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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易和古建艺术有限公司 

于《河南省文物局关于浚县白寺村古民居修缮保护设计方案（一

期）的意见》方案修改说明 

浚县白寺村古民居修缮保护设计方案（一期）已按《河南省文物局关

于浚县白寺村古民居修缮保护设计方案（一期）的意见》（豫文物审批

【2023】158 号）所提意见进行了修改完善，具体修改说明如下： 

1、按原做法对青石墙体裂缝进行白灰浆勾缝，补充三角桁架的加固措施。 

答：①已按照专家意见，补充青石墙体裂缝进行白灰浆勾缝的做法。（详见文本维修

措施对照表、设计图纸及 5.6.2.5.青石墙体） 

例：11 浚县白寺村古民居 3 号院李世春老宅正房修缮措施对照表  单位：mm 

4 

 

墙

体 

裂

缝 

1、西山墙北侧 1处裂缝，长度 1.8m，

缝宽 10-25mm，深约 470mm。 

2、西山墙中部 1处裂缝，长度 3.4m，

缝宽 10-20mm，深约 470mm。 

1、2、青石墙体裂缝趋于稳定，清理青

石墙体裂缝，采用白灰浆勾缝，灰缝形

式为平缝。白灰浆为泼灰加水调制而

成，泼灰制作要点为生石灰用水反复

均匀地泼洒成为粉状后过筛。 

3、清理后加青砖封堵，面积约 0.9平

方米。 

4、清理青石墙体灰缝，采用白灰浆勾

缝，灰缝形式为平缝。白灰浆为泼灰加

水调制而成，泼灰制作要点为生石灰

用水反复均匀地泼洒成为粉状后过

筛。 

其

他 

3、明间板门上部亮窗后加青砖封堵，

面积约 0.9平方米。 

4、后檐墙体灰缝脱落，面积约 2.1 平

方米。 

5.6.2.5.青石墙体： 

灰缝脱落：无松动青石墙体，清理灰缝脱落部位后，再采用白灰浆勾平缝； 

松动的青石墙体，做好支顶加固后，采用同材质青石碎片支撑固定后，再对墙体灰缝采用白灰浆

勾缝，灰缝形式为平缝。白灰浆为泼灰加水调制而成，泼灰制作要点为生石灰用水反复均匀地泼洒成

为粉状后过筛。 

开裂的青石墙体：青石墙体裂缝趋于稳定，清理青石墙体灰缝，采用白灰浆勾缝，灰缝形式为平

缝。白灰浆为泼灰加水调制而成，泼灰制作要点为生石灰用水反复均匀地泼洒成为粉状后过筛。 

 石活平缝示意图 

②已按照专家意见，补充三角桁架的加固措施。（详见文本维修措施对照表、设

计图纸） 

例：05 浚县白寺村古民居 2 号院张成海老宅西厢房修缮措施对照表  单位：mm 

5 
梁

架 
梁 3、屋面梁架为后改三角屋架。 

3、考虑到后改梁架稳定性问题，在

脊檩下部补配支撑木柱一根，直径

13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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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易和古建艺术有限公司 

③已按照专家意见，补充基址保护青石墙体的加固措施。（详见文本维修措施对

照表、设计图纸） 
例：06 浚县白寺村古民居 2 号院张成海老宅东厢房修缮措施对照表  单位：mm 

4 
墙

体 

其

他 

5、因建筑屋顶坍塌，长期雨水侵蚀，

破坏建筑墙体稳定性。 

5、为防止雨水侵蚀对建筑墙体造成

侵蚀，破坏建筑墙体稳定性，对建筑

墙体采用钢结构加固，详见设计图。 

④已按照专家意见，补充真石漆做法。（详见文本维修措施对照表、设计图纸） 
例：02 浚县白寺村古民居 1 号院张问德老宅东厢房修缮措施对照表  单位：mm 

4 
墙

体 

其

他 

5、南次间青石墙体缺失现为红

砖砌筑，面积约 15.1 平方米。 

5、红砖墙体维持现状，外侧喷涂真石漆，与遗存墙体

色泽一致，面积约 15.1 平方米。真石漆做法：清理抹

灰基层，打磨平整→刷防潮底漆一遍→喷涂真石漆两

边，厚度 2-3mm→喷涂防水保护面漆。 

2、优化平屋顶防水措施，不同意使用炉渣防水层做法。 

答：已按照专家意见，优化平屋顶防水措施。（详见文本维修措施对照表、设计图纸

及 5.6.2.8.屋面：） 

①例：13 浚县白寺村古民居 5 号院李万英老宅北楼修缮措施对照表  单位：mm 

10 
屋

面 

瓦

面 

2、屋面渗漏，屋面瓦件松动、脱落。 

3、前坡屋面板瓦残破、佚失面积约

11.6平方米，滴水缺失 5个。 

4、后坡屋面板瓦残破、佚失面积约

13.5平方米，滴水缺失 94个。 

2、补配前坡屋面板瓦面积约 11.6平方米，滴水

5个。 

3、补配后坡屋面板瓦面积约 13.5平方米，滴水

94个。 

屋面做法：木椽→30mm厚望砖→40-60mm厚黄泥

背（黄泥掺少量白灰）→板瓦压七露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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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易和古建艺术有限公司 

②例：01 浚县白寺村古民居 1 号院张问德老宅西厢房修缮措施对照表  单位：mm 

10 
屋

面 

苫

背 

1、因雨水侵蚀，杂草丛生，根系侵扰，

黄泥背破坏。 

1、挑顶维修，屋面揭瓦共约 45.6 平

方米。 

2、补配前坡屋面板瓦面积约 3.7平方

米，滴水 23个。 

3、补配后坡屋面板瓦面积约 6.1平方

米，滴水 18个。 

屋面做法：木椽→木条和谷秆→40-

60mm厚黄泥背（黄泥掺少量白灰）→

板瓦压七露三。 

瓦

面 

2、屋面渗漏，瓦件松动、脱落。 

3、前坡屋面板瓦残破、佚失面积约 3.7

平方米，滴水缺失 23个。 

4、后坡屋面板瓦残破、佚失面积约 6.1

平方米，滴水缺失 18个。 

③例：09 浚县白寺村古民居 3 号院李世春老宅西厢房修缮措施对照表  单位：mm 

9 
屋

面 

苫

背 

1、屋顶开裂漏雨，

后加水泥层，面积约

21.6平方米。 

1、挑顶维修，重做屋顶，面积约 21.6平方米。 

屋面做法：木椽→30mm厚望砖→60厚钢筋混凝土屋面，屋面配

筋为^38@200双网双向，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C30.（中间高前后檐

低）详见设计图纸。 

防水做法：60 厚钢筋混凝土屋面板，表面清扫干净→20 厚 1:8

水泥憎水膨胀珍珠岩找坡→20厚 1：2.5水泥砂浆找平→SBS改

性沥青防水卷材→满铺 0.3 厚聚乙烯薄膜一层→25 厚 1:2.5 水

泥砂浆，分格面积宜为 1平方米。 

 
 

 

 

 

 

 

 

 

 

5.6.2.8.屋面： 

屋面做法 1：木椽→30mm厚望砖→40-60mm厚黄泥背（黄泥掺少量白灰）→板瓦压七露三。 

屋面做法 2：木椽→木条（20-30mm）和谷秆（10-15mm）→40-60mm 厚黄泥背（黄泥掺少量白灰）

→板瓦压七露三。 

屋面做法 3（仅 2处平顶建筑采用此种做法）：木椽→30mm厚望砖→60厚钢筋混凝土屋面，屋面配

筋为^38@200双网双向，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C30。详见设计图纸。 

防水做法（仅 2 处平顶建筑采用此种做法）：60 厚钢筋混凝土屋面板，表面清扫干净→20 厚 1:8

水泥憎水膨胀珍珠岩找坡→20厚 1：2.5水泥砂浆找平→SBS改性沥青防水卷材→满铺 0.3厚聚乙烯薄

膜一层→25厚 1:2.5水泥砂浆，分格面积宜为 1平方米。 

3、坚持最小干预原则，减少木椽、望砖、瓦件等构件更换量。 

答：已按照专家意见，优化平屋顶防水措施。（详见文本维修措施对照表、设计图纸

及 5.6.2.7.木椽：） 

5.6.2.7.木椽： 

表面糟朽木椽，剔除糟朽部分并刷桐油二至三道。局部糟朽深达直径 2/5 的予以更换。椽子以檐

部损坏为多。一般檐椽最长，当椽子糟朽不足长后，满足使用要求的锯短改做花架或脑椽用。 

局部糟朽深达直径的 1/5-2/5 的嵌补处理。修理椽子主要保留原檐椽的做法，原檐椽的密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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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易和古建艺术有限公司 

防止椽钉引起椽身劈裂，一是对归安的椽子最好使用旧的椽钉子; 二是需要重新打孔时，可用电钻先

备好孔(注意用电防火) ，避免新钉孔时对椽子损伤。如椽钉处劈裂严重，可用铁箍箍牢。檐椽头糟朽，

可用环氧树脂栽补小木条的办法，找补完整。扭曲变形的，处理后能够使用的要修复并做防腐防虫处

理后继续使用。 

①例：12 浚县白寺村古民居 4 号院杨廷兆老宅北楼修缮措施对照表  单位：mm 

7 

 

木

椽 

檐

椽 

1、檐椽糟朽深 20-40mm，约 116 根，后

人更换毛料檐椽约 12根，尺寸 70X70mm,

长度 1.55m。 

1、更换糟朽深达直径 2/5 的檐椽约 75 根，

补配木椽约 12根，尺寸 70X70mm,长度 1.55m。

表面糟朽木椽用桐油钻生后继续使用。 

脑

椽 

2、脑椽糟朽深 3-5mm 约 74 根，尺寸

70X70mm，长度 1.27m。 
2、表面糟朽木椽用桐油钻生后继续使用。 

8 
望

砖 
 1、望砖酥碱，面积约 18.2平方米。 

2、更换屋面酥碱的望砖，面积约 16.2 平方

米，望砖尺寸 220X175X30mm。 

10 
屋

面 

苫

背 
1、因雨水侵蚀，黄泥背破坏。 

1、挑顶维修，屋面揭瓦共约 83.2平方米， 

2、补配前坡屋面板瓦面积约 10.8 平方米，

滴水 25个。 

3、补配后坡屋面板瓦面积约 12.5 平方米，

滴水 152个。 

屋面做法：木椽→30mm 厚望砖→40-60mm 厚

黄泥背（黄泥掺少量白灰）→板瓦压七露三。 

瓦

面 

2、屋面渗漏，屋面瓦件松动、脱落。 

3、前坡屋面板瓦残破、佚失面积约 10.8

平方米，滴水缺失 25个。 

4、后坡屋面板瓦残破、佚失面积约 12.5

平方米，滴水缺失 152个。 

 

4、根据文物本体保护需要，结合院落周边环境，优化排水设计。 

答：已按照专家意见，根据文物本体保护需要，结合院落周边环境，优化排水设计。

（详见文本 5.5.3. 院落整体环境维修措施对照表、设计图纸） 

例：5.5.3. 院落整体环境维修措施对照表 

01 浚县白寺

村古民居 1

号院张问德

老宅 

1、院内地面现为黄土地面，地面

整体松散且凹凸不平，杂物堆积，

杂草丛生，面积约 76.4平方米 

2、大门倒座长期无人居住，已经

坍塌。 

3、西厢房南侧后植绿竹。 

1、清理院内植被，人工平整夯实黄土地面，面

积约 76.4 平方米；在东厢房南侧围墙处预设

排水口及雨水管道，接入白寺村排水系统。（详

见设计图纸） 

2、大门、倒座按现存地形差平整地面；建议在

基础位置设一文物介绍牌，展示后人。 

3、厢房南侧后植绿竹建议予以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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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易和古建艺术有限公司 

 



河南易和古建艺术有限公司 

关于《河南省文物局关于浚县白寺村古民居修缮保护设计方案（一

期）的意见》方案修改说明 

浚县白寺村古民居修缮保护设计方案（一期）已按《河南省文物局关

于浚县白寺村古民居修缮保护设计方案（一期）的意见》（豫文物审批

【2023】113 号）所提意见进行了修改完善，具体修改说明如下： 

 

 

 

 

 

 

 

 

 

 

 

 

 

 

 

 

 

 

 

 

 

 

 

 

 

 

 

 

 

 

 

 



河南易和古建艺术有限公司 

 
 
 
 
 
 

 



河南易和古建艺术有限公司 

关于《河南省文物局关于浚县白寺村古民居修缮保护设计方案（一

期）的意见》方案修改说明 

浚县白寺村古民居修缮保护设计方案（一期）已按《河南省文物局关

于浚县白寺村古民居修缮保护设计方案（一期）的意见》（豫文物审批

【2022】100 号）所提意见进行了修改完善，具体修改说明如下： 

1、深化建筑历史及环境调查，明确村落的空间格局，分析建筑群体的形成

趋势及其与道路的关系。深化四原调查，补充屋面形制研究；对以往的修

缮效果评价并进行构造做法与材料的甄别，辨识能够体现文物主要价值时

期的特点。加强院落地面铺装、标高及院墙等调研。补充文物构成，完善

真实性评估的内容，深化价值评估。 

答：已按照专家意见，深化建筑历史及环境调查，明确村落的空间格局，分析建筑群

体的形成趋势及其与道路的关系。（详见文本 2.1.历史沿革） 

白寺村古民居沿革与村落沿革密切相关。据《水经注》记载，秦始皇三十三年公

元前 214 年），秦始皇东巡经黎，于白寺山祭祀西岳，白寺山遂改名为白祀山，白祀

村由此得名。金大安二年（1210 年）《重修赵王庙碑》记为长丰乡白祀寨。明成化年

间建隆兴寺后改称白寺，白祀村也改为白寺村。 

白寺村旧称白祀集，《曾马合志稿》载“复添集镇有白祀集……”。 

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 年），白寺镇境域设白寺所。 

民国十六年（1927 年），分属浚县第八、第九区。 

民国三十四年（1945 年），分属浚县第四、第五区。 

1957 年，设白寺乡。 

1958 年，成立白寺公社。 

1983 年，改乡。 

2020 年 6 月 12 日，撤乡设镇。 

现村内遗存古民居建筑多为清代以来所建，所申报的古民居最早建设年代为清康

熙三十二年（1693）。 

清康熙六十年以后至清末，张问德老宅、杨维忠老宅、张成海老宅、杨勋老宅、

张丙才老宅北楼、刘家大院东楼、杨廷兆老宅北楼、李万英老宅北楼、杨希文老宅南

楼、杨同仁老宅南楼先后落成。 

民国年间，杨国正老宅、李世春老宅、杨利伟老宅、杨孝杰老宅北楼、杨森老宅

北楼先后落成。 

2009 年列入浚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文物名录。 

2011 年 7 月 20 日，白寺杨维忠老宅、白寺李世春老宅被公布为浚县文物保护单

位。 

2016 年 12 月，浚县白寺乡白寺村第四批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单。 

2017 年 2 月 17 日，《浚县白寺乡白寺村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2017—2030）

通过河南省村镇规划技术鉴定委员会组织的评审委员会评审。 

2017 年 2 月，浚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建立白寺村中国传统村落档案，其中含

29 处古民居。 

2018 年 5 月，白寺村被列入中央财政支持范围中国传统村落。 

2021 年公布为第八批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白寺村位于白寺镇上的东南部，紧靠长丰渠，文物建筑均分布在村落内，在白寺

村的基础上，随着村落的发展，增加人口及建筑均向西北发展，其中镇人民政府驻白

寺镇西段北侧。村落的发展趋势由东南向西北，逐步扩大。 

方案中，清代时期的，张问德老宅、张成海老宅、杨廷兆老宅北楼、李万英老宅

北楼正房及厢房均为坡屋顶，民国时期的李世春老宅、杨孝杰老宅北楼、杨森老宅北

楼几处正房为坡屋顶，厢房为平顶，建筑所用青石及瓦件形制保持统一,建筑部分门

窗及墀头等做法形制细节因建造时期均不相同，整体由清至民国，建筑形制由全坡屋

顶四合院到出现平顶式厢房四合院，正房有一层和二层均为坡屋顶未发生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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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浚县白寺村古民居（所有文物构成）总体布局（图 1 中红色部分为浚县白寺村古民居（一期）） 

浚县白寺村古民居所有文物构成，依次为：（按文物登记顺序及院落完整度排序，时期由 1721 年到 1932 年）1.张问德老宅、2.杨维忠老宅、3.张成海老宅、4.杨勋老宅、

5.杨国正老宅、6.李世春老宅、7.杨利伟老宅、8.张丙才老宅北楼、9.刘家大院东楼、10.杨廷兆老宅北楼、11.李万英老宅北楼、12.杨希文老宅南楼、13.杨同仁老宅南楼、

14.杨孝杰老宅北楼、15.杨森老宅北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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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浚县白寺村村落交通及排水总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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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深化四原调查，补充屋面形制研究。（详见文本 2.3.四原调研） 

例：2.3.2. 2 号院张成海老宅（清乾隆）、2.3.2.4. 4号院杨廷兆老宅（清光绪） 

 

张成海老宅位于村东南 312 号。据当地描述

结合现场勘察：原院落为组合二进四合院形式，

西院为主院，东院为跨院，均为二进院落，由主

院东厢房连通东西院，东西院均有大门、过厅，

可单独出入。院落坐北朝南，主院一进院南北长

19.92 米，东西宽 13.27 米，占地面积 264.34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225.78 平方米。院落大门

倒座、西厢房及正房保存完整，东厢房屋面已经

坍塌。 

    

4 号院杨廷兆老宅位于村西寨门东约 150 米

路北。据当地描述结合现场勘察：原院落建于清

末，坐北面南，为三进院落，一进院大门为“车

马门”，明间面阔较大，可同时通过两辆马车；

二进院东厢房为三层青石砌筑平望建筑。通过

勘察多处遗存基址，原院落形制较为规整，为当

时大户人家。现存二进院南北长 24.64 米，东

西宽 17.7 米，占地面积 436.13 平方米。现存

杨廷兆老宅北楼即二进院过厅。 

例：2.3.2.5. 5 号院李万英老宅北楼 

原形制：5 号院李万英老宅北楼，建于清宣统元年(1909)，平面为长方形，面阔 5 间

14.45 米，进深 1 间 4.85 米，建筑面积 140.17 平方米，建筑高度 7.1 米，两层硬山式

灰瓦顶建筑。前檐出椽后檐砖砌封护檐，正房前檐砖砌墀头雕刻 “易居”等图案文字雕

刻，干槎瓦屋面两垄筒瓦剪边，正脊为扣瓦扒砖青砖筒瓦组合砌筑而成，正脊两端略微

翘起，一层明间前檐青石门槛，砖砌门罩，门额石匾题“勤俭为本，大清宣统元年仲春

月吉日立（1909 年农历二月吉日）”；东西次间、西梢间为木质隔扇窗，东稍间木质板

门。二层前檐均为砖券窗洞，砖雕窗头内置单开窗扇，明间后檐为圆形石窗，内置单开

窗扇，东西山面为砖雕 6 瓣 6 边型窗，内置单开窗扇。一层西次间后檐置一木楼梯，由

此进入二层。 

            

图 68：墀头，二层山面窗，二层窗罩 

原结构：墙内无柱，室内共 4 缝梁架山面无梁架，均为抬梁式木构架，一层大梁前后

端置于前后石墙，山面无梁架，大梁上承 5 根直径 140mm 圆檩、圆檩上承 60X60 木椽，

木椽上铺 30 厚望砖，望砖上铺 30 厚黄土。二层大梁前后端置于前后石墙，山面无梁架，

圆檩上铺钉方椽，望砖（后改为扣瓦），承载屋面苫背层及瓦面，连檐由两块 30 厚木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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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L”形钉于距椽头 1cm 处，并采用“T”形铁质拉杆锚固于屋面苫背内，防止屋面

滑坡。 

原材料：除正立面最上部 1-1.5 米高单皮青砖砌筑，内部仍采用青石砌筑；下部槛墙

青石上部砌筑 5 层单皮青砖外，其余由规整青石砌筑，青石高度 200-250mm，灰缝 10-

25mm，木构架、装修多采用当地松木和硬杂木。青砖尺寸 265×125×55mm，望砖尺寸

220X175X30mm，板瓦尺寸 160X170X10mm，木椽 60X60mm。 

  

图 69：一层楼板，二层屋面梁架 

  

图 70：墙体构造，屋面苫背做法 

原工艺：墙体厚度 470mm，除槛墙全部采用好面石外，仅外部采用好面石，内墙面相

对加工粗糙，石灰浆灌缝；内墙面做麦秸泥打底，白灰粉刷；屋面：木椽→望砖（后改

为扣瓦）→40-60mm 厚黄泥背（黄泥掺少量白灰）→板瓦压七露三。 

例：2.3.2.3. 3 号院李世春老宅 

     图 58：西厢房立面照片 

原形制：西厢房平面为长方形，面阔 3 间 7.36 米，进深 1 间 4.4 米，建筑面积 32.38

平方米，建筑高度 5.0 米，平顶，俗称“平望”建筑。室内明间南缝土坯隔墙，南次间

后加室内后加竹棚。北次间屋顶开一楼梯口，楼梯口位置砖砌小炮楼，屋面前后低中间

高，建筑地基高约 1.5 米，明间窄门口，石门框，木板门，门后两根穿杠，（据当地介

绍紧挨门后有机关地洞，现已被掩埋。）门额石匾题：“悍生保业，民国壬申年（1932）

春，主李文德题书”。门两侧石门把刻对联：“屏有四丈高据险固守，房无三尺琴石保

溃敌”；次间为直棂小石窗。  

原结构：墙内无柱，室内共 2 缝梁架，大梁前后端置于前后石墙，山面无梁架，圆檩

上铺钉方椽，望砖，承载屋面炉渣顶（现后加水泥层）。  

原材料：外墙墙体由规整青石砌筑，青石高度 200-250mm，灰缝 10-25mm，木构架、

装修多采用当地松木和硬杂木。青砖尺寸 260×120×55mm，望砖尺寸 220X175X30mm，木

椽 60X60mm。 

原工艺：墙体全由青石砌筑，厚度 500mm，外部采用好面石，内墙面相对加工粗糙，

石灰浆灌缝；内墙面做麦秸泥打底，白灰粉刷；屋面：木椽→望砖→约 40 厚黄泥背，80

厚炉渣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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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2.3.2.3. 3 号院李世春老宅 

原形制：正房建于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平面为长方形，面阔 3 间 12.11 米，进

深 1 间 4.56 米，建筑面积 110.44 平方米，建筑高度 6.15 米，两层硬山式灰瓦顶建筑。

前檐出椽后檐砖砌封护檐，正房前檐砖砌墀头雕刻“福、禄、寿”“太极、卍”等图案

雕刻，干槎瓦屋面两垄筒瓦剪边，正脊为扣瓦扒砖青砖筒瓦组合砌筑而成，正脊两端略

微翘起，一层明间前檐青石门框、门槛，砖砌门罩，门额石匾题“桂兰联芳，乾清癸丑

年桃月上浣立（1793 年农历三月上旬）”；东西次间为木质隔扇窗。二层前檐均为砖券

窗洞，砖雕窗头内置单开窗扇，山面为圆形石窗。 

原结构：墙内无柱，室内共 2 缝木构架，一层大梁前后端置于前后石墙，山面无梁

架，大梁上承圆檩、30 厚木楼板。二层大梁前后端置于前后石墙，山面无梁架，圆檩上

铺钉方椽，望砖，承载屋面苫背层及瓦面，连檐由两块 30 厚木板组成“L”形钉于距椽

头 1cm 处，并采用“T”形铁质拉杆锚固于屋面苫背内，防止屋面滑坡。 

原材料：外墙墙体由规整青石砌筑，青石高度 200-250mm，灰缝 10-25mm，木构架、

装修多采用当地松木和硬杂木。青砖尺寸 265×125×55mm，望砖尺寸 220X175X30mm，板

瓦尺寸 160X170X10mm，木椽 60X60mm。 

原工艺：墙体全由青石砌筑，厚度 470mm，外部采用好面石，内墙面相对加工粗糙，

石灰浆灌缝；内墙面做麦秸泥打底，白灰粉刷；屋面：木椽→望砖（部分后改为板瓦）

→40-60mm 厚黄泥背（黄泥掺少量白灰）→板瓦压七露三。 

   

据当地老人讲述，本建筑建筑除东次间前坡遗存望砖外，其他屋面均为上次维修屋面

时更换望砖为板瓦。 

例：2.3.3.建筑工艺做法与材料 

1.散水：青砖、青石散水 

     

图 83：青砖散水              村落内民国建筑遗存青石散水 

现场勘察到 1 号院张问德老宅（清康熙）正房厢房之间局部遗存青砖散水。做法

为：素土夯实，向外坡 4％→150 厚三七灰土→30 厚青灰结合层→260×120×55mm 青

砖平铺，油灰勾缝。 

青石散水。做法为：素土夯实，向外坡 4％→150 厚三七灰土→30 厚青灰结合层

→350×175×80mm 青石板平铺，油灰灌缝。 

2.地面： 

 

 

 

 

 

 

 

图 11：院内青砖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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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6 号院杨孝杰老宅北楼，明间前檐遗存院内地面铺装形式，院内青砖地面做法

为：150 厚三七灰土→30 厚青灰结合层→260×120×55mm 青砖平铺，油灰勾缝。铺

装形式为：中部横砖平铺，两侧立砖一道。详见设计图纸，院内地面铺装大样图。 

②室内青砖地面： 

 

 

 

 

 

 

 

图 12：室内青砖地面 

4 号院杨廷兆老宅北楼遗存室内地面铺装，铺设方式：在紧挨台阶石室内一侧铺设

一块“好面”青石，尺寸 500X 380X200mm（多在正房布置），横铺条砖十字缝地面，

青砖尺寸 260X120X55mm，白灰勾缝。 

 

屋面做法：60X60mm 木椽→220X175X30mm 望砖（部分后改为板瓦）→40-60mm 厚

黄泥背（黄泥掺少量白灰）→160X170X10mm板瓦（压七露三），干槎瓦屋面两垄筒瓦

剪边，正脊为扣瓦扒砖青砖筒瓦组合砌筑而成，正脊两端略微翘起。 

 

已补充文物构成，完善真实性评估的内容，深化价值评估。（详见文本 2.1.历史

沿革、2.4. 价值评估） 

2.4.1.历史价值 

浚县白寺村古民居，院落形式多样，有一进四合院、东西组合四合院、二进四合

院、三进四合院，由于住户分家或坍塌复建，均已经形成单独四合院。过厅建筑明间

后檐封堵的门洞，是院落历史布局的实物例证。建筑群内清代时期的正房及厢房均为

坡屋顶，民国时期的正房为坡屋顶，厢房为平顶，建筑所用青石及瓦件形制保持统一，

整体由清至民国，建筑形制由全坡屋顶四合院到出现平顶式厢房四合院，正房有一层

和二层均为坡屋顶未发生演变。对研究建筑形制演变，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浚县白寺村古民居，见证了白寺村发展变迀。作为具有豫北特色的民居，它是在

特殊地理环境中孕育和发展的，是人们生产、生活传统的空间产物，是在历史的进程

中吸收各种文化形式而形成的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建筑产物，是清至民国政治、经济、

文化、民俗等诸多内容的重要载体。对于研究当地的民居建筑特色，传承民间优秀传

统文化，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2.4.2.科学价值 

浚县白寺村古民居主要以石、木为主要建筑材料。3 号院李世春老宅西厢房高台

基，除板门外窗户及门框均采用整块青石组合砌筑而成，墙体厚度更是达到了半米厚，

经当地走访调查，当地地处山区，在战乱年代住户将家内财物粮食等藏入其内，可以

有效抵御贼寇，以院落为单位和整个村落形成整体防御体系。 

因为就地取材，既节约了建造成本，又能够达到结构安全、外形美观的效果，充

分体现了古建筑经济、适用、美观的建造原则，建筑群内大量加工的青石砌筑材料，

反映了当时工匠已将充分掌握了对石材的加工技术并形成相当大的规模，对研究当地

建筑营造技术和石料加工技术的发展变化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2.4.3.艺术价值 

浚县白寺村古民居维护结构均采用青石砌筑，木构架采用抬梁式木构架，是豫北

传统建筑明显的艺术特点。门罩窗头采用青砖砌筑，造型规整，采用较大的过门石，

雕刻“玉润珠圆”“居仁由义”“勤俭为本”等等成语。墀头更是造型多样，雕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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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富贵”“猴子上桃树”“福禄祯祥”“鸟革翚飞”等。建筑群内“福禄寿”字样出

现较多，寓意丰富。彰显了传统文化勤俭、节约、仁义等，反应了当时人们对知识文

化的推崇，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个人品德修养的重视，让厚重的民居建筑多了灵动

和趣味，是研究当地传统建筑艺术特点的重要实物例证。 

2.4.4.社会价值 

浚县白寺村古民居作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国家级传统村落，是当地居民的精神

文化载体，承载着当地人民的记忆和情感。这些民居代表了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一部

分，对维护和重塑乡村文化生态、改善和整治乡村人居环境、推进和完善乡村社会治

理、传承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等均有重要的社会价值。 

2、深化现状残损勘察，科学分析主要病害的原因和程度，科学进行结

构安全性评估，并据此判定建筑的残损级别。补充院落及单体航拍图，深

化屋面及脊兽残损状况。 

答： 已深化现状残损勘察，科学分析主要病害的原因和程度。（详见文本 2.7.2.

