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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宗祠建筑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之一，兼具家族记忆、文化认同与社会治理功能，是村民精神

依归的象征与独特文化遗产。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许多古建筑群面临破坏与消失风险，保护与传承迫在眉

睫。本文以湖南荆坪古村潘氏宗祠为例，通过实地调研与文献分析，揭示其建筑现状与保护困境，提出基于无人机航

拍、AutoCAD、SketchUp及GIS技术的数字化保护方案。结果表明，数字化技术可实现宗祠建筑的高精度建档、病害监测与

虚拟修复，为古建筑遗产保护提供创新路径。研究成果可为同类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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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宗祠建筑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承载着家族

记忆、祭祀仪轨、伦理教化等多重功能，既是凝聚乡土精

神的文化符号，也是具有独特价值的文化遗产。然而当前

宗祠建筑面临自然损毁、人为破坏及保护意识薄弱等多重

威胁，亟待开展系统性保护研究。国际学界聚焦文化遗产

活化利用，Kaur从少数民族村寨研究切入，揭示国家治理

与地方传统文化的融合机制；Valgardsson则运用“遗产

保护”理论框架，解析旅游开发对民族文化的重构效应。

国内研究历经从建筑形制考据到数字化保护的技术演进：

梁思成、林徽因奠定了传统建筑礼制空间研究的基础；刘

华、李斌通过宗祠叙事挖掘民间记忆；王建国借助GIS技

术构建闽南宗祠空间分布图谱；张勃、韩光辉则创新性建

立“形制-符号-仪式”三维模型，为数字化保护提供方法

论支撑。传统保护方式依赖人工测绘与经验判断，存在效

率低、精度差、数据易损等局限。随着低空经济与数字技

术发展，无人机航拍、三维建模、GIS空间分析等新技术为

古建保护开辟新路径。

湘黔边区作为多民族交融的“民族走廊”，其宗祠建筑

群见证了明清以来汉文化与苗侗文化的深度互动，具有重

要的学术研究价值。本研究立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战略目标，以湖南省荆坪古村潘氏宗祠为研究对象，

结合数字化技术创新保护路径，旨在为文化遗产的可持续

传承提供科学支撑，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1　荆坪古村潘氏宗祠现状调查

1.1宗祠建筑概况

荆坪古村是湘西地区历史文脉的重要见证，其建制沿

革跨越战国至明清，据史料与文物考证，该村曾是牂牁古

国之都且兰古城、汉代舞阳县址及唐宋溆州城址所在地，

亦是清代乾隆帝启蒙老师潘仕权的故里。潘氏宗祠作为荆

坪古村的核心文化地标，其历史可追溯至明代，现存建筑

为清代重建遗存，坐北朝南，呈四合院布局，占地面积约

800平方米，整体结构由门楼、戏台、天井、正厅及厢房

构成，采用穿斗式木构架与青砖封火山墙，兼具实用性与

防御性特征。建筑形制与装饰艺术集中体现了清代湘西建

筑技艺的精髓。正厅采用抬梁式构架，柱础雕刻莲花、瑞

兽纹样，木构枋檩饰以祥云、兰草及戏曲人物浮雕，戏台

天井彩绘保存尤为完整，生动呈现了清代湘西木雕与彩绘

工艺的高超水准。作为潘氏家族祭祀与议事的场所，宗祠

既是湘西宗族制度与移民文化的物质载体，亦见证了汉文

化礼制与地域特色的深度交融。祠内现存族谱、碑刻等文

献，系统记录了明清时期商贸活动、民俗信仰及家族迁



179

Educational Teaching,教育教学,(7)2025,5
ISSN:2705-0912(Print);2705-0866(Online)

