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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历史建筑的结构加固与风貌修缮施工技术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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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优秀历史建筑是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价值。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建筑往往面临

着结构老化和风貌破损的问题。因此，对其进行结构加固与风貌修缮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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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文旨在探讨优秀历史建筑的结构加固与风貌修缮施工技术，

提出针对性的加固方案。同时，结合风貌修缮的实际需求，探讨了

修缮过程中的关键技术，为类似工程的实施提供有益的参考。 

一、优秀历史建筑结构加固技术 

（一）优秀历史建筑结构加固技术 

古迹建筑修缮与维护是一项综合性、系统性的工程，需要全面

考虑多种因素。首要任务是确保建筑整体结构的安全稳定性，延长

其使用寿命，防止砌体结构遭受损坏。为此，将采取主体结构加固

施工技术。同时，全力保护原有区域环境及建筑风貌，尤其是建筑

的园林环境，对其进行整理和设计优化。修缮的重中之重在于保护

建筑外立面和内部重要空间，尽可能保留原有空间格局，精心修复

室内房间及其特色装饰。我们将真实完整地保护历史建筑及其风

貌，对于历次改建部分，将进行评估和判断，保留具有价值的历史

状态，维护其文化环境。在修缮过程中，充分尊重建筑的历史原貌。

任何新增的室内装饰及构件在设计、材料、工艺和施工方法等方面，

都将体现一定程度的可辨识性，与历史环境相协调。修缮工作以不

直接损害历史建筑为前提，使之能在必要时拆除还原，以便日后更

科学、更完整地修缮[1]。 

（二）优秀历史建筑框架加固技术 

优秀历史建筑是人类文明的瑰宝，保护和加固这些宝贵文化遗

产对于传承历史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具有重要意义。传统框架结构

是许多历史建筑的基本构件，其加固技术涉及多个专业领域，需要

专业人士的参与和精心设计。常见的框架加固技术包括钢筋混凝土

加固、碳纤维加固、粘钢加固等。钢筋混凝土加固技术通过在框架

构件内外浇筑混凝土，提高结构强度和延性；碳纤维加固技术利用

碳纤维材料的高强度特性，对构件进行包裹加固，有效提升其承载

能力；粘钢加固则是在构件表面粘贴钢板，形成复合受力系统。这

些技术均需要对原有结构进行细致检测和力学分析，确保加固措施

的合理性和有效性[2]。 

（三）优秀历史建筑楼板修复技术 

在建筑修缮加固工程中，针对旧建筑中密肋楼板结构的修复是

一项具有极大挑战性的任务。部分密肋楼板结构状况良好，但也有

局部区域由于受潮问题导致严重破损，如空心砖破碎、混凝土梁底

钢筋锈蚀、混凝土松散等不利情况。为切实有效地加固修复这类受

损密肋楼板，可以采用一种创新的截面加大加固法。其核心理念是

在原有楼板基础上新增单向板，与原密肋楼板形成一个叠合整体，

共同承担荷载效应。具体施工方式需依照原设计图纸，将加固区域

内的所有空心砖移除，并对混凝土缺陷部位进行全面清理至基层。

对已产生裂缝的混凝土区域需按照规范要求进行专门处理，同时需

对后浇层结合面上的混凝土进行凿毛处理，以形成良好的粘结界

面。在此基础上，需对锈蚀钢筋进行除锈处理，并在裸露钢筋表面

涂刷聚合物砂浆保护层。最后在密肋梁两侧新增受力钢筋植筋，待

钢筋绑扎就位后支模浇筑新增单向底板混凝土，并在楼板上开设灌

浆孔进行灌注加固。 

二、优秀历史建筑风貌修缮技术 

（一）花岗石多介质污染清洗技术 

花岗石作为一种坚硬且美观的天然石材，广泛应用于古建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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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立面装饰。然而，长期暴露于室外环境下，极易遭受各种自然和