残损现状勘察记录统计表） 

例：03 浚县白寺村古民居 1 号院张问德老宅正房残损表  单位：mm 

序

号 

建筑

分部 

分

项 
残损位置、性质、程度       残损原因 评估 

1 基础  

1、本次调查中未发现台基部分存

在裂缝现象。经水平测量，也未发

现存在沉降现象。 

1、未探查到该处现状。 

1、建筑物无沉

降裂缝、变形

或位移。 

2 阶基 
台

基 

1、室外地面掩盖前檐踏步石。 

2、一层西梢间前檐踏步石佚失 1

块，现为后人临时放置毛料踏步

石。 

1、历史原因，院内地面抬

升造成。 

2、不当维修和使用。 

1、造成雨季雨

水回灌室内。 

2、影响建筑观

感。 

3 地面 

散

水 

1、建筑前檐散水局部佚失，前檐西

侧、后檐为黄土地面，前檐东侧遗

存青砖散水。 

1、2、3、4、材料自身原

因，不当维修。 

1、2、散水、地

面砖缺失，雨

水渗入基础。 

3、4、楼板糟室 2、室内青砖地面佚失，现为水泥和

内 黄土地面，面积约 49.2 平方米。 朽，影响使用

安全。 

楼

板 

3、二层室内木楼板受潮弯曲，东梢

间后檐受潮糟朽面积约 2.4 平方

米。 

4、东次梢间缺失面积约 3.2 平方

米。 

序

号 

建筑

分部 

分

项 
残损位置、性质、程度 

残 损 原

因 

残损点评定标

准 

勘 察

项 目

残 损

等级 

单 个

构 件

残 损

等级 

4 墙体 

酥

碱 

1、东山墙前后檐墀头青砖酥碱，酥

碱面积约0.1平方米，深度5-30mm。 
1、2、3、

冻 融 作

用 ； 灰

缝、砌筑

材 料 自

身原因。 

4、5、6、

住 户 使

用造成。 

1、在长 1m 的

任一区段中其

平均风化深度

与墙厚之比ρ

＞1/5。 

2、3、灰缝最大

粉化深度大于

10mm。 

4、5、6、影响

建筑观感。 

b′ 

b 
其

他 

2、明间前檐一层门上部青石墙体

灰缝脱落，面积约 1.2 平方米。 

3、二层明间后檐窗上部青石墙体

灰缝脱落，面积约 0.3 平方米。 

4、一层西梢间前檐板门后加青石

墙体封堵，面积约 1.5 平方米。 

5、二层东次间前檐窗后加封堵墙

体，面积约 0.3 平方米。 

6、二层明间后檐窗后加封堵墙体，

面积约 0.3 平方米。 

b′ 

b′ 

a′ 

a′ 

a′ 

5 

 

 

 

 

 

梁架 

一

层 

梁 

1、因雨水侵蚀，明间西侧大梁

劈裂，劈裂长度 2.8 米，宽度

5-20mm 深度 30-60，不超过直

径的 1/3。其余 3 缝梁架表层

轻度糟朽，多处存在积尘渍痕。 

1、2、3、

4、5、材

料老化；

屋 面 漏

雨；缺乏

定 期 维

护。 

1、3、4、5、有

受力引起的端

裂或斜裂。 

2、任一界面

上，腐朽和老

化变质所占面

积与整截面面

b′ 

b 

檩 
2、因年久失修，雨水侵蚀，木

檩表层轻度糟朽，多处存在积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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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渍痕。 积 之 比 ρ ＞

1/8。 

二

层 

梁 

3、因雨水侵蚀，明间东侧五架

梁劈裂，劈裂长度 3.2 米，宽

度 5-25mm,深度 20-40，不超过

直径的 1/3。 

4、因雨水侵蚀，明间西侧三架

梁劈裂，劈裂长度 1.4 米，宽

度 5-15mm, 深度 25-30，不超

过直径的 1/3。 

其余 2 缝梁架表层轻度糟朽，

多处存在积尘渍痕。 

b′ 

b′ 

檩 

5、屋面檩劈裂 5根，劈裂长度

1.2-2.5 米，宽度 5-15mm，深

度 15-35，不超过直径的 1/3,

其余 20 根檩表层轻度糟朽，多

处存在积尘渍痕。 

b′ 

6 木椽 

檐

椽 

1、前后檐椽糟朽深 20-40mm，约 84

根，尺寸 60X60mm,长度 2100mm。 

1、2、雨

水 侵 蚀

部 分 明

显糟朽；

椽 上 皮

无 法 勘

察，残损

情 况 不

详； 

1、2、已腐蚀或

虫蛀，或也严

重受潮。糟朽

深度超过 1/5。 

b′ 

b 
脑

椽 

2、脑椽糟朽深 3-5mm，约 78 根，

尺寸 60X60mm，长度 1250mm。 
a′ 

序

号 

建筑

分部 

分

项 
残损位置、性质、程度 残损原因 评估 

7 粉刷 
内

墙 

1、因雨水侵蚀，室内墙体白灰粉刷

起皮脱落，面积约 185.35 平方米。 

1、材料自身原因、雨水侵

蚀。 

1、影响建筑观

感。 

8 望砖  
1、望砖酥碱严重，面积约 15 平方

米。 

1、屋面破损，雨水向下渗

透导致酥碱，不当维修。 

1、不能很好保

护屋面泥背，

影 响 建 筑 观

感。 

9 连檐  1、大连檐糟朽长度 14.03 米。 
1、屋面破损，雨水向下渗

透导致糟朽。 

1、无法连接椽

头，固定连檐。 

10 屋面 

苫

背 
1、因雨水侵蚀，黄泥背破坏。 

1、2、3、4、长期风雨

侵蚀、冻融；缺乏定期

维护。 

 

 

1、泥背破坏，

失 去 防 护 作

用。 

2、3、松动、残

破的瓦件已失

去防水作用，

甚至有脱落的

隐患； 

瓦

面 

2、屋面渗漏，屋面瓦件松动、脱落， 

3、前坡屋面板瓦及滴水残破、佚

失，面积约 8.4 平方米。 

4、后坡屋面板瓦及滴水残破、佚

失，面积约 9.6 平方米。 

11 
装饰

装修 
 

1、一层前檐西次间、东梢间外石窗

保存较好，窗扇佚失。 

2、二层前后檐窗扇佚失 4扇。 

1、2、不当维修和使用。 

1、2、丢失风

貌，影响建筑

观感。 

12 油饰 

主

体 

1、梁架、木椽雨水侵蚀，油饰老化，

缺失保护功能。 1、2、材料的自然老

化；屋面渗漏。 

1、2、油饰脱

落不利于木构

件保护。 装

修 

2、门窗、楼梯油饰老化，缺失保护

功能。 

已科学进行结构安全性评估，并据此判定建筑的残损级别。（详见文本 2.8.1.安

全总体评估结论） 

例：参照《古建筑木结构维护与加固技术标准》（GB/T50165—2020）中规定，古

建筑勘查项目主要构件集安全性鉴定评级，此次勘察的建筑结构可靠性构件评级情况

统计如下表： 01 浚县白寺村古民居 1 号院张问德老宅西厢房安全性鉴定评级列表 

序

号 

层

数 

类别 勘察

项目 

单个构件安全

评级 

分级标准 结构体

系评级 

综合

评定 

工程

性质 

 

 

 

 

主要

构件

基础 a 该构件集内，不含d可
含c；但 c 级含量不应

 

 

 

 

 

 承重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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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单

层 

集 墙体 多于20% ； B  

 

 

 

 

 

B 

 

 

 

 

 

修缮

加固 

柱 / 
梁架 b 

一般

构件

集 

地面 a 该构件集内，不含d可
含c；但 c 级含量不应

多于25% ； 

 

B 木椽 b 
/ / 

 

 

结构

整体

牢固

性等

级 

结构布置及构造 传力路线明确； A  

 

 

 

A 

整体倾斜 未发现有沿结构平面内

外的倾斜； 
A 

局部倾斜 未发现有柱头与柱脚间

的相对位移； 
A 

构架间的连系构造 纵向梁、枋及其连系构

件现状完好； 
A 

梁柱节点的连接 拉结构造完整及榫卯现

状完好； 
A 

榫卯完好程度 完好； A 

05 浚县白寺村古民居 2 号院张成海老宅西厢房安全性鉴定评级列表 

序

号 
层

数 
类别 勘察

项目 
单个构件安全

评级 
分级标准 结构体

系评级 
综合

评定 
工程

性质 
 
 
 
 
 
 
05 

 
 
 
 
 
 
单

层 

主要

构件

集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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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A 

 

 

 

 

 

 

 

现状

维修 

承重

墙体 
a 

柱 / 
梁架 a 

一般

构件

集 

地面 a 该构件集内，不含c级
和d级;可含b级，但含量

不应多于35% 

 

A 木椽 a 
/ / 

 
 
结构

整体

牢固

性等

级 

结构布置及构造 传力路线明确； A  

 

 

 

A 

整体倾斜 未发现有沿结构平面内

外的倾斜； 
A 

局部倾斜 未发现有柱头与柱脚间

的相对位移； 
A 

构架间的连系构造 纵向梁、枋及其连系构

件现状完好； 
A 

梁柱节点的连接 拉结构造完整及榫卯现

状完好； 
A 

榫卯完好程度 完好； A 

06 浚县白寺村古民居 2 号院张成海老宅东厢房，仅剩基址及墙体。 

序

号 
层

数 
类别 勘察

项目 
单个构件安全

评级 
分级标准 结构体

系评级 
综合

评定 
工程

性质 
  主要 基础 a 该构件集内，c级或d级    

 
 
 
 
 
06 

 
 
 
 
 
单

层 

构件

集 
承重

墙体 
b 含量多于c级的规定数  

D 

 

 

 

 

 

 

 

D 

 
 
 
 
 
 

基址

保护 

柱 / 
梁架 d 

一般

构件

集 

地面 b 该构件集内，c级或d级
含量多于c级的规定数 

D 

木椽 d 
/ / 

结构

整体

牢固

性等

级 

结构布置及构造 / /  

 

D 

 

整体倾斜 / / 

局部倾斜 / / 

构架间的连系构造 纵向梁、枋及其连系构

件已残损 
d 

梁柱节点的连接 无拉结 d 

榫卯完好程度 / / 

14 浚县白寺村古民居 6 号院杨孝杰老宅北楼安全性鉴定评级列表 

序

号 

层

数 

类别 勘察

项目 

单个构件安全

评级 

分级标准 结构体

系评级 

综合

评定 

工程

性质 

 

 

 

 

 

 

14 

 

 

 

 

 

 

二

层 

主要

构件

集 

基础 a 该构件集内，不含d可
含c；但 c 级含量不应

多于15% ； 

 

 

B 

 

 

 

 

 

 

 

 

B 

 

 

 

 

 

 

 

修缮

加固 

承重

墙体 

b 

柱 / 
梁架 b 

一般

构件

集 

地面 a 该构件集内，不含d可
含c；但 c 级含量不应

多于20% ； 

 

B 木椽 b 
/ / 

 

 

结构

整体

牢固

性等

级 

结构布置及构造 传力路线明确； A  

 

 

 

A 

整体倾斜 未发现有沿结构平面内

外的倾斜； 
A 

局部倾斜 未发现有柱头与柱脚间

的相对位移； 
A 

构架间的连系构造 纵向梁、枋及其连系构

件现状完好； 
A 

梁柱节点的连接 拉结构造完整及榫卯现

状完好； 
A 

榫卯完好程度 完好； A 

榫卯完好程度 完好； A 

 

已补充院落及单体航拍图，深化屋面及脊兽残损状况。（详见文本 2.2.修缮历史

及评估、三、现状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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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2.3.6. 6 号院杨孝杰老宅（民国） 

 

图 71：6 号院杨孝杰老宅总平面图 

3.1  浚县白寺村古民居 1 号院张问德老宅西厢房（航拍照片） 

 

 

 

 

 

 

 

3.3  浚县白寺村古民居 1 号院张问德老宅正房（航拍照片） 

 

 

 

 

 

 

3、坚持最小于预原则，科学制定修缮措施。明确青石墙体采用白灰浆

勾缝做法，补充拆除红砖墙恢复青石建筑依据。屋面局部挑顶应加强施工

措施的详细说明。对劈裂糟朽的承重构件应根据病害原因及程度分类进行

修缮。室内补配青砖地面应有青砖铺谩形式说明。劈裂梁加设铁雒，应根

据梁材粗细具体设定。按原材料及形制墩接断裂随樑枋，科学论证采用墩

接方式的可行性。补充土墙维修措施和粉刷做法及木构件防腐做法。调整

墙体维修方法。补充排水设计。 

答：已坚持最小于预原则，科学制定修缮措施。（详见文本 5.5.2.单体建筑修缮

措施对照表） 

例：5.5.2.单体建筑修缮措施对照表 

11 浚县白寺村古民居 3 号院李世春老宅正房：按照《古建筑木结构维护与加

固技术标准》的结构可靠性鉴定标准，将其定为 B 级，主要以屋面和木构件维修为主。

依照古建筑的维护与加固工程分类，已到达挑顶揭瓦、一般维修工程的标准。修缮措

施如下表： 

11 浚县白寺村古民居 3 号院李世春老宅正房修缮措施对照表  单位：mm 

序

号 

分

部 

分

项 
残损位置、性质、程度       修缮措施 

1 
基

础 
 

1、本次调查中未发现台基部分存在裂

缝现象。经水平测量，也未发现存在沉

降现象。 

1、由当地文物管理部门对其建筑基础

状况建立长期有效的观测机制。 

2 
阶

基 

台

基 
1、室外地面掩盖前檐踏道踏步石。 1、院内水泥地面维持现状。 

3 

 

地

面 

散

水 
1、建筑青砖散水佚失，现为水泥地面。 

1、补配 700mm 宽青石散水，散水做法：

素土夯实，向外坡 4％→150 厚三七灰

土→30 厚青灰结合层→350×175×

80mm 青石板平铺，油灰灌缝。 

2、坚持最小干预原则，水泥地面继续

使用。 

室

内 

2、室内青砖地面佚失，现为水泥地面，

面积约 32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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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墙

体 

裂

缝 

1、西山墙北侧 1 处裂缝，缝宽 10-

25mm，长度 1600-2000mm ，深约

470mm。 

2、西山墙中部 1 处裂缝，缝宽 10-

20mm，长度 3300-3500mm ，深约

470mm。 

1、2、青石墙体裂缝趋于稳定，裂缝部

位勾缝处理。 

3、清理后加青砖封堵，面积约 0.9平

方米。 

4、清理青石墙体灰缝，采用白灰浆勾

缝处理。 

其

他 

3、明间板门上部亮窗后加青砖封堵，

面积约 0.9 平方米。 

4、后檐墙体灰缝脱落，面积约 2.1 平

方米。 

5 
粉

刷 

内

墙 

1、因雨水侵蚀，室内墙体白灰粉刷起

皮脱落，面积约 99.2 平方米。 

2、因雨水侵蚀，前檐上部墙体白灰粉

刷起皮脱落，面积约 3.5 平方米。 

1、重做室内白灰抹面，面积约 99.2 平

方米。 

2、重做前檐上部墙体白灰抹面，面积

约 3.5 平方米。 

6 

 

梁

架 

梁 
1、屋面梁架表层轻度糟朽，多处存在

积尘渍痕。 1、2、梁架、檩及随檩枋清除其表层积

尘渍痕，用桐油钻生后继续使用。 
檩 

2、檩及随檩枋表层轻度糟朽，多处存

在积尘渍痕。 

7 

 

木

椽 

檐

椽 

1、檐椽糟朽深 10-30mm 约 56 根，尺

寸 60X60mm,长度 1550mm。 

1、更换糟朽深达直径 2/5 的檐椽约 42

根，尺寸 60X60mm,长度 1550mm。 

表面糟朽木椽用桐油钻生后继续使

用。 

脑

椽 

2、脑椽糟朽深 3-5mm 约 27 根，尺寸

60X60mm，长度 1350mm。 

2、表面糟朽木椽用桐油钻生后继续 

使用。 

8 
望

砖 
 

1、据当地老人讲述，上次维修屋面时，

后人更换望砖为板瓦，面积约 50.2 平

方米。 

2、补配屋面佚失的望砖，面积约 50.2

平方米，望砖尺寸 220X175X30mm。 

9 连  1、大连檐糟朽长度 9.24 米。 1、更换糟朽的大连檐长度 9.24 米。 

檐 

10 
屋

面 

苫

背 
1、雨水侵蚀，杂草丛生，黄泥背破坏。 1、挑顶维修，屋面揭瓦共约 54 平方

米。 

2、补配前坡屋面板瓦及檐口瓦件面积

约 5.9 平方米。 

3、补配后坡屋面板瓦及檐口瓦件面积

约 6.7 平方米。 

瓦

面 

2、屋面渗漏，屋面瓦件松动、脱
落，  

3、前坡屋面板瓦及滴水残破、佚失，

面积约 5.9 平方米。 

4、后坡屋面板瓦及滴水残破、佚失，

面积约 6.7 平方米。 

11 

装

饰

装

修 

 

1、东西次间前檐隔扇窗佚失，现为后

改玻璃窗。 

2、西山墙上部窗扇佚失。 

3、西次间后加木棚。 

1、维持现状，继续使用。 

2、补配西山墙上部窗扇。 

3、清除西次间后加木棚。 

12 
油
饰 

主

体 

1、梁架、木椽雨水侵蚀，油饰老化，

缺失保护功能。 

1、梁架及木椽用桐油钻生后继续使

用。 

2、门窗、楼梯及新补配的门窗重做油

饰。 

木

装

修 

2、门窗油饰老化，缺失保护功能。 

已明确青石墙体采用白灰浆勾缝做法，调整墙体维修方法。（详见文本 5.6.修缮

设计施工做法总体控制说明） 

5.6.2.5.青石墙体： 

灰缝脱落：无松动青石墙体，清理灰缝脱落部位后，再采用白灰浆勾缝； 

松动的青石墙体，做好支顶加固后，采用同材质青石碎片支撑固定后，再对墙体

灰缝采用白灰浆勾缝。 

开裂的青石墙体：对于砌体灰缝脱落和出现细小裂缝，应采用与原砌体相同的勾

缝材料，如青白麻刀灰(白灰:青灰:麻刀= 100:8:8)，将砖石表面的砌缝重新 

勾抹严实。注意将残碎灰缝剔除清理干净后再进行修补。 

墙体的拆砌要求：将残损、坍塌的砌体拆除至完好部位，并应拆出搓子，以便新

老砌体能搭接严密。所拆下的整石、整砖应清理留作回砌使用，并按原规格式样补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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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的相同式样或相似的砖石材料，其强度等级不应低于原材料。 

重新砌筑石砌体： 

○1 砌筑应上下错缝，内外搭砌，拉结石、丁砌石交错设置。 

○2 灰缝厚度宜为 20-30mm ，砂浆饱满度不应小于 80% 。 

○3 每 O.7 平方米毛石墙面至少设置一块拉结石，且同层内的间距不大于 2 米， 

拉接石长度宜为 300-400 mm，且不应小于 2/3 墙厚。 

○4 毛石砌体的第一皮及转角处、交接处和洞口处均应选用较大的平毛石砌筑。每

个楼层(包括基础)砌体的最上一皮，宜选用较大的毛石砌筑。 

○5 石墙砌筑高度应以每日不超过 1.2m 为宜。 

已补充拆除红砖墙恢复青石建筑依据。（详见文本 5.5.2.单体建筑修缮措施对

照表） 

红砖墙体满足使用要求，拆砌对本体干扰过大。将原维修措施“依原形制及工艺

补配缺失青石墙体，面积约 15.1 平方米。”修改为“红砖墙体维持现状，外侧喷涂

真石漆，面积约 15.1 平方米。” 

补充屋面局部挑顶施工措施的详细说明。（详见文本 5.5.2.单体建筑修缮措施

对照表） 

考虑到屋面局部挑顶后，可能出现接茬处继续漏雨的现象，本方案的维修措施对

屋面漏雨和局部坍塌的建筑挑顶维修，仅杂草丛生，未有残损及漏雨现象的做现状维

修，不再局部揭顶维修。 

已对劈裂糟朽的承重构件根据病害原因及程度分类进行修缮。劈裂梁加设铁箍，

根据梁材粗细具体设定。（详见文本 5.6.2.6.梁枋、5.6.2.7.木椽） 

5.6.2.6.梁枋：施工中对梁枋做进一步探查，参照《古建筑木结构维护和加固技

术标准》要求，依据糟朽程度对其进行更换、墩接或镶补处理。施工做法可参见《古

建筑木结构维护和加固技术标准》（GB/T50165—2020）。耐水性胶粘剂可选用环氧树

脂胶粘剂。 

○1 对劈裂严重的梁，宽度 20mm 以上，深度超过柱径 1/3 的，采用嵌补的方法进

行修整，先用木条和耐水性胶粘剂，将缝隙嵌补粘结严实，再加设 50X5mm 铁箍，间

距 700-1200，依劈裂长度而定。（一道梁非确实需要外尽量不超过两道） 

○2 对劈裂较轻的梁及劈裂的檩采用嵌补的方法进行修整，采用木条和耐水性胶粘

剂，将缝隙嵌补粘结严实即可。 

 5.6.2.7.木椽：表面糟朽木椽，剔除糟朽部分并刷桐油二至三道。局部糟朽深达

直径的 2/5 的予以更换。椽子以檐部损坏为多。一般檐椽最长，当椽子糟朽不足长后，

满足使用要求的锯短改做花架或脑椽用。 

局部糟朽深达直径的 1/5-2/5 的嵌补处理。修理椽子主要保留原檐椽的做法，原

檐椽的密度。为防止椽钉引起椽身劈裂，一是对归安的椽子最好使用旧的椽钉子; 二

是需要重新打孔时，可用电钻先备好孔(注意用电防火) ，避免新钉孔时对椽子损伤。

如椽钉处劈裂严重，可用铁箍箍牢。檐椽头糟朽，可用环氧树脂栽补小木条的办法，

找补完整。扭曲变形的，处理后能够使用的要修复并做防腐防虫处理后继续使用。 

已补充室内补配青砖地面，青砖铺墁形式说明。（详见文本 2.3.3.建筑工艺做法

与材料） 

本方案考虑到清理室内水泥地面后铺墁青砖地面对建筑本体干扰过大，对室内水

泥地面暂不补配青砖地面、黄土地面人工平整夯实后继续使用。 

已对按原材料及形制墩接断裂随樑枋，科学论证采用墩接方式的可行性。（详见

文本 5.5.2.单体建筑修缮措施对照表） 

方案中，5 号院李万英老宅北楼，因屋面漏雨，雨水侵蚀，随檩枋断裂一根，佚

失一根，其余表层轻度糟朽，多处存在积尘渍痕。考虑到对断裂的随檩枋墩接后无法

有效起到连接梁架的作用，在维修措施中按原材料及形制更换断裂随樑枋一根。 

已补充土墙维修措施和粉刷做法及木构件防腐做法。（详见文本 5.6.修缮设计

施工做法总体控制说明） 

例： 5.6.2.4.内墙粉刷：首先采用浇水浇湿处理，15-20mm 厚麦秸泥打底，外刷

白灰浆。1）局部修补：当局部墙面破损、空鼓、脱落时，可采用局部修补的方法。即

适当清理局部墙面到一定深度，然后将基面砍出糙痕，除去浮灰泪湿，按照墙面现有

做法修补。2）重新罩面：当墙表面普遍风化、破损时，可采用重新罩面的方法。重新

罩面指在旧墙面上再抹一层灰。为使新旧面层结合好，对旧墙面要进行处理，根据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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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情况采取不同方式。如铲除风化和有问题的灰皮，在旧墙基面上剁出麻面或小坑。

在抹灰前还要将旧墙洒泪，面层抹灰最易于裂，要根据需要及时给旧墙面补水，抹灰

后还要及时赶轧。最好一次性抹完面层，否则就要注意新抹面层的接茬处理。 

例：5.6.2.10.防腐、虫害防治：①补配木构件刷桐油二至三道做隔潮防腐剂，桐

油内添加 5%五氯酚钠或菊酯。涂刷法。用刷子将配制好的药剂均匀涂于患处或欲处理

木材表面。操作时间一部位要反复刷几遍，当前一次涂刷稍干后进行再次涂刷。用于

小面积处理。 

已补充排水设计。（详见各院落设计总平面图、排水平面图） 

 

 

2 号院张成海老宅排水平面图 

 

4 号院杨廷兆老宅排水平面图 

4、规范并完善文本和图纸，据实调整工程预算。 

答：已规范并完善文本和图纸，据实调整工程预算。（详见文本图纸及工程预算） 

已对方案整体调整，改变原文本框架结构，按传统结构：勘察报告→现状照片→

现状图→设计说明→设计图→工程预算。 

已根据修改后的维修措施，重新据实调整工程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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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河南省文物局关于鹤壁市浚县白寺村古民居修缮工程设计方

案（一期）的意见》方案修改说明 

浚县白寺村古民居修缮保护设计方案（一期）已按《河南省文物局关

于鹤壁市浚县白寺村古民居修缮工程设计方案（一期）的意见》（豫文物

审批【2022】7 号）所提意见进行了修改完善，具体修改说明如下： 

1、补充村落整体布局历史沿革调查，摸清建筑格局、主要交通体系及

排水体系，加强院落地面铺装、标高及院墙调研。 

答：已补充村落整体布局历史沿革调查，摸清建筑格局、主要交通体系及排水体

系。（详见文本图纸白寺村建筑格局分布图） 

图 1：浚县白寺村古民居（所有文物构成）总体布局 

 

 

 

 

图 2：浚县白寺村古民居村落交通总平面图 

已加强院落地面铺装、标高及院墙调研（详见文本图纸及 2.3.3.建筑工艺做法与

材料）。 

  

图 83：青砖散水                   村落内民国建筑遗存青石散水 

现场勘察到 1 号院张问德老宅（清康熙）正房厢房之间局部遗存青砖散水。做法

为：素土夯实，向外坡 4％→150 厚三七灰土→30 厚青灰结合层→260×120×55mm 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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砖平铺，油灰勾缝。 

青石散水。做法为：素土夯实，向外坡 4％→150 厚三七灰土→30 厚青灰结合层

→350×175×80mm 青石板平铺，油灰灌缝。 

2.地面：①院内青砖地面：做法为：150 厚三七灰土→30 厚青灰结合层→260×

120×55mm 青砖平铺，油灰勾缝。 

②室内青砖地面：4 号院杨廷兆老宅北楼遗存室内地面铺装，铺设方式：在紧挨

台阶石室内一侧铺设一块“好面”青石，尺寸 500X 380X200mm，横铺条砖十字缝地面，

青砖尺寸 260X120X55mm，白灰勾缝。 

  

图 84：室内青砖地面及院内青砖地面 

      

3 号院李世春老宅院内围墙形式     3号院李世春老宅围墙形式 

院落遗存青石围墙，青石墙体做法：全由青石砌筑，内外两层整块青石之间空隙

采用同材质碎石填缝，采用“打石山”稳垫青石后勾缝，砌筑而成。遗留墙体高度 1.9-

2.3 米。 

已在院落平面图中补充建筑及地面标高。 

  

           2 号院张成海老宅总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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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号院杨孝杰老宅总平面图 

 

2、加强“四原”调查，补充院内铺装给排水做法的构造及工艺调查。

明确不同时代的建造工艺，对原建筑形制与后期改造部分加以甄别和区

分。 

答： 已加强“四原调查”，补充院内铺装及排水做法已经进一步调查建筑原形

制、原结构、原材料和使用功能。（详见文本 2.3.3 建筑工艺做法与材料） 

  

图 5：室内青砖地面及院内青砖地面 

①院内青砖地面：做法为：150 厚三七灰土→30 厚青灰结合层→260×120×55mm 

青砖平铺，油灰勾缝。 

②室内青砖地面：铺设方式：在紧挨台阶石室内一侧铺设一块“好面”青石，尺

寸 500X 380X200mm，横铺条砖十字缝地面，青砖尺寸 260X120X55mm，白灰勾缝。 

根据当地降雨情况，及走访周边居民院落排水情况，均为自然排水。（详见设计

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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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号院李万英老宅北楼后改望砖为板瓦  6 号院杨孝杰老宅北楼屋面为望砖 

 

 

 

 

 

 

 

屋面做法：60X60mm 木椽→220X175X30mm 望砖（部分后改为板瓦）→40-60mm 厚

黄泥背（黄泥掺少量白灰）→160X170X10mm板瓦（压七露三），干槎瓦屋面两垄筒瓦

剪边，正脊为扣瓦扒砖青砖筒瓦组合砌筑而成，正脊两端略微翘起。 

3、深化现状勘察，明确建筑残损的位置、数量、原因及程度，加强对

与主要病害相关的隐蔽部位的残损勘察；按相关规范全面进行文物建筑整

体构架受力体系的评估。 

答：已深化现状勘察，明确建筑残损的位置、数量、原因及程度，加强对与主要

病害相关的隐蔽部位的残损勘察。（详见文本 2.7.2.残损现状勘察记录统计表） 

已按相关规范全面进行文物建筑整体构架受力体系的评估。（详见文本 2.8.1.安

全总体评估结论） 

例：参照《古建筑木结构维护与加固技术标准》（GB/T50165—2020）中规定，古

建筑勘查项目主要构件集安全性鉴定评级，此次勘察的建筑结构可靠性构件评级情况

统计如下表： 

03 浚县白寺村古民居 1 号院张问德老宅正房安全性鉴定评级列表 

序

号 
层

数 
类别 勘察

项目 
单个构件安全

评级 
分级标准 结构体

系评级 
综合

评定 
工程

性质 
 
 
 
 
 
 

 
 
 
 
 
 

主要

构件

集 

基础 a 该构件集内，不含d可
含c；但 c 级含量不应

多于15% ； 

 
 
B 

 
 
 
 
 
 

 
 
 
 
 
 

承重

墙体 
b 

柱 / 
梁架 b 

一般 地面 a 该构件集内，不含d可  

03 二

层 
构件

集 
木椽 b 含c；但 c 级含量不应

多于20% ； 
B  

 
B 

 
修缮

加固 
/ / 

 
 
结构

整体

牢固

性等

级 

结构布置及构造 传力路线明确； A  
 
 
 
A 

整体倾斜 未发现有沿结构平面内

外的倾斜； 
A 

局部倾斜 未发现有柱头与柱脚间

的相对位移； 
A 

构架间的连系构造 纵向梁、枋及其连系构

件现状完好； 
A 

梁柱节点的连接 拉结构造完整及榫卯现

状完好； 
A 

榫卯完好程度 完好； A 

08 浚县白寺村古民居 3 号院李世春老宅大门安全性鉴定评级列表 

序

号 
层

数 
类别 勘察

项目 
单个构件安全

评级 
分级标准 结构体

系评级 
综合

评定 
工程

性质 
 
 
 
 
 
 
08 

 
 
 
 
 
 
单

层 

主要

构件

集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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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A 

 
 
 
 
 
 
 
现状

维修 

承重

墙体 
a 

柱 / 
梁架 / 

一般

构件

集 

地面 a 该构件集内，不含c级
和d级;可含b级，但含量

不应多于35% 

 
A / / 

/ / 
 
 
结构

整体

牢固

性等

级 

结构布置及构造 传力路线明确； A  
 
 
 
A 

整体倾斜 未发现有沿结构平面内

外的倾斜； 
A 

局部倾斜 / / 
构架间的连系构造 / / 
梁柱节点的连接 / / 
榫卯完好程度 / / 

 

4、优化修缮原则。尚在使用中的民居类建筑的维修，重点是保护历 

史格局、整体风貌和价值赋存实体部位，治理结构病害，对其余部分主要

采取风貌保护而不是全面修复的原则。坚持最小干预原则，减少构件更换

数量，对地面铺装、木构件糟朽、屋面及木基层等不同残损程度， 采取针

对性修缮措施。木椽应制定维修标准。 

答：已优化修缮原则。尚在使用中的民居类建筑的维修，重点是保护历史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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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风貌和价值赋存实体部位，治理结构病害，对其余部分主要采取风貌保护而不是

