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木质建成遗产保护准则 
 

序言 

 

本准则是对 1999年 10月在墨西哥 ICOMOS第 12次全球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历史

木构建筑保护准则”的补充及更新。此次更新过程始于墨西哥瓜达拉哈拉大会

（2012），日本姫路大会（2013），并延续至瑞典法伦大会（2016）。 

 

本文件力求与《威尼斯宪章》（1964）、《阿姆斯特丹宣言》（1975）、《巴拉宪章》

（1979）、《奈良真实性文件》（1994）的一般原则，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

ICOMOS提出的有关木质建筑遗产保护的相关法规相适用。 

 

本文件旨在尊重木质建成遗产文化意义的基础上，定义具有最大限度国际实例适

用性的保护及保养的基本原则。 

 

这里提到的“木质建成遗产”，是指所有类型的木质建筑，以及具有文化意义或

作为历史区域一部分的其他木质构筑物，包括那些临时性的、可移动和持续演变

的构筑物。 

 

文件中提到的“价值”，指的是美学、人类学、考古学、文化、历史和科技的遗

产价值。本准则适用于具有历史价值的木质建筑物和构筑物。并非所有建筑都完

全由木材建造，由此也应考量木材与其他材料在建造中的相互作用。 

 

• 原则 

 
• 认识并尊重木质建成遗产的重要性，它们的各个历史时期的结构体系和细节



都是人类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 

• 重视并尊重木质建成遗产的多样性以及任何与其相关的非物质遗产； 

• 认识到木质遗产为手工艺者和建造者的技艺、以及他们掌握的传统的、文化

的和祖传的知识提供物质证据。 

• 理解文化价值随时间的持续演变，因而需要周期性回溯它们如何被定义，以

及真实性如何被界定，以适应不断变化的认知和态度。 

• 尊重不同的地方传统、建造实践和保护方法，并重视可以被应用于保护中的

多样的方法与技术。 

• 重视并尊重历史上采用的丰富多样的木材的种类和材质。 

• 认识到从建筑物和构筑物整体来看，木构件是纪年信息的珍贵载体。 
• 重视木结构能承受巨大外力（抗震）的优良性能。 

• 认识到全木或半木结构在多变的气候环境条件下的脆弱性，易受（并不限于）

温度和湿度变化、光照、真菌和昆虫、磨损风化、火灾、地震或其他自然灾

害和人为损毁等因素的影响。 

• 认识到因木构自身的脆弱性、不当利用、传统建筑设计和建造技艺的失传，

以及对当地社区的精神和历史需求缺乏理解，越来越多的历史木构建筑在消

失。 

• 认识到木构建筑遗产保护中社区参与的相关性，保护与社会、环境变化的关

系，及其对可持续发展的作用。 

 

检查、勘察和研究 

 
1.在考虑实施任何干预前，应认真记录建筑结构及其各组成部分的现状，包括之

前所有的干预工作。 

2.在任何干预行动前，必须实施全面、精确的诊断分析。分析内容需附有对建筑

的建造和结构体系，现状及糟朽成因，损坏或结构故障，以及设计、定型或装配

错误的分析。这些诊断必须以文献佐证、本体物理性勘察和分析为基础，若有必

要，物理现状的检测应当采用无损测试，甚至必要时的实验室测试，也不排除在



必要时采取微小干预和紧急保护措施。 

3.在检测对象被其他结构遮盖部位，上述检测方式可能不足以获得本体结构全部

现状信息。在覆盖物价值允许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局部临时性移除遮挡以实施检

测，但必须在完成全面记录的基础上。 

4.木构件上“看不见”（隐藏着的）标记也应被记录。“看不见”的标记是指如木

工的题记、水平线及被工匠用于施工（或后续工程或修缮中的）无意作为可见的

建筑构成部分的其他标记。 
 

分析和评估 

5. 保护工作的首要任务是保留历史遗存的真实性，包括布局构造、材料、装配、

完整性、建筑学及文化遗产价值，并尊重其历史变迁。而要做到这一点，则应尽

可能保留所有界定遗产特征的要素。 

界定遗产特征的要素可包含以下一项或多项内容： 

a）整体结构系统； 

b）非结构元素如立面、隔断、阶梯； 

c）表面特征； 

d）木工的装饰处理； 

e）传统和工艺； 

f）建筑材料，包括建材质量（或品级）和典型特征 

 

