，使翼角端部翘

起一定高度的做法 (图4)

  翼角处的檐椽和飞椽在向上翘起

的同时，还使其逐渐向外延伸一定

距离的做法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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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曾  用 名
本标准

用 名 宋 《营造

  法式》

《营造

法原》

名 词 解 释
清代官式

卷 杀 卷 杀
  木构件端部加工成曲面或斜面，

使其端部略小的一种艺术处理手法

桦 头 } 桦

卯 口 }卯、桦眼 1卯 口

桦 卯 1棒 卯

半银锭桦 }银锭桦 }鼓 卯 }羊 胜

管脚桦 }管脚样

落架大修 }落架翻修 }拆修挑拨

打华拨正}打华拨正}扶 荐 }华 房

压椽仿

台 基

柱 础

台基、

  台明

柱顶石

阶 基 1阶 台

柱 础 碟 石

土衬石 土衬石 土衬石 土衬石

  两木构件凹凸相接时，构件上的

凸出部分

  两木构件凹凸相接时，构件上的

凹人部分

  桦头和卯口的总称

  一种桦头外大内小、卯口外小内

大的桦卯，又称燕尾桦 (图7)

  柱脚部位插人柱础的方桦

  当木构架中主要承重构件残损，

有待彻底整修或更换时，先将木构

架局部或全部拆落，修配后再按原

状安装的维修方法

  在木构架中主要构件倾斜、扭转、

拔桦或下沉时，应用杠杆原理，不

拆落木构架而使构件复位的一种维

修方法

  维修重檐木构架时，为防止搁置

在承椽仿的下檐椽尾翘起而添加的

压椽尾的方木构件

  建筑物底部高出室外地面的砖石

平台 (图2)

  支承柱子的方形石构件 (图2)

  台基、踏道 (台阶)之下，沿周

边与室外地面取平或略高处所铺砌

的条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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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本标准

用 名 清代官式

曾  用 名

宋 《营造

  法式》

《营造

法原》

名 词 解 释

砚窝石 砚窝石 土衬石
  踏道 (台阶)最下一级与室外地

面取平或略高处所铺砌的条石

山 墙 山 墙 山 墙 } 建筑物两端沿进深方向砌筑的墙

檐 墙 檐 墙 檐 墙

柱 门 柱 门

  建筑物前或后屋檐下随檐柱砌筑

的墙

  墙柱交接处，为使部分柱子表面

露明，在墙的内侧自上至下做出的

八字形墙面

透 风 透 风

  墙与木桩交接处，在墙身上留出

的通向外侧的通气孔洞，一般留在

柱脚以上部位，并在洞口嵌人雕花

透空砖作为装饰

收 分 收 分
斜收、

上收
收 水

  古建筑中使墙厚、柱径下大上小，

墙面、柱面微向内倾的做法

盖 瓦 盖 瓦 合 瓦 盖 瓦

底 瓦 底 瓦 仰 瓦 底 瓦

  古建筑的瓦屋面多由凹面向上的

底瓦和凸面向上的盖瓦组成。盖瓦

在上，置于下面两排底瓦之间

削割瓦 削割瓦

阴阳瓦
合 瓦

阴阳瓦
蝴蝶瓦

  规格尺寸与琉璃瓦相同，但表面

不施彩釉的筒、板瓦，多与琉璃瓦

配合使用

  一种青色无釉、赫土烧制的板瓦，

断面略呈弧形，既用作底瓦，又用

作盖瓦

干搓瓦
  一种只用板瓦做底瓦，不用盖瓦，

由板瓦仰置密排编在一起的瓦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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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本标准

用 名

曾  用 名

名 词 解 释
清代官式

宋 《营造

  法式》

《营造

法原》

稽口瓦

  瓦屋面中屋檐处最外侧的底瓦和

盖瓦，一般均用特制的瓦件，筒板

瓦下端用勾头瓦和滴水瓦，阴阳瓦

下端常用花边瓦和滴水瓦

正 脊 正 脊 正 脊 正 脊
  屋顶上前后两坡屋面相交处的屋

脊 (图12)

垂 脊 垂 脊 垂 脊 竖 带

  房殿顶自正脊两端至四周的屋脊

和歇山、悬山、硬山顶自正脊两端

沿前后坡垂直向下的屋脊 (图10、

图 12)

俄 脊 俄 脊 水 俄
  歇山顶四角，筑于角梁之上与垂

脊相交的屋脊 (图12)

博 脊 博 脊 赶宕脊

  歇山顶两侧屋面上部贴于山花板

外或进人博风板内侧的屋脊，和重

檐建筑的下檐上部贴于上檐额仿下

的屋脊。后者又称为围脊 (图12)

宝 顶 宝 顶 斗 尖

  攒尖屋顶中央的尖顶，一般由底

座和宝珠组成，宝珠常用薪土或琉

璃制品，也有时用铜胎镀金

吻 兽 吻、吻兽 鸥 尾 吻
  置于正脊两端的兽件，早期为鸥

尾，发展至明清，演变衔脊的龙吻

宝 盒

  某些重要古建筑，原建时砌人正

脊中部的金属盒，内装有 “辟邪”

的金属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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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本标准

用 名

曾  用 名

名 词 解 释
清代官式

宋 《营造

  法式》

《营造

法原》

灰 背
背、

灰背

  铺于望板上的屋面垫层，用以保

温、防水，并做出屋面的圆滑曲面、

多分层抹压，以灰 (白灰、青灰)

为主，故名灰背

苫 背 苫 背 屋面上铺抹灰背

月白灰 青白灰
  白灰或麻刀灰中渗人适量青灰浆

而成的灰浆

捉 节 捉 节
  用筒瓦作盖瓦时，在上下筒瓦相

接处勾灰

夹 垄 夹 陇
  用筒瓦作盖瓦时，在筒瓦两侧下

面与底瓦的缝隙间勾灰

裹 垄 裹 陇

  维修布瓦 (青筒板瓦)屋面时，

为使垄直当匀，在筒瓦垄上裹抹灰

浆的做法

海 漫 海 漫

  指用一种材料铺漫成一平整表面

的做法，本标准指在庭院中室外地

面全部慢砖

小木作 装 修 小木作 装 折

  古建筑中非承重木构件、木配件

的总称，包括门窗、隔扇、栏杆、

花罩等

外檐装修 外檐装修
  界于室内、室外之间的和廊子下

面的木装修

内檐装修 位于室内分隔空间的木装修

天 花 天 花
平 棋

平 简
棋盘顶

  古建筑中的顶棚.包括清式的井

口天花 (即宋之平棋)、海馒天花和

宋的平简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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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本标准

用 名
名 词 解 释

清代官式

曾    用 名

宋 《营造

  法式》

《营造

法原》

藻 井 }藻 井 }藻 井 }鸡笼顶

  古建筑天花中，局部上凹成弯窿

形的部分，常处理成方覆斗形、八

角覆斗形或半球形，有很强的装饰

性 (图5)

权 条 }权 子 !权、条栓!心 仔
  门、窗、隔扇中用以组成各种图

案的细木条

隔 心 }隔 心 }格 眼 }内心仔

  门、窗隔扇采光部分，由权条组

合为心，四周用仔边作框，卡人门、

窗、隔扇的边抹中

夹 纱 1夹 纱

  一种双层隔心的做法。隔扇或门、

窗里外采用两套隔心，中间糊以纱

或纸

栏 杆 }栏 杆 }钩 阑 }栏 杆
  筑于台基、露台周边、楼层廊下

檐柱间等处的栅栏 (图13)

望 柱 1望 柱 1望 柱 莲 柱 1 支持栏杆的短柱 (图13)

地 袱 }地 伏 }地 袱
  置于栏杆下或木构架柱脚之间贴

地的方木

地 仗 }地 仗
  油饰彩画前，在木构件表面所抹

的砖灰、桐油、血料等调制的垫层

断 白

  修缮古建筑时，仅在木构件表面

涂刷色油，不施彩画、不画纹样的

油饰方法

过色还新 在原彩画上重新刷色、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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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古建筑的面阔和进深

1一通面阔;2一面阔;3一廊深;4一通进深;5一进深;6一廊深

】O

玉
22

              图2 古建筑步架、举高和构件名称
1一台基;2一柱础;3一金柱;4一檐柱;5一瓜柱;6一大梁;7一凛;8一椽;

  9一脊擦;10一扶脊木;n一檐椽;12一飞椽;13一檐仿;14一穿插仿;
  15一抱头梁;16一步架;17一檐出;18一举高;19一举高总高;20一土衬
                        石;21一拦土;22一角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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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 立面

梭柱 月梁

图 3 梭柱和月梁

翼角俯视图

翼角立面图

    图4 古建筑的翼角

一翼角;2一翼角生出;3一翼角起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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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4

              图5有斗拱重檐古建筑构件名称
  1一台基;2一檐柱;3一重檐金柱 (上檐檐柱);4一挑光梁;5一额仿;

6一承椽仿;7一平板仿;8一下檐檐椽;9一藻井;10一天花;H一凛 (衔);

                    12一驼峰;13一椽;14一周围廊

图 6 古建筑的柱生起和柱侧脚
1一柱中线;2一柱侧脚;3一柱头中心垂直线;4一柱生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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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银锭桦连接

晒

。
材

斗口

      图8 斗口和材梨

1一材;2一足材;3一材宽;4一梁

、毁3净

足材翘(华供) 单材供

                  图 9 斗拱

1一棋瓣;2一拱眼;3一斗颐;4一底;5一腰;6一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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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0 斗棋的分类和房殿顶的脊

1一柱头科;2一角科;3一平身科;4一攒当;5一正脊;6一垂脊

        图 11 斗拱各部件名称的斗棋的出跳

1一额仿;2一平板杭;3一大斗 (坐斗);4一翘 (华棋);5一拱;

    6一昂;7一昂嘴;8一小斗;9一耍头;10一跳 (拽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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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2 古建筑中的脊
1一正脊;2一垂脊;3一博脊;4一俄脊;5一岔脊;

        6一下檐博脊 (围脊);7一吻兽

图13 木栏杆

1一望柱;2一地袱

2.0.3一2.0.17 本标准采用的术语及其涵义，是根据下列原则

确定的:

    1 凡国家文物局和国家现行标准已作规定的，一律加以引

用，不再另行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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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凡国家文物局和国家现行标准尚未规定的，本标准给出

了定义;

    3 当有关国家现行标准虽已有该术语，但定义不准确或概

括的内容不全时，由本标准完善其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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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 本 规 定

3.0.1、3.0.2 本条内容是作为对国家文物法所规定的关于古建

筑的维护、加固，需遵守 “不得改变文物原状”这一重要原则的

具体理解与实施而制定的。不得将本标准所述的 “原状”解释为

所谓的 “原真性”。因为原真性在实际古建筑中很难界定。

3.0.3 为了保证古建筑木结构的安全，本条文所规定的两项防

腐、防虫措施是缺一不可的。因为木腐菌生存的主要条件之一是

木材的含水率大于20肠，大量调查事实表明，凡处于不通风且
易受潮的部位，或是时干时湿的环境，其木结构几乎都要腐朽，

若不及时维修处理，终将导致结构的破坏。反之，凡处于干燥或

通风良好的环境中，则不易发生严重腐朽问题。另外，不少房屋

使用的情况也证明，在有通风防潮构造与干燥的环境中，木结构

的虫害也能受到一定的抑制。因此，要防止木结构腐朽、虫蛀，

不能不采取通风构造的措施。但也要看到，由于环境和气候因素

的复杂，单纯的构造措施在有些场所只能减轻菌害与虫害，而不

能完全制止。因此，在古建筑的关键部位以及有保存价值的木构

件中，还需采取药剂处理与构造措施相配合，才能收到最佳的技

术经济效果。

3.0.5 古建筑中需要加以保存的内容很多，本条规定是仅就修

补或更换原有木构件而言的。

3.0.7 为了有计划地保护古建筑，需要根据其残损程度与使用

要求进行不同程度的修缮。因此，宜对古建筑的修缮工程加以分

类，以便于进行规划、设计、施工与管理。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本条文内容与 1986年文化部颁发的

《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中文物保护工程的分类是一致的，只

是限于本标准的适用范围，而未列人 “保护性设施建设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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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

3.0.8 为了更好地保护古建筑而引用现代的技术与材料，一直
是国内外共同的努力方向，并且也有过成功的尝试。但由于其发

展时间毕竟较短，长期效果还无法充分肯定，在引用中稍有不

慎，便容易发生一些预料不到的问题，因此，只有取得成功经

验，并经过充分论证，确认能起到更好的保存作用时，方可将新

技术由点到面地引用于修缮工程。至于现代材料和新材料的引

用，还应遵守一个原则，即只能用于补强加固，而不能用以替换

原来的材料。这一点极为重要，否则将导致从本质上破坏文物的

后果，基于以上认识，制订了本条文，以指导当前的工程实践。

3.0.9 本条文内容是对国家文物法的具体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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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工 程 勘 查