全面修复的原则。（详见文本 5.1.2.2.工程规模及 5.5.2.单体建筑修缮措施对照表） 

序

号 
建筑名称 年代 层数 工程性质 残损 

等级 
规模/㎡ 拟采取维修

措施 

01 1号院张问德老宅

西厢房 
清康熙 一层 修缮工程 B 32.76 揭顶维修 

02 1号院张问德老宅

东厢房 
清康熙 一层 修缮工程 B 44.84 揭顶维修 

03 1号院张问德老宅

正房 
清康熙 二层 修缮工程 B 131.88 揭顶维修 

04 2号院张成海老宅

大门、倒座 
清乾隆 一层 修缮工程 B 45.82 揭顶维修 

05 2号院张成海老宅

西厢房 
清乾隆 一层 修缮工程 A 34.76 现状维修 

06 2 号院张成海老宅

东厢房 
清乾隆 一层 修缮工程 D 34.76 基址保护 

07 2号院张成海老宅

正房 
清乾隆 二层 修缮工程 B 110.44 揭顶维修 

08 3号院李世春老宅

大门 
民国 一层 修缮工程 A 1.2 现状维修 

09 3号院李世春老宅

西厢房 
民国 一层 修缮工程 B 32.38 揭顶维修 

10 3号院李世春老宅

东厢房 
民国 一层 修缮工程 B 23.76 揭顶维修 

11 3号院李世春老宅

正房 
民国 二层 修缮工程 B 88.7 揭顶维修 

12 4号院杨廷兆老宅

北楼 
清光绪 二层 修缮工程 B 122.46 揭顶维修 

13 5号院李万英老宅

北楼 
清宣统 二层 修缮工程 B 140.17 揭顶维修 

14 6号院杨孝杰老宅

北楼 
民国 二层 修缮工程 B 145.04 揭顶维修 

15 7号院杨森老宅北

楼 
民国 二层 修缮工程 B 94.86 揭顶维修 

方案已坚持最小干预原则，减少构件更换数量，对地面铺装、木构件糟朽、屋面

及木基层等不同残损程度， 采取针对性修缮措施。木椽应制定维修标准。（详见文本

3.6.修缮设计施工做法总体控制说明） 

地面铺装： 

1）剔凿挖补。对于只需零星添补的细墁地面。 

2) 局部揭墁。揭前要按砖趟编号，拆揭时要注意不要碰坏砖楞角。如有全，要

按旧砖尺寸重新砍磨。将能用的砖底和砖肋上的灰泥铲净，找平垫层。揭墁时必须重

新铺泥、揭趟和坐浆。新墁的砖要用墩锤以四周旧砖为准找好平正，并使缝子的松紧

程度与原地面相同。 

木构件糟朽：施工中对梁枋做进一步探查，参照《古建筑木结构维护和加固技术

规范》要求，依据糟朽程度对其进行更换、墩接或镶补处理。施工做法可参见《古建

筑木结构维护和加固技术规范》（GB/T50165—2020）。 

木椽：表面糟朽木椽，剔除糟朽部分并刷桐油二至三道。局部糟朽深达直径的 2/5

的予以更换。椽子以檐部损坏为多。一般檐椽最长，当椽子糟朽不足长后，满足使用

要求的锯短改做花架或脑椽用。 

局部糟朽深达直径的 1/5-2/5 的嵌补处理。修理椽子主要保留原檐椽的做法，原

檐椽的密度。为防止椽钉引起椽身劈裂，一是对归安的椽子最好使用旧的椽钉子; 二

是需要重新打孔时，可用电钻先备好孔(注意用电防火) ，避免新钉孔时对椽子损伤。

如椽钉处劈裂严重，可用铁箍箍牢。檐椽头糟朽，可用环氧树脂栽补小木条的办法，

找补完整。 

5、科学制定维修措施。墙体裂缝维修应根据实际情况制定针对性措

施，补充墙体裂缝灌浆处理的详细施工说明；清理室外地坪的做法，应明

确清理范围、深度及详细构造做法；拆除红砖建筑，恢复青石建筑依 据不

充分；大木构件原位置防腐防虫处理应有详细修缮措施说明；在屋脊不拆

除条件下进行的屋面挑顶维修应补充交接部位的详细施工说明等。 

答：已科学制定维修措施。（详见文本 3.6.修缮设计施工做法总体控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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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5.青石墙体： 

灰缝脱落：无松动青石墙体，清理灰缝脱落部位后，再采用白灰浆勾缝； 

松动的青石墙体，做好支顶加固后，采用同材质青石碎片支撑固定后，再对墙体

灰缝采用白灰浆勾缝。 

开裂的青石墙体：对于砌体灰缝脱落和出现细小裂缝，应采用与原砌体相同的勾

缝材料，如青白麻刀灰(白灰:青灰:麻刀= 100:8:8)，将砖石表面的砌缝重新 

勾抹严实。注意将残碎灰缝剔除清理干净后再进行修补。 

重新砌筑石砌体： 

○1 砌筑应上下错缝，内外搭砌，拉结石、丁砌石交错设置。 

○2 灰缝厚度宜为 20-30mm ，砂浆饱满度不应小于 80% 。 

○3 每 O.7 平方米毛石墙面至少设置一块拉结石，且同层内的间距不大于 2 米， 

拉接石长度宜为 300-400 mm，且不应小于 2/3 墙厚。 

○4 毛石砌体的第一皮及转角处、交接处和洞口处均应选用较大的平毛石砌筑。每

个楼层(包括基础)砌体的最上一皮，宜选用较大的毛石砌筑。 

○5 石墙砌筑高度应以每日不超过 1.2m 为宜。 

3）已明确清理室外地坪的做法，清理范围、深度及详细构造做法；（详见文本

5.5.2.单体建筑修缮措施对照表） 

例：01 浚县白寺村古民居 1 号院张问德老宅西厢房修缮措施对照表 

2 
阶

基 

台

基 
1、室外地面掩盖台基。 

1、清理院外地面高度至台基上皮以下

100mm，清理后人工平整夯实黄土地

面，面积约 76.4 平方米。 

11 浚县白寺村古民居 3 号院李世春老宅正房修缮措施对照表 

2 
阶

基 

台

基 
1、室外地面掩盖前檐踏道踏步石。 1、院内水泥地面维持现状。 

4）已去除文本中“拆除红砖建筑，恢复青石建筑” 

5）大木构件原位置防腐防虫处理应有详细修缮措施说明； 

涂刷法。用刷子将配制好的药剂均匀涂于患处或欲处理木材表面。操作时间一部

位要反复刷几遍，当前一次涂刷稍干后进行再次涂刷。用于小面积处理。 

喷洒法。在高压下把药液均匀地喷洒在木材表面。有些情况下，可以在防腐剂中

加入发泡剂，使药剂在喷洒时形成泡沫，以增加药液在木材表面滞留时间，对屋面望

板采用喷洒法。 

6、屋面及装饰的修缮及恢复应详细调查时代和地方特色，并制定相应

修缮措施，不可无依据复原，确保修缮效果和文物历史信息的真实性和完

整性。 

答：已详细调查时代和地方特色，制定屋面及装饰的相应修缮措施，明确复原依

据，确保修缮效果和文物历史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详见文本 3.5.2.单体建筑修

缮措施对照表） 

维修措施中对与屋面及装饰的维修措施，因为建筑的屋面及屋脊样式均保留有原

做法及形制，维修措施中按照现遗存的屋面脊屋脊样式进行维修。（详见文本 3.6.修

缮设计施工做法总体控制说明） 

 屋面挑顶维修，清除屋面杂草；补配残损、佚失瓦件；佚失脊饰予以补配。屋面

挑顶施工按下列工作顺序进行： 

①现状记录。除文字记录外，须附图纸、照片。记录的内容为：现存瓦顶的式样

和工程做法；筒板瓦、脊饰数量、式样及残毁情况。 

②脊饰编号。拆除瓦顶前，对艺术构件如脊筒、脊饰等进行编号。 

③拆除脊饰。一般顺序先从檐头开始，卸下滴水，然后揭坡面瓦，最后揭除灰背。 

④整理脊饰。拆下脊饰后要进行整理，凡完整可用的瓦件要分类放置，新补瓦件

一律按原式样进行补配。 

⑤瓦件。依据原瓦件规格、拆除记录、设计图纸等资料，进行布瓦。 

⑥调脊。按原式样调脊。保留现有脊饰构件，佚失构件予以补配。                      

7、补充文物建筑保护范围和全部文物建筑位置构成总图，补充院落的

排水设计，说明场地标高、院落硬化做法与建筑单体散水的关系，以及院

落标高与道路的关系。 

答：已补充文物建筑保护范围和全部文物建筑位置构成总图。（详见文本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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浚县白寺村古民居总体布局、2.9.2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 

杨维忠老宅、李世春老宅被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后，及时划定了保护范围和

建设控制地带。 

8 号院杨维忠老宅、3 号院李世春老宅，保护范围：由宅院四周围墙分别向外扩

伸 5 米。建设控制地带：自保护范围边线分别向四周外扩 5 米。（浚政文〔2011〕45

号）。 

拟定张问德老宅、张成海老宅、杨勋老宅、杨国正老宅、杨利伟老宅、张丙才老

宅北楼、刘家大院东楼、杨廷兆老宅北楼、李万英老宅北楼、杨希文老宅南楼、杨同

仁老宅南楼、杨孝杰老宅北楼、杨森老宅北楼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 

保护范围：传统民居现存尚有院落的以院落外围墙体外沿为界,仅存单体建筑的

自建筑墙体向四周各外扩 5 米。若相临文物点不超过 10 米,其相对应区域划入保护范

围,形成保护范围片区。建设控制地带：自保护范围边线向四周各外扩 10 米。 

补充院落的排水设计（详见文本图纸排水平面图） 

8、进一步规范、完善文本与图纸，据实调整工程预算。 

答：已进一步规范、完善文本与图纸，据实调整工程预算（详见文本及工程预算） 

 

 

6 号院杨孝杰老宅排水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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浚县白寺村古民居修缮保护设计方案（一期） 

一、项目概述 

1.1.项目背景 

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及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规定和

要求，依法对文物古迹实施有效保护，浚县白寺村古民居为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为古建筑类文物古迹。我们接受浚县旅游发展服务中心的委托，对浚县白寺村古

民居的院落布局、历史环境，以及其内的古建筑进行了实地勘测和资料收集，并

作出了修缮保护设计方案。 

1.2.简介 

白寺村位于鹤壁市浚县县城西 9公里火龙岗上白寺山东部山坡，东临共产主义

渠，南傍明代卫河，居山傍水，风景秀丽。火龙岗古称旄丘岗，最早记载见于

《诗经・卫风》。白寺山古名白祀山，相传秦始皇东巡在山上祭祀西岳，故名。最

早记载见于《水经注》，后改名白寺。山南有巨碑，传为秦始皇所立。 

白寺村于 2016 年 12 月第四批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单。旧为白寺寨，历史悠

久，文化灿烂，古迹荟萃。村寨内至今保持浓厚的历史韵味和古朴风貌。大量青

石砌筑的古民居集中连片，随山坡地势而建，从山麓递进山顶。院落多为石砌四

合院，临街建有过道门楼。房屋建筑形式为一层或两层不等的硬山式灰瓦顶，另

有少量平顶房屋分布其间。建筑用材多为青石，局部配少量灰砖，许多房屋建造

工艺精湛，主房门罩石题词考究并附落款。山墙墀头雕刻精美，大户房屋还有五

脊六兽脊饰装点。其中，张问德老宅等古民居因保存相对完整，具有代表性价值。  

白寺村古民居建于清至民国，见证了白寺村发展变迀。作为具有中原特色的

民居，对于研究当地的民居建筑特色，传承民间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极为重要的

意义。 

1.3.基本情况 

1.3.1.地理位置 

浚县位于河南省北部，卫河蜿蜒纵贯全境，淇河沿西部边界南流，地处安阳、

濮阳、新乡、鹤壁等市辐射带的中心位置，总面积 954.981 平方千米 

 

             图 1： 浚县白寺村古民居在浚县的区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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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环境特征 

1.3.2.1.气候条件： 

浚县属暖温带半湿润型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光照充足，温差较大。春季多

风少雨，夏季炎热湿润，秋季秋高气爽，冬季干燥寒冷。2019 年全县的气候特点

是：年平均气温 15.1℃，较历年同期偏高 1℃；年极端最高气温 39℃，出现在 6 月

2日；年极端最低气温－11.6℃，出现在 12月 31日。其中冬 0季平均气温 0.4℃；，

与历年同期相比偏低 0.2℃，属于正常。年降水量 373 毫米，较常年偏少。年日照

时数 1962.6 小时，较常年正常。 

1.3.2.2. 地形地貌： 

浚县地处太行山东麓，华北平原南部。中部地势略高，两侧较平缓，西部从

大赉店分别向东北、东南倾斜，东部由西南向东北倾斜。由于地壳运动及古黄河

频繁决口、改道，形成以平原为主，山岗、平原、河渠错落分布的微地貌格局。 

浚县境内有大坯山、浮丘山、善化山、象山、白寺山、同山 6 座小山和 1 条火

龙岗。山丘面积约 147.3 平方千米（不含大赉店镇），占全县总面积 1001.3 平方千

米（含国营浚县农场）的 15.4%。其中丘陵面积 130平方千米，山地面积 17.3平方

千米。原凤凰山、紫金山因开山取石被夷为平地。 

1.3.2.3. 地质：  

浚县境内太古界和奥陶系无出露 3寒武系在境内山丘一带有零星出露，有上寒

武统和中寒武统。第三系在境内西部呈断续分布，可见下第三系和上第三系上新

统鹤壁组。境内 83%的面积为第四系地层所覆盖。 

浚县横跨内黄隆起和汤阴地堑两个构造单元，有东西向断裂构造和北东向断

裂构造。地下水文按其岩性分为第三系砂岩裂隙孔隙含水岩组和第四系沙砾石层

孔隙含水岩组。域内岩浆岩不太发育，燕山期侵入岩有零星出露。 

1.3.2.4.水文： 

浚县境内有卫河、淇河、共产主义渠，是浚县重要地表水资源。卫河系海河

水系，源于博爱县皂南和辉县市百泉（一说发源于山西省陵川县夺火镇南岭），至

天津市入海河。卫河自新镇镇西双鹅头西北入县境，经新镇、小河、卫溪、浚洲、

黎阳、屯子、王庄 4镇 2个办事处，至王庄镇苏村北入内黄县境，长约 71.5千米。

淇河古称淇水，发源于山西省陵川县，自卫贤镇后公堂村西北入浚县境，经卫贤、

新镇，至淇门西入卫河。共产主义渠自新镇镇北刘庄入县境，经新镇、卫贤、小

河、白寺、屯子 4 镇 1 乡，北至屯子镇老关嘴东北入卫河，长 44 千米。 

1.3.3. 历史文化 

浚县泥咕咕 

泥咕咕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具体地说，泥咕咕早在五帝时就

已出现，浚县出土的陶泥咕咕就是确证。2006 年，泥咕咕列入国务院颁布的第一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浚县石雕 

浚县石雕亦名浚县青石雕刻，其技艺经过长期的传承和发展，形成了自己完

整的工艺流程，严谨有序，层次分明。从采石选料开始，经过定位打荒，初期造

型，精雕细琢，研磨抛光五道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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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状勘察报告 

2.1.历史沿革 

白寺村古民居沿革与村落沿革密切相关。据《水经注》记载，秦始皇三十三

年公元前 214 年），秦始皇东巡经黎，于白寺山祭祀西岳，白寺山遂改名为白祀山，

白祀村由此得名。金大安二年（1210 年）《重修赵王庙碑》记为长丰乡白祀寨。明

成化年间建隆兴寺后改称白寺，白祀村也改为白寺村。 

白寺村旧称白祀集，《曾马合志稿》载“复添集镇有白祀集……”。 

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 年），白寺镇境域设白寺所。 

民国十六年（1927 年），分属浚县第八、第九区。 

民国三十四年（1945 年），分属浚县第四、第五区。 

1957 年，设白寺乡。 

1958 年，成立白寺公社。 

1983 年，改乡。 

2020 年 6 月 12 日，撤乡设镇。 

现村内遗存古民居建筑多为清代以来所建，所申报的古民居最早建设年代为

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 

清康熙六十年以后至清末，张问德老宅、杨维忠老宅、张成海老宅、杨勋老

宅、张丙才老宅北楼、刘家大院东楼、杨廷兆老宅北楼、李万英老宅北楼、杨希

文老宅南楼、杨同仁老宅南楼先后落成。 

民国年间，杨国正老宅、李世春老宅、杨利伟老宅、杨孝杰老宅北楼、杨森

老宅北楼先后落成。 

2009 年列入浚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文物名录。 

2011 年 7 月 20 日，白寺杨维忠老宅、白寺李世春老宅被公布为浚县文物保护

单位。 

2016 年 12 月，浚县白寺乡白寺村第四批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单。 

2017 年 2 月 17 日，《浚县白寺乡白寺村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2017—2030）

通过河南省村镇规划技术鉴定委员会组织的评审委员会评审。 

2017 年 2 月，浚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建立白寺村中国传统村落档案，其

中含 29 处古民居。 

       2018 年 5 月，白寺村被列入中央财政支持范围中国传统村落。 

2021 年公布为第八批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白寺村位于白寺镇上的东南部，紧靠长丰渠，文物建筑均分布在村落内，在

白寺村的基础上，随着村落的发展，增加人口及建筑均向西北发展，其中镇人民

政府驻白寺镇西段北侧。村落的发展趋势由东南向西北，逐步扩大。 

         方案中，清代时期的，张问德老宅、张成海老宅、杨廷兆老宅北楼、李万英

老宅北楼正房及厢房均为坡屋顶，民国时期的李世春老宅、杨孝杰老宅北楼、杨

森老宅北楼几处正房为坡屋顶，厢房为平顶，建筑所用青石及瓦件形制保持统一,

建筑部分门窗及墀头等做法形制细节因建造时期均不相同，整体由清至民国，建

筑形制由全坡屋顶四合院到出现平顶式厢房四合院，正房有一层和二层均为坡屋

顶未发生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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浚县白寺村古民居所有文物构成，依次为：（按文物登记顺序及院落完整度排序，时期由 1721年到 1932年）1.张问德老宅、2.杨维忠老宅、3.张成海老宅、4.杨勋老

宅、5.杨国正老宅、6.李世春老宅、7.杨利伟老宅、8.张丙才老宅北楼、9.刘家大院东楼、10.杨廷兆老宅北楼、11.李万英老宅北楼、12.杨希文老宅南楼、13.杨同仁老宅

南楼、14.杨孝杰老宅北楼、15.杨森老宅北楼。 

 
图 2：浚县白寺村古民居（所有文物构成）总体布局 

图 2 中红色部分为浚县白寺村古民居（一期）：1 号院张问德老宅（清康熙）：西厢房、东厢房、正房。2 号院张成海老宅（清乾隆）：大门倒座、西厢房、东厢房、

正房。3 号院李世春老宅（民国）：大门、西厢房、东厢房、正房。4 号院杨廷兆老宅北楼（清光绪）；5 号院李万英老宅北楼（清宣统）；6 号院杨孝杰老宅北楼（民国）；

7 号院杨森老宅北楼（民国）；共 7 处院落，15 处建筑。总建筑面积：1083.83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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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浚县白寺村村落交通及排水总平面图 

2.2.修缮历史及评估 

2019 年，利用传统村落保护资金，先后对杨维忠老宅、杨勋老宅、杨国正老宅等古民居进行了修缮，评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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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维忠老宅、杨国正老宅 

     

杨勋老宅 

维修内容：1、青石墙体灰缝勾缝处理。 

2、院内青砖墁地，补配 500mm 宽青砖散水或青石散水。 

3、室内青砖墁地，青砖规格 260×120×55mm。 

4、屋面挑顶维修，更换糟朽木椽及望砖，补配破损缺失的小青瓦。 

5、补配缺失门窗，重做油饰等。 

评估：对建筑墙体、梁架及屋面维修，有效解决建筑安全性和稳定性问题。院内

青砖散水及墁地有效解决院内排水问题，利于文物建筑的保存和展示利用。 

本方案中各院落遗存文物建筑维修历史及评估如下： 

2.2.1.  1 号院张问德老宅 

院内现存三处建筑，东西厢房及

正房保存完整，大门、倒座在使用过

程中未能有效保护造成坍塌，现保留

部分墙体，并在原基础上加盖部分红

砖墙体，维持院落完整。院内现为黄

土地面，由于道路抬升，为满足排水，

造成院内地坪上升，雨水较大时雨水

会回灌室内，对文物建筑本体的使用

和保护不利。 

    

   图 5：西厢房正立面                                        图 6：西厢房屋面梁架 

屋面经后人修缮后屋面望砖更换为木条和谷秆。改造后未能满足防水及承重

要求，经长期雨水侵蚀已造成屋面梁架和木椽的糟朽，长期发展不经修缮的情况

下难免引起屋面坍塌。

图4

：1

号
院
张
问
德
老
宅
航
拍
照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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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7：东厢房正立面                                       图 8：东厢房屋面梁架 

南次间前后檐及山面青石墙体，上部局部缺失后人采用红砖补砌，梁架在解放

后改为三角屋架，屋面木椽全部更换为形制不规则不统一的杂木料，屋面望砖后人

更换为木条和谷秆。明间板门维持原形制，次间隔扇窗为后人补配。 

    

图 9：正房正立面                                       图 10：正房屋面梁架 

一层明间前檐板门外侧后加隔扇门，建筑除年久失修的墙体灰缝流失，木构件

糟朽、屋面局部坍塌漏雨、门窗破损缺失外，整体保持原风貌和原形制。综上所述，

1 号院张问德老宅现存建筑均在始建位置，东厢房后人改造，西厢房、正房均保留

了建筑的原形制和风貌。 

2.2.2.  2 号院张成海老宅 

    

主院内现存四处建筑，大门倒座、西厢房及正房保存完整，东厢房在使用过程

中未能有效保护造成屋面坍塌，现保留部分墙体，院落完整。通过东院大门及主院

东厢房进入东跨院，其大门倒座屋面已经坍塌，保留部分墙体。院内现后改为水泥

地面，由于道路抬升，为满足排水，造成院内地坪上升，住户在大门外侧加设水泥

挡水，院内为自然排水，汇集到大门排水口，已经接入村落排水管道。（因文物建

筑产权问题本次方案未包含东跨院。） 

         

图 12：大门倒座正立面                                图 13：大门倒座背立面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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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门倒座墙体及屋面维持原形制，倒座前檐次间窗后人拆除改为铝合金门窗，

室内后加吊顶，改变建筑形制及风貌。由于路面及院内地面的抬升，室内地面同院

内外地面持平，雨水较大时雨水回灌室内，对文物建筑本体的使用和保护不利。 

     

图 14：西厢房屋面                                图 15：西厢房室内地面 

西厢房墙体及屋面基本维持原形制，室内后加吊顶，屋面正脊部分缺失，后采

用红砖修补，垂脊形制改变采用青砖顺铺，院内地面后改为地板砖地面，这些后人

改造严重影响建筑的原风貌和形制。 

     
图 16：东厢房室内                                图 17：东厢房墙体 

在使用过程中未能有效保护造成坍塌，建筑屋面梁架门窗均已经缺失，仅保 

留四周石墙。建筑虽已经坍塌，遗留石墙维持了院落的布局完整。 

    
图 18：正房正立面                               图 19：正房屋面梁架 

建筑墙体、屋面、门窗做法及形制整体保持原风貌和原形制，一层明间及西次

间后加吊顶，屋面木椽零星后人更换，后檐屋面望砖后改为扣瓦，改变了建筑原风

貌和原形制。 

综上所述，2 号院张成海老宅现存建筑均在始建位置，除东厢房坍塌缺损外，

院落整体布局完整，因使用过程中，住户自行维修造成建筑的风貌和形制改变外，

建筑仍均较大程度上保留了建筑的原形制和风貌。 

2.2.3. 3 号院李世春老宅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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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内现存四处建筑，大门、西厢房、东厢房及正房保存完整，院落整体保存完

整。院内现后改为水泥地面，由于院外地面抬升，院内外地面持平，排水口封堵，

无法满足排水要求。现场勘察到院内为自然排水，汇集到大门西侧排水口，排出院

外。 

             

图 21：大门正立面                                图 22：大门背立面 

       建筑墙体维持原形制，经勘察，后檐后加梁架及屋面，改变建筑形制及风

貌。由于路面及院内地面的抬升，地面同院内外地面持平，雨水较大时雨水回灌院

内，对文物建筑本体的使用和保护不利。 

        
图 23：西厢房正立面                            图 24：西厢房屋面 

建筑墙体、屋面及门窗形制做法基本维持原形制，室内地面后改为水泥地面，

北山墙在原外墙后加水泥粉刷，南次间室内后加吊顶，屋面在原屋面基础上后加水

泥层，这些后人改造影响建筑的原风貌和形制。 

           
图 25：东厢房屋面                                图 26：东厢房屋面梁架  

建筑墙体，门窗基本位置原形制，室内地面现为黄土地面，屋面除大梁外，檩、

木椽更换为毛料、望砖更换为短木条、屋面已更换为水泥屋面，未设排水口，这些

后人改造影响建筑的原风貌和形制。 

     

图 27：正房正立面                                 图 28：正房屋面梁架  

建筑墙体、屋面梁架木椽、门窗做法及形制整体保持原风貌和原形制，地面后

改为水泥地面，西次间后加木棚，屋面望砖后改为扣瓦，建筑本体基本保持原形制

及做法。 

综上所述，3 号院李世春老宅现存建筑均在始建位置，院落整体布局完整，东

厢房在维修过程中形制改变较严重，其他建筑除使用过程中，住户自行维修造成建

筑的风貌和形制改变外，建筑仍均较大程度上保留了建筑的原形制和风貌。 



                                                      浚县白寺村古民居修缮保护设计方案（一期）                                  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8                                                                                                                                                                    河南易和古建艺术有限公司 
 

 

2.2.4. 4 号院杨廷兆老宅北楼 

院内过厅、东西厢房均已经坍

塌缺失，现为解放后在原基础上恢

复的部分建筑，正房平面布局维持

原形制，院内现为黄土地面，自然

排水。 

 

 

 

           

    图 30：北楼正立面                              图 31：北楼屋面梁架  

        建筑墙体、梁架、屋面、门窗维持原形制及做法，经勘察，一层西次梢间为室

内后改为水泥地面，木楼板后加白纸封护；一层明间及东次梢间为青砖地面保存较

好，二层楼板局部为后人维修更换，东次间屋面因脊檩断裂后加木梁及木柱支顶，

因为临时加固，且屋面已经出现下沉，长期发展下去引发更大险情；屋面木椽零星

后人更换，对文物建筑本体的使用和保护不利。                                                                                                                                     

综上所述，4 号院杨廷兆老宅已无法保持院落完整，院内地面无法满足排水要求。 

2.2.5. 5 号院李万英老宅 

院内原大门倒座遗存明间、西次梢间

墙体基址，梁架、门窗及屋面已经缺失，

东次梢间由东侧建筑挤占，西厢房为三间

平顶建筑，屋面已经坍塌；东厢房遗留部

分墙体基址。北楼（文物建筑）平面布局、

梁架、屋面、门窗维持原形制，院内现为

黄土地面，自然排水。 

 

               
          图 33：北楼正立面                              图 34：北楼屋面梁架 

        建筑墙体、梁架、门窗维持原形制及做法，经勘察，一层室内后改为水泥地面，

二层望砖加黄土地面维持原形制；屋面木椽维持原形制，屋面望砖后改为扣瓦，部

分已经掉落漏出泥背，在雨水侵蚀下，局部屋面已经坍塌。建筑本体基本保持原形

制及做法。 

综上所述，5 号院李万英老宅已无法保持院落完整，院内地面杂物堆积，无法

满足排水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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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6 号院杨孝杰老宅 

院内原大门倒座、东西厢房已

经缺失，大门位置采用红砖砌筑围

墙，东厢房在原基址上后建红砖建

筑。北楼（文物建筑）平面布局、

梁架、屋面、门窗维持原形制，院

内现为水泥地面，自然排水。 

 

 

            
图 36：北楼正立面                                图 37：北楼屋面梁架     

        建筑墙体、梁架、屋面、门窗维持原形制及做法，经勘察，一层西次梢间室内

后改为水泥地面，明间及东次梢间后改为地板砖地面；二层楼板为住户自行更换，

做法及形制基本维持原状，未做油饰。屋面木椽、望砖维持原形制。建筑本体基本

保持原形制及做法。 

综上所述，6 号院杨孝杰老宅已无法保持院落完整，院外地面高于院内地面，

已无法满足排水要求。 

2.2.7. 7 号院杨森老宅 

  

院内原过厅、东西厢房已经缺失，

大门及西厢房位置遗留墙体基址，东

厢房未遗留墙体基址。北楼（文物建

筑）平面布局、梁架、屋面、门窗维

持原形制，院内现为黄土地面，杂物

堆积，排水不畅。 

 

   
        图 39：北楼正立面                                图 40：北楼屋面梁架     

建筑墙体、梁架、屋面、门窗维持原形制及做法，经勘察，一层室内后改为水

泥地面；二层楼板做法及形制基本维持原状。屋面木椽维持原形制，屋面望砖后改

为扣瓦。建筑本体基本保持原形制及做法。 

综上所述，7 号院杨森老宅已无法保持院落完整，院内地面无法满足排水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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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四原调研 

2.3.1. 1 号院张问德老宅（清康熙） 

 
图 41：1 号院张问德老宅总平面（绿色为坍塌建筑，红色为遗存建筑） 

张问德老宅位于村西寨门东约 100 米路北。据当地描述结合现场勘察：原院落

为二进四合院形式。住户分家后，一进院由大门进出院落，在西南设一单开间侧

门，由侧门经过西侧过道，通过二进院围墙开的侧门进入二进院落。现二进院已

经坍塌，遗存一进院相对保存完整。一进院院落整体坐北朝南，大门倒座已经坍塌，

院落南北长 22.18米，东西宽 14.03米，占地面积 311.19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209.48

平方米。现院内保留三处建筑，分别为东西厢房及过厅。 

 

图 42：院落青石围墙现状   

院落青石围墙多处坍塌，遗留残缺围墙及基础。做法：全由青石砌筑，内外两

层整块青石之间空隙采用同材质碎石填缝，采用“打石山”稳垫青石后勾平缝，砌

筑而成。高度 2.5-2.8 米。 

 
图 43：院落地面现状   

院内为黄土地面基本同厢房室内持平，不满足排水要求。 



                                                      浚县白寺村古民居修缮保护设计方案（一期）                                  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11                                                                                                                                                                    河南易和古建艺术有限公司 
 

 

   图 44：西厢房立面照片 

原形制：西厢房平面为长方形，坐西朝东，面阔 3 间 7.2 米，进深 1 间 4.55

米，建筑面积 32.76 平方米，建筑高度 5.2 米，前檐出椽后檐石砌封护檐，单层硬

山灰瓦顶建筑。明间前檐装板门、亮窗，次间前檐装直棂隔扇窗，窗后置双开板门。

灰瓦屋面两垄筒瓦剪边，正脊为扣瓦扒砖青砖筒瓦组合砌筑而成，正脊两端略微翘

起，无吻兽。 

原结构：墙内无柱，室内共两缝抬梁式木构架。大梁前后端置于前后石墙，山

面无梁架，次间檩条由山面墙体承重，圆檩上铺钉圆椽，望砖，承载屋面苫背层及

瓦面，连檐由两块 30 厚木板组成“L”形钉于距椽头 1cm 处，并采用“T”形铁质

拉杆锚固于屋面苫背内，防止屋面滑坡。 

原材料：外墙墙体由规整青石砌筑，青石高度 200-250mm，木构架、装修多采

用当地松木和硬杂木。青砖尺寸 260×120×55mm，望砖尺寸 220X175X30mm，板瓦

尺寸 160X170X10mm，圆木椽直径 60mm。 

原工艺：墙体除前檐墀头采用青砖砌筑外，墙体全由青石砌筑，厚度 460mm，

外部采用好面石，内墙面相对加工粗糙，内外两层整块青石之间空隙采用同材质碎

石填缝，采用“打石山”稳垫青石后勾缝，白灰浆勾缝，灰缝形式为平缝；内墙面

做麦秸泥打底，白灰粉刷；屋面：木椽→望砖（部分后改为短木条及谷秆）→40-

60mm 厚黄泥背（黄泥掺少量白灰）→板瓦（压七露三到压六露四）。 

   图 45：东厢房立面照片 

原形制：东厢房平面为长方形，坐东朝西，面阔 3 间 8.88 米，进深 1 间 5.05

米，建筑面积 44.84 平方米，建筑高度 5.52 米，前檐出椽后檐石砌封护檐，单层

硬山灰瓦顶建筑。明间前檐装板门、亮窗，次间前檐装直棂隔扇窗，窗后置双开板

门。灰瓦屋面两垄筒瓦剪边，正脊为扣瓦扒砖青砖筒瓦组合砌筑而成，正脊两端略

微翘起，无吻兽。 

原结构：墙内无柱，室内明间北缝后改三角式木构架。大梁前后端置于前后石

墙，山面无梁架，南次间檩条由山面和室内墙体承重，圆檩上铺钉圆椽，望砖，承

载屋面苫背层及瓦面，连檐由两块 30 厚木板组成“L”形钉于距椽头 1cm 处，并采

用“T”形铁质拉杆锚固于屋面苫背内，防止屋面滑坡。 

原材料：外墙墙体由规整青石砌筑，青石高度 200-250mm，木构架、装修多采

用当地松木和硬杂木。青砖尺寸 260×120×55mm，望砖尺寸 220X175X30mm，板瓦

尺寸 160X170X10mm，圆木椽直径 60mm。 

原工艺：山面墙体前檐外出挑檐石，墙体全由青石砌筑，厚度 460mm，外部采

用好面石，内墙面相对加工粗糙，内外两层整块青石之间空隙采用同材质碎石填缝，

采用“打石山”稳垫青石后勾缝，白灰浆勾缝，灰缝形式为平缝；内墙面做麦秸泥

打底，白灰粉刷；屋面：木椽→望砖（部分后改为短木条及谷秆）→40-60mm 厚黄

泥背（黄泥掺少量白灰）→板瓦（压七露三到压六露四）。 



                                                      浚县白寺村古民居修缮保护设计方案（一期）                                  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12                                                                                                                                                                    河南易和古建艺术有限公司 
 