6. 必须对上述要素的价值进行评估和界定，以制定干预方案。 
 

干预措施 

 
7. 干预工作的第一步应制定建筑保护总体策略。这需要相关各方参与讨论并达

成共识。 



8. 干预策略须考虑当前的主流文化价值观。 

9. 除干预规模过大、可能影响历史建筑真实性的情况外，建筑结构的原始功能

应予以保留或修复。 

10. 干预可采取如下形式： 

a）使用传统木工工艺或兼容的现代固件的简单修复； 

b）使用传统或兼容的材料和工艺的结构加固； 

c）缓解现有结构荷载的补充结构的引入。 

 

干预方式的选择应取决于是否能够最好地保护建筑结构的文化价值。 
 
11.干预最好能够做到： 

a）以必要的最小干预来保证建筑或遗址的物理和结构稳定性及其本体和文化意

义的长久保存； 

b）遵循传统做法； 

c）如技术可行，尽量可逆； 

d）不影响或阻碍后续必要的保护工作； 

e）不妨碍未来对显露或融入建筑中的证据的读取； 

f）重视遗产环境。 

 

12.干预应遵循的标准是：能够确保建筑本体保存、尽可能多保留真实性和完整

性、并使其持续安全地发挥功能的最小干预。但是，遇如下情形不排除部分拆卸

甚至全部的结构解体（落架）： 

a）采用原构件进行原址修缮时需要的干预程度过大； 

b）变形严重以至于无法恢复其原有结构性能； 

c）为维持已变形结构稳定需有不当添加； 

任何拆卸工作的适当性均应结合其文化背景来考虑，且应以最好地保持建筑真实

性为目标。 

此外，干预决策的确定应考虑和评估拆卸过程中对木材以及木质和其他材质连接

件（如钉子）等潜在的不可逆的破坏。 

 



13.应尽可能多地保留现有构件。当有必要替换整个或部分构件时，应首先尊重

建筑的整体特性和价值。在特定文化背景下，如已有相关传统，其他老旧建筑中

的构件也可能在干预过程中被利用。 

 

14.任何用于替换的木材应尽量满足如下条件： 

a）与原构件属于同一木种； 

b）与原木构件含水率相吻合； 

c）可见的部分与原木构件有相似纹理特征； 

d）加工时采用与原构件相似的工艺和工具。 

 

15.不应刻意将替换的木构件人工做旧。新构件不应在审美上影响整体外观。不

应对替换构件上色以匹配整体色彩现状，但特殊情况如会对遗产建筑的艺术理解

和文化意义造成严重负面影响时除外。 

 

16.新木构件可做谨慎的标记处理，以便后期可辨识。 

 

17.为评估诸如临时性和演进中的特定木质建成遗产的文化意义，需要对其更多

特有的价值进行考量。 

 

18.在实施干预过程中，历史建筑应被视为一个整体。所有材料，包括结构性部

件、填充性嵌木、防风板、屋顶、地面、门窗等，均应被同等重视。原则上，现

存材料以及早期修缮，应在其不影响结构稳定性的情况下尽可能予以保留。保护

对象还应包括各种建筑表层处理如地仗层、彩绘层、表面涂层、墙纸等。应尊重

原材料、原工艺和原肌理。如建筑表面糟朽亟需更换时，宜采用兼容材料和工艺。 

 

19. 考虑结构性部件时应注意如下几点： 

a） 若结构本身性能表现良好，且其使用情况、实际条件及承重系统均未变化时，

可通过只简单维修/加固最近受损和失效的承重部分来有效增强其结构性能。 

b） 如近期产生过较大变动，或未来有可能的功能变更将会造成更大的负载时，



在考虑实施任何加固措施前，应通过结构分析评估其潜在承载强度。 

 

20. 任何情况下都不应仅仅为满足现代建筑规范要求而实施干预措施。 

 

21. 一切干预措施均须建立在经充分验证的结构原则基础上。 

 

22. 对于已经长期存在、无结构和功能影响的轻微偏移变形，不可一味地为迎合

今天的审美倾向，而实施“纠偏”干预。 

 

当今材料和技术 

23. 对选择和使用当下新材料和技术应采取极端谨慎的态度，只有当这些材料和

建造技术的耐久性和结构性能已经足够长的时间被证实表现良好时，方可考虑。 

 

24. 实用设施的安装应考虑建成遗产的物质和非物质价值。 

 

