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

Educational Teaching,教育教学,(2)2020,3
ISSN:2705-0912(Print);2705-0866(Online)

服装是跳动的音符，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古代建筑的文化
价值更是妇孺皆知。它是当时文化习俗和社会风气的载体，是
历史研究工作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受风吹
日晒等气候因素及人为破坏的影响，这些古建筑在一定程度上受
到了损害，小至残坏，大到坍塌，这便需要人们在第一时间对
其加以修缮、加固。同时施工人员也需格外小心细致，因为施
工过程的质量会决定墙体加固的质量。

1  古建筑墙体修缮现状
在我国流传下来的古建筑中，大部分是木结构，因当时建

筑业不够发达，在古建筑中很少见到砖石结构的身影，仅在建
筑围护和保暖的方面有所应用。唐朝时，砖石结构在承重领域
也有所应用，但仍然不是当时主流的建筑结构。自明朝开始，
人们在砖石结构上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今天我们可以见到砖石
结构的古代建筑，多半出自明清时期。因为古建筑有着独特的
文化价值，所以施工人员在从事古代建筑墙体加固工作中需要格
外小心，其所蕴含的历史气息和文化价值意义非凡，不容损
害，因此，他们修缮工作的难度也随之大大提升。

常见的墙体病害形式包括阻下几类：（1）砌体材料损坏。
由于风雨侵蚀，自熟风化作用，瑚体表面出现粉化，发生剥落
现象，还有人为因素的碰撞磨损破坏；（2）胶结材料的风化。
古建筑墙体常用的胶结材料为黄泥浆和石灰粘土浆，其本身强度
就比较低。加之风雨侵蚀，风化严重，胶结作用基本消失，使
得墙体整体性变得更差；（3）墙体裂缝。引起墙体开裂的原因
有很多，比如地基的不均匀沉降、地震作用、人为因素等；(4)
墙体倾斜倒塌。主要原因有基础的不均匀沉降、地震作用、内
部未构架倾斜挤压等。

2  施工工艺原理
2.1高强度结构找平胶加固施工
施工的第一步便是凿除清理古建筑上原有的粉刷层，再对砂浆

进行抠缝处理，其深度为20mm，之后在平胶的作用下进行嵌缝，把
每个单独的砖块整合为一个整体，墙体的稳定程度也由此大幅提升。

2.2碳纤维布加固施工
碳纤维布具有质量轻、强度高的特点，在建筑施工领域有着

很好的应用，因此碳纤维布也是墙体二次补强的一个绝佳选择。
3  施工工艺流程
3.1原墙面粉刷层凿除
3.1.1凿除。首要步骤便是凿除墙面的抹灰层，这项工作自

上而下，要求平整均匀。因为施工对象是古建筑这个特殊群体，所
以施工人员要严格控制粉层的开凿深度，大概为粉层厚度的百分之
十，以此最大程度地减少对墙体的损害，之后在切割机的帮助下对
粉层加以切割，其深度固定不变，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切割距离。

3.1.2剔缝。剔缝的深度受古建筑的实际情况和加固要求两
个因素的影响，剔缝深度多为20mm。为保障剔缝的质量和剔缝深
度的精准把控，这项工作全权交予施工人员人工完成，之后还
需加以残灰清理，这项工作对施工人员的操作要求极高，一方
面需要精准掌控剔缝的深度，另一方面也要在最大程度上减少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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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体的损害。
3.1.3 施工。凿除工作是一份精细的工作，不准野蛮施工，

从而损害墙体，甚至对古建筑整体结构造成不利影响。
3.2找平胶施工
3.2.1清洗。彻底清洗墙面是嵌缝施工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

清洗后的墙面可以减少杂质对找平剂的影响，同时清洗机的选择
也要符合古建筑墙体的实际情况，严禁使用带有腐蚀性质、污染
墙体的清洗剂，

3.2.2找平胶调制。找平胶的配比对其使用效果的影响极大，
不同的配比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此外，长时间的放置也会影
响找平胶的性能，因此要求施工人员现配现用。在嵌缝这项工作
中，便是利用找平胶来填充砖体缝隙。

3.3碳纤维布施工
3.3.1表面补平。补平工作的意义便在于确保墙面平整一致，

为后续的施工工作提供先决条件。墙面的底胶干透后才可以进行
表面补平的工作，其表面平整度也是需要施工人员再三检查的，
沿着碳纤维布粘贴的方向加以弹线处理。

3.3.2配制并涂刷底胶。参照产品说明书和建筑的真实情况，
进而做出科学合理的粘结剂配比，均匀搅拌，确保分散良好，配
制出合适量的涂刷底胶。

3.3.3碳纤维布面层胶。碳纤维布的粘贴是涂刷工作的重要
一项，在胶水固化后，还需进行一次面胶的涂刷工作。

4  结语
古建筑于中国而言，绝不仅仅是曾经古国文明的代表，更

是一种文化精神的延续。尤其在人们对古文物的保护意识不断提
升的当下，建筑墙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古建筑群实在经历
了太长时间的风雨，而且在人们保护意识缺乏时还出现过各种形
式人为损坏，因此许多的古建筑墙体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
包括开裂、倾斜、破损，甚至是坍塌，这是历史建筑文化研究的
巨大损失。我们政府也越来越重视古建筑的保护，开始不断投入
大量的精力、人力、财力去维护和修复古建筑。总而言之，古建
筑在历史、文化上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在进行墙体加固
工作时要做到“修旧如旧”，不可破坏原有的文化价值和历史底
蕴。充足的施工准备是施工质量的前提，良好的人员素质、科学
的工艺、规范的管理都是顺利施工所不可缺少的。通过科学规范
的加固和施工，可以把古建筑更好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其中所
蕴含的人文气息和文化风俗也得以传承和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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