 

  图 46：正房立面照片 

原形制：正房建于清康熙六十年，平面为长方形，面阔 5 间 14.03 米，进深 1

间 4.7 米，建筑面积 131.88 平方米，建筑高度 7.89 米，两层硬山式灰瓦顶建筑。

前檐出椽后檐砖砌封护檐，干槎瓦屋面两垄筒瓦剪边，正脊为扣瓦扒砖青砖筒瓦组

合砌筑而成，正脊两端略微翘起，无吻兽。一层明间前檐青石门框、门槛，门额青

石匾额雕勾云图案，西次间、东梢间为石窗，西梢间、东次间为板门，二层前檐及

后檐明间均为石窗内置窗扇，山面为圆形“卍”字石窗，内置窗扇，屋面正脊随檩

枋题：“康熙陆拾年肆月拾叁日立，主人张问德建。”（注：1721 年农历四月十三） 

原结构：墙内无柱，室内共 4 缝抬梁式木构架，大梁前后端置于前后石墙，山

面无梁架，稍间檩条由山面墙体及次间梁架承重，圆檩上铺钉方椽，望砖，承载屋

面苫背层及瓦面，连檐由两块 30 厚木板组成“L”形钉于距椽头 1cm 处，并采用

“T”形铁质拉杆锚固于屋面苫背内，防止屋面滑坡。 

原材料：外墙墙体由规整青石砌筑，青石高度 200-250mm，灰缝 10-25mm。木

构架、装修多采用当地松木和硬杂木。青砖尺寸 260×120×55mm，望砖尺寸

220X175X30mm，板瓦尺寸 160X170X10mm，木椽 60X60mm。 

原工艺：山面墙体前后檐外出挑檐石，砖砌墀头，墙体除墀头部分外由青石砌

筑，厚度 470mm，1.15 米高槛墙内外均采用好面石砌筑，上部墙体外部采用好面石，

内墙面相对加工粗糙，内外两层整块青石之间空隙采用同材质碎石填缝，采用“打

石山”稳垫青石后勾缝，白灰浆勾缝，灰缝形式为平缝；内墙面做麦秸泥打底，白

灰粉刷；屋面：木椽→望砖（部分后改为短木条及谷秆）→40-60mm 厚黄泥背（黄

泥掺少量白灰）→板瓦（压七露三到压六露四）。 

2.3.2. 2 号院张成海老宅（清乾隆） 

    

图 47：2 号院张成海老宅总平面图（绿色为坍塌建筑，红色为遗存建筑） 

张成海老宅位于村东南 312 号。据当地描述结合现场勘察：原院落为组合二进

四合院形式，西院为主院，东院为跨院，均为二进院落，由主院东厢房连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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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东西院均有大门、过厅，可单独出入。院落体坐北朝南，主院一进院南北长

19.92 米，东西宽 13.27 米，占地面积 264.34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225.78 平方米。

院落大门倒座、西厢房及正房保存完整，东厢房屋面已经坍塌。 

   

图 48：院落青石围墙现状   

院落青石围墙多处坍塌，遗留残缺围墙及基础，部分后加红砖补砌。青石墙体

做法：全由青石砌筑，内外两层整块青石之间空隙采用同材质碎石填缝，采用“打

石山”稳垫青石后勾缝，砌筑而成。遗留墙体高度 1.6-2.2 米。 

   

图 49：院落地面现状   

院内后改为水泥地面基本同厢房室内持平，院外道路地面抬升，超过大门室内

地面，后加水泥挡水，雨季有回灌室内情况，不满足排水要求。 

  

 

 

 

图 50：大门、倒座立面照片 

原形制：大门、倒座平面为长方形，面阔 4 间 10.32 米，进深 1 间 4.44 米，

建筑面积 45.82 平方米，建筑高度 4.7 米，单层硬山式灰瓦顶建筑。前后檐出椽，

干槎瓦屋面两垄筒瓦剪边，正脊为扣瓦扒砖青砖筒瓦组合砌筑而成，正脊两端略微

翘起，无吻兽。大门前檐檐口砖砌墀头，雕刻“仙鹿”“猴子上桃树”，对应一句歇

后语“猴子上桃树—肚里实实”，寓意“官运亨通，长命百岁”，倒座明间前檐装

板门、亮窗。倒座后檐砌筑 5 处拴马石。 

原结构：墙内无柱，大门无梁架，倒座共 2 缝抬梁式木构架，大梁前后端置于

前后石墙，山面无梁架，圆檩上铺钉方椽，承载屋面苫背层及瓦面，连檐由两块

30厚木板组成“L”形钉于距椽头1cm处，并采用“T”形铁质拉杆锚固于屋面苫背

内，防止屋面滑坡。 

原材料：外墙墙体由规整青石砌筑，青石高度 200-250mm，缝宽 10-15mm，木

构架、装修多采用当地松木和硬杂木。青砖尺寸 265×125×55mm，板瓦尺寸

160X170X10mm，木椽 60X60mm。 

原工艺：墙体全由青石砌筑，厚度 470mm，外部采用好面石，内墙面相对加工

粗糙，白灰浆勾缝，灰缝形式为平缝；内墙面做麦秸泥打底，白灰粉刷；屋面：木

椽→望砖（部分后改为短木条及谷秆）→40-60mm 厚黄泥背（黄泥掺少量白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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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瓦压七露三。 

   图 51：西厢房立面照片 

原形制：西厢房平面为长方形，面阔 3 间 7.76 米，进深 1 间 4.48 米，建筑面

积 34.76 平方米，单层硬山式灰瓦顶建筑。建筑高度 4.8 米，前后石砌封护檐，干

槎瓦屋面，正脊、垂脊为扣瓦扒砖青砖筒瓦组合砌筑而成，正脊两端略微翘起，无

吻兽。前檐明间装板门、隔扇亮窗，次间装隔扇窗。 

原结构：墙内无柱，室内共 2 缝三角式木构架，大梁前后端置于前后石墙，山

面无梁架，圆檩上铺钉方椽，承载屋面苫背层及瓦面。  

原材料：外墙墙体由规整青石砌筑，青石高度 200-250mm，缝宽 10-15mm，木

构架、装修多采用当地松木和硬杂木。青砖尺寸 265×125×55mm，板瓦尺寸

160X170X10mm，木椽 60X60mm。 

原工艺：墙体全由青石砌筑，厚度 440mm，外部采用好面石，内墙面相对加工

粗糙，石灰浆勾缝，灰缝形式为平缝；内墙面做麦秸泥打底，白灰粉刷；屋面：木

椽→望砖（部分后改为短木条及谷秆）→40-60mm 厚黄泥背（黄泥掺少量白灰）→

板瓦压七露三。 

  图 52：东厢房立面照片 

原形制：东厢房平面为长方形，面阔 3 间 7.76 米，进深 1 间 4.48 米，建筑面

积 34.76 平方米，建筑高度 3.04 米，单层硬山式灰瓦顶建筑。前后石砌封护檐，

屋面已经坍塌，形制做法与西厢房一致。前后檐明间装板门、隔扇亮窗，次间装隔

扇窗。 

原结构：墙内无柱，屋面梁架已经佚失，现场勘察及遗留痕迹得出：室内共 2

缝抬梁式木构架，大梁前后端置于前后石墙，山面无梁架，圆檩上铺钉方椽，承载

屋面苫背层及瓦面。  

原材料：外墙墙体由规整青石砌筑，青石高度 200-250mm，缝宽 10-15mm，木

构架、装修多采用当地松木和硬杂木。 

原工艺：墙体全由青石砌筑，厚度 440mm，外部采用好面石，内墙面相对加工

粗糙，白灰浆勾缝，灰缝形式为平缝；内墙面做麦秸泥打底，白灰粉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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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3：正房立面照片 

原形制：正房建于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平面为长方形，面阔 3 间 12.11

米，进深 1 间 4.56 米，建筑面积 110.44 平方米，建筑高度 6.15 米，两层硬山式

灰瓦顶建筑。前檐出椽后檐砖砌封护檐，正房前檐砖砌墀头雕刻“福、禄、寿”

“太极、卍”等图案雕刻，干槎瓦屋面两垄筒瓦剪边，正脊为扣瓦扒砖青砖筒瓦组

合砌筑而成，正脊两端略微翘起，一层明间前檐青石门框、门槛，砖砌门罩，门额

石匾题“桂兰联芳，乾清癸丑年桃月上浣立（1793 年农历三月上旬）”；东西次间

为木质隔扇窗。二层前檐均为砖券窗洞，砖雕窗头内置单开窗扇，山面为圆形石窗。 

原结构：墙内无柱，室内共 2 缝木构架，一层大梁前后端置于前后石墙，山面

无梁架，大梁上承圆檩、30 厚木楼板。二层大梁前后端置于前后石墙，山面无梁

架，圆檩上铺钉方椽，望砖，承载屋面苫背层及瓦面，连檐由两块 30 厚木板组成

“L”形钉于距椽头 1cm 处，并采用“T”形铁质拉杆锚固于屋面苫背内，防止屋面

滑坡。 

原材料：外墙墙体由规整青石砌筑，青石高度 200-250mm，缝宽 10-15mm，木

构架、装修多采用当地松木和硬杂木。青砖尺寸 265×125×55mm，望砖尺寸

220X175X30mm，板瓦尺寸 160X170X10mm，木椽 60X60mm。 

原工艺：墙体全由青石砌筑，厚度 470mm，外部采用好面石，内墙面相对加工

粗糙，白灰浆勾缝，灰缝形式为平缝；内墙面做麦秸泥打底，白灰粉刷；屋面：木

椽→望砖（部分后改为板瓦）→40-60mm 厚黄泥背（黄泥掺少量白灰）→板瓦压七

露三。 

2.3.3. 3 号院李世春老宅（民国） 

 

图 54：3 号院李世春老宅总平面图（绿色为坍塌建筑，红色为遗存建筑） 

李世春老宅位于村东部李大门底。据当地描述结合现场勘察：原院落为东西并

列四合院（主家祖辈为叔伯兄弟），可由院内过道连通，后祖上分家形成两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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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落，布局一致。院落坐南面北，建于民国。三号院李世春老宅（红色框内）院落

南北长 13.06 米，东西宽 10.24 米，占地面积 133.73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101.69 平

方米。院落大门、东西厢房及正房保存完整。 

    图 55：院落青石围墙现状   

院落遗存青石围墙，青石墙体做法：全由青石砌筑，内外两层整块青石之间空

隙采用同材质碎石填缝，采用“打石山”稳垫青石后勾缝，砌筑而成。遗留墙体高

度 1.9-2.3 米。 

     图 56：院落地面现状   

院内后改为水泥地面基本同厢房室内持平，院外道路地面抬升，超过大门室内

地面，雨季有回灌情况，不满足排水要求。 

 

          图 57：大门立面照片 

原形制：大门为石砌围墙上开 1.2 米宽门洞，面宽 2.62 米，高度 2.61 米，建

筑面积 1.2 平方米，院门门额石匾题：“德惟一”。住户在后檐后加木檩及水泥屋面。 

原结构：门洞整体由一根 1.8 米长石条承载上部墙体。  

原材料：墙体由规整青石砌筑，青石高度 200-250mm，灰缝 10-25mm。 

原工艺：墙体全由青石砌筑，厚度 460mm。  

“德惟一”出自晚清王韬：“世以仁义礼智信为五德，吾以为德惟一而已，智是

也。有智则仁非伪，……” 

译文：当“仁”、“义”、“礼”、“信”等道德范畴在危机四伏的现实面前顾此失

彼的时候，“智”的一枝独秀显然别具深意：一方面，它的“脱域”意味着在晚清

大变局的冲击下，……并且借由“智”这一媒介/通道而获得了某种潜在的合法性；

其中的核心则是对“人”之为人的重新想象和定位。【摘自《上海大学学报》2013

年第 4 期，危机语境中的知识、媒介与文化转型——对晚清中国知识生产的一种考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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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8：西厢房立面照片 

原形制：西厢房平面为长方形，面阔 3 间 7.36 米，进深 1 间 4.4 米，建筑面

积 32.38 平方米，建筑高度 5.0 米，平顶，俗称“平望”建筑。室内明间南缝土坯

隔墙，南次间后加室内后加竹棚。北次间屋顶开一楼梯口，楼梯口位置砖砌小炮楼，

屋面前后低中间高，建筑地基高约 1.5 米，明间窄门口，石门框，木板门，门后两

根穿杠，（据当地介绍紧挨门后有机关地洞，现已被掩埋。）门额石匾题：“悍生保

业，民国壬申年（1932）春，主李文德题书”。门两侧石门把刻对联：“屏有四丈

高据险固守，房无三尺琴石保溃敌”；次间为直棂小石窗。  

原结构：墙内无柱，室内共 2 缝梁架，大梁前后端置于前后石墙，山面无梁架，

圆檩上铺钉方椽，望砖，承载屋面炉渣顶（现后加水泥层）。  

原材料：外墙墙体由规整青石砌筑，青石高度 200-250mm，缝宽 10-15mm，木

构架、装修多采用当地松木和硬杂木。青砖尺寸 260×120×55mm，望砖尺寸

220X175X30mm，木椽 60X60mm。 

原工艺：墙体全由青石砌筑，厚度 500mm，外部采用好面石，内墙面相对加工

粗糙，白灰浆勾缝，灰缝形式为平缝；内墙面做麦秸泥打底，白灰粉刷；现状屋面：

木椽→望砖→约 40 厚黄泥背，80 厚炉渣顶（为解放后后改）。 

 图 59：东厢房立面照片 

原形制：东厢房平面为长方形，面阔 3 间 7.38 米，进深 1 间 3.22 米，建筑面

积 23.76 平方米，建筑高度 2.73 米，平顶，俗称“平望”建筑。室内明间南缝砖

砌隔墙，前后檐均为青石拔檐，明间北次间为木板门，南次间为直棂隔扇窗。前檐

为青石拔檐，屋面前低后高。 

原结构：明间南北缝前檐两处石柱，其余墙内无柱，室内共 2 缝梁架，大梁前

后端置于前后石墙，山面无梁架，圆檩上铺钉圆椽（后人更换为毛料圆木），望砖

（后人更换为木条及谷秆），承载屋面炉渣顶（现后加水泥层）。  

原材料：外墙墙体由规整青石砌筑，青石高度 200-250mm，缝宽 10-15mm，木

构架、装修多采用当地松木和硬杂木。木椽直径 60mm。 

原工艺：墙体全由青石砌筑，厚度 460mm，外部采用好面石，内墙面相对加工

粗糙，白灰浆勾缝，灰缝形式为平缝；内墙面做麦秸泥打底，白灰粉刷；现状屋面：

木椽→望砖→约 40 厚黄泥背，80 厚炉渣顶（为解放后后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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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60：正房立面照片 

原形制：正房平面为长方形，面阔 3 间 9.24 米，进深 1 间 4.80 米，建筑面积

44.35 平方米，建筑高度 5.3 米，单层硬山式灰瓦顶建筑。前檐出椽后檐砖砌封护

檐，前檐砖砌墀头雕刻“耕讀”“傳家”等图案雕刻，干槎瓦屋面两垄筒瓦剪边，

正脊为扣瓦扒砖青砖筒瓦组合砌筑而成，正脊两端略微翘起，一层明间前檐木板门、

隔扇亮窗，东西次间为木质隔扇窗，山面为方形隔扇窗。   

原结构：墙内无柱，室内共 2 缝抬梁式木构架，大梁前后端置于前后石墙，山

面无梁架，圆檩上铺钉方椽，望砖（后人更换为扣瓦），承载屋面苫背层及瓦面，

连檐由两块 30 厚木板组成“L”形钉于距椽头 1cm 处，并采用“T”形铁质拉杆锚

固于屋面苫背内，防止屋面滑坡。  

原材料：外墙墙体由规整青石砌筑，青石高度 200-250mm，缝宽 10-15mm，木

构架、装修多采用当地松木和硬杂木。青砖尺寸 260×120×55mm，望砖尺寸

220X175X30mm，板瓦尺寸 160X170X10mm，木椽 60X60mm。 

原工艺：除前檐大梁底以上采用土坯砌筑外，墙体全由青石砌筑，厚度 470mm，

外部采用好面石，内墙面相对加工粗糙，白灰浆勾缝，灰缝形式为平缝；土坯及内

墙面做麦秸泥打底，白灰粉刷；屋面：木椽→望砖→40-60mm 厚黄泥背（黄泥掺少

量白灰）→板瓦压七露三。 

2.3.4. 4 号院杨廷兆老宅（清光绪） 

 
图 61：4 号院杨廷兆老宅总平面图 

4 号院杨廷兆老宅位于村西寨门东约 150 米路北。据当地描述结合现场勘察：

原院落建于清末，坐北面南，为三进院落，一进院大门为“车马门”，明间面阔较

大，可同时通过两辆马车；二进院东厢房为三层青石砌筑平望建筑。通过勘察多

处遗存基址，原院落形制较为规整，为当时大户人家。现存二进院南北长 24.64 米，

东西宽 17.7 米，占地面积 436.13 平方米。现存杨廷兆老宅北楼即二进院过厅，其

余多处已经坍塌或解放后在原基础上恢复的部分建筑，北楼平面布局维持原形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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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62：院落地面现状   

院内现为黄土地面，自然排水，没有明显的地面高差，雨季雨水无法集中外排，

不满足排水要求。 

 
图 63：4 号院杨廷兆老宅北楼立面照片   

原形制：4 号院杨廷兆老宅北楼，建于建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平面为

长方形，面阔 5 间 13.79 米，进深 1 间 4.44 米，建筑面积 122.46 平方米，建筑高

度 6.60 米，两层硬山式灰瓦顶建筑。前檐出椽后檐砖砌封护檐，正房前檐砖砌墀

头雕刻成语“鸟革”“翚飞”等图案文字雕刻，释义“革鸟张翅；翚.羽毛五彩的野

鸡。如同鸟儿张开双翼，野鸡展翅飞翔一般。” 寓意“形容宫室华丽。”出自

《诗·小雅·斯干》“如鸟斯革，如翚斯飞。”干槎瓦屋面两垄筒瓦剪边，正脊为扣

瓦扒砖青砖筒瓦组合砌筑而成，正脊两端略微翘起， 

        

图 64：墀头，门罩 

一层明间前檐青石门槛，砖砌门罩，门额石匾题“耕读传家，光绪三十一年荷

月上浣建修（1905 年农历六月上旬）”；东西次间为木质隔扇窗，东西稍间木质板

门。二层明次间前檐均为砖券窗洞，砖雕窗头内置单开窗扇，东西梢间为板门，明

间后檐为青石窗洞，内置窗扇，山面为圆形石窗，内置单开窗扇。一层西次间后檐

置一木楼梯，由此进入二层，楼梯口设置 30 厚可开关板门。 

原结构：墙内无柱，室内共 4 缝梁架山面无梁架，均为抬梁式木构架，一层大

梁前后端置于前后石墙，山面无梁架，大梁上承 5 根直径 120mm 圆檩、30 厚木楼

板。二层大梁前后端置于前后石墙，山面无梁架，圆檩上铺钉方椽，望砖，承载屋

面苫背层及瓦面，连檐由两块 30 厚木板组成“L”形钉于距椽头 1cm 处，并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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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形铁质拉杆锚固于屋面苫背内，防止屋面滑坡。 

原材料：外墙墙体由规整青石砌筑，青石高度 200-250mm，缝宽 10-15mm，木

构架、装修多采用当地松木和硬杂木。青砖尺寸 265×125×55mm，望砖尺寸

220X175X30mm，板瓦尺寸 160X170X10mm，木椽 60X60mm。 

原工艺：墙体全由青石砌筑，厚度 420mm，外部采用好面石，内墙面相对加工

粗糙，白灰浆勾缝，灰缝形式为平缝；内墙面做麦秸泥打底，白灰粉刷；屋面：木

椽→望砖→40-60mm 厚黄泥背（黄泥掺少量白灰）→板瓦压七露三。 

2.3.5. 5 号院李万英老宅（清宣统） 

 

图 65：5 号院李万英老宅总平面图 

5 号院李万英老宅位于村东南。据当地描述结合现场勘察：原院落建于清末，

坐北朝南，四合院形式。院落南北长 23.93 米，东西宽 18.09 米，占地面积 432.89

平方米。院内原大门倒座遗存明间、西次梢间墙体基址，梁架、门窗及屋面已经缺

失，东次梢间由东侧建筑挤占，西厢房为三间复建平顶建筑，屋面已经坍塌；东厢

房仅遗留部分墙体基址。北楼（文物建筑）平面布局、梁架、屋面、门窗维持原形

制。 

 

图 66：院落现状   

院内现为黄土地面，自然排水，没有明显的地面高差，雨季雨水无法集中外排，

不满足排水要求。 

图 67：5 号院李万英老宅北楼立面 

原形制：5 号院李万英老宅北楼，建于清宣统元年(1909)，平面为长方形，面

阔 5 间 14.45 米，进深 1 间 4.85 米，建筑面积 140.17 平方米，建筑高度 7.1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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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层硬山式灰瓦顶建筑。前檐出椽后檐砖砌封护檐，正房前檐砖砌墀头雕刻 “易

居”等图案文字雕刻，干槎瓦屋面两垄筒瓦剪边，正脊为扣瓦扒砖青砖筒瓦组合砌

筑而成，正脊两端略微翘起，一层明间前檐青石门槛，砖砌门罩，门额石匾题“勤

俭为本，大清宣统元年仲春月吉日立（1909 年农历二月吉日）”；东西次间、西梢

间为木质隔扇窗，东稍间木质板门。二层前檐均为砖券窗洞，砖雕窗头内置单开窗

扇，明间后檐为圆形石窗，内置单开窗扇，东西山面为砖雕 6 瓣 6 边型窗，内置单

开窗扇。一层西次间后檐置一木楼梯，由此进入二层。 

            

图 68：墀头，二层山面窗，二层窗罩 

原结构：墙内无柱，室内共 4 缝梁架山面无梁架，均为抬梁式木构架，一层大

梁前后端置于前后石墙，山面无梁架，大梁上承 5 根直径 140mm 圆檩、圆檩上承

60X60 木椽，木椽上铺 30 厚望砖，望砖上铺 30 厚黄土。二层大梁前后端置于前后

石墙，山面无梁架，圆檩上铺钉方椽，望砖（后改为扣瓦），承载屋面苫背层及瓦

面，连檐由两块 30 厚木板组成“L”形钉于距椽头 1cm 处，并采用“T”形铁质拉

杆锚固于屋面苫背内，防止屋面滑坡。 

原材料：除正立面最上部 1-1.5 米高单皮青砖砌筑，内部仍采用青石砌筑；下

部槛墙青石上部砌筑 5 层单皮青砖外，其余由规整青石砌筑，青石高度 200-250mm，

缝宽 10-15mm，木构架、装修多采用当地松木和硬杂木。青砖尺寸 265×125×55mm，

望砖尺寸 220X175X30mm，板瓦尺寸 160X170X10mm，木椽 60X60mm。 

  

图 69：一层楼板，二层屋面梁架 

  

图 70：墙体构造，屋面苫背做法 

原工艺：墙体厚度 470mm，除槛墙全部采用好面石外，仅外部采用好面石，内

墙面相对加工粗糙，白灰浆勾缝，灰缝形式为平缝；内墙面做麦秸泥打底，白灰粉

刷；屋面：木椽→望砖（后改为扣瓦）→40-60mm 厚黄泥背（黄泥掺少量白灰）→

板瓦压七露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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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 6 号院杨孝杰老宅（民国） 

 

图 71：6 号院杨孝杰老宅总平面图 

6号院杨孝杰老宅北楼位于村委东50米路北。据当地描述结合现场勘察：原院

落坐北朝南，建于民国二年(1913)，原院落为二进四合院形式，现遗存文物建筑

杨孝杰北楼为原院落的一进院过厅。院落南北长 18.28 米，东西宽 14.8 米，占地面

积 270.54平方米。院内原大门倒座、东西厢房已经缺失，大门位置采用红砖砌筑围

墙，东厢房在原基址上后建红砖建筑。北楼（文物建筑）平面布局、梁架、屋面、

门窗维持原形制。 

 

图 72：院落地面现状   

院内后改为水泥地面，院外道路地面抬升，超过院内地面，雨季有回灌情况，

不满足排水要求。 

 
图 73：6 号院杨孝杰老宅北楼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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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形制：平面为长方形，面阔 5 间 14.80 米，进深 1 间 4.90 米，建筑面积

145.04平方米，建筑高度6.9米，两层硬山式灰瓦顶建筑。前檐出椽后檐砖砌封护

檐，正房前檐砖砌墀头雕刻 “莲花”等图案雕刻，干槎瓦屋面两垄筒瓦剪边，正

脊为扣瓦扒砖青砖筒瓦组合砌筑而成，正脊两端略微翘起，一层明间前檐青石门槛，

青石门框门砖砌门罩，门额石匾题“居仁由义，癸丑年仲春立（1913 年农历二月

吉日）”；东西次间东稍间为木质隔扇窗，西稍间木质板门。二层前檐均为砖券窗洞，

砖雕窗头内置单开窗扇，东西山面为圆形石窗，内置单开窗扇。一层西稍间后檐置

一木楼梯，由此进入二层。 

        

               图 74：墀头，二层前檐窗，二层山面窗 

原结构：墙内无柱，室内共 4 缝梁架山面无梁架，均为抬梁式木构架，一层大

梁前后端置于前后石墙，山面无梁架，大梁上承5根直径140mm圆檩、圆檩上铺30

厚木楼板。二层大梁前后端置于前后石墙，山面无梁架，圆檩上铺钉方椽，望砖，

承载屋面苫背层及瓦面，连檐由两块 30 厚木板组成“L”形钉于距椽头 1cm 处，并

采用“T”形铁质拉杆锚固于屋面苫背内，防止屋面滑坡。 

原材料：外墙墙体除正面上部有 2 米砖墙外，其余由规整青石砌筑，青石高度

200-250mm，缝宽 10-15mm，木构架、装修多采用当地松木和硬杂木。青砖尺寸 265

×125×55mm，望砖尺寸 220X175X30mm，板瓦尺寸 160X170X10mm，木椽 60X60mm。 

   

图 75：一层楼板，二层屋面梁架 

  

图 76：一层明间石门框及砖砌门罩，正脊“卍”字脊饰 

原工艺：墙体厚度 430mm，青石墙体外部采用好面石，内墙面相对加工粗糙，

白灰浆勾缝，灰缝形式为平缝；内墙面做麦秸泥打底，白灰粉刷；屋面：木椽→望

砖→40-60mm 厚黄泥背（黄泥掺少量白灰）→板瓦压七露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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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 7 号院杨森老宅（民国） 

 
图 77：7 号院杨森老宅总平面图 

7 号院杨森老宅位于村东南，建于民国十二年（1923），据当地描述结合现场

勘察：解放后院落为四合院形式，经过东侧过道通过围墙门洞进入院内。院落南

北长 20.83 米，东西宽 14.85 米，占地面积 309.33 平方米。院内原大门倒座、东西

厢房已经缺失，大门及西厢房位置遗留墙体基址，东厢房未遗留墙体基址。北楼

（文物建筑）平面布局、梁架、屋面、门窗维持原形制。 

 

 

 

图 78：院落地面现状   

院内现为黄土地面，杂物堆积，由于道路变迁，原院内地势应为自北向南排水，

由于现南侧建筑坍塌阻挡院内排水，院内雨水由黄土地面汇集到建筑东侧过道排入

建筑后檐道路，没有体系的排水系统，无法满足排水要求。 

 

图 79：7 号院杨森老宅北楼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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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形制：平面为长方形，面阔3间9.66米，进深1间4.91米，建筑面积94.86

平方米，建筑高度 7.45 米，两层硬山式灰瓦顶建筑。一层背立面 4 处拴马石，前

檐出椽后檐砖砌封护檐，正房前檐砖砌墀头雕刻 “福禄祯祥”等文字雕刻，干槎

瓦屋面两垄筒瓦剪边，正脊为扣瓦扒砖青砖筒瓦组合砌筑而成，正脊两端略微翘起，

一层明间前檐青石门槛，砖砌门罩，门额石匾题“玉润珠圆，民国十二年三月吉建。

（1923 年农历三月吉日）”；东西次间为木质隔扇窗。二层前檐均为青石窗洞，内

置单开窗扇，东西山面及明间后檐为圆形石窗，内置单开窗扇。 

        

               图 80：墀头，二层前檐窗，后檐拴马石 

原结构：墙内无柱，室内共 2 缝梁架山面无梁架，均为抬梁式木构架，一层大

梁前后端置于前后石墙，山面无梁架，大梁上承5根直径200mm圆檩、圆檩上铺30

厚木楼板。二层大梁前后端置于前后石墙，山面无梁架，圆檩上铺钉方椽，望砖

（后改为扣瓦），承载屋面苫背层及瓦面，连檐由两块 30 厚木板组成“L”形钉于

距椽头 1cm 处，并采用“T”形铁质拉杆锚固于屋面苫背内，防止屋面滑坡。 

原材料：除后檐封护檐采用青砖砌筑外，墙体由规整青石砌筑，青石高度

200-250mm，缝宽 10-15mm，木构架、装修多采用当地松木和硬杂木。青砖尺寸 265

×125×55mm，望砖尺寸 220X175X30mm，板瓦尺寸 160X170X10mm，木椽 60X60mm。 

   

图 81：一层楼板，二层屋面梁架 

  

图 82：后檐砖砌封护檐及瓦面脊饰，室内墙面构造做法 

原工艺：墙体厚度 420mm，除下部槛墙全部采用好面石外，上部青石墙体仅外

部采用好面石，内墙面相对加工粗糙，白灰浆勾缝，灰缝形式为平缝；槛墙上部墙

体内墙面做麦秸泥打底，白灰粉刷；屋面：木椽→望砖（后改为扣瓦）→40-60mm

厚黄泥背（黄泥掺少量白灰）→板瓦压七露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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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建筑工艺做法与材料 

1.散水：青砖、青石散水 

        

图 83：青砖散水           村落内民国建筑遗存青石散水 

现场勘察到 1 号院张问德老宅（清康熙）正房厢房之间局部遗存青砖散水。做

法为：素土夯实，向外坡 4％→150 厚三七灰土→30 厚青灰结合层→260×120×

55mm 青砖平铺，油灰勾缝。青石散水。做法为：素土夯实，向外坡 4％→150 厚三

七灰土→30 厚青灰结合层→350×175×80mm 青石板平铺，油灰灌缝。 

2.地面：①院内青砖地面：做法为：150 厚三七灰土→30 厚青灰结合层→260

×120×55mm 青砖平铺，油灰勾缝。②室内青砖地面：4 号院杨廷兆老宅北楼遗存

室内地面铺装，铺设方式：在紧挨台阶石室内一侧铺设一块“好面”青石，尺寸

500X 380X200mm，横铺条砖十字缝地面，青砖尺寸 260X120X55mm，白灰勾缝。 

    

图 84：室内青砖地面及院内青砖地面 

3.二层楼板 

30厚木楼板，宽度220-250mm，长度以檩条间距而定，现场实测间距为870-1020mm。 

○1 平缝拼接加防尘木条            ○2 裁口缝拼 

   