4.1 一 般 规 定

4.1.1、4.1.2 古建筑木结构的保护，不仅与其自身的价值和状

态有关，而且还涉及它所处的环境与自然条件。因此，不论为了

制订长期保护规划，还是为了当前的维修，或是为了清除保护区

内存在的各种隐患，都需要有较完整、可靠的基础资料作为依

据，才能科学而有效地工作。然而在实际工程中，往往难以尽如

人意地获得这些资料。因此，在多数情况下，只能根据实际条

件，分别轻重缓急，有计划地进行必要的勘查或实测，不可为了

求全，而把工作的面铺得太大，以致延误了保护措施的及时完

成。基于以上认识，本标准分别情况提出了不同的要求。

    另外，对条文中的具体规定，还需要说明以下几点:

    1 史料有近有远，一般以近百年为主。

    2 近期资料指近30年一50年的资料。

    3 若古建筑所在地的小区基本烈度尚未划定，可委托本省、

自治区、直辖市的相关机构进行评估，并报省一级地震局批准。

    4 场地类别应通过地质勘察具体确定。
    5 保护区有一般与重点之分，就火险而言，指的是范围较

大的一般保护区。

    6 第4.1.1条第6款中所提的 “其他有害影响因素”，系指

很难一一列举的各种影响因素，如古建筑附近地带有严重虫害或

强振源等，需根据实际遇到的问题进行搜集资料。

4.1.3 古建筑的勘查，分为法式勘查和残损情况勘查两类。本

标准的有关规定仅适用于残损情况勘查;对法式勘查应按专门的

要求进行。为此，应正确理解和掌握这两类勘查的区别:

    1 法式勘查，是对建筑物的时代特征、结构特征和构造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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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所做的勘查。通过这一勘查，可以明确修缮中应特别注意的该

建筑物的法式特征，以及需要妥加保护的有史证、艺术和科学价

值的内容。

    2 残损情况勘查，是对建筑物承重结构及其相关工程的损

坏程度与原因所做的勘查。通过这一勘查，可以为古建筑木结构

的安全性鉴定及制订维护、加固方案提供依据。

4.1.4 制订本规定的目的在于保证勘查的结果能很好地满足工

程需要，并防止因勘查不当而损害文物。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本

标准未对勘查所测绘的图纸，提出具体的绘制要求，但一般可按

文化部文物字 (86) 第917号文颁发的 《纪念建筑、古建筑、石

窟寺修缮工程管理办法》的要求绘制。

4.2 承重木结构的勘查

4.2.1 木结构经过长期的使用，往往会因种种伤残的积累与组

合而显示出某种或某几种受力缺陷。其中有的受力缺陷对结构完

成其预定的功能有显著影响，有的则影响较轻微。因此，勘查

时，应根据安全性鉴定的需要，分清主次，抓住要害，才能迅速

地查清问题的实质所在。例如:

    — 通过勘查结构的整体变位与支承情况，以判断整个结构

或结构的一部分是否危险;

    — 通过勘查构件的受力状态与变形状态，以判断其是否可

能失稳，或发生强度破坏;

    — 通过勘查连接、节点构造的现状与工作状态，以判断其

传力是否安全可靠;

    — 通过勘查结构构件的过大变形和裂缝等缺陷，以评估该

结构是否能继续安全使用;

    — 通过勘查木材的腐朽、虫蛀、老化变质等材质缺陷以及

所处的环境条件，以评估其对结构、构件的损害程度等。

    由以上所述可见，本条文是在概括这些需要的基础上而作出

的具体规定。至于第5款规定的勘查内容，主要是为了查明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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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缮的残存情况及其经验教训。

4.2.3 本条是为查清结构整体变位的原因及其对结构安全的影

响问题而制订的。工程实践经验表明，木结构建筑的整体变位多

与下列因素有关:

    1 房屋年久失修，节点连接松弛;

    2 荷载或其分布状态有改变，且变得分布很不对称;

    3 承受水平荷载体系 (如凛椽系统、支撑系统)的刚度很

差或已残损;

地基基础发生较大的不均匀沉降;

结构的支承情况恶化。

4

5

    针对上述可能发生的原因，本条文提出了5个勘查要点，但

未详尽列出对每一构件和节点应勘查的细目。因为有关的细目已

在本标准第4.2.4条一第4.2.6条中阐明。故可根据实际需要加

以引用，不再重复。

4.2.4 对于本条的规定需作如下几点说明:

    1 有一种意见认为，在古建筑中，承重结构木材的材质问

题，主要是腐朽、虫蛀及老化变质。对于木节和斜纹等天然缺

陷，一般可不必作为勘查的要点对待。其理由有二:一是古代结

构用材选料严格，天然缺陷少;二是即使有较多的天然缺陷，也

已经历了时间的考验，不会出什么问题的。然而调查表明，上述

见解是不全面的。因为在一般古建筑中，特别是南方的小式建筑

中，就有不少构件的用料不很考究，不仅存在着各种天然缺陷，

而且因此而造成的构件承载能力不足的情况也时有所见。它们有

一部分之所以在工作中未出问题，有可能是由于其截面尺寸较为

富裕，而又没有受到其他影响因素的干扰。倘若情况有变，仍有

可能在一定条件下，与邻近的其他残损点组合，产生危及安全的

问题。因此，为了更好地保护古建筑，还是有必要勘查承重木构

件中的主要天然缺陷及其周围情况的;当然，倘若能够判断其状

态已稳定，对今后受力也不会有影响，则在计算 中也可不予

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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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由于取样试验，对保存原件不利，但在有些情况下，又

不能不取样，因此，本条的第4款将这类勘查限制在最小范围内

使用。若有可能，还要尽量减少取样数量，并尽可能在隐蔽部位

进行，以使文物只受到最小的损害。另外，值得指出的是，若有

同树种的其他构件需要更换，则可利用这种构件进行试验，而对

不更换的构件只进行非破损检验。通过对比分析，同样可以对所

需要的参数作出估计。

4.2.5、4.2.6 本条文对木构件及其连接勘查所提出的要求，均

与其安全性问题有关，在执行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1 木结构中，木构件及其连接的过度变形，不仅是影响结

构安全使用的一种缺陷，而且是结构受力状态的综合反映。因

此，应将它视为一种可能发生问题的征兆进一步去检查和发现影

响安全的隐患之所在。

    2 木材的裂缝对结构是否有危害，往往不取决于裂缝的宽

细、长短或深浅。关键在于裂缝所处的部位，如果裂缝与结构受

剪面重合，即使裂缝较小也是有危害的。因此，勘查时应结合结

构的受力情况进行判断。

    3 木柱过大的侧向弯曲变形，虽然多是施工和使用不当引

起的，但若受到其他因素干扰，则有可能触发失稳问题的发生。

勘查中若遇到此种情况，一定要细致观察与测量，并在勘查报告

中作详细描述与判断。

    4 对于斗棋，主要勘查其受力构件;至于装饰性构件的残

损情况勘查，仅供补配修复使用，不参与结构的安全性鉴定。

4.2.7 对历代维修加固措施残存部分进行勘查，可以收到下列

效果:

    1 了解历史上曾经发生的问题，有助于分析目前该建筑物

残损的原因。

    2 了解前人的思路，汲取早期修缮的经验教训，以免照样

修缮，过后又重新出现同样的问题。

    3 考察早期修缮的工艺、技术水平及其局限性，以减少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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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新技术的分歧与争论。

4.2.8 本条所列的几种情况，均属一次勘查难以作出判断，但

却是可能危及结构安全的问题。因而应组织力量在较长时间内进

行定期观测。根据经验，一般可在第一次观测后，每隔一个季度

或半年进行一次。时间长短应根据问题的性质与危险程度决定，

可以延长或缩短。但最主要的是间隔均匀，不宜随意改变。

4.2.9 本条文所指出的自然灾害，均对建筑物有较大的危害。

通过灾后勘查，一方面可以查出平时难以觉察的隐患和新暴露出

来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能及时地对所发现的险情进行抢险或加固

处理。

4.3 相关工程的勘查

4.3.1、4.3.2 为了全面地保护好珍贵的古建筑，本条明确了应

对有残损的或有文物价值的相关工程也进行勘查。通过这项工作

并据以提出防护方案，可以收到两个效果:

防止因忽视相关工程的残损，而危及主体结构的安全;

避免因维修主体结构而破坏相关工程的完整性，使这部

.
1

，
自

分文物受到不应有的损害。

    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对相关工程进行勘查，提出应重点查清

的问题与情况，以便于执行。

4.3.3 古建筑屋顶的式样、尺寸和细部尺寸，均是考证该建筑

创建时代、历史艺术价值以及历代变动情况的重要依据之一。因

此，在揭瓦前，需查清其详细情况，方能在重新瓮瓦时，按原状

复原。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古建筑的瓦顶构造较为复杂，容易遇

到一些特殊情况，故应按本标准第4.1.4条和第8.5.4条的要

求，做好测绘、编号记录，并拍下照片，以供复原工作和今后研

究分析使用。

4.3.4 木结构通风防潮构造不合理，往往是造成木材腐朽的主

因之一。为了使药治能收到既经济又有实效的效果，应首先从构

造上消除其致腐的缺陷。为此，要求在残损情况勘查中，应设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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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清造成目前腐朽状况的构造原因。

4.3.5 古代墙壁上的浮雕、壁画和嵌镶的字刻等往往具有很高

的文物价值或艺术价值。在拆砌、加固或移动这类墙壁前，理应

具体研究如何保存和保护它们。为此需要有勘查所提供的构造详

图和在墙上的准确位置。另外，由于这些年代久远的文物，难免

存在着自然力破坏所造成的缺陷。因此，还应提供其残损现状的

勘查结果，才能据以作出可行的保存与保护方案。

4.3.6 本条为勘查古建筑环境所规定的五款内容，都是显而易

见应做的工作。关键在于执行时应注意查清其隐患之所在，并正

确估计可能发生的问题及其严重程度。只有这样，才能为整治古

建筑环境提供必要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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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工 程 监 测

5.0.1 本条规定了应进行结构监测的古建筑木结构及其相关工

程的范围。应指出的是古建筑的保护要求、承重结构的工作状态

以及该建筑所处的环境条件是决定是否进行结构监测的主要

因素。

5.0.3 监测方案是保证监测系统有效性的前提。本条规定了古

建筑木结构及其相关工程的监测方案制定的基本要求。

    监测方案制定前，应进行监测工程的现场勘查与现状分析，

并进行历史资料调研，形成工程结构历史与现状的勘查报告;结

合监测工程的勘查报告与结构概念分析，提出监测系统的总体设

计初步方案。初步方案中一般包括:基本监测依据;文物保护措

施;主要监测内容;拟采用的监测设备;投资规模等。

    在总体设计初步方案的基础上，进一步根据现场勘查报告、

工程结构数值分析报告、实验结果以及有关论证，优化监测系统

的总体设计方案、测点布置、监测设备与仪器的数量、监测设备

与仪器的安装方法、传输线路的布置方式与安装方法、监测系统

数据储存与分析的软件系统设计等，形成结构监测系统的设计与

实施方案。监测系统的设计方案需包含对古建筑本体以及建筑内

文物的保护措施等的专门论述。监测系统的设计方案还应包含对

监测设备的保护措施的专门论述。

    监测系统设计方案宜体现其具有完整的采集、传输、存储、

数据处理及控制、预警及评价功能。

    监测测点布置的位置和数量，宜根据建筑本体以及文物保护

要求、结构类型、监测内容及理论分析结果确定。测点应布置在

能反映监测参数特征的关键点上，能反映监测对象的实际状态及

其变化趋势。测点布置宜有一定的冗余度，在重要部位应适当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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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监测点，以便监测数据的相互验证。同时，可利用结构的对称

性，合理减少测点布置数量。测点布设位置选择时，宜考虑便于

监测设备的安装、测读、维护和替代;且应不妨碍监测对象的施

工过程或正常使用。

    监测设备的选择应满足监测周期、监测参数与方法及监测系

统功能的要求，其测读精度应符合精度等级的要求，并具有良好

的稳定性、耐久性、兼容性和可扩展性。精确性、稳定性及性价

比是监测设备选型时需考虑的三个重要指标。监测设备测得的数

据应对实际结构的静动力参数或环境变化较为敏感。应根据监测

方法和监测功能的要求选择监测设备合理安装方式，并采取相应

的防护措施。监测设备也应对其工作环境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和

抗干扰能力。

    监测方案中，应提出针对工程结构达到或超过预警阑值时的

处理措施或处理方案。预警闽值应根据结构重要性及其状态、环

境条件、检测经验等初步确定。

5.0.5 依据监测系统的设计与实施方案，由设计单位和有资质

的专业施工单位共同完成监测系统的实施。监测系统的实施阶段

应包括:监测设备安装与标定、传输线路敷设、数据采集设备安

装、软件系统安装以及监测系统调试等。

    监测系统的实施安装过程应形成监测系统实施过程报告，应

包含完整的实施过程资料，如:项目概况包括建设、设计及施工

等单位、工程概况、监测目的和要求;项目完成的起始时间;实

际完成的工作量等。

    如果监测系统中包含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监测子系统，还应

进行监测子系统的联调。监测系统实施完成后，应进行一定时限

的系统试运行，试运行时限以30天一45天为宜。

    现场监测宜采用仪器监测与巡视检查相结合的方式，两者互

为补充、相互验证。仪器监测可以取得定量的数据，进行定量分

析;以目测为主的巡视检查，可以起到定性和经验判断的作用，

从而避免片面地分析和处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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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监测系统的运行阶段，应有专人定期进行系统的管理和维