徙的历史脉络。其周边分布的明清古建筑群、码头遗址、

石板驿道及古树群，共同构成“因水兴商、以祠聚族”的

聚落格局，为研究清代南方宗祠建筑提供了完整的历史语

境。空间布局遵循“前堂后寝”传统礼制，戏台与正厅通

过天井形成功能分区，兼具祭祀仪典与日常娱乐的双重属

性。装饰艺术方面，门楼雕塑与彩绘融合“双龙戏珠”“

麒麟祥瑞”“八仙过海”等主题，工艺精湛；现存清道光

《潘氏族规》碑刻镌刻“禁伐风水林”等条款，凸显宗族

生态智慧；戏台设计融合汉文化礼制与湘西傩戏元素，至

今仍定期上演辰河高腔，延续着活态文化传承。

1.2保护现状分析

潘氏宗祠作为湖南省文物保护单位，其保护现状折射

出传统建筑在自然侵蚀、社会变迁与保护实践中的多重矛

盾。建筑本体整体结构尚存，但局部损毁问题突出。自然

侵蚀方面，主体木构架虽基本稳固，但部分梁柱因白蚁蛀

蚀及地基沉降出现倾斜与孔洞，屋顶瓦片松动导致雨季渗

漏，加速木质构件腐朽。人为活动破坏表现为游客频繁触

摸导致雕刻彩绘脱落，戏台藻井彩绘褪色剥落，木雕表面

污染物沉积使纹理逐渐模糊。保护机制层面，功能空间因

电路改造等现代设施引入埋下消防隐患，防火措施不足；

本土文化传承面临断层，传统祭祀仪式简化，维护技术依

赖外部团队，本土工匠技艺濒临失传。现状问题制约着宗

祠作为文化遗产的可持续保护与活态传承。

2　数字化保护技术体系构建

2.1无人机航拍与建模

无人机航拍技术可快速获取宗祠建筑的高分辨率影像，

弥补人工测绘的盲区。无人机搭载高分辨率相机或激光雷

达，通过多角度航拍快速获取宗祠建筑群的影像及空间数

据，借助ContextCapture三维建模软件，可生成毫米级精

度的数字化实景三维模型，完整保留建筑结构、雕刻纹

样、材质肌理等细节。无人机航测生成的高清正射影像与

三维地形模型，为分析宗祠与周边环境的互动关系提供了

数据基础。无人机航拍技术为古建筑的数字化保护提供了

高效、精准的解决方案，通过多维度数据采集与分析，助

力古建筑从静态记录到动态维护的全周期保护。

2.2AutoCAD与SketchUp技术

AutoCAD软件在古建筑研究与保护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

作用。AutoCAD工具可以精确测量古建筑遗产的构造、规模

以及体量。在图纸绘制之前，要先确定好古建筑的整体比

例关系，确定好相关细节与构造，为后续研究与建模提供

原始材料和数据。通过绘制古建筑平面图、立面图以及剖

面图，打磨和处理模型的细节，使误差控制在允许范围之

内。在建模的过程当中，可以适当添加墙壁、屋顶等装饰

性图案，使模型更接近实际。

将绘制好的建筑图纸导入到SketchUp软件中建立三维模

型，在制作模型的过程中，需要注意考虑建设模型的材质

结构，适当调整模型大小，尽量将模型与实物做到等比还

原。结合实地调查，获取古建筑的实际尺寸和比例大小，

依照这些数据，制作模板和各部分材料，对于复杂元素或

装饰性结构，如门窗、栏杆等，可利用SketchUp软件先将

其简化成便于制作的组件，进行修正，从而避免在实际的

制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减少材料的损耗。

2.3GIS空间分析与保护规划

GIS技术在古建筑保护规划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它能够整合空间数据与属性数据，为保护决策提供科学依

据。通过GIS空间分析，可以精确划定保护范围、评估灾害

风险，并优化游客管理。利用GIS技术对核心保护区内的建

筑质量进行分类评估，通过实地调研，将建筑质量分类，

并利用GIS空间分析功能生成建筑质量空间分析图，可直观

展示了古村落区域的建筑状况，为制定针对性的保护措施

提供了依据。

3　潘氏宗祠数字化保护实践

3.1无人机航拍建模，构建数字档案库

实践团队于2025年3月对潘氏宗祠开展无人机航拍作

业，选用大疆精灵4RTK无人机，搭载2000万像素高清相机

与RTK厘米级定位模块，在晴朗无风的天气条件下，沿预

设航线采集建筑正射影像与多角度倾斜影像。共获取影像

数据1200余张，覆盖宗祠主体建筑(门楼、戏台、正厅、厢

房)及附属天井、石板驿道等区域。通过ContextCapture三

维建模软件处理影像数据，生成毫米级精度的数字化实景

三维模型，模型完整保留了建筑的结构细节、装饰纹样及

材质肌理。同时，结合无人机高清正射影像，绘制宗祠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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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环境的空间分布图，构建“宗祠-村落”关联管理数据