图 85：（1 号院张问德老宅）      图 86：（6 号院杨孝杰老宅北楼） 

○3 檩上加木椽→望砖→65 厚黄土地面 

  

图 87：（5 号院李万英老宅北楼） 

4.墙体：文物建筑后檐均采用砖砌封护檐。现场勘察共存四种封护檐样式。 

      

图 88：1 号院张问德老宅               图 89：4 号院杨廷兆老宅北楼 

一层斜砖造型加一层望砖共四层；         两层斜砖造型共四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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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0：5 号院李万英老宅北楼              图 91：7 号院杨森老宅北楼 

一层混线加一层仿木椽造型共五层        一层仿木椽造型共四层 

青石墙体：墙体由规整青石砌筑，块石高度 200-250mm，缝宽 10-15mm，白灰

浆勾缝，灰缝形式为平缝。白灰浆为泼灰加水调制而成，泼灰制作要点为生石灰用

水反复均匀地泼洒成为粉状后过筛。 

 

5.木构架：建筑均采用五架梁五檩硬山抬梁式构造，山面均无梁架，节点多用

榫卯连接，檩下部用较短随檩枋，梁架分为有无叉手两种形式。 

    

图 92：5 号院李万英老宅北楼（无叉手）  图 93：2 号院张成海老宅（有叉手） 

6.屋面： 

    

图 94：建筑屋面苫背         图 95：6 号院杨孝杰老宅北楼 

屋面做法：60X60mm 木椽→220X175X30mm 望砖（部分后改为板瓦、小木条和谷

秆）→40-60mm 厚黄泥背（黄泥掺少量白灰）→160X170X10mm 板瓦（压七露三），

干槎瓦屋面两垄筒瓦剪边，正脊为青砖筒瓦组合砌筑而成，正脊两端略微翘起。 

   

屋面正脊样式 1（用于厢房）：扣瓦、30mm 厚压当条、60mm 厚青砖平铺，30mm

高扣瓦（或望砖），60mm 高扣脊筒瓦。用灰：麻刀灰。 

 

屋面正脊样式2（用于正房）：扣瓦、30mm厚压当条、130mm高青砖立铺，30mm

高扣瓦（或望砖），60mm 高扣脊筒瓦。用灰：麻刀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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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门窗：○1 木质隔扇窗（多用于建筑次间前檐） 

  

图 96：直棂木质隔扇窗加窗扇     图 97：木质隔扇窗一 

        

图 98：木质隔扇窗二        图 99：木质隔扇窗三 

○2 砖石窗（多用于建筑山面） 

      

图 100：石窗一（内带窗扇）  图 101：石窗二（内带窗扇） 

    

图 102：带窗扇的“卍”字石窗    图 103：六边形砖砌花窗 

○3 木板门 

        

图 104：带门罩门额木框木板门用于正房  图 105：带亮窗木框木板门用于厢房 

○4 石框木门 

         

图 106：青石门额门框木板门     图 107：带门罩青石门额门框木板门 

8．墀头：（多用于大门、正房前檐，下部多采用青石挑檐石，有效保护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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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依次为“花开富贵”“猴子上桃树”“福禄祯祥”“鸟革翚飞”“福禄祯祥”建

筑群内“福禄寿”字样出现较多。 

总结：改该组建筑在营造技术上为豫北地方民居建筑营造技术。 

2.4. 价值评估 

2.4.1. 历史价值 

浚县白寺村古民居，院落形式多样，有一进四合院、东西组合四合院、二进四

合院、三进四合院，由于住户分家或坍塌复建，均已经形成单独四合院。过厅建筑

明间后檐封堵的门洞，是院落历史布局的实物例证。建筑群内清代时期的正房及厢

房均为坡屋顶，民国时期的正房为坡屋顶，厢房为平顶，建筑所用青石及瓦件形制

保持统一，整体由清至民国，建筑形制由全坡屋顶四合院到出现平顶式厢房四合院，

正房有一层和二层均为坡屋顶未发生演变。对研究建筑形制演变，有重要的历史价

值。 

浚县白寺村古民居，见证了白寺村发展变迀。作为具有豫北特色的民居，它是

在特殊地理环境中孕育和发展的，是人们生产、生活传统的空间产物，是在历史的

进程中吸收各种文化形式而形成的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建筑产物，是清至民国政治、

经济、文化、民俗等诸多内容的重要载体。对于研究当地的民居建筑特色，传承民

间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2.4.2.科学价值 

浚县白寺村古民居主要以石、木为主要建筑材料。3 号院李世春老宅西厢房高

台基，除板门外窗户及门框均采用整块青石组合砌筑而成，墙体厚度更是达到了半

米厚，经当地走访调查，当地地处山区，在战乱年代住户将家内财物粮食等藏入其

内，可以有效抵御贼寇，以院落为单位和整个村落形成整体防御体系。 

因为就地取材，既节约了建造成本，又能够达到结构安全、外形美观的效果，

充分体现了古建筑经济、适用、美观的建造原则，建筑群内大量加工的青石砌筑材

料，反映了当时工匠已将充分掌握了对石材的加工技术并形成相当大的规模，对研

究当地建筑营造技术和石料加工技术的发展变化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2.4.3.艺术价值 

浚县白寺村古民居维护结构均采用青石砌筑，木构架采用抬梁式木构架，是豫

北传统建筑明显的艺术特点。门罩窗头采用青砖砌筑，造型规整，采用较大的过门

石，雕刻“玉润珠圆”“居仁由义”“勤俭为本”等等成语。墀头更是造型多样，雕

刻“花开富贵”“猴子上桃树”“福禄祯祥”“鸟革翚飞”等。建筑群内“福禄寿”

字样出现较多，寓意丰富。彰显了传统文化勤俭、节约、仁义等，反应了当时人们

对知识文化的推崇，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个人品德修养的重视，让厚重的民居建

筑多了灵动和趣味，是研究当地传统建筑艺术特点的重要实物例证。 

2.4.4.社会价值 

浚县白寺村古民居作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国家级传统村落，是当地居民的精

神文化载体，承载着当地人民的记忆和情感。这些民居代表了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

一部分，对维护和重塑乡村文化生态、改善和整治乡村人居环境、推进和完善乡村

社会治理、传承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等均有重要的社会价值。        

2.5.真实性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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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建筑均在始建时的位置，主要建筑在形制特征、材料和工艺特点等方面保

留了历史原状，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本次修缮的建筑都具有较高的真实性。具体

内容如下：浚县白寺村古民居 

1 号院张问德老宅（清康熙）：西厢房、东厢房、正房。 

2 号院张成海老宅（清乾隆）：大门倒座、西厢房、东厢房、正房。 

3 号院李世春老宅（民国）：大门、西厢房、东厢房、正房。 

4 号院杨廷兆老宅北楼（清光绪）；5 号院李万英老宅北楼（清宣统）； 

6 号院杨孝杰老宅北楼（民国）；7 号院杨森老宅北楼（民国）； 

共 7 处院落，15 处建筑。单体建筑平面布局、屋顶、木构架、墙体基本保持原

状；多处建筑墙面灰缝脱落，木构架糟朽，屋顶漏雨，铺装、门窗佚失等。 

2.6.现状勘察内容和手段 

2.6.1. 勘察目的 

对浚县白寺村古民居建筑本体的形制、病害、环境现状进行现场勘查，相关文

献资料的收集，并进行评估分析，为院内整体格局、历史环境，所有建筑的结构安

全性鉴定和修缮方案设计，提供准确、科学的基础数据和依据，为工程设计预算提

供依据。 

2.6.2. 勘察范围及对象、内容 

主要勘察院落格局，建筑形体及构件尺寸，材料种类、性能、缺陷、残损病害，

结构、构造检查等内容。 

2.6.3. 勘察工具 

无人机、激光标线仪、激光测距仪、三维激光扫描仪、数码相机、钢卷尺、垂

球、笔、记录本等。 

2.6.4. 勘察方法 

2.6.4.1.收集：主要是当地的自然、人文、灾害等相关文献资料，用于历史、

修建、病害等原因判定。 

2.6.4.2.测绘：主要用于院落格局和建筑结构、外观形状、大样等草图，通过

直接现场勘测记录，探明各建筑结构特点。 

2.6.4.3.残损现状勘察：对院落的历史格局和历史环境进行“原状”判断，暴

露出且确认已糟朽的木构件，明显的劈裂、断裂部件都进行了探查；对不宜探察的

部位，主要采用敲击法和进行分析观察、综合分析的办法进行了探查，结合实体采

集数据进行对比验证，用于文物修缮设计的依据。 

2.6.4.4.现状照片记录：用于院落、建筑现状与图文的直观对比，及表达文字

与图纸难以的表述问题。 

2.6.4.5.资料核对：对照有关资料及走访知情人，对院落和建筑的现状与原状

的差别进行了对比分析，对现存建筑的状况进行对照、观察、分析其病害及原貌。 

2.7.浚县白寺村古民居建筑勘察情况详表 

2.7.1.主要残损现状及病害分析 

依据现有资料，浚县白寺村古民居虽然经过住户日常维护，但因为维修深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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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技术有限。部分建筑存在墙体灰缝脱落，梁架劈裂，屋面漏雨严重等病害，现

存建筑岌岌可危。在本次勘察过程中，发现其主要残损病害在以下几方面： 

2.7.1.1.水患严重 

本次勘察发现，水患问题主要来自屋面长期破损严重，现屋面均存在漏雨的严

重病害，雨水渗入墙体，致使木构架糟朽。对建筑本体的保护极为不利。 

2.7.1.2.不当使用 

由于住户在使用时缺乏有效的保护措施。住户在建筑内生火做饭，门窗破损要

么更换为现代门窗，要么直接丢失；室内地面更是直接换为水泥地面；屋面瓦件破

损缺失等对建筑风貌和本体安全都形成了隐患。 

2.7.1.3.其它病害 

   除了上述两方面较为严重的残损及病害外，还存在着多处文物建筑年久失修出

现的问题。如因漏雨致使的木檩、枋、椽及局部木构架糟朽。屋面瓦件、脊饰大量

的缺失和破损。门窗佚失等等残损及问题，可详见残损现状勘察记录统计表

2.7.2.残损现状勘察记录统计表 

01 浚县白寺村古民居 1 号院张问德老宅西厢房残损表  单位：mm 

序

号 

建筑

分部 
分项 残损位置、性质、程度 残损原因 评估 

1 基础  
1、本次调查中未发现台基部分存在裂缝现象。经水平测量，也未发现存在沉降现

象。 
1、未探查到该处现状。 

1、建筑物无沉降裂缝、变形

或位移。 

2 阶基 台基 1、室外地面掩盖台基。 1、历史原因，随院外路面抬升造成。 1、造成雨季雨水回灌室内。 

3 地面 
散水 1、建筑青砖散水佚失，现为黄土地面。 

1、2、材料自身原因，不当维修。 
1、2、散水、地面砖缺失，雨

水渗入基础。 室内 2、室内青砖地面佚失，现为黄土地面，面积约 22.8 平方米。 

序

号 

建筑

分部 
分项 残损位置、性质、程度       残损原因 残损点评定标准 

勘察项目残损

等级 

单个构件残

损等级 

4 
 

墙体 

酥碱 1、北山墙前檐墀头青砖酥碱，酥碱面积约 0.1 平方米，深度 5-20mm。 

1、2、冻融作用；材料自

身原因。 

3、住户使用造成。 

1、在长 1m 的任一区段中

其平均风化深度与墙厚之

比ρ＞1/5。 

2、灰缝最大粉化深度大于

10mm。 

3、造成墙体残缺。 

b′ 

b 
其他 

2、前檐青石墙体灰缝脱落，面积约 15.5 平方米。 

3、南次间前檐青石墙体缺失，面积约 0.1 平方米。 

b′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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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梁架 

梁 

1、明间北缝五架梁梁身劈裂，长度 1.6-1.8m，宽度 10-25mm，深度 40-50mm，不

超过直径的 1/3。 

2、明间北缝三架梁梁身劈裂，长度 1.1-1.2m，宽度 10-20mm，深度 30-40mm，不

超过直径的 1/3。 

3、明间南缝梁架表层轻度糟朽，多处存在积尘渍痕。 

1、2、3、4、6、材料老

化；屋面漏雨；缺乏定期

维护。 

5、不当维修。 

1、2、有受力引起的端裂

或斜裂。 

3、4、6、不影响使用。 

5、降低梁架稳定性，影响

建筑安全。 

b′ 

b 

b′ 

a′ 

檩、随

檩枋 

4、明间脊檩劈裂，长度 1.8-1.9m，宽度 10-30mm，深度 50-80mm，超过直径的

1/3。脊檩北端后加木柱一根。 

5、后人加固脊檩时，明间脊檩随檩枋人为破坏断裂。 

6、檩及随檩枋表层轻度糟朽，多处存在积尘渍痕。 

b′ 

b′ 

a′ 

6 木椽 

檐椽 1、檐椽糟朽深 20-40mm，约 34 根，直径 60mm，长度 1.96m。 
1、2、雨水侵蚀部分明显

糟朽； 

1、2、已腐蚀或虫蛀，或

也严重受潮。糟朽深度超

过 2/5。 

b′ 

b 
脑椽 2、脑椽糟朽深 3-5mm，约 24 根，直径 60mm，长度 1.26m。 a′ 

序

号 

建筑

分部 
分项 残损位置、性质、程度 残损原因 评估 

7 粉刷 
内墙粉

刷 
1、室内墙体白灰粉刷起皮脱落，面积约 66.5 平方米。 1、材料自身原因、雨水侵蚀。 1、影响建筑观感。 

8 望砖  
1、据当地老人讲述，上次维修屋面时，后人更换望砖为木条和谷秆，面积约39.5

平方米。南次间后檐糟朽破损，面积约 4.7 平方米。 
1、不当维修。 

1、不能很好保护屋面泥背，

局部无法承托苫背层。 

9 连檐  
1、大连檐糟朽深 10-20mm，长度约 7.2 米。 

1、雨水向下渗透导致糟朽。 
1、无法连接椽头，固定连

檐。 

10 屋面 

苫背层 1、因雨水侵蚀，杂草丛生，根系侵扰，黄泥背破坏。 

1、2、屋面植被根系劈刺。 

3、长期风雨侵蚀、冻融。 

 

1、2、泥背破坏，失去防护作

用。 

3、4、松动、残破的瓦件已失

去防水作用，甚至有脱落的隐

患； 

瓦面 

2、屋面渗漏，瓦件松动、脱落。 

3、前坡屋面板瓦残破、佚失面积约 3.7 平方米，滴水缺失 23 个。 

4、后坡屋面板瓦残破、佚失面积约 6.1 平方米，滴水缺失 18 个。 

11 
装饰

装修 

板门、

隔扇窗 

1、明间前檐板门下槛佚失一根。 

2、明间板门上部亮窗棂条缺失一根。 

3、北次间前檐隔扇窗移位，窗扇佚失。 
1、2、3、不当维修和使用。 

1、2、3、丢失风貌，影响建

筑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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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油饰 

主体 1、梁架、木椽雨水侵蚀，油饰老化，缺失保护功能。 

1、2、材料的自然老化；屋面渗漏。 
1、2、油饰脱落不利于木构件

保护。 木装修 2、门窗油饰老化，缺失保护功能。 

02 浚县白寺村古民居 1 号院张问德老宅东厢房残损表  单位：mm 

序

号 

建筑

分部 
分项 残损位置、性质、程度       残损原因 评估 

1 基础  
1、本次调查中未发现台基部分存在裂缝现象。经水平测量，也未发现存在沉降现

象。 
1、未探查到该处现状。 

1、建筑物无沉降裂缝、变形

或位移。 

2 阶基 台基 1、室外地面掩盖台基。 1、历史原因，随院外路面抬升造成。 1、造成雨季雨水回灌室内。 

3 地面 
散水 1、建筑青砖散水佚失，现为黄土地面。 

1、2、材料自身原因，不当维修。 
1、2、散水、地面砖缺失，雨

水渗入基础。 室内 2、室内青砖地面佚失，现为水泥地面，面积约 33.1 平方米。 

序

号 

建筑

分部 
分项 残损位置、性质、程度 残损原因 残损点评定标准 

勘察项目残损

等级 

单个构件残损

等级 

4 
 

墙体 

裂缝 

1、北山墙后檐 1处裂缝，长度 3.9-4.3m，缝宽 5-25mm,深约 450mm。 

2、南山墙前檐 1处裂缝，长度 3.4-3.7m，缝宽 5-15mm,深约 450mm。 

3、南山墙前檐 1处裂缝，长度 3.3-3.8m，缝宽 5-20mm,深约 450mm。 

1、2、3、4、冻融作用；

灰缝、砌筑材料自身原

因。 

5、住户使用造成。 

1、2、3、墙身有较大破损

或开裂。 

4、灰缝最大粉化深度大于

10mm。 

b′ 

b 

b′ 

b′ 

其他 
4、明间前檐青石墙体灰缝脱落，面积约 1.5 平方米。 

5、南次间青石墙体缺失现为红砖砌筑，面积约 15.1 平方米。 

b′ 

a′ 

5 梁架 

梁 1、梁表层轻度糟朽，多处存在积尘渍痕。 

1、2、3、材料老化；屋面

漏雨；缺乏定期维护。 

4、不当维修。 

1、3、任一界面上，腐朽

和老化变质所占面积与整

截面面积之比ρ＞1/8。 

2、有受力引起的端裂或斜

裂。 

a′ 

b 檩、随

檩枋 

2、明间后金檩劈裂，长度 0.7-0.8m，宽度 10-30mm，深度 20-30mm，不超过直径的

1/3。 

3、檩及随檩枋表层轻度糟朽，多处存在积尘渍痕。 

4、屋面梁架为后改三角屋架。 

b′ 

a′ 

b′ 

6 木椽 

檐椽 
1、据当地老人讲述，檐椽上次维修屋面时，住户更换为不规则杂木椽约 75 根，直

径 60mm，长度 1.96mm。 1、2、年久失修，住户更

换； 

1、2、已腐蚀或虫蛀，或

也严重受潮。糟朽深度超

过 2/5。 

b′ 

b 

脑椽 
2、据当地老人讲述，脑椽上次维修屋面时，住户更换为不规则杂木椽约 65 根，直

径 60mm，长度 1.37m。 
b′ 

序 建筑 分项 残损位置、性质、程度       残损原因 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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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分部 

7 粉刷 
内墙粉

刷 
1、室内墙体白灰粉刷起皮脱落，面积约 100.1 平方米。 1、材料自身原因、雨水侵蚀。 1、影响建筑观感。 

8 望砖  
1、据当地老人讲述，上次维修屋面时，后人更换望砖为木条和谷秆，面积约 53.5

平方米。 
1、不当维修。 1、不能很好保护屋面泥背。 

9 连檐 大连檐 1、因雨水侵蚀，大连檐糟朽长度 8.8 米。 1、屋面破损，雨水向下渗透导致糟朽。 
1、无法连接椽头，固定连

檐。 

10 屋面 

苫背 1、因雨水侵蚀，黄泥背破坏。 

1、2、3、长期风雨侵蚀、冻融；缺乏定期维护。 

1、泥背破坏，失去防护作

用。 

2、3、松动、残破的瓦件已失

去防水作用，甚至有脱落的隐

患； 

瓦面 

2、屋面渗漏，南次间屋面下沉，瓦件松动、脱落，  

3、前坡屋面板瓦残破、佚失面积约 5.8 平方米，滴水缺失 7个。 

4、后坡屋面板瓦残破、佚失面积约8.2平方米，滴水缺失12个。 

11 

 

装饰

装修 

板门、

隔扇窗 

1、明间前檐板门下槛佚失一根。 

2、明间板门上部亮窗棂条破损 1根。 1、2、不当维修和使用。 
1、2、丢失风貌，影响建筑观

感。 

12 油饰 

主体 1、梁架、木椽雨水侵蚀，油饰老化，缺失保护功能。 

1、2、材料的自然老化；屋面渗漏。 
1、2、油饰脱落不利于木构件

保护。 木装修 2、门窗油饰老化，缺失保护功能。 

03 浚县白寺村古民居 1 号院张问德老宅正房残损表  单位：mm 

序

号 

建筑

分部 
分项 残损位置、性质、程度       残损原因 评估 

1 基础  
1、本次调查中未发现台基部分存在裂缝现象。经水平测量，也未发现存在沉降现

象。 
1、未探查到该处现状。 

1、建筑物无沉降裂缝、变形

或位移。 

2 阶基 台基 
1、室外地面掩盖前檐踏步石。 

2、一层西梢间前檐后人临时放置毛料踏步石。 

1、历史原因，院内地面抬升造成。 

2、不当维修和使用。 

1、造成雨季雨水回灌室内。 

2、影响建筑观感。 

3 地面 

散水 1、建筑前檐散水局部佚失，前檐西侧、后檐为黄土地面，前檐东侧遗存青砖散水。 

1、2、3、4、材料自身原因，不当维修。 

1、2、散水、地面砖缺失，雨

水渗入基础。 

3、4、楼板糟朽，影响使用安

全。 

室内 2、室内青砖地面佚失，现为水泥和黄土地面，面积约 49.2 平方米。 

二层楼

板 

3、二层室内木楼板受潮弯曲，东梢间后檐受潮糟朽面积约 2.4 平方米。 

4、东次梢间缺失面积约 3.2 平方米，楼板规格 950X（200-250）X30mm。 

序 建筑 分项 残损位置、性质、程度       残损原因 残损点评定标准 勘察项目残损 单个构件残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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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分部 等级 等级 

4 墙体 

酥碱 1、东山墙前后檐墀头青砖酥碱，酥碱面积约 0.1 平方米，深度 5-30mm。 

1、2、3、冻融作用；灰

缝、砌筑材料自身原因。 

4、5、6、住户使用造成。 

1、在长 1m 的任一区段中

其平均风化深度与墙厚之

比ρ＞1/5。 

2、3、灰缝最大粉化深度

大于 10mm。 

4、5、6、影响建筑观感。 

b′ 

b 
其他 

2、明间前檐一层门上部青石墙体灰缝脱落，面积约 1.2 平方米。 

3、二层明间后檐窗上部青石墙体灰缝脱落，面积约 0.3 平方米。 

4、一层西梢间前檐板门后加青石墙体封堵，面积约 1.5 平方米。 

5、二层东次间前檐窗后加封堵墙体，面积约 0.3 平方米。 

6、二层明间后檐窗后加封堵墙体，面积约 0.3 平方米。 

b′ 

b′ 

a′ 

a′ 

a′ 

5 

 

 

 

 

 

梁架 

一层 
梁 

1、明间西侧大梁劈裂，长度 2.8 米，宽度 5-20mm,深度 30-60，不超过直径

的 1/3。其余 3缝梁架表层轻度糟朽，多处存在积尘渍痕。 

1、2、3、4、5、材料老

化；屋面漏雨；缺乏定期

维护。 

1、3、4、5、有受力引起

的端裂或斜裂。 

2、任一界面上，腐朽和老

化变质所占面积与整截面

面积之比ρ＞1/8。 

b′ 

b 

檩 2、木檩表层轻度糟朽，多处存在积尘渍痕。 a′ 

二层 

梁 

3、明间东侧五架梁劈裂，长度 3.2 米，宽度 5-25mm,深度 20-40，不超过直

径的 1/3。 

4、明间西侧三架梁劈裂，长度 1.4 米，宽度 5-15mm, 深度 25-30，不超过直

径的 1/3。 

其余 2缝梁架表层轻度糟朽，多处存在积尘渍痕。 

b′ 

b′ 

檩 
5、屋面檩劈裂 5 根，长度 1.2-2.5 米，宽度 5-15mm，深度 15-35mm，不超过

直径的 1/3,其余檩表层轻度糟朽，多处存在积尘渍痕。 
b′ 

6 木椽 

檐椽 1、前后檐椽糟朽深 20-40mm，约 84 根，尺寸 60X60mm,长度 2.1m。 1、2、雨水侵蚀部分明显

糟朽；椽上皮无法勘察，

残损情况不详； 

1、2、已腐蚀或虫蛀，或

也严重受潮。糟朽深度超

过 2/5。 

b′ 

b 
脑椽 2、脑椽糟朽深 3-5mm，约 78 根，尺寸 60X60mm，长度 1.25m。 a′ 

序

号 

建筑

分部 
分项 残损位置、性质、程度 残损原因 评估 

7 粉刷 内墙 1、因雨水侵蚀，室内墙体白灰粉刷起皮脱落，面积约 185.35 平方米。 1、材料自身原因、雨水侵蚀。 1、影响建筑观感。 

8 望砖  1、雨水侵蚀，望砖酥碱严重，面积约 15 平方米。 1、屋面破损，雨水向下渗透导致酥碱，不当维修。 
1、不能很好保护屋面泥背，

影响建筑观感。 

9 连檐 大连檐 1、大连檐糟朽长度 14 米。 1、屋面破损，雨水向下渗透导致糟朽。 
1、无法连接椽头，固定连

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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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屋面 

苫背层 1、因雨水侵蚀，黄泥背破坏。 

1、2、3、4、长期风雨侵蚀、冻融；缺乏定期维护。 

 

 

1、泥背破坏，失去防护作

用。 

2、3、4、松动、残破的瓦件

已失去防水作用，甚至有脱落

的隐患； 

瓦面 

2、屋面渗漏，屋面瓦件松动、脱落，  

3、前坡屋面板瓦残破、佚失面积约 8.4 平方米，滴水缺失 22 个。 

4、后坡屋面板瓦残破、佚失面积约 9.6 平方米，滴水缺失 37 个。 

11 
装饰

装修 
 

1、一层前檐西次间、东梢间外石窗保存较好，窗扇佚失。 

2、二层前后檐窗扇佚失 4扇。 1、2、不当维修和使用。 
1、2、丢失风貌，影响建筑观

感。 

12 油饰 

主体 1、梁架、木椽雨水侵蚀，油饰老化，缺失保护功能。 

1、2、材料的自然老化；屋面渗漏。 
1、2、油饰脱落不利于木构件

保护。 木装修 门窗 2、门窗、楼梯油饰老化，缺失保护功能。 

04 浚县白寺村古民居 2 号院张成海老宅大门、倒座残损表  单位：mm 

序

号 

建筑

分部 
分项 残损位置、性质、程度       残损原因 评估 

1 基础  
1、本次调查中未发现台基部分存在裂缝现象。经水平测量，也未发现存在沉降现

象。 
1、未探查到该处现状。 

1、建筑物无沉降裂缝、变形

或位移。 

2 阶基 台基 1、大门前檐路面掩盖台基。 1、历史原因，随院外路面抬升造成。 1、造成雨季雨水回灌室内。 

3 地面 

散水 1、建筑青砖散水佚失，现为水泥地面。 

1、2、3、材料自身原因，不当维修。 

1、2、散水、地面砖缺失，雨

水渗入基础。 

3、影响建筑观感和使用。 

室内 2、室内青砖地面佚失，现为水泥地面，面积约 33.1 平方米。 

楼板 3、大门楼板破损，面积约 1.2 平方米。 

序

号 

建筑

分部 
分项 残损位置、性质、程度       残损原因 残损点评定标准 

勘察项目残损

等级 

单个构件残损

等级 

4 墙体 其他 

1、倒座明间后檐青石墙体一处后加水泥砂浆勾缝，面积约 1.7 平方米。 

2、倒座明间后檐一处灰缝脱落，面积约 2.3 平方米。 

3、前后檐青石墙体上部后加黄泥抹面和白灰，面积约 14.8 平方米。 

4、大门东西内青石槛墙后加水泥砂浆勾缝，面积约 1.8 平方米。 

2、冻融作用；灰缝、砌筑

材料自身原因。 

1、3、4、不当维修和使

用。 

1、4、雨水沿裂隙渗透

加剧墙体的破坏。 

2、灰缝最大粉化深度大

于 10mm。 

3、影响建筑观感。 

a′ 

b 

b′ 

a′ 

a′ 

5 梁架 梁 

1、因屋面漏雨，雨水侵蚀，大门楼板楞木断裂，糟朽 1 根，断裂深度 60mm,超过直

径 1/2。 

2、倒座屋面梁架、檩表层轻度糟朽，多处存在积尘渍痕。 

1、材料老化；屋面漏雨；

缺乏定期维护。 

1、有受力引起的端裂或

斜裂。 
b′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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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木椽 檐椽 

1、檐椽糟朽深 10-50mm，约 25 根，尺寸 60X60mm，长度 1.58m。 
1、2、年久失修，雨水侵

蚀造成； 

1、2、已腐蚀或虫蛀，

或也严重受潮。糟朽深

度超过 2/5。 

b′ b 
2、脑椽糟朽深 3-5mm，约 62 根，尺寸 60X60mm，长度 1.25m。 

序

号 

建筑

分部 
分项 残损位置、性质、程度       残损原因 评估 

7 粉刷 内墙 
1、大门东西内青石墙体麦秸泥打底白灰抹面，脱落、起皮，面积约 8.7 平方米。 

2、倒座室内墙体白灰粉刷保存较好。 
1、材料自身原因、雨水侵蚀。 1、影响建筑观感。 

8 望砖  1、据当地老人讲述，上次维修屋面时，后人更换望砖为板瓦，面积约42.7平方米。 1、屋面破损，雨水向下渗透导致酥碱，不当维修。 
1、不能很好保护屋面泥背，

影响建筑观感。 

8 连檐 大连檐 1、雨水侵蚀，大连檐糟朽长度 2.6 米。 1、2、屋面破损，雨水向下渗透导致糟朽。 
1、2、无法连接椽头，固定连

檐。 

9 屋面 

苫背层 1、雨水侵蚀，杂草丛生，根系侵扰，黄泥背破坏。 

1、2、3、4、长期风雨侵蚀、冻融；缺乏定期维护。 

1、泥背破坏，失去防护作

用。2、3、松动、残破的瓦件

已失去防水作用，甚至有脱落

的隐患 

瓦面 

2、屋面杂草丛生，檐口瓦件松动、脱落。 

3、前坡屋面板瓦残破、佚失面积约 5.8 平方米，滴水缺失 8个。 

4、后坡屋面板瓦残破、佚失面积约6.7平方米，滴水缺失3个。 

10 
装饰

装修 
 

1、倒座后檐石窗保护较好，窗扇佚失 2扇。 

2、倒座次间前檐窗佚失 2 扇，现为后改铝合金窗。 1、2、不当维修和使用。 
1、2、丢失风貌，影响建筑观

感。 

11 
 

油饰 

主体 1、梁架、木椽雨水侵蚀，油饰老化，缺失保护功能。 

1、2、材料的自然老化；屋面渗漏。 
1、2、油饰脱落不利于木构件

保护。 木装修 2、门窗油饰老化，缺失保护功能。 

05 浚县白寺村古民居 2 号院张成海老宅西厢房残损表  单位：mm 

序

号 

建筑

分部 
分项 残损位置、性质、程度       残损原因 评估 

1 
基础 

 
1、本次调查中未发现台基部分存在裂缝现象。经水平测量，也未发现存在沉降现

象。 

1、未探查到该处现状。 1、建筑物无沉降裂缝、变形

或位移。 

2 阶基 台基 1、室外路面掩盖台基。 1、历史原因，随院外路面抬升造成。 1、造成雨季雨水回灌室内。 

3  散水 1、建筑青砖散水佚失，现为水泥地面。 1、2、材料自身原因，不当维修。 1、2、散水、地面砖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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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 
室内 2、室内青砖地面佚失，现为地板砖地面，面积约 24.8 平方米。 

雨水渗入基础，影响建筑观

感和使用。 

序

号 

建筑

分部 
分项 残损位置、性质、程度       残损原因 残损点评定标准 

勘察项目残

损等级 

单个构件残

损等级 

4 

 