护工作。对于监测系统获得的监测数据，应有专门人员或者队伍

采用科学分析方法进行系统分析，定期形成监测报表和监测报

告。监测系统的数据资料应保存完备。

    监测报表可通过监测系统的软件自动形成。监测系统报告一

般包括项目概况、监测方法和依据、监测项目及系统操作指南。

监测方法中应包括监测周期、监测频次、测点分布、数据处理方

法等;监测项目包括监测参数、采用的监测设备及其检校情况。

系统操作指南为监测系统移交后供使用方掌握监测系统的使用方

法说明。原始记录应包括对监测系统的定期巡视检查情况、对异

常情况的处理记录及结果;归档应符合归档文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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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古建筑木结构的鉴定

6.1 一 般 规 定

6.1.1、6.1.2 在总结我国古建筑木结构以往工程鉴定的基础

上，为了适应古建筑保护、修缮管理的实际需要，规定了古建筑

木结构应进行安全性鉴定的几种情况。对古建筑木结构存在的某

方面突出问题，可就这个问题采取比常规鉴定更深人、更细微、

更有针对性的专项鉴定来处理。为此，列出了较常见的几种情

况。若在实际工作中还发现有其他专业性很强的问题，同样也可

以进行专项鉴定。

6.1.3 本条中所提构件包含连接和节点，本标准以下部分其含

义相同。

    我国现存的古建筑木结构，其结构设计是按历代官订的模数

及著名匠师的实践经验进行的，与现行可靠性理论有较大距离，

似乎难以直接引用现代标准进行安全性鉴定;但实际情况是:在

长期的古建筑维修中，人们积累了大量木构件和连接损坏对结构

安全影响的实际经验，特别是近70年来，通过使用现代检测技

术与分析方法，逐步积累了许多可供推断古建筑结构受力状态及

其安全性的数据和资料。从而使古建筑结构的安全性鉴定同样可

以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因此，本标准所提供的安全性鉴定方

法，是以现场勘查所发现的残损现象及其对结构、构件、连接安

全性的影响为依据，参照现行国家标准 《民用建筑可靠性标准》

GB 5 0292的鉴定评级规定，从古建筑特点出发，按勘查项目、

构件 (含连接、节点、以下同)和结构体系划分为三个层次;每

一层次划分为四个安全性等级;从勘查项目开始，逐层进行

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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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勘查项目鉴定评级

6.2.1、6.2.2 对这两条需要说明的是，上节所述的残损现象，

之所以采用 “残损点”来表述，并在本标准术语一章中给出其定

义，是因为在一个勘查项目中可能存在不止一种的残损现象;以

“点”表示不仅较为清晰，还可以通过标注其所在位置的坐标，

来描绘残损点的分布状况;同时，尚可用以推测各残损点之间可

能发生的相互作用或组合效应。因此，在勘查中发现了残损点，

还应按其对结构、构件安全性的影响程度，将其划分为未见残

损、轻度残损、中度残损和重度残损四种状况，才能使检测与鉴

定作出更准确、可靠的结论。至于如何划分它们之间的界限，应

根据两种情况分别确定。

    一是有明确的目标可靠指标或质量界限，可按所给出的数量

界限进行划分;

    二是缺乏明确的数量界限，需辅以现场观察判断进行划分。

在这种情况下，参照现行国家标准 《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

GB 50292和《工业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 50144对模糊界限

的处理方法;即:规范仅给出 “显著残损”的低限作为 “中度残

损”与 “轻度残损”的划分依据。至于 “未见残损”与 “轻度残

损”的划分，可由鉴定人员依据实物的实际完好程度作出判断;

而 “中度残损”与 “重度残损”的划分，则由鉴定人员根据实物

的实际严重程度进行判断。

6.2.3 对本条的规定需要说明以下3点:

    1 与现代木结构相比，对古木材质劣化的评定，其限值有

所放松。主要是因为就古木而言，其材质几乎不可能没有劣化迹

象。考虑到它的截面尺寸大多偏大，而且随着时间向前推移，古

木含水率已接近平衡。在这种情况下，木材材质劣化的速度也日

益趋缓，甚至在干燥的北方地区，几乎已接近停止。因此，可以

允许有少量的腐朽变质缺陷存在;根据调查和长期观测的资料，

作出了如表6.2.3第1项所示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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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古建筑中木柱的弯曲变形，虽然多数是由于施工偏差或

选料不当造成的，但若超出一定限度，则容易引起失稳。因此，

在国内外规范中均对该变形的矢高值占作了限制。一般对新设计

的木柱，取占(L。/300;对旧柱，取占(L。/150。以此为借鉴，

可以对古建筑的木柱选择一个较为合理的限值。调查实测表明，

官式古建筑的柱径多为柱高的1/9一1/10，一般不至有过大的弯

曲变形，无论如何规定，均可满足要求。在这种情况下，确定此

界限值的关键在于民居。因为这类古建筑木结构的用料多不符合

官订模数，其材质也不如官式建筑考究。当遇到用料偏小、偏次

时，其弯曲变形可达L。/200，这在江南一带时有所见。虽然仍

在继续使用，但若受到其他因素干扰，很有可能影响柱子的正常

工作。因此，在此基础上，略作偏于安全的考虑，取占>L。/25。

时为残损点，经重点征求意见认为此界限值较稳妥可行 (L。为

柱的无支长度)。

    3 柱脚与柱础间抵承面的减小，多数是由于腐朽、虫蛀引

起的。常见的损坏情况有两种:一是沿周边较为匀称地发展;另

一是沿一侧不对称地进行。前者剩余的抵承面上，应力分布仍然

较为均匀，只要承压应力验算合格，且剩余截面尺寸满足构造要

求，就不致影响柱子的工作。后者则不然，因为它不仅削弱抵承

面，而且还将使柱子处于不利的偏心抵承状态。在实际建筑物

中，曾见到半封闭在墙内的木柱，其柱脚一侧的腐朽面积已达到

整截面面积的56%，兼之柱头连接有相同方向的偏心，致使柱

子的偏心距加大，终于导致柱子不能正常受力。因此，本条作出

了如下两点规定:

      1) 测定剩余抵承面面积，当剩余抵承面面积与原截面面

        积之比p。<3/5时，应判为残损点;
      2) 注释中明确，当有严重偏心时，应在木柱承载力验算

          中考虑偏心的影响。

6.2.4 关于承重木梁的残损点评定，需要说明的是挠度界限值

的确定问题。过去在古建筑修缮中，虽然早就开始引用现代受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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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构件的挠度评价方法，并且也收到了一定成效。但由于不少从

事古建筑检修的技术人员对现代结构设计原理不很熟悉，从中所

汲取的只是部分常用的指标，且缺乏跟古代木梁的特性进行系统

的分析比较，以致在有些场合引用时，就不能解释和判断一些与

挠度有关的残损现象。

    这次制定标准，为了较好地解决实践中提出的问题，专门对

古代和现代木梁的挠曲状况进行了较多的调查实测与统计分析，

从而对其中的实质性问题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因此，决定按下

述原则制定挠度评定标准:

    1 由于挠度观测值既被用来评价构件的使用功能，又被用

来估计构件受力是否濒临危险状态，而这两种用途又分属两种不

同极限状态范畴，因此，对前者，应按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的适用

性要求，确定其挠度界限值;对于后者，则应根据承载能力极限

状态的安全性要求，确定其不适于继续承载的变形，作为安全性

鉴定的挠度界限值。

    2 调查实测和计算分析表明，上述的挠度界限值并非一个

定值，而是与木梁高跨比有关的变值。因此，为了保证古建筑的

安全，当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概念确定木梁的挠度界限值时，应

采用考虑高跨比影响的变值控制，才不致造成判断失误;故取

22/210oh作为h/l>1/14时的挠度界限值。

    3 考虑到300年以上的木梁，之所以还能得到完好的保存，
其主要原因在于创建时的精细选料与经过风干，同时还在于使用

过程中的妥善保养。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它的挠度偏大，也只是

时间因素所造成的。因此，确定其界限值时可予以适当放宽。

6.2.5 斗拱的残损点，是指受力的斗棋及其受力构件而言;若

是装饰性的斗棋及其构件，则不参与安全性鉴定。

6.2.6 对屋盖构件的残损点，需说明以下两点:

    1 擦条挠度的界限值是根据多年来对南方地区，如四川、

福建、湖南等地的旧式房屋原木凛条的调查实测数据确定的。为

了使残损点的评定更加合理，还按凛条的跨度进行了分类，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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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给出界限值。

    2 在凛条的安全性鉴定中，应特别注意它与椽条之间有无

钉结，与梁之间有无锚固。因为这涉及结构的空间刚度问题，倘

若没有连接，或连接已失效，则应作为需采取锚固措施的残损点

进行处理。

6.2.7 楼盖残损点的界限值，是根据四川、上海、浙江等地民

居的调查资料，并参考苏联检查旧有建筑所得到的结论确定的，

但因考虑到古建筑的重要性，略作偏于安全的调整。

6.2.8 在我国南方地区，为了防止古建筑木构架发生腐蚀、虫

蛀，往往在木柱的接地一段采用石柱，甚至在梁架以下全采用石

柱。此时，也应对石柱的安全性进行鉴定。本条的规定主要是以

河北省古代建筑研究所、福建省建筑科学研究院和福州大学对石

结构研究成果为依据制订的。

6.2.9、6.2.10 古建筑木构架的围护结构，如砖墙、土墙和毛

石墙等，其残损点界限值是参照现行行业标准《危险房屋鉴定标

准》JGJ 125及福建省对生土墙研究的若干资料拟订的。

6.3 单个构件鉴定评级

6.3.1 根据古建筑木结构一般维修的习惯，只要掌握了有关勘

查项目所查明的残损点及其鉴定结论，便可据以进行维修、加固

工作;但若管理或使用古建筑的部门需要了解被保护古建筑的整

体安全水平或指定构件的安全等级时，便需要在勘查的基础上，

进一步对有关构件及其连接进行安全性鉴定。因此，本条给出了

在哪些情况下宜进行单个构件鉴定评级的规定。

6.3.2 在古建筑木结构的保护工程中，由于主要是进行承重结

构、构件的安全性鉴定，因而在它的勘查项目之间已无主次之

分;任一勘查项目存在安全问题，均可能导致该结构、构件无法

正常承载，甚至破坏的后果。因此，宜采用按最低等级的项目确

定构件安全性等级的定级原则。这也就是国内外常用的、所谓的

“最小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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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国内外实践经验表明，分级的档数宜适中，不宜过多或

过少。因为级别过多或过少，均难以恰当地给出有实用意义的分

级界限，故一般多根据鉴定的种类和问题的性质，划分为三至五

级，个别曾见分为六级，但以分为四级最为常见。本标准参照现

行国家标准 《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 50292，决定对安
全性鉴定划分为四个等级。试行情况表明，能够较为准确地描述

被鉴定构件的安全状态。

6.3.4 根据本标准的规定，古建筑木结构构件的验算应在现场

详细调查工程质量的基础上参照现代设计规范进行。这也就要求

其分级应以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

50068规定的可靠指标为基础，来确定安全性等级的界限。因

为，结构构件的安全度除与设计的作用 (荷载)、材料性能取值

及结构抗力计算的精确度有关外，还与实际工程质量有着密切关

系。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S。。68
以结构的目标可靠指标来表征设计对结构安全性的要求，并根据

可靠指标与材料和构件质量之间的近似函数关系，提出了设计要

求的质量水平。从可靠指标的计算公式可知，当荷载效应的统计

参数为已知时，可靠指标是材料或构件强度均值及其标准差的函

数。因此，设计要求的材料和构件的质量水平，可以根据结构构

件的目标可靠指标来确定。

    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S。。68
规定了两种质量界限，即设计要求的质量和下限质量，前者为材

料和构件的质量应达到或高于目标可靠指标要求的期望值。由于

目标可靠指标系根据我国材料和构件性能的统计参数的平均值校

准得到的，因此，它所代表的质量水平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实

际的材料和构件性能可能在此质量水平上下波动。为使结构构件

达到设计所预期的安全度，其波动的下限应予规定。与此相应，

工程质量也不得低于规定的质量下限。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

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 50068的质量下限系按目标可靠指标

减0.25确定的。此值相当于其失效概率运算值上升半个数量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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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以上考虑，并结合安全性分级的物理内涵，本标准对这