人为因素的侵蚀，从而形成多种类型的病害。常见的花岗石病害主

要可分为三大类，即石材砂浆残留物、黑垢积水痕迹以及油漆污染

物。治理这些病害时，应遵循"精细操作、循序渐进"的原则，首先

对病害的根源及分布情况进行详细分析，并根据不同等级予以标

识，划分作业区域，有针对性地制定清洁计划。清洗工艺需同步采

用"高压水流冲刷"、"弱酸溶液浸泡"和"化学去漆剂覆盖"三种手段。

细小颗粒污渍可使用中性清洗剂，利用化学反应使其发生膨胀乳

化；石材本身的附着物则可先用弱酸溶液溶解，再进行高压冲洗，

而人为涂抹的油漆污迹，则需使用化学去漆剂覆盖清理。 

（二）泰山砖修缮技术 

泰山砖砌体由于其固有特点，难免会发生一些问题，尤其是生

物污染、化学污染、结构损坏等。针对不同问题，应采取相应的预

防和维修措施。生物污染主要包括苔藓、藻类和植物根系等，可通

过机械或化学方式清除，同时采用防污涂层进行保护。化学污染如

铁锈、污水等，需先进行清洗，去除残留物，再采用化学固化剂等

材料进行表面处理。结构损坏问题包括空鼓、剥落等，需要根据损

坏程度采取不同的维修方式。局部损坏可通过修补基层和更换泰山

砖的方式进行修复。严重空鼓（空鼓率超过 50%）的部位则需先进

行保护性拆除，再按原工艺重新铺设。首先对外墙进行勘察，确认

泰山砖出现的各种问题，并对墙面损坏情况拍照存档、定位分类统

计。其次清理各种杂物，如管线支架、空调机架等，同时清除生物

污染源。对于突出墙面的杂质或劣质修补部位，需凿除。清洗泰山

砖墙面时，应自上而下操作，并妥善处理污水排放。对于轻微表面

破损的砖块，可去除风化层后使用增强剂加固表面，并喷涂憎水剂

保护。严重风化破坏（超过 50%）及空鼓率超过 50%的砖块则需更

换。更换前应先进行小样仿制，确定所需砖规格、色泽和纹理，并

在更换时沿损坏砖块周边切割分界缝，再凿除坏砖，避免对周边造

成二次损害[3]。 

（三）水磨石修缮技术 

在传统建筑维修中，应秉持专业性和细致性，确保修复质量和

最大程度保护原貌。须保护完好区域，避免二次损伤。拆除受损区

域时，先沿周边切割分界缝，小心凿除。针对污染石材，轻度污染

采用鬃毛刷和清水刷洗，严重污染则使用中性去污剂。测量清洗后

石材的颜色、质地和粒径，制作与原貌最贴近的样板，作为修补颜

色参照。修补裂缝时，须研究其自然走向和纹理，沿裂缝绘线标示，

确定最佳开缝宽度，小心凿除，保证裂缝边缘平整光滑。待清洗干

燥后，使用同色同粒径的石材与水泥拌和进行修补，力求与原貌高

度一致，保持建筑本真面貌。整个过程中，必须秉持专业精神和细

致作风，方能达到令人满意的修复效果，真正还原建筑原貌。 

（四）条木地板修缮技术 

地板作为建筑物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分布广泛于各类核心空

间，以水曲柳和橡木为主要原材料。现状调查显示，部分条木地板

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情况，迫切需要实施修缮工程。应对现有条

木地板进行全面勘察和图像数据采集，在平面图纸上准确标注各类

损坏类型及其空间分布，为修缮方案的制定提供详实依据。对于表

面磨损深度小于 2 毫米、面积不超过 10%且满足安全使用要求的区

域，可通过表面磨平翻新的方式修复，磨平过程中应浅磨以避免过

度损伤。对于出现下垂和空鼓的区域，需先将木地板小心拆除，清

理腐朽的毛地板基层，再采用同种材质同规格的新毛地板进行更

换。若木地板缺损、松动或腐烂面积不超过 20%，可参照原貌采用

同质同规格的旧材进行局部修复，但若缺失或损坏面积超过 20%，

则需对该区域进行整体重新铺设条木地板。拆卸过程中应保护好原

有的木踢脚线，对后期改造产生的三合板踢脚线以及严重腐烂的踢

脚线，应参考原始踢脚线的制作工艺重新制作。 

结语： 

未来，从业人员将继续深入研究这一领域，不断完善施工技术，

为更多历史建筑的保护与传承贡献力量。同时，我们也呼吁社会各

界共同关注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共同守护优秀历史建筑的文

化根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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