墙体 其他 

1、北次间前檐下部墙体后加水泥砂浆勾缝，面积约 1.2 平方米。 

2、南山墙下部墙体后加水泥砂浆勾缝，面积约 0.7 平方米。 

3、北山墙及后檐墙上部后加水泥砂浆勾缝，面积约 2.5 平方米。 

1、2、3、冻融作用；灰

缝、砌筑材料自身原

因，不当维修和使用。 

1、2、3、破坏砌筑材料，

影响建筑观感。 

a′ a 

a′ 

a′ 

5 梁架 梁 

1、明间北侧五架梁劈裂，长度 3.1 米，宽度 10-20mm,深度 20-50，不超过直径的

1/3。 

2、屋面梁架、檩表层轻度糟朽，多处存在积尘渍痕。 

3、屋面梁架为后改三角屋架。 

1、2、3、材料老化；屋

面漏雨；不当维修。 

1、有受力引起的端裂或斜

裂。 

b′ 

b 
a′ 

b′ 

6 木椽 檐椽 

1、木椽糟朽深 10-20mm，约 12 根，尺寸 60X60mm，长度 1.5m。 
1、2、年久失修，雨水

侵蚀造成； 

1、2、已腐蚀或虫蛀，或

也严重受潮。糟朽深度超

过 2/5。 

b′ 

b 
2、脑椽糟朽深 3-5mm，约 16 根，尺寸 60X60mm，长度 1.4m。 b′ 

序

号 

建筑

分部 
分项 残损位置、性质、程度       残损原因 评估 

7 
粉刷 内墙粉

刷 
1、室内现白灰粉刷保存较好。 1、住户日常维修。 1、满足要求。 

8 望砖  
1、据当地老人讲述，上次维修屋面时，后人更换望砖为木条加谷秆，面积约42.7平

方米。 
1、屋面破损，雨水向下渗透导致酥碱，不当维修。 

1、不能很好保护屋面泥背，

影响建筑观感。 

9 

屋面 苫背层 1、局部植物根系侵扰，整体保存较好。 

1、2、3、缺乏日常维护。 1、2、3、保存较好。 瓦面 2、屋面保存较好，局部杂草丛生。 

脊 3、屋面正脊、垂脊大体保存较好，正脊平铺青砖缺失 7块，扣脊筒瓦缺失 15 块。 

10 

 

装饰

装修 

 1、次间前檐隔扇窗佚失，现为住户后改窗。 1、不当维修和使用。 1、不影响使用。 

11 

 

油饰 

主体 1、梁架、木椽雨水侵蚀，油饰老化，缺失保护功能。 

1、2、材料的自然老化；屋面渗漏。 

1、2、油饰脱落不利于木构

件保护。 
木装修 2、门窗油饰老化，缺失保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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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浚县白寺村古民居 2 号院张成海老宅东厢房残损表  单位：mm 

序号 
建筑

分部 
分项 残损位置、性质、程度       残损原因 评估 

1 基础  
1、本次调查中未发现台基部分存在裂缝现象。经水平测量，也未发现存在沉降现

象。 
1、未探查到该处现状。 

1、建筑物无沉降裂缝、变形

或位移。 

2 阶基 台基 1、室外路面掩盖台基。 1、历史原因，随院外路面抬升造成。 1、造成雨季雨水回灌室内。 

3 
 

地面 

散水 1、建筑青砖散水佚失，现为水泥地面。 

1、2、材料自身原因，不当维修。 

1、2、散水、地面砖缺失，

雨水渗入基础，影响建筑观

感和使用。 
室内 2、室内青砖地面佚失，现为黄土地面，面积约 24.8 平方米。 

4 墙体 其他 

1、南山墙上部墙体灰缝脱落，面积约 2.1 平方米。 

2、南山墙影壁墙后加水泥抹面，面积约 1.7 平方米。 

3、南山墙上部后加水泥抹面，面积约 1.5 平方米。 

4、前檐墙体灰缝脱落，面积约 4.7 平方米。 

5、因建筑屋顶坍塌，长期雨水侵蚀，破坏建筑墙体稳定性。 

1、2、3、4、冻融作用；灰缝、砌筑材料自身原因，

不当维修和使用。 

1、4、灰缝最大粉化深度大

于 10mm。 

2、3、破坏砌筑材料，影响

建筑观感。 

07 浚县白寺村古民居 2 号院张成海老宅正房残损表  单位：mm 

序

号 

建 筑

分部 
分项 残损位置、性质、程度       残损原因 评估 

1 基础  
1、本次调查中未发现台基部分存在裂缝现象。经水平测量，也未发现存在沉降现

象。 
1、未探查到该处现状。 

1、建筑物无沉降裂缝、变

形或位移。 

2 阶基 台基 

1、室外地面掩盖前檐踏道踏步石。 

2、明间前檐踏步石，断裂两块，后加水泥勾缝。 

3、明间前檐两侧垂带石，后加水泥砂浆抹面，局部开裂、破损。 

1、历史原因，院内地面抬升造成。 

2、3、不当维修和使用。 

1、造成雨季雨水回灌室

内。 

2、3、影响建筑观感。 

3 地面 

散水 1、建筑前檐散水局部佚失，前檐为水泥地面、后檐为黄土地面。 

1、2、3、材料自身原因，不当维修。 

1、2、散水、地面砖缺失，

雨水渗入基础。 

3、楼板糟朽，影响使用安

全。 

室内 2、室内青砖地面佚失，现为地板砖地面，面积约 40.4 平方米。 

楼板 3、二层室内木楼板地面糟朽、破损，面积约 12.1 平方米。 

序 建 筑 分项 残损位置、性质、程度       残损原因 残损点评定标准 勘察项目残 单个构件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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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分部 损等级 损等级 

4 墙体 

酥碱 1、西次间后檐拔檐砖青砖酥碱，酥碱面积约 0.1 平方米，深度 5-25mm。 

1、 4、冻融作用；灰

缝、砌筑材料自身原

因。 

2、3、住户使用造成。 

1、在长 1m 的任一区段中

其平均风化深度与墙厚之

比ρ＞1/5。 

2、3、墙身有较大破损或

开裂。 

4、灰缝最大粉化深度大于

10mm。 

b′ 

b 

裂缝 

2、明间西缝前檐 1 处裂缝，长度 4.8-5.2m，宽 5-20mm，深约 470mm，后加水泥砂

浆勾缝。 

3、西次间后檐 2处裂缝，长度 4.5-5.1m，缝宽 5-25mm，深约 470mm。 

a′ 

b′ 

其他 4、西山墙上部青石与青砖相交位置灰缝脱落，面积约 0.4 平方米。 b′ 

5 梁架 

一层 
梁 1、雨水侵蚀，梁架表层轻度糟朽，多处存在积尘渍痕。 

1、2、3、4、材料老

化；屋面漏雨；缺乏定

期维护。 

1、2、3、4、不影响使

用。 

a′ 

a 
檩 2、雨水侵蚀，木檩表层轻度糟朽，多处存在积尘渍痕。 a′ 

二层 
梁 3、雨水侵蚀，梁架表层轻度糟朽，多处存在积尘渍痕。 a′ 

檩 4、屋面檩表层轻度糟朽，多处存在积尘渍痕。 a′ 

6 木椽 

檐椽 1、檐椽糟朽深 20-40mm，约 105 根，尺寸 60X60mm,长度 1.87m。 1、2、雨水侵蚀部分明

显糟朽；椽上皮无法勘

察，残损情况不详； 

1、2、造成泥背破坏，影

响屋面完整。 

b′ 

b 
脑椽 2、脑椽糟朽深 3-5mm，约 62 根，尺寸 60X60mm，长度 1.42m。 a′ 

序

号 

建 筑

分部 
分项 残损位置、性质、程度       残损原因 评估 

7 粉刷 内墙 1、因雨水侵蚀，室内墙体白灰粉刷起皮脱落，面积约 127.3 平方米。 1、材料自身原因、雨水侵蚀。 1、影响建筑观感。 

8 望砖  

1、据当地老人讲述，上次维修屋面时，除东次间前坡外后人更换望砖为板瓦，面积

约 55.2 平方米。 
1、2、屋面破损，雨水向下渗透导致酥碱，不当维

修。 

1、2、不能很好保护屋面泥

背，影响建筑观感。 
2、东次间前坡遗存望砖酥碱严重，面积约 1.4 平方米。 

9 连檐  1、雨水侵蚀，大连檐糟朽长度 12.5 米。 1、雨水向下渗透导致糟朽。 
1、无法连接椽头，固定连

檐。 

10 屋面 

苫背 1、雨水侵蚀，黄泥背破坏。 

1、2、3、4、长期风雨侵蚀、冻融；缺乏定期维护。 

1、泥背破坏，失去防护作

用。 

2、3、4、松动、残破的瓦

件已失去防水作用，甚至有

脱落的隐患； 

瓦面 

2、屋面渗漏，屋面瓦件松动、脱落。 

3、前坡屋面板瓦残破、佚失面积约 5.8 平方米，滴水缺失 15 个。 

4、后坡屋面板瓦残破、佚失面积约 5.4 平方米，滴水缺失 28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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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装饰

装修 
 1、一层东次间木楼梯开裂，宽度 10-12mm，长度 650-720mm。 1、材料自身原因，雨水侵蚀。 1、影响使用。 

12 
 

油饰 

主体 1、梁架、木椽雨水侵蚀，油饰老化，缺失保护功能。 

1、2、材料的自然老化；屋面渗漏。 
1、2、油饰脱落不利于木构

件保护。 木装修 2、门窗、楼梯油饰老化，缺失保护功能。 

08 浚县白寺村古民居 3 号院李世春老宅大门残损表  单位：mm 

序

号 

建 筑

分部 
分项 残损位置、性质、程度       残损原因 评估 

1 基础  1、本次调查中未发现台基部分存在裂缝现象。经水平测量，也未发现存在沉降现象。 1、未探查到该处现状。 
1、建筑物无沉降裂缝、变形

或位移。 

2 阶基 台基 1、院外地面掩盖台基青石。 1、历史原因，随院外路面抬升造成。 1、造成雨季雨水回灌室内。 

3 
 

地面 

散水 1、建筑青砖散水佚失，现为水泥地面。 
1、材料自身原因，不当维修。 

2、历史原因。 

1、散水缺失，雨水渗入基

础。 

2、影响院落排水。 
 2、大门东西侧排水口因地面抬升封堵。 

序

号 

建 筑

分部 
分项 残损位置、性质、程度       残损原因 残损点评定标准 

勘察项目残

损等级 

单个构件残

损等级 

4 墙体 其他 

1、大门西侧墙体缺失，面积约 0.1 平方米。 

2、大门前后檐墙体灰缝脱落，面积约 3.2 平方米。 

3、大门后加木檩、木椽及水泥顶。 

2、冻融作用；灰缝、

砌筑材料自身原因。 

1、3、不当维修和使

用。 

1、造成墙体残缺。 

2、灰缝最大粉化深度大于

10mm。 

3、影响建筑观感。 

a′ 

a′ 
a′ 

a′ 

序

号 

建 筑

分部 
分项 残损位置、性质、程度       残损原因 评估 

5 
装饰

装修 
板门 1、大门板门油饰脱落。 1、不当维修和使用。 

1、2、3、4、丢失风貌，影

响建筑观感。 

6 油饰 

木 装

修 
1、门油饰老化，缺失保护功能。 1、材料的自然老化；屋面渗漏。 

1、油饰脱落不利于木构件保

护。 

09 浚县白寺村古民居 3 号院李世春老宅西厢房残损表  单位：mm 

序

号 

建 筑

分部 
分项 残损位置、性质、程度       残损原因 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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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础  
1、本次调查中未发现台基部分存在裂缝现象。经水平测量，也未发现存在沉降现

象。 
1、未探查到该处现状。 

1、建筑物无沉降裂缝、变形

或位移。 

2 
 

阶基 

台基 1、青石台基灰缝脱落，面积约 2.9 平方米。 

2、明间前檐青石踏步后加水泥砂浆勾缝，面积约 3.6 平方米。 

3、后檐建筑杂物堆积。 

4、青石踏步后加水泥地面，面积约 1.1 平方米。 

1、2、3、4、雨水侵蚀，不当维修和使用。 
1、2、3、4、雨水渗入基

础，影响建筑观感和使用。 踏跺石 

3 
 

地面 

散水 1、建筑青砖散水佚失，现为水泥地面。 

1、2、材料自身原因，不当维修。 

1、2、散水、地面砖缺失，

雨水渗入基础，影响建筑观

感和使用。 

室内地

面 
2、室内青砖地面佚失，现为水泥地面，面积约 21.6 平方米。 

序

号 

建 筑

分部 
分项 残损位置、性质、程度       残损原因 残损点评定标准 

勘察项目残

损等级 

单个构件残

损等级 

4 
 

墙体 

酥碱 1、屋顶楼梯口墙体青砖酥碱，酥碱面积约 1.5 平方米，深度 5-20mm。 

1、2、3、4、5、冻融

作用；灰缝、砌筑材料

自身原因，不当维修和

使用。 

1、2、3、4、5、破坏砌筑

材料，影响建筑观感。 

b′ 

b 
其他 

2、北次间前檐灰缝脱落，面积约 1.6 平方米。 

3、北山墙后加水泥砂浆抹面，面积约 16.7 平方米。 

4、后檐青石墙体后加水泥砂浆勾缝，面积约 2.7 平方米。 

5、室内土坯隔墙顶后加两层红砖。 

b′ 

a′ 

a′ 

a′ 

5 梁架 
梁 1、屋面梁架表层轻度糟朽，多处存在积尘渍痕。 1、2、材料老化；屋面

漏雨；缺乏定期维护。 
1、2、不影响使用。 

a′ 
a 

檩 2、檩及随檩枋表层轻度糟朽，多处存在积尘渍痕。 a′ 

6 木椽 

檐椽 1、前后檐椽糟朽深 10-30mm，约 20 根，尺寸 60X60mm,长度 0.82m。 
1、2、年久失修，雨水

侵蚀造成； 

1、2、已腐蚀或虫蛀，或

也严重受潮。糟朽深度超

过 2/5。 

b′ 

b 
脑椽 2、脑椽糟朽深 3-5mm，约 20 根，尺寸 60X60mm，长度 1.03m。 a′ 

序

号 

建 筑

分部 
分项 残损位置、性质、程度       残损原因 评估 

7 粉刷 内墙 
1、石墙内墙面无粉刷。 

2、室内隔墙土坯粉刷，起皮脱落，面积约 13 平方米。 
1、2、住户不当使用。 1、2、影响建筑观感。 

8 望砖  1、望砖酥碱严重，面积约 3.2 平方米。 1、屋面破损，雨水向下渗透导致酥碱，不当维修。 
1、不能很好保护屋面泥背，

影响建筑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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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屋面 苫背层 1、屋顶开裂漏雨，后加水泥层，面积约 21.6 平方米。 1、雨水侵蚀，不当维修使用。 1、雨水侵蚀室内梁架及木

椽。 

10 
装饰

装修 
 1、南次间室内后加竹棚，面积约 6.5 平方米。 1、不当维修和使用。 

1、丢失风貌，影响建筑观

感。 

11 
 

油饰 

主体 1、梁架、木椽雨水侵蚀，油饰老化，缺失保护功能。 
1、2、材料的自然老化；屋面渗漏。 1、2、油饰脱落不利于木构

件保护。 木装修 2、门窗油饰老化，缺失保护功能。 

10 浚县白寺村古民居 3 号院李世春老宅东厢房残损表  单位：mm 

序

号 

建 筑

分部 
分项 残损位置、性质、程度       残损原因 评估 

1 基础  
1、本次调查中未发现台基部分存在裂缝现象。经水平测量，也未发现存在沉降现

象。 
1、未探查到该处现状。 

1、建筑物无沉降裂缝、变形

或位移。 

2 阶基 台基 1、院外地面掩盖台基青石。 1、历史原因，随院外路面抬升造成。 1、造成雨季雨水回灌室内。 

3 
 

地面 

散水 1、建筑青砖散水佚失，现为水泥地面。 

1、2、材料自身原因，不当维修。 

1、2、散水、地面砖缺失，

雨水渗入基础，影响建筑观

感和使用。 

室内地

面 
2、室内青砖地面佚失，现为黄土地面，面积约 14.9 平方米。 

序

号 

建 筑

分部 
分项 残损位置、性质、程度       残损原因 残损点评定标准 

勘察项目残损

等级 

单个构件残

损等级 

4 墙体 其他 

1、前檐青石墙体后加水泥砂浆勾缝，面积约 9.1 平方米。 

2、南山墙墙体缺失，面积 0.1 平方米。 

3、南山墙窗洞后加墙体封堵，面积约 0.3 平方米。 

1、2、3、冻融作用；灰

缝、砌筑材料自身原

因，不当维修和使用。 

1、3、破坏砌筑材料，

影响建筑观感。 

2、造成墙体残缺。 

a′ 
b 

 
b′ 

b′ 

5 梁架 

梁 1、明间南缝大梁劈裂，长度 2.3m，宽度 10-30mm，深度 120-150mm。 1、2、材料老化；屋面

漏雨；缺乏定期维护。 

3、不当使用。 

1、2、有受力引起的端

裂或斜裂。 

3、不影响使用。 

b′ 

b 
檩 

2、北次间檩劈裂一根，长度 1.5m，宽度 10-30mm，深度 20-40，不超过直径的 1/3。 

3、因本建筑为厨房，檩及随檩枋表层轻度糟朽，多处存在烟熏积尘。 

b′ 

a′ 

6 木椽 

1、木椽糟朽深 20-40mm，约 15 根，尺寸 60X60mm,长度 0.82m。 

2、据当地老人讲述，上次维修屋面时，后人更换木椽为直径 30-40mm 木椽约 82 根,长

度 0.82m。 

1、2、年久失修，雨水

侵蚀造成； 

1、2、已腐蚀或虫蛀，

或也严重受潮。糟朽深

度超过 2/5。 

b′ 

b 
b′ 

序

号 

建 筑

分部 
分项 残损位置、性质、程度       残损原因 评估 

7 粉刷 内墙粉 1、内墙面无粉刷。 1、住户不当使用。 1、影响建筑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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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 2、室内隔墙土坯粉刷，起皮脱落，面积约 13 平方米。 

8 望砖  
1、据当地老人讲述，上次维修屋面时，后人更换望砖为杂木条及谷秆，面积约 15 平

方米。 
1、屋面破损，雨水向下渗透导致酥碱，不当维修。 

1、不能很好保护屋面泥背，

影响建筑观感。 

9 
 

屋面 

苫背层 1、屋顶开裂漏雨，后加水泥层，面积约 23.88 平方米。 

1、2、雨水侵蚀，不当维修使用。 
1、雨水侵蚀室内梁架及木

椽。 
 瓦面 2、屋面四周盖瓦缺失、破损，面积约 0.2 平方米。 

10 

 

装饰

装修 

 

1、明间前檐板门佚失，下槛佚失，油饰脱落。 

2、北次间前檐板门掉落。 

3、南次间前檐隔扇窗棂条断裂 8根。 

1、2、3、不当维修和使用。 1、2、3、影响正常使用。 

11 
 

油饰 

主体 1、梁架、木椽雨水侵蚀，油饰老化，缺失保护功能。 
1、2、材料的自然老化；屋面渗漏。 1、2、油饰脱落不利于木构

件保护。 木装修 2、门窗油饰老化，缺失保护功能。 

11 浚县白寺村古民居 3 号院李世春老宅正房残损表  单位：mm 

序

号 

建 筑

分部 
分项 残损位置、性质、程度       残损原因 评估 

1 基础  
1、本次调查中未发现台基部分存在裂缝现象。经水平测量，也未发现存在沉降现

象。 
1、未探查到该处现状。 

1、建筑物无沉降裂缝、变形

或位移。 

2 阶基 台基 1、室外地面掩盖前檐踏道踏步石。 1、历史原因，随院外路面抬升造成。 1、造成雨季雨水回灌室内。 

3 
 

地面 

散水 1、建筑青砖散水佚失，现为水泥地面。 

1、2、材料自身原因，不当维修。 

1、2、散水、地面砖缺失，

雨水渗入基础，影响建筑观

感和使用。 
室内 2、室内青砖地面佚失，现为水泥地面，面积约 32 平方米。 

序

号 

建 筑

分部 
分项 残损位置、性质、程度       残损原因 残损点评定标准 

勘察项目残

损等级 

单个构件残

损等级 

4 
 

墙体 

裂缝 
1、西山墙北侧 1处裂缝，长度 1.8m，缝宽 10-25mm，深约 470mm。 

2、西山墙中部 1处裂缝，长度 3.4m，缝宽 10-20mm，深约 470mm。 1、2、4、冻融作用；灰

缝、砌筑材料自身原

因。 

3、不当维修和使用。 

1、2、墙身有较大破损

或开裂。 

3、破坏砌筑材料，影响

建筑观感。 

4、灰缝最大粉化深度大

于 10mm。 

b′ 

 

 

b 

b′ 

其他 
3、明间板门上部亮窗后加青砖封堵，面积约 0.9 平方米。 

4、后檐墙体灰缝脱落，面积约 2.1 平方米。 

b′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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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梁架 
梁 1、因屋面漏雨雨水侵蚀，屋面梁架表层轻度糟朽，多处存在积尘渍痕。 1、2、材料老化；屋面

漏雨；缺乏定期维护。 
1、2、不影响使用。 

a′ 
a 

檩 2、因屋面漏雨雨水侵蚀，檩及随檩枋表层轻度糟朽，多处存在积尘渍痕。 a′ 

6 木椽 

檐椽 1、檐椽糟朽深 10-30mm 约 56 根，尺寸 60X60mm,长度 1.55m。 
1、2、年久失修，雨水

侵蚀造成； 

1、2、已腐蚀或虫蛀，

或也严重受潮。糟朽深

度超过 2/5。 

b′ 

b 
脑椽 2、脑椽糟朽深 3-5mm 约 27 根，尺寸 60X60mm，长度 1.35m。 a′ 

序

号 

建 筑

分部 
分项 残损位置、性质、程度       残损原因 评估 

7 粉刷 内墙 
1、因雨水侵蚀，室内墙体白灰粉刷起皮脱落，面积约 99.2 平方米。 

2、因雨水侵蚀，前檐上部墙体白灰粉刷起皮脱落，面积约 3.5 平方米。 
1、屋面漏雨，雨水侵蚀造成。 1、影响建筑观感。 

8 望砖  1、据当地老人讲述，上次维修屋面时，后人更换望砖为板瓦，面积约 50.2 平方米。 1、不当维修，雨水侵蚀造成； 
1、不能很好保护屋面泥背，

影响建筑观感。 

9 连檐  1、大连檐糟朽长度 9.24 米。 1、屋面破损，雨水向下渗透导致糟朽。 
1、无法连接椽头，固定连

檐。 

10 

 

 

屋面 

苫背 1、雨水侵蚀，黄泥背破坏。 

1、2、3、4、长期风雨侵蚀、冻融；缺乏定期维

护。 

1、泥背破坏，失去防护作

用。2、3、4、松动、残破的

瓦件已失去防水作用，甚至

有脱落的隐患； 

瓦面 

2、屋面渗漏，屋面瓦件松动、脱落，  

3、前坡屋面板瓦残破、佚失面积约 5.9 平方米，滴水缺失 8个。 

4、后坡屋面板瓦残破、佚失面积约 6.7 平方米，滴水缺失 5个。 

11 
装饰

装修 
 

1、东西次间前檐隔扇窗佚失，现为后改玻璃窗。 

2、西山墙上部窗扇佚失。 

3、西次间后加木棚。 

1、2、3、不当维修和使用。 
1、2、3、丢失风貌，影响建

筑观感。 

12 油饰 

主体 1、梁架、木椽雨水侵蚀，油饰老化，缺失保护功能。 

1、2、材料的自然老化；屋面渗漏。 
1、2、油饰脱落不利于木构

件保护。 木装修 2、门窗油饰老化，缺失保护功能。 

12 浚县白寺村古民居 4 号院杨廷兆老宅北楼残损表  单位：mm 

序

号 

建筑

分部 
分项 残损位置、性质、程度 残损原因 评估 

1 基础  1、本次调查中未发现台基部分存在裂缝现象。经水平测量，也未发现存在沉降现象。 1、未探查到该处现状。 
1、建筑物无沉降裂缝、变形

或位移。 

2 阶基 台基 1、明间前檐踏步石，轻度风化，灰缝脱落。 1、2、3、4、雨水侵蚀，冻融作用；灰缝、砌筑材 1、2、3、4、影响建筑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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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西梢间前檐踏步石断裂，灰缝脱落。 

3、西梢间西侧垂带石局部缺失，灰缝脱落。 

4、西梢间东侧垂带石移位，灰缝脱落。 

料自身原因。 感。 

3 地面 

散水 1、建筑前后檐散水佚失，前、后檐为黄土地面。 

1、2、3、4、材料自身原因，不当维修。 

1、2、3、散水、地面砖缺

失，雨水渗入基础。 

4、楼板糟朽，影响使用安

全。 

室内 

2、明间、东次间、东梢间室内青砖地面保存较好，局部青砖地面破损，面积约 2.5 平方

米。 

3、西次间、西梢间室内青砖地面佚失，现为水泥地面，面积约 18.1 平方米。 

木 楼

板 
4、二层室内木楼板地面糟朽、破损，面积约 14 平方米。 

序

号 

建筑

分部 
分项 残损位置、性质、程度       残损原因 残损点评定标准 

勘察项目残

损等级 

单个构件残损

等级 

4 墙体 

酥碱 1、东山墙前檐墀头、后檐拔檐青砖酥碱，酥碱 0.1 平方米，深度 5-25mm。 

1、2、3、4、5、冻融作

用；灰缝、砌筑材料自

身原因。 

6、7、住户使用造成。 

1、在长1m的任一区段中

其平均风化深度与墙厚

之比ρ＞1/5。 

2、3、4、5、墙身有较

大破损或开裂。 

6、7、影响建筑观感。 

b′ 

b 

裂缝 

2、西梢间前檐 1处裂缝，长度 2.2m，缝宽 5-20mm，深约 420mm。 

3、西梢间后檐 1处裂缝，长度 1.5m，缝宽 5-15mm，深约 420mm。 

4、西次间前檐 2处裂缝，长度 1.6m，缝宽 5-25mm，深约 420mm。 

5、东山墙上部 1处裂缝，长度 1.5m，缝宽 5-10mm，深约 420mm。 

b′ 

b′ 

b′ 

b′ 

其他 

6、二层西梢间前檐门洞，后加封堵墙体，面积约 0.8 平方米。 

7、东次间前檐青石踏步，后加水泥勾缝，面积约 0.3 平方米。 

8、东西次间前檐青石墙体后加白灰抹面，面积约 4.2 平方米。 

a′ 

a′ 

b′ 

5 梁架 

一层 

梁 1、因雨水侵蚀，梁架表层轻度糟朽，多处存在积尘渍痕。 

1、2、3、4、5、6、7、

材料老化；屋面漏雨；

缺乏定期维护。 

1、2、3、7、雨水长期

侵蚀，造成构件损坏，

影响建筑观感。 

4、5、6、有受力引起的

端裂或斜裂。 

a′ 

b 

檩 
2、因年久失修，雨水侵蚀，木檩表层轻度糟朽，多处存在积尘渍痕，西次间、

西梢间木檩后加白纸封护。 
a′ 

二层 

梁 3、因屋面漏雨，雨水侵蚀，梁架表层轻度糟朽，多处存在积尘渍痕。 a′ 

檩、随

檩枋 

4、西梢间、东梢间后檐金檩断裂，直径 160mm。 

5、东次间脊檩断裂，直径 160mm。 

6、东梢间前金檩劈裂长度2.3米，宽度5-15mm，深度60-80mm，超过直径1/2。 

7、其余屋面檩表层轻度糟朽，多处存在积尘渍痕。 

b′ 

b′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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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6 木椽 
檐椽 

1、檐椽糟朽深 20-40mm，约 116 根，后人更换毛料檐椽约 12 根，尺寸 70X70mm,长度

1.55m。 

1、2、雨水侵蚀部分明

显糟朽；椽上皮无法勘

察，残损情况不详； 

1、2、已腐蚀或虫蛀，

或也严重受潮。糟朽深

度超过 2/5。 

b′ 
b 

脑椽 2、脑椽糟朽深 3-5mm 约 74 根，尺寸 70X70mm，长度 1.27m。 a′ 

序

号 

建筑

分部 
分项 残损位置、性质、程度 残损原因 评估 

7 粉刷 内墙 1、因雨水侵蚀，室内墙体白灰粉刷起皮脱落，面积约 77.5 平方米。 1、材料自身原因、雨水侵蚀。 1、影响建筑观感。 

8 望砖  1、因屋面漏雨雨水侵蚀，望砖酥碱严重，面积约 18.2 平方米。 1、屋面破损，雨水向下渗透导致酥碱，不当维修。 
1、不能很好保护屋面泥背，

影响建筑观感。 

9 连檐 
大 连

檐 
1、因雨水侵蚀，大连檐糟朽长度 13.8 米。 1、屋面破损，雨水向下渗透导致糟朽。 

1、无法连接椽头，固定连

檐。 

10 屋面 

苫背 1、因雨水侵蚀，黄泥背破坏。 

1、2、3、4、长期风雨侵蚀、冻融；缺乏定期维

护。 

1、泥背破坏，失去防护作

用。 

2、3、4、松动、残破的瓦件

已失去防水作用，甚至有脱

落的隐患； 

瓦面 

2、屋面渗漏，屋面瓦件松动、脱落。 

3、前坡屋面板瓦残破、佚失面积约 10.8 平方米，滴水缺失 25 个。 

4、后坡屋面板瓦残破、佚失面积约 12.5 平方米，滴水缺失 152 个。 

11 
装饰

装修 
 

1、一层东次间前檐隔扇窗佚失。 

2、二层东西梢间板门佚失。 

3、二层明间后檐石窗石包框开裂。 

4、二层西次间前檐窗扇佚失。 

5、二层西山面石窗保存较好，窗扇佚失。 

1、2、3、4、5、不当维修和使用。 

 

1、2、3、4、5、丢失风貌，

影响建筑观感。 

12 油饰 

主体 1、梁架、木椽雨水侵蚀，油饰老化，缺失保护功能。 

1、2、材料的自然老化；屋面渗漏。 
1、2、油饰脱落不利于木构

件保护。 装修 2、门窗、楼梯油饰老化，缺失保护功能。 

13 浚县白寺村古民居 5 号院李万英老宅北楼残损表  单位：mm 

序

号 

建筑

分部 
分项 残损位置、性质、程度       残损原因 评估 

1 基础  1、本次调查中未发现台基部分存在裂缝现象。经水平测量，也未发现存在沉降现象。 1、未探查到该处现状。 1、建筑物无沉降裂缝、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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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位移。 