类检查项目评级，采取了下列分级原则:

    a级  符合本标准对目标可靠指标凤的要求，实物完好，其

验算表征为R/(yos)妻1;分级标准表述为:安全性符合本标准

对a级的要求，不必采取措施。

    b级  略低于现行标准对凤的要求，但尚可达到或超过相当
于工程质量下限的可靠度水平。即可靠指标月)风一0.25，此时，
实物状况可能比a级稍差，但仍可继续使用，验算表征为 1>

尺/(yos))0.95;分级标准表述为:安全性略低于本标准对a级

的要求，尚不显著影响承载，可不采取措施。

    。级  不符合现行规范对凤的要求，其可靠指标下降已超过
工程质量下限，但未达到随时有破坏可能的程度，因此，其可靠

指标召的下浮可按构件的失效概率增大一个数量级估计，即下浮

下列区间内:

                  凤一0.25>月)凤一0.5

    此时，构件的安全性等级比本标准要求的下降了一个档次。

显然，对承载能力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对于这种情况，验算表征

为0.95>R/(为5)妻0.9;分级标准表述为:安全性不符合本标

准对a级的要求，显著影响构件承载，应采取措施。

    d级  严重不符合现行规范对肠的要求，其可靠指标的下降
已超过0.5，这意味着失效概率大幅度提高，实物可能处于濒临

危险的状态。此时，验算表征为R/(凡5)<0.9;分级标准表述
为:安全性极不符合本标准对 a级的要求，已严重影响构件承

载，需立即采取措施 (如临时支顶并停止使用等)，才能防止事

故的发生。

    从上述可知，由于采用了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可靠性

设计统一标准》GB 50068规定的目标可靠指标和两种质量界限

来划分承载能力验算项目的安全性等级，较好地处理了本标准与

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 50068接轨

与协调的问题，避免了单纯依靠投票决定分级界限所带来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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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清和可靠性尺度不一致的缺陷。

6.4 结构体系鉴定评级

6.4.1 对古建筑的安全性鉴定，本标准虽然规定了鉴定应从勘
查项目开始，逐层进行评定，但并不要求所有层次都要进行安全

性评定。当仅要求鉴定某层次的安全性时，检查和评定工作可以

只进行到该层次相应程序规定的步骤。据此，本条给出了有必要

进行结构体系鉴定评级的两种情况:

    一是需要评定结构体系的整体牢固性时。由于它涉及整个结

构所有构件之间的连接、拉结、锚固和支撑等是否系统、有效、

可靠;而其所引起的作用，又是使整个结构体系具有足够的延性

和冗余度。因此，有必要以此为目标对结构体系进行鉴定评级;

    二是当鉴定对象为古建筑群，需要制订修缮工程计划和实施

科学管理时。此时，鉴定者对结构体系的安全性鉴定评级，其所

要求的并非理论的完善和计算的高精确度，而是在众多随机因素

和模糊量干扰的复杂情况下，能有一个简明可信的宏观判断工

具，以提高管理与决策的水平。为此，通过评定结构体系中每一

构件集的安全性，以及结构体系的整体牢固性和围护系统的安全

性，并以分级的模式，综合描述结构体系的安全性，则可解决这

个问题，故作出本条的规定。

6.4.2 古建筑结构体系的安全性并非直接由单个构件来评定，

而是取决于其所包含的每种构件集是否整体处于正常的承载状

态，同时，还取决于该结构体系为保持其整体牢固性所采取的构

造措施，是否具有抵御各种偶然作用的足够能力。因此，本标准

规定应以这两方面所评的等级为依据，通过综合分析以确定结构

体系的安全性等级。

6.4.3、6.4.4 考虑到现行国家标准 《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

准》GB 50292在构件集安全性评定上，积累了大量数据和经验，

其所制定的评定标准对古建筑的科学管理而言，也比较简明

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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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5 本条是对原标准第4.1.7条的修订。主要是删去了原条

文中的倾斜界限值，改为一经发现有显著的倾斜，便应采取措施

的新规定，以确保古建筑木构架的安全。

6.4.6 在确定了结构体系的实用鉴定模式及每种构件集和结构

整体牢固性的分级评定方法与评级标准后，结构体系的安全性等

级，便可简明地按下列原则与步骤进行评定:

    1 先以每种主要构件集的鉴定评级结果，作为确定结构体

系安全性等级的基本依据，并采用 “最小值控制原则”取其中最

低一级作为初评等级;此时，若遇到2、3两款情况时，尚应将

初评等级加以修正;

    2 依据结构整体牢固性所评的等级，对上款初评的等级进

行调整;调整的目的是要保证结构体系的整体承载安全;

    3 进一步考虑一般构件集所评的较低安全性等级对结构体

系工作的影响，经再次调整后，给出最终确定的结构体系安全性

等级。

    从评定过程可以看出，通过多步骤的修正与调整，可使安全

性鉴定评级趋于完整，接近于实际，能够满足科学管理的要求。

6.5 地基基础和场地安全性鉴定

6.5.1 遗存至今的古建筑木结构，其建造时都很重视选址，很

少存在场地和地基问题。故在长时间的保护工作中，一般均以不

干预为主。本标准之所以规定了场地和地基的安全性鉴定标准，

主要是出自下列考虑:

    一是因为在现代建设过程中，往往存在漠视古建筑的倾向，

容易在爆破、开挖深基坑和地下隧道等作业时伤及古建筑的地基

基础或场地;

    二是因为随着环境的长期变迁，而导致地下水的水位变化或

水质恶化，其所造成的后果可能使古建筑地基出现安全问题。

    因此，如遇到上述情况，则应执行本节的规定，对场地或地

基基础进行安全性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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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3 在既有建筑物的地基安全性鉴定中，虽然一般多认为采

用按地基变形鉴定的方法较为可行，但在有些情况下，它并不能

取代按地基承载力鉴定的方法。况且，多年来国内外的研究与实

践也表明，若能根据已有建筑物的实际条件及地基土的种类，合

理地选用或平行使用原位测试方法、原状土室内物理力学性质试

验方法和近位勘探方法等进行地基承载力检验，并对检验结果进

行综合评价，还可以使地基安全性鉴定较快地取得结论。为此，

本条从以上所述的两种方法出发，对地基安全性鉴定的基本要求

作出了规定。

6.5.4 当地基发生较大的沉降和差异沉降时，其上部结构必然

会有明显的反应，如建筑物下沉、侧倾、开裂或其他损坏等。鉴

定人员通过对这些宏观现象的检查、实测和分析，可以判断地基

的承载状态，并据以作出安全性评估。在一般情况下，当检查上

部结构未发现沉降裂缝，或沉降观测表明，沉降差小于现行设计

规范允许值，且已停止发展时，显然可以认为该地基处于安全状

态，并可据以划分A级的界线。若检查上部结构发现砌体有轻

微沉降裂缝，但未发现有发展的迹象，或沉降观测表明，沉降差

已在现行规范允许范围内，且沉降速度已趋向终止时，则仍可认

为该地基是安全的，并可据以划分B级的界线。在明确了A级

与B级的评定标准后，对划分C级与D级的界线就比较容易了，

因为就两者均属于需采取加固措施而言，C级与D级并无实质

性的差别，只是在采取加固措施的时间和紧迫性上有所不同。因

此，可根据差异沉降发展速度或上部结构反应的严重程度来作出

是否需立即采取措施的判断，从而也就划分了C级与 D级的

界线。

6.5.5 尽管在很多古建筑中没有建立工程地质勘察档案，且在

现场很难进行地基荷载试验，但征求意见表明，多数鉴定人员仍

期望本标准作出根据地基承载力进行安全性鉴定的规定。为此，

考虑到多年来国内外在近位勘探、原位测试和原状土室内试验等

方面做了不少的工作，并在实际工程中积累了很多协同使用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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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的经验，显著地提高了对地基承载力进行综合评价的可信性

与可靠性。因而本标准作出了可按地基承载力评定地基安全性等

级的规定。但执行中应注意三点，一是在没有十分必要的情况

下，不可轻易开挖有残损的古建筑基槽，以防止上部结构受损;

二是根据上述各项地基检验结果，对地基承载力进行综合评价

时，宜按稳健估计原则取值;三是若地基的安全性已按本标准第

6.5.4条做过评定，便无需再按本条进行评定。
6.5.6 建造于山区或坡地上的房屋，除需鉴定其地基承载是否

安全外，尚需对其地基稳定性 (斜坡稳定性)进行评价。此时，

调查的对象应为整个场区;一方面要取得工程地质勘察报告，另

一方面还要注意场区的环境状况，如近期山洪排泄有无变化，坡

地树林有无形成醉林的态势 (即向坡地一面倾斜)，附近有无新

增的工程设施等等。

6.5.7 评定地基基础安全性等级所依据的各检查项目之间，并

无主次之分，故应按其中最低一个等级确定其级别。

6.5.8 地下水位变化包括水位变动和冲刷;水质变化包括 pH

值改变、溶解物成分及浓度等，其中尤应注意 COZ、NH亡、

MgZ+、50犷、CI一等对地下构件的侵蚀作用。当有地下墙时，

应检查土压和水压的变化及墙体出现的裂缝大小和所在位置。

6.6 抗 震 鉴 定

6.6.1 我国古代木构架，虽然具有良好的耐震性能，但也有不

少震害表明，倘若其设计、施工、使用不当，或因年代久远，结

构功能有所下降，均可能造成薄弱环节和隐患，而当遭遇一定烈

度的地震作用时，便会使结构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因此，为了

更好地保护古建筑，同样需要进行抗震鉴定。本条从设防烈度、

场地、结构构造特点和建筑年代等不同条件出发，分别规定了抗

震构造鉴定、截面抗震验算和抗震变形验算在古建筑中的应用范

围。现就其中若干问题说明如下:

    1 考虑到我国古建筑木构架是根据传统模式与模数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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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可靠性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各种成功的构造经验来保证。在这

种情况下，其构造现状是否完整、完好，对评估木构架及其相关

工程的耐震能力至为重要。因此，本条制定的原则是以构造鉴定

为主，并辅以必要的验算，以提高判断的准确性。

    2 根据6、7度区古建筑震害资料所做的分析表明，有很大

一部分古建筑可不必进行抗震验算，仅按构造鉴定即可评估其抗

震可靠性，因此，在表6.6.1中对验算范围作了具体的划定。

    3 实践经验表明，由于多数古建筑的承重结构是在低水平

的应力状态下工作，因此，平时很难凭直观的构造性鉴定，完全

查清其内在的、只有在强震作用下才会暴露出来的结构缺陷和各

种残损的组合效应。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需利用构造鉴定所取得

的实测与检验数据，对结构进行必要的验算。故本条给出了需要

进行抗震验算的范围。

    至于年代久远的古建筑，之所以在不少情况下，也要求进行

抗震验算，是因为它的重要性及其严格的保护要求决定了需要这

么做。

    4 古建筑的抗震变形验算，只有在能够计算柱的侧偏位移
时才能进行，尽管如此，但考虑到这项工作有助于判断结构是否

会在强震中倒塌，因此，在本条中仍然给出了其应用范围，但不

作硬性规定，仅建议在有条件时进行。

6.6.3 本条给出抗震构造鉴定的具体标准，对6度和7度区的

古建筑，之所以规定按本标准第6章的安全性鉴定标准执行，是

因为出自对文物保护的考虑，其评定界限的划分，均比一般建筑

物的相应标准为严。其偏严程度足以保证 6度和7度区的抗震

要求。

    对 8度和9度区，则根据当遭遇该烈度地震的作用时，只允

许有可以修复的局部损坏的原则，给出补充鉴定要求。其目的是

在柱、梁仿、斗棋、屋盖、檐墙等主要构件本身的强度和刚度都

得到保证的前提下，进一步提高它们之间连接的安全性和结构的

整体牢固性，以增强木构架的耐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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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4 关于地震作用的计算，需要说明以下4点:

    1 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给出的结

构总水平地震作用标准值F以的计算式，虽然对各种材料的结构

作了统一的考虑，但不包括木结构在内。因此，需按古建筑木构

架的特性加以修正。本标准采用乘以系数的方法修正F以。根据

计算，该系数变动在0.703一。.719之间，本标准统一取0.72。

    2 考虑到古建筑构造的特点，对结构等效总重力荷载Ges的

计算，补充了单层坡顶房屋的规定。这是按功能等效原理，将重

力荷载代表值等效作用于大梁中心确定的。至于平顶房屋和多层

房屋，则完全可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的规定计算。

    3 由于古建筑木构架不能作为弹性系统计算其基本自振周

期，故建议按实测值采用。但在实际工作中，往往会遇到实测有

困难的情况，所以在标准附录H中给出了根据实测结果回归得

到的经验公式。当需按该式计算木构架的基本自振周期时，其构

造条件应符合该附录的规定。

    4 对8度和9度区的抗震变形验算，本标准给出的木构架

位移角限值〔氏〕为1/3。。这是根据若干古建筑的残留变形经过
分析选定的。

6.7 鉴定报告编写要求

6.7.1 鉴定报告的格式可根据本系统的特点自行设计，但应包

括本条规定的五项内容，以保证鉴定报告的质量。

6.7.2 在古建筑的安全性鉴定中，根据现场调查实测结果被评

为。级、d级和C级、D级的检查项目，不仅用以说明该鉴定对

象在承载能力上存在安全问题，而且是作为对它进行处理的主要

依据。因此，在鉴定报告中，必需逐一作出详细说明，并具体提

出需要采取哪些措施的建议，使之能得到及时而正确的处理。

6.7.3 本条的内容，是参照国际标准 《结构可靠性总原则》

150/DIS 2394一1996及国外一些可靠性鉴定手册制定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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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需结合实际情况和有关要求作出合理可行的选择。

6.7.4 对结构体系和构件集所评的等级，一般是经过综合后确

定的。在综合过程中，由于考虑了系统工作与单个构件的不同，

以及系统所具有的耐局部故障的特点，因而不能因非关键部位的

个别构件有问题而调低整个系统的等级;但也不能因整个系统所

评等级较高，而忽略了对个别有问题构件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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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木构架的维护、修缮与加固

7.1 一 般 规 定

7.1.1 古建筑木结构的维护工作，应在法式勘查完成之后进行。

考虑到我国还有大量古建筑尚未被列为保护单位，仍归非文物部

「〕的地方单位管理。一旦匆忙抢修，便有可能破坏该建筑的形制

特征。因此，对这一重要原则，还是应当在本标准中加以提示，

以防止在修缮工作中执行错误的行政决定。

7.1.2 古建筑的木构架是否需要维修、加固，应经安全性鉴定

确定，因为通过现场检测、验算并辅以评估所取得的安全性鉴定

结论较为客观、准确和稳健，以之为依据容易为各有关方面所接

受，其所取得的维修、加固效果也将更为显著。另外，应指出的

是:现场检测到的残损点均属涉及结构、构件及其连接安全问题

的缺陷、损伤或其他劣化状态，若不加以处理，可能造成不利于

古建筑保护的严重后果。

7.1.3 制定本条的目的是保证原物及其史证价值不受维修施工

的损害。因此，古建筑维修工程从设计到施工竣工的每一步骤都

应按规定的程序、要求认真地执行，不得有任何差错与疏忽。

7.1.4 在维修过程中打开隐蔽部位时，往往会遇到意外的情况

和问题。这时，除应立即对其进行检查鉴定外，尚应及时采取措

施消除隐患，不得因维修计划中无此项目而拖延，也不得照原样

重新封闭。

7.2 材 料

7.2.1 年代久远的古建筑木结构，当部分构件损坏而需进行维

修或更换时，最好采用与原构件树种相同的木材，但这往往是难

以实现的。原因是几百年来自然条件的不断变迁，特别是在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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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损的影响下，森林状态及木材资源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的

当时蓄积量很大的常用树种，至今已非常稀少。至于直径大的木

材更不常见，因而目前古建筑木构件的维修或更换，大多数除只

能采用其他国产树种的木材代替外，进口木材的使用数量也日益

增多。为此，本条根据常用树种木材的力学性能和现行国家标准

《木结构设计标准》GB 50005对承重木材强度等级的确定方法，

对可用于古建筑维修或更换的国产木材和进口材 (表 7.2.1一1、

表7.2.1一2) 进行了分级。与此同时，还列出了可供古建筑高级

装修和精细小木作选用的树种木材。木材名称已与现行国家标准

《中国主要木材名称》GB/T 16734和 ((中国主要进口木材名称》

GB/T 18513所采用的植物学标准名称有很大差别;不利于进口

木材的树种识别和流通使用。为了与原标准衔接，括号内部分保

留了原名称，以便于对照使用。

7.2.2 用于维修各类木构件的木材材质，本标准根据古建筑的

要求并参照现行国家标准 《木结构设计标准》GB 50005的等级

标准作了规定，但考虑到古建筑木构架一般不用受拉构件，因而

未将该类构件的材质标准列人。

7.2.4 为了避免新更换的木构件产生严重开裂和变形而影响安

全，或降低木构件表面彩饰的质量和寿命，故规定木材在加工前

需经过干燥处理，且含水率要求应比一般工程严格。因此，对以

自然风干为主的原木或方木，要求含水率不大于20%;对斗拱

及小木作，尽管其所用的材料，需要达到十分干燥的程度，但由

于其尺寸较小，人工干燥的条件不难解决，故从保证构件质量出

发，要求不高于当地的木材平衡含水率。

    关于含水率的检测，本条采用了现行国家标准 《木结构设计

标准》GBS。。05规定的按表层测定的方法。

7.2.5 本条文所提的使用年限不能按普通木结构的概念来理解，
而只能理解为古建筑大修的一个周期。因为古建筑早已超过了正

常使用年限，人们对它所做的工作只是通过不断的保养与修缮，

使之能够尽可能地安全延年。但从当前科学技术发展的水平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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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树脂胶所能达到的最长使用寿命来看，以古建筑一个大修周期
作为使用年限来要求，还是较为恰当的。

7.2.6 在国内外工程界所推荐的胶粘剂中，以改性环氧树脂胶
和间苯二酚树脂胶的性能为最佳。我国已大量用于建筑结构加固

工程中，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两种胶在国外已有80多年的

成功使用历史。因此，在古建筑中完全可以应用。

7.3 木  构 架

7.3.1 本条文概括了木构架整体维修和加固的内容与方法，并

对各种方法给出了明确的定义和适用范围。

7.3.2~7.3.4 提出了对落架大修的要求。做好落架大修工作的
关键在于要认真按规定的程序和步骤，细心操作，不能有丝毫大

意。如因一时疏忽把桦卯拆坏，不仅会增加修补工作量，有时还

可能把本来不该更换的构件，变成更换构件，既有损于古建筑的

史证价值，又造成工料的浪费。

7.3.5、7.3.6 打华拨正前应做好的准备工作和打华拨正过程中
应注意的事项和操作经验。当遇有主要承重构件 (如大梁)严重

残损不能承载时，不适合采用此种方法。即使承重构件承载没有

问题，打华拨正也要小心进行，特别是在操作过程中，若听到异

常音响或遇到其他未估计到的情况时，应立即停工，待查明原

因，清除故障后，方可继续施工。

7.3.7、7.3.8 对木构架整体加固的基本要求，应在维修工作中

全面理解和认真执行。

    “不得改变原来的受力体系”主要含义是，应保持构架中原

有各节点近于铰接的构造与传力方式;不得将它们加固成刚接节

点;也不得把柱脚与柱的基础拉结固定等等;以免产生意外的不

利于木构架受力的副作用。

7.4 木 柱

7.4.1 木柱的一般裂缝，多数不是受力引起的，而是由木材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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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和年久失修所致。因此，在修缮中，对这类非受力裂缝，仅作

一般性的修补，能防止水分渗人其中即可。当裂缝宽度较大需用

木条胶粘嵌补时，应使用干燥、通长、顺纹的木条，以改性环氧

树脂胶粘补严实。在具体操作中，若遇到裂缝不规则，可先修整

成适当形状的槽沟，这样更容易嵌补严实。

7.4.2、7.4.3 因梁架侧倾、扭转而造成的柱身开裂，应待梁架

整修复位、应力得到消除后，方可进行嵌补与加固。由于这类裂

缝不易与较大的干缩裂缝完全区别开来，故规定对这两类裂缝均

应同样处理。至于严重的受力裂缝与斜裂缝，则不能用一般方法

修补，而应考虑支顶、拆换或采取其他有效的加固措施。

7.4.4 对木柱局部腐朽的处理，应在最大限度保留原物的原则

下，采取局部挖补或墩接柱脚的方法进行补强加固。

    1 仅有表层腐朽，可将腐朽部分完全剔除干净，并凿成易

于嵌补的几何形状。经防腐药剂处理后，用干燥木料涂刷粘贴，

并钉钉加压，以保证胶粘强度。

    2 若为柱脚腐朽，可用墩接的方法处理。在墩接前，应先

加扶柱，以卸去柱子所承受的荷载，为了使墩接后的柱子仍可正

常受力，具体规定了墩接的长度。对墩接处的拼合方式，本条文

列出了 “巴掌桦”和 “抄手桦”两种连接方法。“蝗螂头桦”由

于构造复杂，不易制作精确，容易影响传力效果，未予推荐。

7.4.5 木柱内部被虫蛀或腐朽形成空洞时，需先查清中空的范

围和程度，方可按具体情况和要求，用改性环氧树脂灌浆料进行

压注加固:

    1 选择灌注树脂的洞眼，应注意的是要避开梁、仿交于柱

身的桦头。洞眼的大小和多少，以能保证朽烂的木渣、碎屑的清

除和灌注树脂的方便为宜。在满足这一前提下，宜少开大洞。

    2 将柱的中空内壁存在的朽烂木渣、碎屑清除干净，以保

证木柱与树脂粘结牢固。

    3 柱的中空直径较大时，应填充木块，减少树脂固化后的

收缩量，木块截面形状应加工成瓜棱形，有助于粘结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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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使用改性环氧树脂灌浆料的商品时，其性能和质量应符

合现行行业标准 《混凝土裂缝用环氧树脂灌浆材料》JC/TIo41

对11级浆料的要求。当采用自配的灌浆料时，其性能和质量应符

合表7.4.5一1及表7.4.5一2的要求。当采用石英粉为填料时，一
定要经过烘干，方可使用。

    5 当木柱因心腐或虫蛀而造成柱心中空时，可考虑采用掺

有填料的改性环氧树脂灌浆料压注加固，但应采取措施防止树脂

干缩，不起加固作用。

7.4.6 当木柱严重残损，已不能正常使用，而又无法加固或支

顶保存时，则应更换新柱以确保古建筑的安全。本条规定了更换

新柱的要求。

7.4.7 粘结古建筑的木构件，以改性环氧树脂胶的效果为最佳，
具体应用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 应采用经过安全性和耐久性鉴定合格的结构胶;

    2 粘结的木构件需待完全固化后，方可进行再加工;

    3 木构件的含水率，不得大于15%。

7.4.8 玻璃纤维布箍的质量取决于其缠绕工艺与操作技术，使
用时应有保证质量的措施。

7.5 梁 杭

7.5.1 木材腐朽对梁仿受力的影响最为严重。因此，应根据承

载能力验算的结果选择整修的方法。贴补的方法只能对木梁剩余

的完好截面的工作起到改善的作用。同时，为了使贴补部分不再

感染菌害，灭菌防腐处理也同等重要。若不对剩余的完好部分妥

加药剂防腐，则时隔不久，又会重新出现腐朽问题。

7.5.2 木梁中干缩裂缝的嵌补加箍修整，主要是为了防止生物

和水分侵人以及裂缝开展。

7.5.3 在本条提出的三种措施中，只有迫不得已时，才考虑更

换构件。即使采取了这一措施，也应把残件妥善地保存起来，以

期将来科学技术有了新的发展，还能将其复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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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4 新配桦头不容易拼接牢固，可借鉴过去一些胶合工厂所

采取的保证加工质量的措施，例如:采用韧性好，无缺陷，又易

胶粘的树种木材制作;

    1 精细加工桦头与桦槽，并防止油污沾染，以保证两者密

合并粘牢。

    2 选用改性环氧结构胶粘结。涂胶拼合后，应立即用螺栓

(或钉子)加压，以保证粘结质量与强度。若用钉子加压，其位

置应避开螺栓孔位，以免安装螺栓时需取掉钉子。

    3 螺栓间距及钉距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木结构设计标准》

GB 50005的要求，以防钻孔或钉钉时引起木材劈裂。

7.5.5 承椽杭偏心受力和凛条容易向外滚动，常常引起该仿扭

闪和椽尾翘起。本条提出了两种处理措施，供不同构造的情况

使用。

7.5.6 角梁位于古建筑翼角处，因其悬挑长度大、受力大并易

受风雨侵蚀，经常出现梁头下垂、腐朽或梁尾折断等残损现象，

影响古建筑的安全和正常使用。

7.6 斗 拱

7.6.1 斗拱中的杆件多为十字搭交，上下扣合桦卯，各攒 (朵)

斗拱之上横贯长仿，形成闭合的环锁。拆卸时应从上端逐层平行

掀起，以免损伤桦卯。当落架修缮时，需先注明各杆的方向、部

位，并在图纸与实物中相应编号。凡能成攒拆卸的斗拱，应在原

位捆绑牢固，成攒卸下，堆放整齐。不得散乱堆放，以免由于变

形造成重新安装困难。

7.6.2 有些清代中晚期的平身科斗棋，由于两端负荷不平衡，

易产生倾覆力矩，造成斗棋外倾，挑檐仿弯垂甚至断裂。同时，

由于多跨连续梁转变为简支梁，还导致了弯矩增大的后果，故应

进行有效的加固。但在制订加固方案时应注意:既不能增加仿的

截面，也不能改变斗棋的形制。根据故宫的经验，可在平身科斗

棋的后尾 (即撑头木的上端)加压科仿再拉结牢固;也可将撑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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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直接与额仿拉结牢固，以使斗拱中各力矩重新得到平衡。