25. 新的设施的安装不应引起诸如温湿度等环境条件的巨大改变。 

 

26. 化学性防腐剂的使用应当被谨慎控制和监测管理，且只有当公众和环境安全

不受影响且有重要的长效提升等明确效果时方可使用。 

 

记录和建档 

 
27. 根据《威尼斯宪章》第 16 条以及《ICOMOS 关于建筑、建筑群和遗址记录

的准则》的规定，记录应包含干预措施和保护工作中涉及的所有材料。所有相关

文献档案，包括从建筑中拆除的多余材料或构件的典型样品，以及传统技法和工



艺的相关信息，均应被收集、编目、妥善保存且适当开放查阅。记录中应包括选

择特定保护修复材料和方法的具体原因。 

 

26. 既为了建筑今后的持续维护，也作为重要历史档案，所有上述记录应被妥善

保存。 

监测和维护 

 
29. 必须制定一套清晰连贯的定期监测和日常维护的策略，以推迟更大的干预措

施的实施，并确保对木质建成遗产及其文化价值的持续保护。 

 

30. 监测工作须贯穿任何保护干预过程始终并持续进行，以确保采用方法的有效

性以及木构件和其他材料的长期性能。 

 

31. 日常维护和监测数据都应作为建筑历史资料的一部分妥善保存。 
 

历史森林保护区 

 
32. 因木构建筑非常脆弱，但作为持续贡献社会发展的活态遗产的一部分，涉及

的木材的可得性对其保护至关重要。因此，森林保护区在木构建筑维护和修复的

自我维持循环中发挥着非常关键的作用。这一点应当被充分重视。 

 

33.古迹遗址保护机构应当鼓励保护原始林区并建立风干木材仓库，以用于木质

建成遗产的保护修缮。此项政策应预见到未来修复工作中对适用风干木材的大量

需求。然而，这些政策并非要鼓励对历史建筑真实构件的大规模替换，而是为建

筑必要的修缮和少量替换服务的储备型保护区。 
 



教育和培训 

 
34. 记录、保护和恢复历史木构建筑的传统知识和技艺是非常重要的。 

 

35. 教育是通过推动对遗产价值和文化重要性的理解和认知，来提升木构建筑遗

产保护意识的一个核心途径。教育是可持续的保护和发展政策的基础。一个综合、

可持续的策略须涉及地方、区域、国家和国际层面，同时还应包括所有相关政府

机构、领域、行业、社区和其他相关群体。 

 

36. 应该鼓励开展有利于深入理解木质建成遗产的显著特征、其社会及人类学方

面内容的研究项目（尤其是在区域层面）。 

 

 

 

术语词汇表： 

 

建造、建筑（名词）：1.将材料有效排列、组合、统一构成一个整体的行为；2.

建造的行为；3.建成物（也见下文“构筑物”）； 

 

文化意义：建筑或遗址中对过去、现在和未来世代具有的美学的、历史的、考古

的、人类学的、科学的、技术的、社会的、精神的或其他非物质的遗产价值。 

 

有机演进的建筑：那些在当今社会保持着活跃的社会角色而又与传统生活方式紧

密相连，并且仍然在演变进程中的建筑。同时这些建筑是展示其历史演进过程的

重要物证。 

 

本体：建筑或遗址所有的物理材料，包括构成部分、固定装置、内容及其他实物。 



 

非物质遗产：与木质建成遗产的建造和使用相关的各传统过程。 

 

加固：增强建筑单个构件、构件组合或整体的结构性功效的行为。 

 

修复：是指旨在恢复木构建筑遗产一部分或全部的结构性能、美学完整性的行为。

这包括为了替换糟朽部分或保持建筑结构和材料的完整而对历史建筑本体采取

的艰苦细致的干预工作。 

 

构筑物（名词）：一个经过设计和建造的稳定的构件组合，它作为一个整体具有

安全地支撑和传递使用荷载至地面的功能。 

 

临时性结构：作为特定文化或民族的重要仪式或其他活动的一部分，体现其传统

文化、工艺及传统知识，而被周期性建造、使用再拆除的结构。 

 

 

 

翻译：郭瑞，初校：胡玥 

终较：解立 

 
 


	序言
	检查、勘察和研究
	分析和评估
	干预措施
	当今材料和技术
	记录和建档
	监测和维护
	历史森林保护区
	教育和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