2 阶基 台基 
1、明间前檐踏步石断裂，散落砖块掩盖青石踏步，灰缝脱落。 

2、东梢间前檐踏步石保存较好，杂物堆积掩盖，灰缝脱落。 
1、2、雨水侵蚀，冻融作用；灰缝。 1、2 影响建筑观感。 

3 地面 

散水 1、建筑四周散水佚失，现为黄土地面。 

1、2、3、4、不当维修和使用。 
1、2、3、4、散水、地面砖

缺失，雨水渗入。 
室内 2、室内青砖地面佚失，现为黄土地面，面积约 48 平方米。 

二层 3、二层黄土地面杂物堆积，面积约 52.8 平方米。 

序

号 

建筑

分部 
分项 残损位置、性质、程度       残损原因 残损点评定标准 

勘察项目残

损等级 

单个构件残

损等级 

4 墙体 

酥碱 1、后檐拔檐青砖酥碱，酥碱 0.7 平方米，深度 5-40mm。 

1、2、3、4、冻融作

用；灰缝、砌筑材料自

身原因。 

5、7、住户使用造成。 

6、雨水侵入墙体造成。 

1、在长1m的任一区段中

其平均风化深度与墙厚

之比ρ＞1/5。 

2、3、4、墙身有较大破

损或开裂。 

5、灰缝最大粉化深度大

于 10mm。 

b′ 

b 

裂缝 

2、东山墙后檐 1处裂缝，长度 5.7-5.9m，缝宽 5-20mm，深约 470mm。 

3、明间后檐 1处裂缝，长度 5.1-5.3m，缝宽 5-20mm，深约 470mm。 

4、东次间后檐 1处裂缝，长度 4.9-5.2m，缝宽 5-15mm，深约 470mm。 

b′ 

b′ 

b′ 

其他 

5、后檐青石墙体灰缝脱落，面积约 7.3 平方米。 

6、二层明间后檐墙体坍塌，面积约 1.8 平方米。 

7、二层东次间、东梢间前檐窗后加封堵墙体，面积约 0.6 平方米。 

b′ 

b′ 

a′ 

5 梁架 

一层 

梁 
1、因雨水侵蚀及东次间梢间作为厨房使用，梁架表层轻度糟朽，多处存在烟熏

积尘渍痕。 

1、2、3、4、5、6、7、

8、材料老化；屋面漏

雨；缺乏定期维护。 

1、2、不影响使用。 

3、4、5、有受力引起的

端裂或斜裂。 

6、7、不影响使用。 

8、降低梁架稳定性，影

响建筑安全。 

 

a′ 

b 

檩 
2、因雨水侵蚀及东次间梢间作为厨房使用，木檩表层轻度糟朽，多处存在积尘

渍痕。 
a′ 

二层 

梁 

3、因屋面漏雨，雨水侵蚀，东次间东缝五架梁梁身劈裂，长度 3.45m，宽度 5-

10mm,深度 30-60mm，不超过直径的 1/3。 

4、因屋面漏雨，雨水侵蚀，东次间东缝三架梁梁身劈裂，长度 2.3m，宽度 5-

30mm,深度 30-60mm，不超过直径的 1/3。 

5、因屋面漏雨，雨水侵蚀，西次间西缝五架梁梁身劈裂，长度 3.3m，宽度 5-

20mm,深度 20-70mm，不超过直径的 1/3。 

6、其余梁架表层轻度糟朽，多处存在烟熏积尘渍痕。 

b′ 

b′ 

b′ 

a′ 

檩、随

檩枋 

7、因屋面漏雨，雨水侵蚀，屋面檩表层轻度糟朽，多处存在积尘渍痕。 

8、因屋面漏雨，雨水侵蚀，随檩枋断裂一根，佚失一根，其余表层轻度糟朽，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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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处存在积尘渍痕。 

6 木椽 

楼 板

椽 
1、楼板木椽糟朽深 3-10mm，约 84 根，尺寸 60X60mm,长度 0.94m。 1、2、3、雨水侵蚀部分

明显糟朽；椽上皮无法

勘察，残损情况不详； 

1、2、3、已腐蚀或虫

蛀，或也严重受潮。糟

朽深度超过 2/5。 

b′ 

b 
檐椽 2、屋面檐椽糟朽深 20-40mm，约 98 根，尺寸 60X60mm,长度 1.87m。 b′ 

脑椽 3、脑椽糟朽深 3-5mm 约 72 根，尺寸 60X60mm，长度 1.42m。 b′ 

序

号 

建筑

分部 
分项 残损位置、性质、程度 残损原因 评估 

7 粉刷 内墙 1、因雨水侵蚀，室内墙体白灰粉刷起皮脱落，面积约 171.5 平方米。 1、材料自身原因、雨水侵蚀。 1、影响建筑观感。 

8 望砖  
1、楼板望砖酥碱严重，面积约 17.2 平方米。 1、2、屋面破损，雨水向下渗透导致酥碱，不当维

修。 

1、2、不能很好保护屋面泥

背和楼板，影响建筑观感。 2、据当地老人讲述，上次维修屋面时，后人更换望砖为板瓦，面积约 96.7 平方米。 

9 连檐  1、大连檐糟朽长度 14.5 米。 1、屋面破损，雨水向下渗透导致糟朽。 
1、无法连接椽头，固定连

檐。 

10 屋面 

苫背 1、因雨水侵蚀，黄泥背破坏。 

1、2、3、4、长期风雨侵蚀、冻融；缺乏定期维

护。 

1、泥背破坏，失去防护作

用。 

2、3、4、松动、残破的瓦件

已失去防水作用，甚至有脱

落的隐患； 

瓦面 

2、屋面渗漏，屋面瓦件松动、脱落。 

3、前坡屋面板瓦残破、佚失面积约 11.6 平方米，滴水缺失 5个。 

4、后坡屋面板瓦残破、佚失面积约 13.5 平方米，滴水缺失 94 个。 

11 
装饰

装修 
 

1、一层东梢间前檐板门佚失 2扇。 

2、二层东梢间、东次间窗扇佚失。 

1、2、雨水侵蚀，不当维修和使用。 

 

1、2、丢失风貌，影响建筑

观感。 

12 油饰 

主体 1、梁架、木椽雨水侵蚀，油饰老化，缺失保护功能。 

1、2、材料的自然老化；屋面渗漏。 
1、2、油饰脱落不利于木构

件保护。 
木 装

修 
2、门窗、楼梯油饰老化，缺失保护功能。 

14 浚县白寺村古民居 6 号院杨孝杰老宅北楼残损表  单位：mm 

序

号 

建筑

分部 
分项 残损位置、性质、程度       残损原因 评估 

1 基础  1、本次调查中未发现台基部分存在裂缝现象。经水平测量，也未发现存在沉降现象。 1、未探查到该处现状。 
1、建筑物无沉降裂缝、变形

或位移。 

2 阶基 台基 1、西梢间前檐踏步石灰缝脱落后加水泥勾缝。 1、雨水侵蚀，冻融作用；不当维修。 1、影响建筑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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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面 

散水 1、建筑四周散水佚失，现为水泥地面。 

1、2、不当维修和使用。 
1、2、散水、地面砖缺失，

雨水渗入。 
室内 2、室内青砖地面佚失，现为地板砖地面，面积约 53.9 平方米。 

楼板 3、二层木楼板住户更换，保存较好未做油饰，面积约 53.9 平方米。 

序

号 

建筑

分部 
分项 残损位置、性质、程度       残损原因 残损点评定标准 

勘察项目残

损等级 

单个构件残

损等级 

4 墙体 

裂缝 1、二层东梢间前檐 1处裂缝，长度 0.6-0.8m，缝宽 5-15mm，深约 430mm。 
1、2、3、4、冻融作用；灰

缝、砌筑材料自身原因。 

 

1、墙身有较大破损

或开裂。 

2、3、4、灰缝最大

粉化深度大于10mm。 

b′ 

b 
其他 

2、二层东梢间前檐窗下部青石墙体灰缝脱落，面积约 1.1 平方米。 

3、二层西次间前檐窗下部青石墙体灰缝脱落，面积约 0.6 平方米。 

4、二层西梢间前檐窗下部青石墙体后加水泥砂浆勾缝，面积约 1.3 平方米。 

b′ 

b′ 

a′ 

5 梁架 

一层 
梁 1、因屋面漏雨，雨水侵蚀，梁架表层轻度糟朽，多处存在积尘渍痕。 

1、2、3、4、材料老化；屋面

漏雨；缺乏定期维护。 

 

1、2、4、不影响使

用。 

3、有受力引起的端

裂或斜裂。 

a′ 

b 

檩 2、木檩表层轻度糟朽，多处存在积尘渍痕。 a′ 

二层 
梁 

3、西次间西缝梁架劈裂，长度 3.1m，宽度 5-25mm，深度 20-50mm，不超过直径的

1/3。其余梁架表层轻度糟朽，多处存在积尘渍痕。 
b′ 

檩 4、因屋面漏雨，雨水侵蚀，屋面檩表层轻度糟朽，多处存在积尘渍痕。 a′ 

6 木椽 

檐椽 1、前后檐椽糟朽深 10-30mm，约 92 根，尺寸 60X60mm,长度 1.58m。 1、2、雨水侵蚀部分明显糟

朽；椽上皮无法勘察，残损情

况不详； 

1、2、已腐蚀或虫

蛀，或也严重受潮。

糟朽深度超过 2/5。 

b′ 

b 
脑椽 2、脑椽糟朽深 3-5mm 约 80 根，尺寸 60X60mm，长度 1.42m。 a′ 

序

号 

建筑

分部 
分项 残损位置、性质、程度       残损原因 评估 

7 粉刷 内墙 1、室内墙面粉刷住户重做，保存较好。 1、未见残损。 1、不影响使用。 

8 望砖  1、屋面望砖酥碱深 5-10mm，面积约 22.7 平方米。 1、屋面破损，雨水向下渗透导致酥碱，不当维修。 
1、不能很好保护屋面泥背和

楼板。 

9 连檐  1、大连檐糟朽长度 14.8 米。 1、屋面破损，雨水向下渗透导致糟朽。 
1、无法连接椽头，固定连

檐。 

10 屋面 

苫背 1、因雨水侵蚀，黄泥背破坏。 

1、2、3、长期风雨侵蚀、冻融；缺乏定期维护。 

1、泥背破坏，失去防护作

用。2、3、松动、残破的瓦

件已失去防水作用，甚至有

脱落的隐患； 

瓦面 

2、屋面渗漏，屋面瓦件松动、脱落。 

3、前坡屋面板瓦残破、佚失面积约 5.8 平方米，滴水缺失 7个。 

4、后坡屋面板瓦残破、佚失面积约 7.4 平方米，滴水缺失 83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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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装饰

装修 
 

1、一层东梢间前檐隔扇窗佚失，现为后改铝合金窗。 

2、一层东西次间前檐隔扇窗轻度糟朽，后加铝合金窗。 

3、一层西梢间木楼梯糟朽、破损，油饰脱落，后加铁栏杆。 

1、2、3、雨水侵蚀，不当维修和使用。 

 

1、2、3、丢失风貌，影响建

筑观感。 

12 油饰 

主体 1、梁架、木椽雨水侵蚀，油饰老化，缺失保护功能。 

1、2、材料的自然老化；屋面渗漏。 
1、2、油饰脱落不利于木构

件保护。 木 装

修 
2、门窗、楼梯油饰老化，缺失保护功能。 

15 浚县白寺村古民居 7 号院杨森老宅北楼残损表  单位：mm 

序

号 

建筑

分部 
分项 残损位置、性质、程度       残损原因 评估 

1 基础  1、本次调查中未发现台基部分存在裂缝现象。经水平测量，也未发现存在沉降现象。 1、未探查到该处现状。 
1、建筑物无沉降裂缝、变形

或位移。 

2 阶基 台基 1、明间前檐踏步石灰缝脱落，四周杂物堆积掩盖踏步石。 1、雨水侵蚀，冻融作用；不当使用。 1、影响建筑观感。 

3 地面 

散水 1、建筑四周散水佚失，现为黄土地面。 
1、2、不当维修和使用。 

3、年久失修，雨水侵蚀造成。 

1、2、散水、地面砖缺失，

雨水渗入。3、木楼板糟朽影

响建筑使用安全。 

室内 2、室内青砖地面佚失，现为水泥地面，面积约 35.9 平方米。 

楼板 3、二层木楼板破损、糟朽，面积约 21.5 平方米。 

序

号 

建筑

分部 
分项 残损位置、性质、程度       残损原因 残损点评定标准 

勘察项目残

损等级 

单个构件残

损等级 

4 墙体 

裂缝 1、西山墙后檐 1处裂缝，长度 3.2m，缝宽 5-25mm，深约 420mm。 

1、2、3、4、5、冻融作用；

灰缝、砌筑材料自身原因。 

 

1、墙身有较大破损

或开裂。 

2、3、4、5、灰缝最

大 粉 化 深 度 大 于

10mm。 

b′ 

b 
其他 

2、西山墙后檐下部青石墙体灰缝脱落，面积约 4.6 平方米。 

3、后檐下部青石墙体灰缝脱落，面积约 2.5 平方米。 

4、东山墙后檐下部青石墙体灰缝脱落，面积约 2.8 平方米。 

5、前檐青石墙体灰缝脱落，面积约 1.5 平方米 

b′ 

b′ 

b′ 

b′ 

5 梁架 一层 

梁 
1、明间东缝梁架劈裂，长度2.7m，宽度5-15mm,深度 10-40mm，不超过直径的

1/3。其余梁架表层轻度糟朽，多处存在积尘渍痕。 
1、2、3、4、5、材料老化；

屋面漏雨；缺乏定期维护。 

 

1、2、3、4、5、有

受力引起的端裂或斜

裂。 

b′ 

b 

檩 
2、西次间后檐檩劈裂，长度1.75m，宽度15-20mm,深度 40-70mm，超过直径的

1/3。其余木檩表层轻度糟朽，多处存在积尘渍痕。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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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层 

梁 

3、明间东缝五架梁劈裂，长度2.7m，宽度5-15mm,深度 20-40mm，不超过直径

的 1/3。 

4、明间东缝三架梁劈裂，长度 2.3m，宽度 15-25mm,深度 20-50mm，不超过直

径的 1/3。其余梁架表层轻度糟朽，多处存在积尘渍痕。 

b′ 

b′ 

檩、随

檩枋 

5、东次间脊檩劈裂，长度 1.8m，宽度 5-15mm,深度 10-30mm，不超过直径的

1/3。其余木檩表层轻度糟朽，多处存在积尘渍痕。 
b′ 

6 木椽 

檐椽 1、檐椽糟朽深 10-30mm，约 90 根，尺寸 60X60mm,长度 1.5m。 1、2、雨水侵蚀部分明显糟

朽；椽上皮无法勘察，残损情

况不详； 

1、2、已腐蚀或虫

蛀，或也严重受潮。

糟朽深度超过 2/5。 

b′ 

b 
脑椽 2、脑椽糟朽深 3-5mm，约 40 根，尺寸 60X60mm，长度 1.38m。 a′ 

序

号 

建筑

分部 
分项 残损位置、性质、程度       残损原因 评估 

7 粉刷 内墙 1、因雨水侵蚀，室内墙体白灰粉刷起皮脱落，面积约 135.3 平方米。 1、屋面漏雨，雨水侵蚀造成。 1、破坏严重，影响使用。 

8 望砖  1、据当地老人讲述，上次维修屋面时，后人更换望砖为板瓦，面积约 51.2 平方米。 1、屋面破损，雨水向下渗透导致酥碱，不当维修。 1、不能很好保护屋面泥背。 

9 连檐  1、大连檐糟朽长度 9.66 米。 1、屋面破损，雨水向下渗透导致糟朽。 1、无法连接椽头固定连檐。 

10 屋面 

苫背 1、因雨水侵蚀，黄泥背破坏。 

1、2、3、长期风雨侵蚀、冻融；缺乏定期维护。 

1、泥背破坏，失去防护作

用。2、3、松动、残破的瓦

件已失去防水作用，甚至有

脱落的隐患； 

瓦面 

2、屋面渗漏，屋面瓦件松动、脱落。 

3、前坡屋面板瓦残破、佚失面积约 4.2 平方米，滴水缺失 25 个。 

4、后坡屋面板瓦残破、佚失面积约 6.5 平方米，滴水缺失 62 个。 

11 
装饰

装修 
 1、二层东次间前檐窗扇佚失。 1、2、雨水侵蚀，不当维修和使用。 

 

1、2、丢失风貌，影响建筑

观感。 

12 油饰 

主体 1、梁架、木椽雨水侵蚀，油饰老化，缺失保护功能。 

1、2、材料的自然老化；屋面渗漏。 
1、2、油饰脱落不利于木构

件保护。 装修 2、门窗、楼梯油饰老化，缺失保护功能。 

2.7.3. 院落整体环境现状勘查登记表 

序号名

称 
残损位置、程度 残损原因 评估 

1号院 1、院内地面现为黄土地面，地面整体松散 年久失修、风雨侵 大门、倒座坍

张问

德老

宅 

且凹凸不平，杂物堆积，杂草丛生，面积约

76.4 平方米 

2、大门倒座长期无人居住，已经坍塌。 

3、西厢房南侧后植绿竹。 

蚀、缺少日常维护。 塌 ， 风 貌 佚

失。 

2号院 1、院内地面现为水泥地面，院后地面为黄 人为使用改造、年久 东厢房坍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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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成

海老

宅 

土地面，面积约 86.6 平方米. 

2、大门、倒座前檐一颗大槐树，树枝落在

大门、倒座屋面，对屋面产生扰动，造成屋

面漏雨。 

失修、风雨侵蚀、缺

少日常维护。 

风貌佚失。 

3号院

李世

春老

宅 

1、院内地面现为水泥地面，院落前地面为

黄土地面，面积约 30.2 平方米. 

2、西厢房南侧过道一棵大树。 

人为使用改造、年久

失修、风雨侵蚀、缺

少日常维护。 

风貌佚失。 

4号院

杨廷

兆老

宅北

楼 

1、院内地面现为黄土地面，杂草灌木丛

生，地面整体松散且凹凸不平，杂物堆积，

杂草丛生，面积约 66.4 平方米。 

人为使用改造、年久

失修、风雨侵蚀、缺

少日常维护。 

风貌佚失。 

5号院

李万

英老

宅北

楼 

1、院内地面现为黄土地面.杂草灌木丛生，

面积约 67.4 平方米。 

2、大门、倒座已经坍塌，基址一半已经被

东侧后建建筑挤占，西厢房已经坍塌，住户

后改平顶建筑，屋顶坍塌，东厢房基址位置

已经被东侧后建建筑挤占 

3、北楼东侧一棵树木。 

人为使用改造、年久

失修、风雨侵蚀、缺

少日常维护。 

大门倒座、东

西厢房坍塌，

其中大门倒座

的东侧及东厢

房 基 址 被 挤

占 、 风 貌 佚

失。 

6号院

杨孝

杰老

宅北

楼 

1、院内地面现为水泥地面，面积约 88.8 平

方米。 

2、大门、东西厢房已经坍塌，东厢房现为

后改平顶建筑。 

3、北楼西侧一棵树木。 

人为使用改造、年久

失修、风雨侵蚀、缺

少日常维护。 

大门、东西厢

房坍塌、风貌

佚失。 

7号院

杨森

老宅

北楼 

1、院内地面现为黄土地面，面积约 96 平方

米. 

2、大门、倒座已经坍塌，西厢房屋顶已经

坍塌，东厢房基址位置已经被东侧后建建筑

挤占 

人为使用改造、年久

失修、风雨侵蚀、缺

少日常维护。 

大门倒座、东

西厢房坍塌、

风貌佚失。 

2.8. 文物建筑周边环境勘察   

文物建筑周边环境勘察登记表 

序号

名称 
现状照片 环境评估 

1号
院张

问德

老宅 

 

院落东西两侧的建筑距院落的东西厢房

只有 1.2-1.5 米的间隔，建筑之间无散

水，住户在大门倒座原址上修筑围墙，

地坪现为黄土地面，植物茂盛。 

综上所述，浚县白寺村古民居 1 号院张

问德老宅环境保存一般。 

2号
院张

成海

老宅 

 

院落西侧建筑距院落的西厢房只有0.9-

1.1 米的间隔，建筑之间无散水，北

侧、东侧均为黄土地面，植物茂盛。 

综上所述，浚县白寺村古民居 2 号院张

成海老宅环境保存一般。 

3号
院李

世春

老宅 
 

 

院落东西两侧均为坍塌建筑，造成四周

排水不畅。院落前后地坪现为黄土地

面，其建筑室内地面、墙体、木装修均

受潮。 

综上所述，浚县白寺村古民居 3 号院李

世春老宅环境保存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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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号
院杨

廷兆

老宅

北楼 
 

 

院落东侧建筑距院落的东厢房只有1.2-

1.3 米的间隔，建筑之间无散水，院内

及四周均为黄土地面，室内一、二层地

面、墙体、木装修均受潮。 

综上所述，浚县白寺村古民居 4 号院杨

廷兆老宅北楼环境保存一般。 

5号
院李

万英

老宅

北楼 

 

院落西侧的建筑距院落的西厢房只有

0.3-0.5 米的间隔，建筑之间无散水，

地坪现为黄土地面，植物茂盛，建筑室

内一、二层地面、墙体、木装修均受

潮。 

综上所述，浚县白寺村古民居 5 号院李

万英老宅北楼环境较差。 

6号
院杨

孝杰

老宅

北楼 

 

院落北侧建筑距院落的北楼只有 0.9-

1.1 米的间隔，建筑之间无散水，建筑

周围湿度较高，建筑室内一、二层地

面、墙体、木装修均受潮。 

综上所述，浚县白寺村古民居 6 号院杨

孝杰老宅北楼环境保存一般。 

 

7号
院杨

森老

宅北

楼 

 

院落东西厢房及大门倒座已经坍塌，又

因院落地坪现为黄土地面，建筑四周杂

物堆积，植物茂盛，其建筑室内地面、

墙体、木装修均受潮。 

综上所述，浚县白寺村古民居 7 号院杨

森老宅北楼环境保存一般。 

2.9.安全总体评估结论与修缮建议 

2.9.1.安全总体评估结论 

参照《古建筑木结构维护与加固技术标准》（GB/T50165—2020）中规定，古

建筑勘查项目主要构件集安全性鉴定评级，此次勘察的建筑结构可靠性构件评级

情况统计如下表：  

01 浚县白寺村古民居 1 号院张问德老宅西厢房安全性鉴定评级列表 

序

号 

层

数 

类别 勘察

项目 

单个构件安全

评级 

分级标准 结构体

系评级 

综合

评定 

工程

性质 

 

 

 

 

 

 

01 

 

 

 

 

 

 

单

层 

主要

构件

集 

基础 a 该构件集内，不含d可
含c；但 c 级含量不应

多于20% ； 

 

 

B 

 

 

 

 

 

 

 

 

B 

 

 

 

 

 

 

 

修缮

加固 

承重

墙体 

b 

柱 / 
梁架 b 

一般

构件

集 

地面 a 该构件集内，不含d可
含c；但 c 级含量不应

多于25% ； 

 

B 木椽 b 
/ / 

 

 

结构

整体

牢固

性等

级 

结构布置及构造 传力路线明确； A  

 

 

 

A 

整体倾斜 未发现有沿结构平面内

外的倾斜； 
A 

局部倾斜 未发现有柱头与柱脚间

的相对位移； 
A 

构架间的连系构造 纵向梁、枋及其连系构

件现状完好； 
A 

梁柱节点的连接 拉结构造完整及榫卯现

状完好； 
A 

榫卯完好程度 完好； A 

02 浚县白寺村古民居 1 号院张问德老宅东厢房安全性鉴定评级列表 

序

号 

层

数 

类别 勘察

项目 

单个构件安全

评级 

分级标准 结构体

系评级 

综合

评定 

工程

性质 

 

 

 

 

 

 

 

 

 

 

主要

构件

集 

基础 a 该构件集内，不含d可
含c；但 c 级含量不应

多于20% ； 

 

 

B 

 

 

 

 

 

 

 

 

 

 

承重

墙体 

b 

柱 / 
梁架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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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单

层 

一般

构件

集 

地面 a 该构件集内，不含d可
含c；但 c 级含量不应

多于25% ； 

 

B 

 

 

 

B 

 

 

修缮

加固 

木椽 b 
/ / 

 

 

结构

整体

牢固

性等

级 

结构布置及构造 传力路线明确； A  

 

 

 

A 

整体倾斜 未发现有沿结构平面内

外的倾斜； 
A 

局部倾斜 未发现有柱头与柱脚间

的相对位移； 
A 

构架间的连系构造 纵向梁、枋及其连系构

件现状完好； 
A 

梁柱节点的连接 拉结构造完整及榫卯现

状完好； 
A 

榫卯完好程度 完好； A 

03 浚县白寺村古民居 1 号院张问德老宅正房安全性鉴定评级列表 

序

号 

层

数 

类别 勘察

项目 

单个构件安全

评级 

分级标准 结构体

系评级 

综合

评定 

工程

性质 

 

 

 

 

 

 

03 

 

 

 

 

 

 

二

层 

主要

构件

集 

基础 a 该构件集内，不含d可
含c；但 c 级含量不应

多于15% ； 

 

 

B 

 

 

 

 

 

 

 

 

B 

 

 

 

 

 

 

 

修缮

加固 

承重

墙体 

b 

柱 / 
梁架 b 

一般

构件

集 

地面 a 该构件集内，不含d可
含c；但 c 级含量不应

多于20% ； 

 

B 木椽 b 
/ / 

 

 

结构

整体

牢固

性等

级 

结构布置及构造 传力路线明确； A  

 

 

 

A 

整体倾斜 未发现有沿结构平面内

外的倾斜； 
A 

局部倾斜 未发现有柱头与柱脚间

的相对位移； 
A 

构架间的连系构造 纵向梁、枋及其连系构

件现状完好； 
A 

梁柱节点的连接 拉结构造完整及榫卯现

状完好； 
A 

榫卯完好程度 完好； A 

04 浚县白寺村古民居 2 号院张成海老宅大门、倒座安全性鉴定评级列表 

序

号 

层

数 

类别 勘察

项目 

单个构件安全

评级 

分级标准 结构体

系评级 

综合

评定 

工程

性质 

 

 

 

 

 

 

主要

构件

集 

基础 a 该构件集内，不含d可
含c；但 c 级含量不应

多于20% ； 

 

 

B 

 

 

 

 

 

 

承重

墙体 

a 

 

 

 

04 

 

 

 

单

层 

柱 /  

 

 

 

 

B 

 

 

 

 

修缮

加固 

梁架 b 
一般

构件

集 

地面 a 该构件集内，不含d可
含c；但 c 级含量不应

多于25% ； 

 

B 木椽 b 
/ / 

 

 

结构

整体

牢固

性等

级 

结构布置及构造 传力路线明确； A  

 

 

 

A 

整体倾斜 未发现有沿结构平面内

外的倾斜； 
A 

局部倾斜 未发现有柱头与柱脚间

的相对位移； 
A 

构架间的连系构造 纵向梁、枋及其连系构

件现状完好； 
A 

梁柱节点的连接 拉结构造完整及榫卯现

状完好； 
A 

榫卯完好程度 完好； A 

05 浚县白寺村古民居 2 号院张成海老宅西厢房安全性鉴定评级列表 

序

号 

层

数 

类别 勘察

项目 

单个构件安全

评级 

分级标准 结构体

系评级 

综合

评定 

工程

性质 

 

 

 

 

 

 

05 

 

 

 

 

 

 

单

层 

主要

构件

集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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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A 

 

 

 

 

 

 

 

现状

维修 

承重

墙体 

a 

柱 / 
梁架 a 

一般

构件

集 

地面 a 该构件集内，不含c级
和d级;可含b级，但含量

不应多于35% 

 

A 木椽 a 
/ / 

 

 

结构

整体

牢固

性等

级 

结构布置及构造 传力路线明确； A  

 

 

 

A 

整体倾斜 未发现有沿结构平面内

外的倾斜； 
A 

局部倾斜 未发现有柱头与柱脚间

的相对位移； 
A 

构架间的连系构造 纵向梁、枋及其连系构

件现状完好； 
A 

梁柱节点的连接 拉结构造完整及榫卯现

状完好； 
A 

榫卯完好程度 完好； A 

06 浚县白寺村古民居 2 号院张成海老宅东厢房，仅剩基址及墙体。 

序

号 

层

数 

类别 勘察

项目 

单个构件安全

评级 

分级标准 结构体

系评级 

综合

评定 

工程

性质 

  主要 基础 a 该构件集内，c级或d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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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单

层 

构件

集 

承重

墙体 

b 含量多于c级的规定数  

D 

 

 

 

 

 

 

 

D 

 

 

 

 

 

 

基址

保护 

柱 / 
梁架 d 

一般

构件

集 

地面 b 该构件集内，c级或d级
含量多于c级的规定数 

D 

木椽 d 
/ / 

结构

整体

牢固

性等

级 

结构布置及构造 / /  

 

D 

 

整体倾斜 / / 

局部倾斜 / / 

构架间的连系构造 纵向梁、枋及其连系构

件已残损 
d 

梁柱节点的连接 无拉结 d 

榫卯完好程度 / / 

07 浚县白寺村古民居 2 号院张成海老宅正房安全性鉴定评级列表 

序

号 

层

数 

类别 勘察

项目 

单个构件安全

评级 

分级标准 结构体

系评级 

综合

评定 

工程

性质 

 

 

 

 

 

 

07 

 

 

 

 

 

 

二

层 

主要

构件

集 

基础 a 该构件集内，不含d可
含c；但 c 级含量不应

多于15% ； 

 

 

B 

 

 

 

 

 

 

 

 

B 

 

 

 

 

 

 

 

修缮

加固 

承重

墙体 

b 

柱 / 
梁架 b 

一般

构件

集 

地面 a 该构件集内，不含d可
含c；但 c 级含量不应

多于20% ； 

 

B 木椽 b 
/ / 

 

 

结构

整体

牢固

性等

级 

结构布置及构造 传力路线明确； A  

 

 

 

A 

整体倾斜 未发现有沿结构平面内

外的倾斜； 
A 

局部倾斜 未发现有柱头与柱脚间

的相对位移； 
A 

构架间的连系构造 纵向梁、枋及其连系构

件现状完好； 
A 

梁柱节点的连接 拉结构造完整及榫卯现

状完好； 
A 

榫卯完好程度 完好； A 

08 浚县白寺村古民居 3 号院李世春老宅大门安全性鉴定评级列表 

序

号 

层

数 

类别 勘察

项目 

单个构件安全

评级 

分级标准 结构体

系评级 

综合

评定 

工程

性质 

 

 

 

 

主要

构件

基础 a 该构件集内，不含c级
和d级;可含b级，但含量

 

 

 

 

 

 承重 a 

 

 

 

 

08 

 

 

 

 

单

层 

集 墙体 不应多于30% A  

 

 

 

 

 

A 

 

 

 

 

 

现状

维修 

柱 / 
梁架 / 

一般

构件

集 

地面 a 该构件集内，不含c级
和d级;可含b级，但含量

不应多于35% 

 

A / / 
/ / 

 

 

结构

整体

牢固

性等

级 

结构布置及构造 传力路线明确； A  

 

 

 

A 

整体倾斜 未发现有沿结构平面内

外的倾斜； 
A 

局部倾斜 / / 

构架间的连系构造 / / 

梁柱节点的连接 / / 

榫卯完好程度 / / 

09 浚县白寺村古民居 3 号院李世春老宅西厢房安全性鉴定评级列表 

序

号 

层

数 

类别 勘察

项目 

单个构件安全

评级 

分级标准 结构体

系评级 

综合

评定 

工程

性质 

 

 

 

 

 

 

09 

 

 

 

 

 

单

层 

主要

构件

集 

基础 a 该构件集内，不含d可
含c；但 c 级含量不应

多于20% ； 

 

 

B 

 

 

 

 

 

 

 

 

B 

 

 

 

 

 

 

修缮

加固 

承重

墙体 

a 

柱 / 
梁架 b 

一般

构件

集 

地面 a 该构件集内，不含d可
含c；但 c 级含量不应

多于25% ； 

 

B 木椽 b 
/ / 

 

 

结构

整体

牢固

性等

级 

结构布置及构造 传力路线明确； A  

 

 

 

A 

整体倾斜 未发现有沿结构平面内

外的倾斜； 
A 

局部倾斜 未发现有柱头与柱脚间

的相对位移； 
A 

构架间的连系构造 纵向梁、枋及其连系构

件现状完好； 
A 

梁柱节点的连接 拉结构造完整及榫卯现

状完好； 
A 

榫卯完好程度 完好； A 

10 浚县白寺村古民居 3 号院李世春老宅东厢房安全性鉴定评级列表 

序

号 

层

数 

类别 勘察

项目 

单个构件安全

评级 

分级标准 结构体

系评级 

综合

评定 

工程

性质 

 