    当平板仿受大斗棋挤压角科斗拱而严重外倾时，可在平板仿

的搭角上增加抹角枕垫与斜头昂或斜头翘十字叠搭，以增加平板

仿的承压面，使承压变形减小到允许程度。

    以上这两种加固措施，虽然给斗拱增加了新部件，但不影响
其外观，因而是切实可行的。但应注意的是，凡能满足设计验算

要求的斗棋，均不应进行干预。

7.6.3 斗棋中的翘昂、棋、仿等受弯构件，在年久失修的情况

下，会产生较大的挠度，但由于斗拱是用多层纵横叠搭的杆件组

成，具有类似弹弓的传递荷载作用，且所用的木料均无木节等缺

陷，因而在挠度不大于1/120的情况下，仍然可以继续使用。为

了弥补挠度过大造成的尺寸偏差，修缮时可在斗腰 (宋代称平)

的上端粘贴硬木垫，以使斗棋与凛仿贴紧，有利于原构件的

保护。

7.6.4 在斗棋中，樟卯的做法很重要，除在杆件交叉处采用刻

半、带袖的桦卯，以减少截面削弱外，还应在小斗底部及杆件叠

搭处施以暗销。由于暗销易被疏忽，而造成杆件移位的隐患，因

此，提出修缮时应补齐暗销的要求。另外，暗销作为防止杆件移

位的受剪连接件，其截面尺寸的偏差应控制在lmm以内，以保

证安装紧密。与此同时，考虑到剔挖工艺与受力的关系，其长度

的偏差也应控制在3mm以内。

7.6.5 对斗棋中残损劈裂构件的维修，应根据其损伤程度与受

力情况进行分析，有些构件的端部 (如昂嘴、菊花头、麻叶头

等)只起装修作用而无受力问题，均可用胶粘剂粘补，以尽量多

保留历史原物。

7.7 抗 震 加 固

7.7.1 在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soon要求的

基础上，针对古建筑的特点和需要作出的具体规定，其中主要增

加了2、3两款，着重强调在古建筑抗震加固工作中，不能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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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设防，而改变文物的原状。

7.7.2 对体形高大、内部空旷或结构特殊的古建筑木结构，即

使其现状处于良好状态，也应采取必要的整体加固措施，这是因

为这类结构往往由于建造时用料很大、施工精心、维护正常，且

未经历过设防烈度地震的考验，才使人至今尚未觉察到其结构构

造的缺陷。但很可能在大震来临时，将暴露出它在抗侧力和整体

性上的弱点。为此，本标准要求对这些虽属完好的建筑也要进行

整体加固，使之形成抗震结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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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相关工程的维护

8.1 一 般 规 定

8.1.1 古建筑地面形制很多，一般庭院地面可分散水、雨路、

海漫三部分。散水是围绕台基的一圈地面，由于它承受屋檐滴水

与向外排水作用，其宽度要根据檐出尺度而定 (清 《工程做法》

规定为0.8，1) 散水里棱与土衬金边等高，外口裁牙子砖，需

做出泛水，以免积水。雨路为中间略高，使水向两侧分流的弧形

走道。有殿式、大式、小式等做法，修缮时不得改变原有形制。

雨路两旁的海漫高程需低于甫路与散水的牙子砖，修缮时应考虑

全院的排水方向，在排水沟眼附近还应加大坡度。

    古建筑室内地面高程也有特殊的要求。由于地面坡度的各种

规定久已失传，后世修缮时往往以取平的方法握室内地面，造成

柱础与地面不能接平的毛病，因此在翻地面时需先测高程制出现

状图，以利正确的设计与施工。

8.1.2 古建筑雨水沟的及时疏浚是减少地面湿度，延长建筑寿

命的重要措施。结合水沟内阴暗潮湿的具体情况，为了把暗沟修

得延年并防止渗水，在不影响古建筑观瞻、结构构造与环境风貌

的情况下，明确了沟帮、沟底可用水泥砂浆垒砌与勾缝。

8.1.3 鉴于古建筑周围路面越修越高，致使古建筑落于洼地之

中，既影响古建筑风貌，又有损建筑寿命，本条规定了修筑路面

时不准提高路面高程，不准湮没建筑的土衬石与散水坡，不准湮

没台阶的砚窝石 (最下端的踏跺)，不准湮没牌楼、石狮或其他

陈设底座的散水，以免在城市建设与路面养护中把古建筑陷人

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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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场地、排水及基础

8.2.1 古建筑地处山间或山麓的为数很多，对这类场地需加强

管理与保护，才能防止发生因自然力或人为的滑坡与崩塌而危及

古建筑的事故。为此，本条作了五款规定:

    1 保护场地周围的树木和山坡植被，以防止坡面冲刷和雨

水下渗，还有利于保持山坡土体稳定，是防治滑坡的一项重要

措施。

    2 在古建筑附近擅自进行爆破作业，可能引起爆破所产生

的强震作用。这种强震能使地层潜在滑动带的土结构破坏 (如震

动液化)而引起滑坡。

    3 在坡面上任意开挖土方，不仅可能导致上部土体失去平

衡而崩塌，同时还可能因坑洼积水下渗而诱发滑坡。

    4 任意切除坡脚和在坡面上堆置弃土，将会引起土体应力

发生变化，当下滑力大于抗滑力时，可能导致山体崩塌。

    5 在坡面上任意设置蓄水池，可能发生因坡面荷载加大和

土层渗水所引起的滑坡。

    另外，场地排水不畅所造成的大量积水，很容易危及古建筑

的地基，故不论在平地或山上，均应加强对排水设施的管理与维

修，以保证排水畅通。

8.2.2 湿陷性黄土在一定压力下受水浸湿，便会发生湿陷;膨

胀土是一种吸水膨胀、失水收缩且有较大胀缩变形能力的高塑性

勃土;红私土也同样具有受水浸湿后体积膨胀、失水干燥后体积

收缩等特性。在上述场地土地区，曾有不少建筑物，特别是刚性

较差的砖石房屋，由于地基土受水膨胀 (或湿陷)变形而引起墙

体裂缝。故本条提出应加强对这些场地土地区古建筑地基基础的

保护，防止地表水渗人地基。如在建筑物周边设置散水坡，注意

保持地表水排除的天然条件和水池应布置在地势较低的地方等。

8。2.3 做好整个场地的防洪排水系统，是保护场地地基，防止

山洪冲刷、滑坡的重要措施。通常的做法是在山坡上部适当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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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截洪沟，将山洪水引至古建筑场地以外。沟的纵向坡度可根

据山地地势而定，一般不小于3%。;横断面尺寸应根据当地历年

来的最大降雨量，按其汇水面积分别计算最大流量确定。由于截

洪沟内水的流量较大，流速较快，沟的底面宽度不宜过小，一般

不小于600mm;沟的边坡坡度不宜过陡，应根据土质而定。土

质边坡一般为1，0.7一1，1.5，岩石边坡可适当放陡，并应防

止渗漏。在下列地段和部位，应对沟底和沟壁采取加固措施，防

止被水冲坏:

    1 土质松软地段;

    2 流速较快，可能遭受冲刷地段;

    3 跌水处;

    4 地面水汇集流人沟内的部位;

    5 出水口处。

8.2.4 当古建筑位于山坡上时，应对其场地进行必要的工程地

质勘察，充分了解其地层岩性 (土、岩层的物理力学性质)、地

质构造 (土、岩层的成因及构造)、水文地质 (地下水的情况)

和地形地貌 (山坡表面及场地地形情况)等工程地质条件，并作

出正确的评价。如存在 (或可能发生)影响场地稳定的不良现象

(如滑坡、岩溶、泥石流等)时，应采取适当的整治措施。

    如发现有滑坡、崩塌迹象，如山坡上岩石出现裂缝，坡面上

或坡脚处有明显的滑动面或滑动擦痕等，应立即与文物管理单位

联系，及时采取防治或抢救措施。并应在滑动部位设点，随时掌

握滑坡的发展情况，防止发生安全事故，并可为整治提供依据。

    当古建筑位于河岸上时，应根据水流特性 (水流的冲击方式

和冲击力、冲刷的高度和深度等)，河道的地形、地质和水文条

件 (包括水位、水深、流向、流速等)，做好场地附近河岸边坡

的保护和必要的冲刷防护设施。如发现有边坡溜坍或堤岸坍塌等

现象时，应查明原因，及时进行整治。

8.2.5 在古建筑附近开挖深坑 (槽)时，需采取可靠措施，保
证古建筑地基基础的稳定性不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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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工前，需对附近古建筑地基基础的现状、地基荷载影响深

度、当地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条件进行详细了解，并应通过开挖

边坡坡度的稳定验算确定开挖界线，制定确保古建筑地基稳定的

施工方案和安全技术措施。

    1 由于软土 (或土层中含有较厚的淤泥层)的抗剪强度低、

压缩性较高，且具有显著的结构性和流动性，在基坑开挖后，土

体应力不平衡，基坑附近的地基土将向基坑产生滑移和变形。故

在此类土层中，不宜采用大开挖施工。

    当地下水位较高或土层中含有流砂层 (即因动水压力，使砂

粒上浮而随水流动)时，在基坑 (槽)开挖过程中，由于大量抽

水，容易导致附近古建筑地基内承压水头下降或土粒流失而产生

基础沉降，故也不宜采用大开挖施工。

    2 当地质条件良好 (如硬塑以上一般钻性、碎石类土、粗

砂或中砂等)，土质均匀且地下水位低于基坑 (槽)底面标高时，

可按本标准图8.2.5施工。
    本标准图8.2.5是参照原联邦德国标准 《关于在土方开挖和

基础加固施工中对房屋建筑的保护问题》DIN 4123第6.2.1条
的规定绘制的。图中要求护坡道的宽度不小于3m，边坡坡度不

陡于1，2(高 ，宽);地下水位标高应低于坑 (槽)开挖底面

。.sm以下。采取以上措施是为了保护古建筑基础，防止边坡塌

方并便于土方施工而采取的措施。

    3 在古建筑基础附近或围墙两侧堆置大量弃土，对其地基

基础增加了很大附加荷载，容易导致基础沉降或围墙倒塌。

    4 采用井点降低地下水位施工时，在降水范围内的古建筑

可能产生地基基础沉降，其主要原因是:

      1) 因降水地区承压水的水头降低，使上覆地层孔隙比压

          缩而产生地面沉降;

      2) 洗井和抽水时大量涌砂，使井点附近产生地面沉降;

          在南方岩溶地区尤为严重，有时数百米以外也可能产

          生地面突然塌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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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在古建筑附近进行降低地下水位施工时，需采取可靠

措施，防止其地基基础产生沉降事故。

    5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 《土方与爆破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201规定，冬季开挖土方时，如可能引起邻近建筑物 (或

构筑物)的地基或其他地下设施产生冻结破坏时，应采取防冻措

施。对于古建筑地基更应加以保护。

    6 本款为防止产生重大工程事故的安全技术措施，施工中

应严格执行。

8.2.6 古建筑四周台基对保护整个建筑地基基础的稳定性非常

重要，特别是台基较高时，还承受着较大的侧向土压力。如遭到

损坏或基础不均匀沉陷，应及时修整，以免引起柱基或墙基产生

局部下沉或位移。如非地基土壤问题，可在嗓墩处进行找平;如

系局部软弱土层所致，应采用碎砖三合土或三七灰土换土分层夯

实处理。

8.2.7 本条为加固与翻修古建筑地基基础的原则要求。地基与

基础是建筑物的根本，其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着整个建筑物的安

危和使用寿命，加固或翻修都非常困难。因此，为了更好地保护

古建筑，对其地基基础的维护与加固，应立足于长远使用;要求

一次修复后，必须质量可靠，具有良好的耐久性。

    1 工程地质勘察资料，是进行地基基础设计和施工的基本

依据，应事先通过调查或实测取得。这对于古建筑地基基础的加

固与翻修，更为重要，因古建筑已使用年久，原有基础所考虑的

上部结构荷载和当时的地质、地形条件与现在的实际情况有所变

更，在进行加固与翻修时，应根据现在建筑物的实际荷载和环境

条件进行验算和处理，不得未经验算即按原样重修。

    2 当古建筑原有基础埋置过浅或在冰冻线以上时，地基的

稳定性比较差，一旦局部基土受到破坏，地基荷载有所变更或受

冻胀、融陷的影响时，容易引起地基的过量变形而导致基础的不

均匀沉降。即使古建筑目前尚未发生问题，但为了慎重起见，仍

应根据当地工程地质条件和地基的荷载情况，对其基础是否有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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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的稳定性作出正确的评价。如发现全部或局部基础不够稳定，