库，为分析建筑与环境的互动关系提供基础数据支撑。

3.2AutoCAD绘图解析，实现建筑精准测量

在三维模型基础上，选取正厅、戏台等关键区域的无人

机影像进行局部放大，导出高分辨率纹理图作为底图。利

用AutoCAD软件绘制建筑平面图、立面图及剖面图。首先根

据模型标注建筑整体尺寸大小，再细化关键构件参数，如

梁柱直径30cm、柱础莲花纹直径40cm。绘制过程中重点记

录结构关系、装饰分布及病害标记等。通过CAD图纸，精准

测算建筑各部分比例关系，如"前堂后寝"空间布局中戏台

与正厅的天井宽度比为1:1.5，为后续SketchUp建模提供精

确的尺寸依据。

3.3SketchUp虚拟展示，打造可交互模型

将AutoCAD图纸导入SketchUp软件，按1:1比例建立三

维模型。建模过程中，采用“分层构建”策略。先搭建主

体框架，包括穿斗式木构架、青砖封火山墙等，再添加

细节构件，如门楼雕塑、戏台藻井等。针对复杂装饰元

素，如“双龙戏珠”“麒麟祥瑞”浮雕，利用软件插件

Curviloft进行曲面建模，通过调整控制点还原浮雕的立

体形态；对木雕花草人物，则采用组件化处理，既保证模

型精度，又提高制作效率。模型完成后，通过材质贴图功

能赋予建筑真实质感，并添加动态光影效果。最终形成的

SketchUp模型可通过旋转、缩放、拆分等操作，直观展示

建筑的内部榫卯节点结构、彩绘图案的装饰细节及戏台与

天井空间功能，为公众提供沉浸式虚拟宗祠参观体验。

3.4GIS空间分析规划，构建动态监测平台

基于无人机航拍的正射影像与实地调研数据，利用

ArcGIS软件划定宗祠核心保护区，以建筑本体为中心50米

范围建立缓冲区与，核心区外100米范围建设控制地带。通

过空间分析功能，将建筑质量分为好、较好、一般、较差

四类。重点标注地基沉降区域、白蚁蛀蚀梁柱等病害点，

并生成建筑质量空间分布图。结合气象数据与地形数据，

模拟洪水对建筑的潜在影响，划定洪水风险区并建议增设

排水沟。同时，通过GIS热力图分析游客流量，优化参观

路线，减少对脆弱区域的踩踏破坏。此外，搭建潘氏宗祠

数字管理平台，整合模型数据、病害记录、保护规划等信

息，实现一张图管理，为后续修缮工程提供数据支持。通

过潘氏宗祠的数字化保护实践，团队完成了古建筑高精度

数字建档，包含三维实景模型、CAD图纸、SketchUp模型及

GIS空间数据库，实现了建筑信息的永久保存与动态更新；

通过VR虚拟展示平台则打破时空限制，使大众可通过网络

实现“云宗祠”参观体验，了解其建筑技艺与宗祠文化内

涵，有效提升了文化遗产的社会传播力。

4　总结与展望

数字化技术为古建筑保护提供了全新路径，它不仅实现

古建筑的精准重建与深度分析，更为保护实践提供技术支

撑与创新思路。在荆坪古村潘氏宗祠的保护实践中，构建

了基于无人机航拍、AutoCAD、SketchUp与GIS技术的数字化

保护体系。研究表明，数字化技术可显著提升古建筑保护

的效率与精度，为文化遗产的可持续传承提供科学支撑。

未来需进一步探索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技术在古建筑保

护中的应用，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从“经验驱动”向“数字

驱动”转型，深度挖掘古建筑历史文化价值，推  动其与现

代文旅产业融合，赋予传统文化时代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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