应进一步进行验算或采取必要的加固措施。

    3 当在古建筑及其周围设置新的管道系统、蓄水池和室外

排水沟时，往往由于施工不当或使用中不加注意而产生漏水，如

不断浸人地基可能引起基础不均匀沉降。

    4 在古建筑附近或在古建筑群中加固或翻修一幢建筑物的

地基基础，应注意防止它对邻近古建筑地基基础产生沉降位移等

不良影响。例如在构造上:加大、加深基础或加设桩基时，不得

对邻近的地基基础有所破坏;在受力方式上:地基的压力范围增

大不得对邻近基础产生附加荷载。在土方开挖施工中，所采取的

保护措施，应保证邻近古建筑地基基础的绝对稳定等等。

    5 加固与翻修古建筑地基基础的设计计算，应遵守现行国

家标准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 50007的有关规定。对特

殊性土地基上的古建筑，尚应按国家现行的有关标准执行，如湿

陷性黄土地基尚应执行现行国家标准 《湿陷性黄土地区建筑规

范》GBS。。25;膨胀土地基尚应执行现行国家标准 《膨胀土地

区建筑技术规范》GB 50112;多年冻土、高原季节性冻土应按

国家现行有关技术规定执行。

8.2.8 选择古建筑地基的加固方案时，应根据地质勘察资料，

了解当地的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条件，并通过计算确定地基荷载

的影响深度和影响范围。然后结合当地材料来源、施工设备条件

和质量控制要求等因素，综合选定合理的加固方法。例如:尽管

大量工程实践经验表明，采用混凝土或钢筋混凝土灌注桩、水泥

灌浆、硅化加固、旋喷加固等方法处理，均能取得较好的效果，

但施工比较复杂、费用较高，如果荷载影响深度不大且为局部加

固时，一般可采用抬梁换基、加设砂石垫层等简便方法处理。

8.2.9 本条为古建筑地基采用桩基加固，或原有木桩基已残毁

需要更换新桩时，应遵守的一般规定:

    1 木桩的耐久性较差，如无特殊要求不宜采用。混凝土或

钢筋混凝土桩具有良好的耐久性且材料容易解决，但应采用灌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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桩不宜采用打人桩，因打人桩施工困难，且打桩振动对古建筑和

文物的影响较大。近年来，在深圳、广州等沿海地区以及四川、

贵州、广西、陕西等省已发展采用人工挖掘成孔灌注桩，并应用

于高层建筑地基工程和山区滑坡加固工程，取得了很多好的经

验。与其他桩基比较，具有质量可靠、设备简易、现场文明、噪

声小、振动小、适应性强、经济效果好等优点。当古建筑的地基

采用桩基加固且地下水位很低时，可采用人工挖掘成孔灌注桩

施工。

    2 当原有木桩基有特殊保留价值，需采用木桩更换时，应

选用耐腐的树种木材制作，如落叶松、青冈、栋木、稠木等。木

材封闭在含有气体和水分的天然土层中容易腐朽 (特别在地下水

位交替部位腐朽更快)，但在不含气体的饱和水中则不易腐朽，

故木桩应打人常年最低地下水位以下。另外，如地下水中含有盐

质时，木材容易受盐质侵蚀而变质，故不得采用木桩。

    3 桩基施工的具体要求，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地基基

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202的有关规定执行。采用打

人木桩时，尚应注意防止打桩振动对古建筑和文物可能造成的不

良影响。

8.2.10 水泥灌浆法适用于裂隙性的、吸水率为0.05L/min一

10L/min的岩石类或碎石土的地基，并已发展采用水泥硅化加固

(以水泥为主，另加水玻璃为速凝剂的压浆工艺)。在施工前应通

过试验以选定灌注机具 (包括压力参数)和水泥浆的配合比，并

检查灌注质量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硅化加固是利用硅酸钠 (水玻璃)为主的混合溶液进行化学

加固地基，适用于粉砂、砂土、勃性土、软土和湿陷性黄土地

基，具有加固作用快、工期短等优点。其施工要求应按现行国家

标准 《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202中有关

规定执行。但施工前应根据土的类别和透水性能等，选择加固方

法 (包括注液管及电极管的布置和打人深度、化学溶液浓度和用

量、注液方法、灌注速度、灌注压力等)，并应通过现场试验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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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其加固效果。

    旋喷加固是将带有特殊喷嘴的旋喷管打人土层，以20MPa

以上的高压喷射流，强力切削土体，使水泥浆液与土搅拌混合形

成固结体，适用于淤泥质土、细砂、砂卵石薪性土和黄土状土地

基加固。

8.3 石  构 件

8.3.1古建筑中的石构件，特别是有雕刻纹样的石构件，有不

少具有历史与艺术价值，应保存原物，并加以妥善保护，除非残

损严重，危及建筑物安全，一般不予更换，即使更换下来，也应

作为实物史证保存起来。对局部残损的石构件，应及时进行修

补。修补时，选用的材料，其品种、质量、色泽宜与原件相似或

相近，仿旧修补但又要留有微小差别，以使后人能够加以识别，

不致造成以假乱真的后果。这是 “威尼斯宪章”的原则，在修补

工作中应加以注意。

8.3.2 配制大漆的生漆、白友、漆片等均属传统使用的胶粘剂，

可根据具体要求和实际经验选用。改性环氧树脂胶，除用于对粘

结强度有较高要求的场合外，还可用于露天环境中。

8.3.3 这虽是对承重石柱规定的更换条件，但若能采取支顶等

措施保存时，仍然不宜更换。因为对古建筑来说，更换总是迫不

得已采取的下策。

8.3.4 这是对配制新构件提出的基本要求，重点在于既要保证

材料质量与制作质量，又要使后人能识别是配件。

8.4 墙 体

8.4.1 我国古代墙壁的种类很多，如砖墙、石墙、土坯墙、编

壁墙等，维修时需保持其原有构造方式、尺寸、砌筑方法，并不

得随意改变墙壁的材料。当以现代材料进行补强、加固时，除不

得改变墙壁的结构、形式和各部分的尺寸外，尚应采取隐蔽的方

式，使墙壁的外观和质感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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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2 重新砌筑墙壁时 “应保持原墙尺寸和式样”。为了做到这

一点，在拆卸墙壁前，便应全面考虑如何正确复原的问题。根据

多年总结的经验，除了照原样测绘其外观尺寸以及墙顶、墙檐、

上身、下肩的式样与细部尺寸外，还要细致研究其具体做法 (如

系干摆、丝缝、淌白还是糙砌等)和铺砌方式 (如系一顺一丁、

三顺一丁还是十字缝加暗丁等)。由于仅从表面观察，往往不易

弄清。故本条文对拆卸残墙，还要求 “逐层揭起”，以便确定其

内部构造。恢复原样还包括了对灰缝按原尺寸、原做法的复原。

因为古代砌墙对灰缝很有考究。例如:“官缝”与 “丝缝”就有

很大不同，在拆卸时，也需要细加识别。

    古建筑的墙壁一般均有斜收 (即下宽上窄，也称上收)。其

斜收尺寸均随墙的部位、墙的高、厚和墙的时代特征而异。由于

墙壁的斜收情况不同，拆砌墙壁时需做出墙的剖面图，以便按原

样重修。

8.4.3、8.4.4 当墙壁外皮砖鼓闪 (丁砖已拆，或无丁砖)，而

背后墙坚固时，可仅拆砌一进砖。为使新旧墙体咬合牢固，在不

影响外观原状的情况下，可用加铁活或用配筋砌体的方法补强;

在围墙仅有局部歪闪严重需要拆砌，其他部分歪闪轻微，可以不

动的情况下，由于新砌墙壁不能迁就已侧倾的旧墙，势必出现两

个不同斜度的墙面。为了防止新旧墙体出现衔接面的错岔，可以

做出lm一3m长的过渡砌体，既能使两个砌体咬合坚固，又不

致于大量拆砌原有侧倾的旧墙。

    木构件紧贴墙壁部位最易腐朽，当拆砌墙壁时，除应将贴墙

的木构件作防腐处理外，尚需按原状做出八字柱门及上下通气的

透风，以改善木构件通风防潮的条件。

8.4.5 对夯土墙与土坯墙，当有历史价值很高的古代遗存时，

应在古建修缮前对土墙的历史加以审慎地考证，对有历史价值的

土墙应原状保护，修补时需照原墙壁的层数、厚度、做法 (板筑

墙或土坯垒墙;加竹筋或木条的规格与布置方法)，不得改变土

墙的做法，更不得改变墙体材料与形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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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6、8.4.7 古建筑墙面的修缮，应先做调查研究，并做好详
细的书面记录，不仅应注意墙面的色泽，墙边的纹饰，还应在清

铲灰皮时注意灰皮下层有无壁画。拆砌有壁画的墙壁，需经批

准，并有可靠的揭取和复原措施，方可动工。

8.5 瓦 顶

8.5.1、8.5.2 这两条为瓦顶拔草勾抹 (查补瓦顶)、捉节夹垄

(包括裹垄)工程应遵守的一般规定。因古建筑寿命与屋顶保养

关系很大，要求严格执行，以纠正屋顶保养无用、只能等待大修

的错误观点。

8.5.3 这是揭究盖瓦的传统修缮做法。设计时针对实际情况采
用此法，可以节省大量灰背与底瓦工程量。本工程的要点是底瓦

蛔蜒当间用灰碴缝压实，盖瓦扣于底瓦的缝中，误差不得大于

smm，否则不仅影响美观，而且会造成漏雨的后患。

8.5.4、8。5.5 这两条为瓦顶揭瓮应遵守的基本规定，因为官式
做法的屋顶工序很多，每道工序中的局部失误都会给屋顶造成渗

漏隐患，设计施工中需严格遵守各项规定:
    1 灰背是屋顶的防寒层，也是预防渗漏的最后一道防线，

官式做法中苫背工程多分层苫麻刀灰 (麻刀与白灰的重量比约

1.5/100)，最下层是3/100的护板灰，子上层是5/100的青灰

背，为了增强屋顶防水与望板防腐作用，最讲究的屋顶还有在望

板上铺桐油纸，或在灰背上铺锡背的方法。民间屋顶多苫麦秸掺

灰泥背。苫背中因地制宜的方法很多，也有使用白灰焦渣苫背，

如能拍打坚实，上抹青灰背效果也很好。本条对苫背所用的材料

不作硬性规定，但灰背的表面需是坚实、圆滑、平整的曲面。

    2 虫由蜒当系指两行底瓦间的距离。翻修屋顶时，除依照原

垄数设计外，并需按底瓦宽度验算纳蜒当的宽度。如发现底瓦间

距过大，则需详做调查处理，是否多次修缮时添换了小号的底

瓦，还是垄数的差错。这种情况在屋顶揭开前是不易发现的，当

屋顶揭开后由于工期所限，往往迁就凑合，造成隐患。因此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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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文时应注意灿蜒当的宽度不大于筒瓦径的1/5。

    3 板瓦间的搭接面，由于 《营造法式》写有 “上一块压着

下一块的十分之七”(即 “压七露三”)似为人所皆知，但实际上

它指的是最大的搭接面，由于瓦的稀密安排与坡度还有一定的关

系，因此需掌握稀完檐头密瓮背的布置方法，才能使檐部的底瓦

有流水的坡度，否则如将每块底瓦都做成压七露三则檐部底瓦将

会倒流水，造成漏雨之患。

8.5.6 为了使屋面上的灰口与瓦件色彩相协调，根据传统做法，

黄琉璃瓦捉节夹垄的麻刀灰中调人5%的红土子。绿琉璃瓦与青

瓦都用青白灰 (月白灰)。

8.5.7 由于古建筑屋顶在历史上的多次修缮与添配瓦件，在年

代久远的建筑屋顶上，具有很多历史时期的瓦件，虽然纹饰不统

一，但具有较高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揭瓮时应特别珍惜这些遗

物。即使有残损瓦件也应尽量加固粘牢，安装在原处，以保持该

建筑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碎裂过甚难以粘固者可保存作为

资料。

8.5.8 由于我国的南北气候不同，地方手法不同，屋顶做法各

异。南方的蝴蝶瓦屋顶，系把底瓦直接铺在桶子 (椽子)上，干

扣盖瓦，具有既遮阳、避雨而又通风散热的特点，维修时应照原

样，以保持其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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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工 程 验 收

9.1 一 般 规 定

9.1.1 工程验收应有书面材料为依据，故规定施工单位在提请

验收时，应提出本条文所规定的全套资料，供现场查对使用。

9.2 木构架工程的验收

9.2.1一9.2.4 有关木构架、斗拱的安装及其新配构件制作的允

许偏差，编制组做如下核查后确定:

    1 与现行国家标准 《木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6有关项目的规定进行了比较分析与必要的协调。

    2 对过去使用的若干相对允许偏差，作了对构件承载能力

影响的综合验算，并在此基础上，补充了对最大负偏差的控制，

以确保安全。

    3 对需要考虑相关问题的允许偏差，作了取值上的协调，

以防止出现矛盾。

9.2.5 本条规定中的椽包括飞椽。对椽条尺寸及其安装的允许

偏差，参照了现行国家标准 《木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06制定的。

9.2.6 本标准第 9.2.2条、第9.2.3条及第9.2.5条的验收工

作中，均应检查木材的材质与含水率。

9.3 相关工程的验收

9.3.2、9.3.3 这两条主要明确以下两点:

    1 对原有地基基础和排水设施的保养和修缮，由于一切按

原样重做，故应按设计文件规定的质量要求进行检查和验收。至

于地基基础工程，因属于隐蔽工程，故尚应做检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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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对新造的基础和排水设施，由于其隐蔽部位多改用现代

水泥等材料制作，故应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进行检查验收。

9.3.4 石作验收注意事项:

    1 辛卜配石料容易以假乱真。在检查验收石作工程遇到这种

情况时，应要求在适当部位留下补配痕迹，以使后人能够辨认。

    2 承重石构件所用的胶粘剂，应有胶液活性及胶粘强度等

检验的书面报告，供验收审查。若胶粘剂未经检验，不得同意

验收。

9.3.5 古建筑的墙体种类很多，其所用的材料、结构构造和砌

筑方法也有不同。验收墙体工程时，除应按本标准第9.3.1条的

规定，首先检查其形制与外观尺寸外，尚应特别注意施工所用的

材料和做法是否正确无误。在这些检查项目都得到确认后，才进

一步按有关的操作规程检测其砌筑的偏差。

9.3.6 古建筑墙体抹灰，其表面凹凸的容许偏差较小;对于大

面积的抹灰需精心操作，才能达到。例如:北方地区采用的 “冲

筋上杠”便是较好的措施。所谓 “冲筋上杠”，是指一种传统的

抹灰法;施工时，先在墙面四角拉线找平，将墙面分成若干大

格，沿格线钉扁铁杆，(亦称水平板)，上下钉直稳固后，沿铁杆

抹砂灰梗，厚度稍稍超过铁杆，然后分格抹底灰，用杠尺由上往

下抹，冲过铁杆灰梗，遇有凹凸不平处，加抹罩面灰 (1一2) 道

赶压光滑平整。

9.3.7、9.3.8 本条在执行中应注意以下两点:

    1 为增强屋顶饰件的稳固性，而在正吻、垂兽等瓦件下的

木构件上加钉的吻桩、兽桩、脊桩，以及防止滑移的抓泥瓦、瓦

钉等，应在上瓦前会同监理人员逐个进行检查，并做好记录备

查，以免上瓦后无法检查，而留下隐患。这是瓦顶验收中最易被

疏忽的项目，故在此处加以提示。

    2 古建筑屋顶的瓦件多已经过历代添配，规格很不一致，

为了避免竣工后验收不合格，宜在清理补配瓦件时，加以调整，

并做好编号与检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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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9 对于门窗扇方正程度的检查，仅控制四边尺寸的偏差不

能解决问题。采用以对角线的偏差进行控制，可以在验收中很容

易检查出制作的质量是否符合要求。

    另外，对门窗扇安装质量的检查，其关键在于观察门窗扇是

否能在任何位置上保持稳定，并转动无声，只要能做到这两点，

就表明其安装技术与质量是合格的。

9.3.10~9.3.12 对于其他工程的验收，本标准仅作概要的规

定，因为这些工程的专业性很强，除应由专业人员设计外，还应

由他们事先提出对制作和施工质量的要求，据此，才能进行监督

与检查验收。另外，有些工程属于现代技术的引用，则应按国家

现行有关标准进行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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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古建筑木结构防腐、防虫处理措施

A.0.1 本条对古建筑使用的防腐杀虫剂所提出的基本要求，是

在一般木结构处理要求的基础上加以补充的。主要有两点:

    一是药效的保持期问题。由于古木的文物价值高而又不易处

理，故要求一次施药后能在相当长时间内保持稳定的药效。但因

限于过去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甚少，在条文中仅作原则性的

规定。

    二是药剂的化学副作用问题。由于文物部门对使用药剂最担

心的就是它对古木表层会有不良的影响。因此，条文要求药剂处

理不致引起木材表面颜色的明显改变，也不致对油漆和彩画产生

有害的反应作用。这虽属对药剂选用的要求，但更重要的是在研

制药剂过程中便应充分考虑这个问题。否则，所生产的药剂，即

使防治效果再好，也不允许用于古建筑木构件。

A.0.2 木材的防腐效果主要取决于木材防腐剂种类和木材载药

量。国家标准 《木材防腐剂》GB/T 27654一2011和 《防腐木材

的使用分类和要求》GB/T 27651一2011中对木材防腐剂和载药

量的具体规定经过大量试验研究的基础上制定的，与国际木材防

腐技术前沿相一致，符合我国当前木材防腐的发展需要。

    另外，还对使用桐油作了应添加五氯酚钠或菊醋的规定。因

为试验表明，桐油本身无防腐效力。它对木材的保护是通过隔潮

起到一些作用。为了确保木材不受菌、虫危害，宜在桐油中添加

油溶性防腐剂。

A.0.3~A.0.6 由于古建筑情况复杂，不可能全面概括，故执

行时，尚应从实际出发，根据残损的现状与试处理的效果，作进

一步的设计。

    另外，应指出的是，为在不落架情况下，对古木构件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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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心蛀进行有效的处理，较好的方法是熏蒸法。为此，增加了

防腐、杀虫效果较佳的氯化苦作为熏蒸剂;它原是一种粮食保存

常用的药剂，因兼有防霉腐效力，而被苏联引用于工程上，后经

西方各国大量验证确认:它能吸附于木材内层长达 (7一15) 年
之久。因此，适合于不宜使用加压灌注法施工的古木构件中;但

值得注意的是在施药过程中，若构件周边密封不严，将有刺激性

气味逸出，故在通风不良的场所宜慎用。另外，若用于重要构件

中，尚宜每隔 (3一5) 年补药一次，以保持药效的稳定。至于一

般构件可视构件具体状况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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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古建筑木结构防火措施

B.0.1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的规

定，统一定为民用建筑四级，不论对古建筑的管理与维修工作都

能起到很好的指导作用。

B.0.2 若单纯从防火技术要求出发，最好用难燃烧或非难燃

烧的材料仿制古建筑中易着火的木质顶棚、吊顶用的苇席、纸

和木板隔墙。但实际上会遇到许多困难，因为有些高级古建筑

的内装修，如天花、藻井、花罩、隔扇、碧纱橱和壁板等均系

紫檀、花梨、黄柏、楠木等名贵木材雕刻精制而成，艺术价值

极高;至于室内顶棚和墙面，一般也不油漆、不粉刷，而是裱

糊各种古雅图案的蜡花纸，称为 “四白落地”，具有很好的色感

和质感。为保持其历史、艺术价值，是不允许用代用品仿

制的。

B.0.3 这是为了防止古建筑发生电气火灾而需采取的重大措施

之一。许多火灾案例表明，在这方面的问题还比较多，诸如因举

办展览、拍摄影视等而将临时电缆引人古建筑内部，时间长达数

十天不撤，以至引起火灾的实例仍然时有所见。为此，对这些违

法行为严加禁止。

B.0.4 对重要古建筑安装自动报警装置和自动灭火装置的问

题，理应配套考虑。但因不少殿堂内部保存有精美的建筑装饰和

其他文物，为了保护这些珍品，是不宜安装自动喷淋灭火装置

的。因此，本条作了如下处理:

    1 对自动报警装置，一般情况下均应装设;

    2 对自动灭火装置，仅当情况许可时，应予装设。

B.0.5一B.0.7 为使古建筑免遭火灾的破坏，这些消防设施都

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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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8 这是保证参观、游览人群能在规定时间内安全撤离现场

的基本要求。若有条件，还可按更高的标准设计，使疏散工作做

得更好、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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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 古建筑木结构防雷措施

C.0.1 为了合理地采取必要的防雷措施，应根据雷害的后果对

古建筑进行分类。本条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 50057，将古建筑分为三类，并分别采取恰当的措施，既起

到保护的作用，又有较好的技术经济效果。

C.0.2 雷击建筑物，不仅与当地雷电活动出现频次有关，而且

还与建筑物所处的位置、地质、地形等因素有关。既有建筑物本

身构造的原因，也有外部的原因。雷电并不限于只袭击高大建筑

物，有时，也袭击低矮建筑物。因此，需总结其规律性。根据多

年积累的资料所做的分析表明，在本条所列的12种情况下，古

建筑有可能遭受雷击，应引起保护工作的注意。

C.0.3 对古建筑是否应当安设防雷装置，至今仍有很大的争

执。因此，本条要求 “应经专项论证”。但若确认有必要，则应

按本标准规定的基本要求进行设置。

    这里需要提请注意的是，多年来不少地区因雷击造成的事故

时有所见，因此，对古建筑防雷问题不能持听其自然的态度，而

应加以认真对待。

C.0.4 古建筑的防雷设计，在遵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物防雷

设计规范》GB 50057规定的前提下，往往还会遇到不少涉及古

建筑专门要求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还有必要同时执行现行国

家标准 《古建筑防雷工程技术规范》GB 5 1017及本标准的有关

规定。只有这样，才能作出全面的防雷设计。

C.0.5 古建筑附近，若有较高大的树木，便易引来雷击，往往

沿树木穿人室内，导致烧毁建筑物和易燃物体。树木引来雷击，

还易产生电磁感应而导致反击或人身伤亡。因此，应根据建筑物

的重要性，在采取防雷措施的同时，也应对树木采取相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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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C.0.6 原规范对古建筑防雷只有设计的内容。此次修订根据国

家标准《古建筑防雷工程技术规范》GB 5 1017一2014的要求，
其施工、验收的规定适用于本标准防雷修缮工程。

C.0.7 为保证古建筑防雷装置的安全、有效和耐久而采取的极

其重要的措施。倘若年久失检、失修，不仅会使防雷装置残损不

堪，失去应有的作用，而且还会给建筑物造成意外的损害。因

此，需建立经常性的检查和维护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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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F 木构架承载能力验算

F.0.4 根据工程实践经验，古建筑木构架的实际应力一般较
低，无需验算。只有在有些特殊情况下才需进行结构验算。故本

条对四种可能发生问题的情况，作了需要进行结构验算的规定。

F.0.5 木材的设计强度、弹性模量以及一些计算参数的基本取

值方法是在相关论证的基础上，参考现行国家标准 《木结构设计

标准》GB 50005确定的。对年代久远的古建筑，其原件的木材
计算指标降低系数是参考相关单位的试验资料和对古代木材所做

的试验结果确定的。

F.0.6 一般梁、柱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木结构设计标准》GB

5。。05的计算方法进行验算。对受弯构件的原件，若发现有问

题，应验算其强度，并要求满足设计要求。但对它的变形限制可

以放松，在强度满足要求的前提下，其变形只要不影响继续使用

就尽可能减少对它的干涉。

F.0.7 古建筑中的斗棋是梁架结构的组成部分，在结构上用于

挑檐及传递梁柱间的剪力。但晚期 (如清代)的有些斗拱主要起

装饰作用;而本条仅对受力斗棋作出规定，斗拱实际上是多次静

不定体系，受力较复杂。从历史资料及现存古建筑的调查分析来

看，斗拱除个别构件有劈裂、折断、扭转变位或横纹承压变形过

大外，大部分斗棋都还是基本完好的。按古代建筑法式制作的斗

棋，在受力上一般都经受住了长期考验。因此斗棋一般可不作验

算。但大斗处于受力最大的部位，工程中亦发现大斗有不少被压
扁的情况，所以应进行承压验算。

F.0.8 在古建筑木结构中常有2根或3根木料重叠作梁的情况。

这种梁不能起整体作用，所以验算各木梁时应根据各木梁的截面

惯性矩分配上部荷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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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0.9 传统的木构架房屋，其开间小、高度低，通常有墙或壁

板等围护结构与之共同承受水平荷载的作用，因此，房屋的整体

刚度一般问题不大，无需按水平荷载进行验算。但对有些古建筑

木构架，由于没有墙或墙的布置不能对房屋起侧向支撑作用，且

年久失修，桦卯松动，致使房屋容易发生整体或局部倾斜，甚至

伴有扭转变形。因此，对这些结构应进行水平作用和荷载验算或

采取其他结构措施以承受水平作用力。

    另外，体形高大、内部空旷的古建筑虽然为数不多，但往往

年代悠久，文物价值高，结构也较特殊。若加固不当，除不起作

用外还可能产生不利影响。所以为确定是否需要加固而进行的验

算也应比较慎重，由相关单位共同商定验算方案，以保证验算结

果的可信性。

1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