 

 

 

 

 

主要

构件

集 

基础 a 该构件集内，不含d可
含c；但 c 级含量不应

多于20% ； 

 

 

B 

 

 

 

 

 

 

承重

墙体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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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单

层 

柱 /  

 

 

 

 

B 

 

 

 

 

修缮

加固 

梁架 b 
一般

构件

集 

地面 a 该构件集内，不含d可
含c；但 c 级含量不应

多于25% ； 

 

B 木椽 b 
/ / 

 

 

结构

整体

牢固

性等

级 

结构布置及构造 传力路线明确； A  

 

 

 

A 

整体倾斜 未发现有沿结构平面内

外的倾斜； 
A 

局部倾斜 未发现有柱头与柱脚间

的相对位移； 
A 

构架间的连系构造 纵向梁、枋及其连系构

件现状完好； 
A 

梁柱节点的连接 拉结构造完整及榫卯现

状完好； 
A 

榫卯完好程度 完好； A 

11 浚县白寺村古民居 3 号院李世春老宅正房安全性鉴定评级列表 

序

号 

层

数 

类别 勘察

项目 

单个构件安全

评级 

分级标准 结构体

系评级 

综合

评定 

工程

性质 

 

 

 

 

 

 

11 

 

 

 

 

 

 

单

层 

主要

构件

集 

基础 a 该构件集内，不含d可
含c；但 c 级含量不应

多于20% ； 

 

 

B 

 

 

 

 

 

 

 

 

B 

 

 

 

 

 

 

 

修缮

加固 

承重

墙体 

b 

柱 / 
梁架 b 

一般

构件

集 

地面 a 该构件集内，不含d可
含c；但 c 级含量不应

多于25% ； 

 

B 木椽 b 
/ / 

 

 

结构

整体

牢固

性等

级 

结构布置及构造 传力路线明确； A  

 

 

 

A 

整体倾斜 未发现有沿结构平面内

外的倾斜； 
A 

局部倾斜 未发现有柱头与柱脚间

的相对位移； 
A 

构架间的连系构造 纵向梁、枋及其连系构

件现状完好； 
A 

梁柱节点的连接 拉结构造完整及榫卯现

状完好； 
A 

榫卯完好程度 完好； A 

12 浚县白寺村古民居 4 号院杨廷兆老宅北楼安全性鉴定评级列表 

序

号 

层

数 

类别 勘察

项目 

单个构件安全

评级 

分级标准 结构体

系评级 

综合

评定 

工程

性质 

  主要 基础 a 该构件集内，可含c和    

 

 

 

 

 

12 

 

 

 

 

 

二

层 

构件

集 

承重

墙体 

b d；但 c 级含量不应多

于40% ； 
 

B 

 

 

 

 

 

 

 

B 

 

 

 

 

 

 

修缮

加固 

柱 / 
梁架 c 

一般

构件

集 

地面 a 该构件集内，不含d可
含c；但 c 级含量不应

多于20% ； 

 

B 木椽 b 
/ / 

 

 

结构

整体

牢固

性等

级 

结构布置及构造 传力路线明确； A  

 

 

 

A 

整体倾斜 未发现有沿结构平面内

外的倾斜； 
A 

局部倾斜 未发现有柱头与柱脚间

的相对位移； 
A 

构架间的连系构造 纵向梁、枋及其连系构

件现状完好； 
A 

梁柱节点的连接 拉结构造完整及榫卯现

状完好； 
A 

榫卯完好程度 完好； A 

13 浚县白寺村古民居 5 号院李万英老宅北楼安全性鉴定评级列表 

序

号 

层

数 

类别 勘察

项目 

单个构件安全

评级 

分级标准 结构体

系评级 

综合

评定 

工程

性质 

 

 

 

 

 

 

13 

 

 

 

 

 

 

二

层 

主要

构件

集 

基础 a 该构件集内，可含c和
d；但 c 级含量不应多

于40% ； 

 

 

C 

 

 

 

 

 

 

 

 

B 

 

 

 

 

 

 

 

修缮

加固 

承重

墙体 

b 

柱 / 
梁架 c 

一般

构件

集 

地面 a 该构件集内，不含d可
含c；但 c 级含量不应

多于25% ； 

 

B 木椽 b 
/ / 

 

 

结构

整体

牢固

性等

级 

结构布置及构造 传力路线明确； A  

 

 

 

A 

整体倾斜 未发现有沿结构平面内

外的倾斜； 
A 

局部倾斜 未发现有柱头与柱脚间

的相对位移； 
A 

构架间的连系构造 纵向梁、枋及其连系构

件现状完好； 
A 

梁柱节点的连接 拉结构造完整及榫卯现

状完好； 
A 

榫卯完好程度 完好； A 

14 浚县白寺村古民居 6 号院杨孝杰老宅北楼安全性鉴定评级列表 

序 层 类别 勘察 单个构件安全 分级标准 结构体 综合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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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数 项目 评级 系评级 评定 性质 

 

 

 

 

 

 

14 

 

 

 

 

 

 

二

层 

主要

构件

集 

基础 a 该构件集内，不含d可
含c；但 c 级含量不应

多于15% ； 

 

 

B 

 

 

 

 

 

 

 

 

B 

 

 

 

 

 

 

 

修缮

加固 

承重

墙体 

b 

柱 / 
梁架 b 

一般

构件

集 

地面 a 该构件集内，不含d可
含c；但 c 级含量不应

多于20% ； 

 

B 木椽 b 
/ / 

 

 

结构

整体

牢固

性等

级 

结构布置及构造 传力路线明确； A  

 

 

 

A 

整体倾斜 未发现有沿结构平面内

外的倾斜； 
A 

局部倾斜 未发现有柱头与柱脚间

的相对位移； 
A 

构架间的连系构造 纵向梁、枋及其连系构

件现状完好； 
A 

梁柱节点的连接 拉结构造完整及榫卯现

状完好； 
A 

榫卯完好程度 完好； A 

15 浚县白寺村古民居 7 号院杨森老宅北楼安全性鉴定评级列表 

序

号 

层

数 

类别 勘察

项目 

单个构件安全

评级 

分级标准 结构体

系评级 

综合

评定 

工程

性质 

 

 

 

 

 

 

15 

 

 

 

 

 

 

二

层 

主要

构件

集 

基础 a 该构件集内，可含c和
d；但 c 级含量不应多

于40% ； 

 

 

C 

 

 

 

 

 

 

 

 

B 

 

 

 

 

 

 

 

修缮

加固 

承重

墙体 

b 

柱 / 
梁架 c 

一般

构件

集 

地面 a 该构件集内，不含d可
含c；但 c 级含量不应

多于25% ； 

 

B 木椽 b 
/ / 

 

 

结构

整体

牢固

性等

级 

结构布置及构造 传力路线明确； A  

 

 

 

A 

整体倾斜 未发现有沿结构平面内

外的倾斜； 
A 

局部倾斜 未发现有柱头与柱脚间

的相对位移； 
A 

构架间的连系构造 纵向梁、枋及其连系构

件现状完好； 
A 

梁柱节点的连接 拉结构造完整及榫卯现

状完好； 
A 

榫卯完好程度 完好； A 

2.9.2 安全技术方案 

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原则。 

1、接受安全教育，牢记“安全生产，人人有责”，树立“安全第一，预报为

主”的思想。学习掌握文物保护工程的安全技术操作规程及相应的安全规范标

准，应具备文物保护工程的从业资格。 

2、自觉遵守安全生产的各项制度，听从安全人员的指导，不违章作业。 

3、发现事故隐患，立即向现场管理人员或班组长报告。遇有危急人身安全而

无安全保证措施的作业，工人有权拒绝施工作业。 

4、发扬团结友爱精神，爱护文物和安全设施用具，注意现场用电防火。 

5、做好现场附近的基本安全措施。 

2.9.3.修缮建议 

2.9.3.1.此次修缮的浚县白寺村古民居，因为屋面漏雨、后人改造严重、门窗

佚失。目前该建筑岌岌可危，亟待修缮。建议有关部门抓紧时间，先对其采取临

时保护措施，以避免出现安全问题。同时，在修缮施工过程中，应提前对建筑进

行安全支护措施，支护中注意采用柔性材料，避免对建筑产生损害。 

2.9.3.2.本工程的性质为修缮加固工程，以排除建筑安全隐患、治理建筑现存

病害为主，针对建筑的残损状况采取合理有效的修缮措施，不以修饰建筑风貌使

建筑焕然一新为目的。 

2.9.3.3.设计和施工中注重对原材料、原构造、原工艺、原风貌的研究，贯彻

“最小干预”的原则，尽可能缩减工程量，以最大程度保护历史信息。补配构件

应该在工艺形制上与原始构件一致，并在隐蔽部位予以标识，以保证修缮后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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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风貌。 

2.9.3.4.在对浚县白寺村古民居 15 处建筑的勘察过程中，由于部分隐蔽部位

无法得到详尽的探察，会出现勘察不到、情况暂不明之现象存在，在修缮过程中

可根据工程进展，设计、施工、监理人员一致配合，及时进行补测调研、完善设

计，以保证工程的顺利进展。 

2.10. “四有”工作情况 

2.10.1 保护管理机构 

白寺乡白寺村村委会为白寺村传统民居文物保护主体单位，履行文物保护管

理主体责任。浚县文物旅游局履行对列入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和第三次全国文物普

查登记的文物保护单位管理职能。浚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列入历史建筑的民居

建筑履行管理职能。 

2.10.2 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 

白寺杨维忠老宅、白寺李世春老宅被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后，及时划定

了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 

白寺杨维忠老宅、白寺李世春老宅。  

保护范围：由宅院四周围墙分别向外扩伸 5 米。  

建设控制地带：自保护范围边线分别向四周外扩 5 米。（浚政文〔2011〕45

号）。 

拟定张问德老宅、张成海老宅、杨勋老宅、杨国正老宅、杨利伟老宅、张丙

才老宅北楼、刘家大院东楼、杨廷兆老宅北楼、李万英老宅北楼、杨希文老宅南

楼、杨同仁老宅南楼、杨孝杰老宅北楼、杨森老宅北楼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 

保护范围：传统民居现存尚有院落的以院落外围墙体外沿为界,仅存单体建筑

的自建筑墙体向四周各外扩 5米。若相临文物点不超过 10米,其相对应区域划入保

护范围,形成保护范围片区。建设控制地带：自保护范围边线向四周各外扩10米。 

建设项目控制情况。 

个别传统民居周边有少量的 20 世纪 70 年代至 21 世纪初新建建筑，公布为浚

县文物保护单位和划定保护范围后，在公布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未增添

新的建设项目。 

2.10.3 保护标志 

文物建筑正在设置文物保护标志。已设置历史建筑标志。 

2.10.4 保护档案 

2008 年 10 月，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浚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队

对浚县白寺村古民居进行调查，并注录普查档案。 

2011 年 7 月白寺杨维忠老宅、白寺李世春老宅公布县保后建立文物档案。 

2020 年，白寺村传统民居申报第八批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浚县文物旅游局

对原有“四有”档案进行补充完善和规范提升。 

白寺村传统民居档案现存于浚县文物旅游局。 

2.11 安全保卫情况 

2.11.1 安全保卫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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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白寺村文物保护，该村建立了文物安全保卫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包括

传统民居在内的所有文物安全保卫工作。 

2.11.2 安全保卫措施 

白寺村文物安全保卫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并不断完善文物安全保卫工作制度，

配置消防安全设施，加强安全巡护检查，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浚县文物旅游局

对其安全保卫工作履行监督管理职能。 

2.11.3、技防消防防雷情况 

安防：暂无文物安全技防设施； 

消防：仅配置必要的干粉灭火器、水缸等消防设施，暂未实施对传统民居的

消防工程； 

防雷：暂无传统民居的防雷设施。 

2.12 相关研究情况 

1、2016 年，浚县白寺乡白寺村申报中国传统村落，住建部门对白寺村传统

民居进行了详细调研，对其价值进行了评估，编制了《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申

报文本。 

2、2017 年，白寺村委会委托河南省城乡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对白寺村传统

民居现状进行详细调查，对其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社会价值进行深入研究和科

学评估，编制了《河南省鹤壁市浚县白寺乡白寺村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

（2017—2030）》，提出科学化保护意见。 

2.13 调查、考古、保护、展示工作 

2.13.1 调查考古工作 

2009 年，浚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队对白寺村进行文物普查，在村内发

现大量保存较好具有一定文物价值传统民居。经过现场调查，共登记白寺张俊老

宅等 23 处古建筑或近现代代表性建筑的传统民居，并列入浚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

查文物名录。 

2015 年，鹤壁市政协启动《鹤壁市古城古镇古村落古民居》系列丛书的编辑

工作，编辑人员到白寺村进行调查，选出杨维忠老宅等 7 处民居作为鹤壁市古民

居代表入选《鹤壁市古城古镇古村落古民居》丛书。 

2020 年，第八批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申报工作启动，浚县文物旅游局组织专

业人员对白寺村传统民居进行详细调查，拍照、绘图，采集相关信息，遴选申报

对象。 

2.13.2 保护工作 

浚县白寺乡白寺村第四批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单后，2019 年，利用传统村落

保护资金，先后对杨维忠老宅、杨勋老宅、杨国正老宅进行了修缮。 

2.13.3 展示工作 

2016 年 12 月，浚县白寺乡白寺村第四批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单后，白寺村

知名度得到极大提高，上级领导、专家学者、社会人士、新闻媒体等到白寺村里

进行调研、参观、考察活动逐年增多，白寺村传统民居得到了很好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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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下一阶段保护、管理、使用计划 

2.14.1 保护计划 

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专业机构对白寺村传统民居稳定性进行详细勘察监测，

编制维修保护设计方案，经报批后实施。计划 3 年内完成所有传统民居的本体维

修。同时，拆除违章和不协调建筑，整治提升传统民居周边环境。 

2.14.2 管理计划 

强化基础工作。文物部门认真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强化对

白寺村传统民居文物保护单位的管理。做好文物“四有”基础工作。建立管理机

构。建立白寺乡白寺村传统村落保护管理组织机构，实施《浚县白寺乡白寺村传

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开展对白寺村传统民居文物保护管理工作。 

2.14.3 使用计划 

实施传统民居维修保护和环境整治提升工程，助力传统村落保护和新农村建

设，改善村落人居环境；充分利用传统民居等珍贵文化资源，规划和开发乡村旅

游项目，使白寺村传统民居人居、旅游、研学等重要价值得到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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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状照片                     3.1  浚县白寺村古民居 1 号院张问德老宅西厢房 

   

1：建筑正立面。 
2：前檐青石墙体灰缝脱落。室外地面掩盖台
基。 

3：前檐青石墙体灰缝脱落。 
 
 

   
4：明间脊檩劈裂，长度 1.8-1.9m，宽度 10-
30mm，深度 50-80mm，超过直径的 1/3。脊檩
北端后加木柱一根。 

5：据当地老人讲述，上次维修屋面时，后人
更换望砖为木条和谷秆。南次间后檐糟朽破
损，面积约 4.7 平方米。 

6：明间脊檩随檩枋后人加固脊檩时，人为破
坏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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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檐椽糟朽深 20-40mm，约 34 根，直径
60mm，长度 1.96m。 

8：室内青砖地面佚失，现为黄土地面，面积
约 22.8平方米。 

9：室内墙体白灰粉刷起皮脱落，面积约 66.5
平方米。 
 

   

10：明间前檐板门下槛佚失。 11：南次间隔扇窗油饰脱落。 
12：屋面渗漏，杂草丛生，瓦件松动、脱落， 

 
 



                                                      浚县白寺村古民居修缮保护设计方案（一期）                                  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65                                                                                                                                                                    河南易和古建艺术有限公司 
 

 

3.2  浚县白寺村古民居 1 号院张问德老宅东厢房 
 

   
13：建筑正立面。 

 14：建筑背立面。 15：北山墙后檐 1 处裂缝，长度 3.9-4.3m，缝
宽 5-25mm,深约 450mm。 

   
16：南次间青石墙体缺失现为红砖砌筑，面积
约 15.1平方米。 

17：屋面梁架为后改三角屋架。 18：据当地老人讲述，上次维修屋面时，后人
更换望砖为木条和谷秆，面积约 53.5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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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据当地老人讲述，檐椽上次维修屋面时，
住户更换为不规则杂木椽约75根，直径60mm，
长度 1.96mm。 

20：室外地面掩盖台基。室内青砖地面佚失，
现为水泥地面。 

21：建筑青砖散水佚失，现为黄土地面。 
 
 

   

22：室内墙体白灰粉刷起皮脱落。 23：明间前檐板门下槛佚失一根。 

24：屋面渗漏，南次间屋面下沉，瓦件松动、
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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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浚县白寺村古民居 1 号院张问德老宅正房 
 

   
25：建筑正立面。 

 26：建筑东山面。 27：建筑背立面。 

   
28：室外地面掩盖前檐踏道踏步石。 

29：室内青砖地面佚失，现为水泥和黄土地
面，面积约 49.2 平方米。 

30：一层西梢间前檐后人临时放置毛料踏步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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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建筑前檐散水局部佚失，前檐西侧、后檐
为黄土地面，前檐东侧遗存青砖散水。 

32：明间前檐一层门上部青石墙体灰缝脱落。 
33：二层东次间前檐窗后加封堵墙体。 
 
 

   
34：室内墙体白灰粉刷起皮脱落。 35：明间东侧五架梁劈裂，劈裂长度 3.2米。 

36：明间西侧三架梁劈裂，劈裂长度 1.4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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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因屋面漏雨雨水侵蚀，脑椽糟朽。 38：因屋面漏雨雨水侵蚀，前后檐椽糟朽。 
39：雨水侵蚀，望砖酥碱严重。 
 
 

   
40：屋面渗漏，屋面瓦件松动、脱落。 

41：一层前檐明间、东次间、西梢间板门油饰
脱落。 

42：一层西次间木楼梯油饰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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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浚县白寺村古民居 2 号院张成海老宅大门、倒座 
 

   
43：建筑正立面。 

 44：建筑背立面。 45：建筑西山墙。 

   
46：大门前檐路面掩盖台基，倒座前檐地面掩
盖台基。 

47：据当地老人讲述，上次维修屋面时，后人
更换望砖为板瓦，面积约 42.7 平方米。 48：大门楼板破损，面积约 1.2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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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倒座梁架轻度糟朽，油饰脱落。 
50：大门东西内青石墙体麦秸泥打底白灰抹
面，脱落、起皮。 

51：屋面漏雨，雨水侵蚀，大门楼板楞木断
裂，糟朽 1根，断裂深度 60mm,超过直径 1/2。 
 

   

52：因屋面漏雨雨水侵蚀，檐椽糟朽。 53：屋面渗漏，杂草丛生，瓦件松动、脱落。 

54：倒座次间前檐窗佚失 2 扇，现为后改铝合
金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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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浚县白寺村古民居 2 号院张成海老宅西厢房 
 

   
55：建筑正立面。 

 56：建筑背立面。 57：建筑北山面。 

   
58：室外路面掩盖台基。 
室内青砖地面佚失，现为地板砖地面。 

59：北次间前檐下部墙体后加水泥砂浆勾缝。 60：室内现存白灰粉刷保存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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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屋面正脊、垂脊大体保存较好，正脊平铺
青砖缺失 7 块，扣脊筒瓦缺失 15块。 

62：屋面保存较好，局部杂草丛生。 63：明间前檐板门轻度糟朽，下槛佚失，油饰
脱落。 

   
64：次间前檐隔扇窗佚失，现为住户后改窗。 

65：据当地老人讲述，上次维修屋面时，后人
更换望砖为木条加谷秆，面积约42.7平方米。 

66：明间北侧五架梁劈裂，劈裂长度 3.1 米，
宽度10-20mm,深度20-50，不超过直径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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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浚县白寺村古民居 2 号院张成海老宅东厢房 
 

   
67：建筑正立面。 

 68：建筑南山墙。 69：因建筑屋顶坍塌，长期雨水侵蚀，破坏建
筑墙体稳定性。 

   
70：前檐墙体灰缝脱落。 
 

71：室内青砖地面佚失，现为黄土地面，面积
约 24.8平方米。 72：南山墙影壁墙后加水泥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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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浚县白寺村古民居 2 号院张成海老宅正房 
 

   
73：建筑正立面。 

 74：建筑背立面。 75：建筑西山墙。 

   
76：明间前檐踏步石，断裂两块，后加水泥勾
缝。 

77：室内青砖地面佚失，现为地板砖地面。 78：二层室内木楼板地面表层积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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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西次间后檐 2 处裂缝，长度 4.5-5.1m，缝
宽 5-25mm，深约 470mm。 

80：西山墙上部青石与青砖相交位置灰缝脱
落，面积约 0.4 平方米。 

81：屋面漏雨，雨水侵蚀，梁架表层轻度糟
朽，多处存在积尘渍痕。 
 

   
82：因雨水侵蚀，室内墙体白灰粉刷起皮脱
落。 

83：东次间前坡遗存望砖酥碱，面积约 1.4 平
方米。 

84：据当地老人讲述，上次维修屋面时，除东
次间前坡外后人更换望砖为板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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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屋面檩表层轻度糟朽，多处存在积尘渍
痕。 

86：因屋面漏雨雨水侵蚀，檐椽糟朽。 
87：雨水侵蚀，大连檐糟朽长度 12.5 米。 
 
 

   
88：屋面渗漏，屋面瓦件松动、脱落。 89：门窗装修油饰脱落。 

90：一层东次间木楼梯开裂，宽度 10-12mm，
长度 650-72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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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浚县白寺村古民居 3 号院李世春老宅大门 
 

   
91：建筑正立面。大门西侧排水口因地面抬升
封堵。 

92：建筑背立面。 93：院外地面掩盖台基青石。 

   
94：大门前后檐墙体灰缝脱落，面积约 3.2 平
方米。 
 

95：大门后加木檩、木椽及水泥顶。 96： “德惟一”石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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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浚县白寺村古民居 3 号院李世春老宅西厢房 
 

   
97：建筑正立面。 

 98：建筑背立面。 99：建筑北山面。 

   
100：明间前檐青石踏步后加水泥砂浆勾缝。 
 

101：室内青砖地面佚失，现为水泥地面。 102：屋顶楼梯口墙体青砖酥碱，酥碱面积约
1.5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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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北山墙后加水泥砂浆抹面。 104：室内土坯隔墙，后加红砖压顶。 
105：屋面梁架表层轻度糟朽，多处存在积尘
渍痕。 
 

   
106：前后檐椽糟朽深 10-30mm，约 20 根，尺
寸 60X60mm,长度 0.82m。 

107：屋顶开裂漏雨，后加水泥层，面积约
21.6 平方米。 

108：明间前檐板门油饰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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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浚县白寺村古民居 3 号院李世春老宅东厢房 
 

   
109：建筑正立面。 

 110：建筑北山面。 111：建筑南山面。 

   
112：院外地面掩盖台基青石。 
 

113：室内青砖地面佚失，现为黄土地面。 114：前檐青石墙体后加水泥砂浆勾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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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室内土坯隔墙粉刷，起皮脱落。 
116：明间南缝大梁劈裂，长度2.3m，宽度10-
30mm，深度 120-150mm。 

117：北次间檩劈裂一根，长度 1.5m，宽度 10-
30mm，深度 20-40，不超过直径的 1/3。 
 

 
 

 
118：木椽糟朽深 20-40mm，约 15 根，尺寸
60X60mm,长度 0.82m。 

119：屋顶开裂漏雨，后加水泥层，面积约
23.88 平方米。 

120：明间前檐板门佚失，下槛佚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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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浚县白寺村古民居 3 号院李世春老宅正房 
 

   
121：建筑正立面。 

 122：建筑背立面。 123：建筑西山面。 

   
124：室外地面掩盖前檐踏道踏步石。 
 

125：室内青砖地面佚失，现为水泥地面。 126：明间板门上部亮窗后加青砖封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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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明间板门上部亮窗保存较好，油饰脱
落。 

128：因雨水侵蚀，室内墙体白灰粉刷起皮脱
落。 

129：因屋面漏雨雨水侵蚀，屋面梁架表层轻
度糟朽，多处存在积尘渍痕。 
 

   
130：据当地老人讲述，上次维修屋面时，后
人更换望砖为板瓦，面积约 50.2平方米。 

131：屋面渗漏，屋面瓦件松动、脱落。 

132：东西次间前檐隔扇窗佚失，现为后改玻
璃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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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浚县白寺村古民居 4 号院杨廷兆老宅北楼 
 

   
133：建筑正立面。 

 134：建筑背立面。 135：建筑东山墙。 

   
136：明间前檐踏步石，轻度风化，灰缝脱
落。 

137：西梢间前檐踏步石断裂、缺失，灰缝脱
落。 

138：明间、东次间、东梢间室内青砖地面保
存较好，局部青砖地面破损，面积约 2.5 平方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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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西次间、西梢间室内青砖地面佚失，现
为水泥地面，面积约 18.1平方米。 

140：二层木楼板杂物堆积，楼板糟朽、破
损。 

141：西梢间前檐 1 处裂缝，长度 2.2m，缝宽
5-20mm，深约 420mm。 
 

   
142：因雨水侵蚀，室内墙体白灰粉刷起皮脱
落。 

143：因年久失修，雨水侵蚀，木檩表层轻度
糟朽，多处存在积尘渍痕，西次间、西梢间木
檩后加白纸封护。 

144：二层梁架杂物堆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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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西梢间、东梢间后檐金檩断裂，直径
160mm。 

146：檐椽糟朽深 20-40mm，约 116 根，后人更
换毛料檐椽约 12 根，尺寸 70X70mm,长度
1.55m。 

147：东次间脊檩断裂，直径 160mm。 
 

   
148：屋面漏雨雨水侵蚀，望砖酥碱。 149：屋面渗漏，屋面瓦件松动、脱落。 

150：二层西次间前檐窗扇佚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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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浚县白寺村古民居 5 号院李万英老宅北楼 
 

   
151：建筑正立面。 

 152：建筑背立面。 153：建筑东山墙。 

   
154：明间前檐踏步石断裂，散落砖块掩盖下
部青石踏步，灰缝脱落。 

155：室内青砖地面佚失，现为黄土地面，面
积约 48平方米。 

156：二层黄土地面杂物堆积，面积约 52.8 平
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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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二层明间后檐墙体坍塌，面积约 1.8平方
米。 

158：室内墙体白灰粉刷起皮脱落。 
159：二层东次间、东梢间前檐窗后加封堵墙
体。 
 

   
160：因雨水侵蚀及东次间梢间作为厨房使
用，梁架表层轻度糟朽，多处存在烟熏积尘渍
痕。 

161：楼板木椽糟朽深 3-10mm，约 84 根，尺寸
60X60mm,长度 0.94m。 

162：东次间东缝五架梁梁身劈裂，宽度 5-
10mm,长度 3450mm，深度 30-60mm，不超过直径
的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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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脑椽糟朽深 3-5mm 约 72 根，尺寸
60X60mm，长度 1420mm。 

164：据当地老人讲述，上次维修屋面时，后
人更换望砖为板瓦，面积约 96.7 平方米。 

165：屋面渗漏，屋面瓦件松动、脱落。 
 
 

   
166：一层东梢间前檐板门佚失 2扇，现为后改
封堵板门，已经破损。 

167：一层西次间木楼梯油饰脱落。 
168：二层东梢间、东次间窗扇佚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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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浚县白寺村古民居 6 号院杨孝杰老宅北楼 
 

   
169：建筑正立面。 

 170：建筑东山面。 171：西梢间前檐踏步石灰缝脱落后加水泥勾
缝。 

   
172：室内青砖地面佚失，现为地板砖地面，
面积约 53.9平方米。 

173：二层木楼板住户更换，保存较好未做油
饰，面积约 53.9 平方米。 

174：二层东梢间前檐窗下部青石墙体灰缝脱
落，面积约 1.1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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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二层西梢间前檐窗下部青石墙体后加水
泥砂浆勾缝，面积约 1.3 平方米。 

176：一层梁架保存较好。 
177：西次间西缝梁架劈裂，宽度 5-25mm,长度
3.1m，深度 20-50mm，不超过直径的 1/3。其余
梁架表层轻度糟朽，多处存在积尘渍痕。 

   
178：脑椽糟朽深 3-5mm 约 80 根，尺寸
60X60mm，长度 1420mm。 

179：屋面望砖酥碱，面积约 22.7 平方米。 
180：室内墙面粉刷住户重做，保存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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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瓦面渗漏，屋面瓦件松动、脱落， 182：瓦面渗漏，后加水泥封护， 
183：一层东梢间前檐隔扇窗佚失，现为后改
铝合金窗。 
 

   
184：一层东西次间前檐隔扇窗，后加铝合金
窗。 

185：一层前檐及山面窗扇油饰脱落。 
186：一层西梢间木楼梯油饰脱落，后加铁质
栏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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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浚县白寺村古民居 7 号院杨森老宅北楼 
 

   
187：建筑正立面。 

 188：建筑背立面。 189：建筑东山墙。 

   
190：建筑西山墙。 

191：明间前檐踏步石灰缝脱落，四周杂物堆
积掩盖踏步石。 

192：室内青砖地面佚失，现为水泥地面，面
积约 35.9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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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二层木楼板破损，面积约 21.5平方米。 
194：后檐下部青石墙体灰缝脱落，面积约 2.5
平方米。 

195：西山墙后檐下部青石墙体灰缝脱落，面
积约 4.6 平方米。 
 

   
196：明间东缝梁架劈裂，长度 2.7m，宽度 5-
15mm,深度 10-40mm，不超过直径的 1/3。其余
梁架表层轻度糟朽，多处存在积尘渍痕。 

197：西次间后檐檩劈裂，长度 1.75m，宽度
15-20mm,深度40-70mm，超过直径的1/3。其余
木檩表层轻度糟朽，多处存在积尘渍痕。 

198：室内墙体白灰粉刷起皮脱落，面积约
135.3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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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明间东缝五架梁劈裂，长度 2.7m，宽度
5-15mm,深度 20-40mm，不超过直径的 1/3。 

200：脑椽糟朽深 3-5mm，约 40 根，尺寸
60X60mm，长度 1380mm。 

201：据当地老人讲述，上次维修屋面时，后
人更换望砖为板瓦。 
 

   
202：屋面渗漏，屋面瓦件松动、脱落。 203：二层东次间前檐窗扇佚失。 

204：一层西次间木楼梯，油饰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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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测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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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设计说明 

5.1.工程范围、性质和规模 

5.1.1.工程性质 

经过对浚县白寺村古民居现状勘察及残损状况分析，根据《文物保护工程管

理办法》及《古建筑木结构维护与加固技术标准》（GB/T50165—2020）对工程的

分类规定，将此次工程定性为修缮加固工程，重点对浚县白寺村古民居遗存的建

筑残损部位进行修缮。 

5.1.2.工程范围和规模 

5.1.2.1.工程范围：修缮工程项目范围为浚县白寺村古民居共 7处院落，15处单体

建筑。总建筑面积 1083.83 ㎡。 

5.1.2.2.工程规模 

序

号 
建筑名称 年代 层数 工程性质 残损 

等级 
规 模/
㎡ 

拟采取维

修措施 

01 1 号院张问德老

宅西厢房 
清康熙 一层 修缮工程 B 32.76 揭顶维修 

02 1 号院张问德老

宅东厢房 
清康熙 一层 修缮工程 B 44.84 揭顶维修 

03 1 号院张问德老

宅正房 
清康熙 二层 修缮工程 B 131.88 揭顶维修 

04 2 号院张成海老

宅大门、倒座 
清乾隆 一层 修缮工程 B 45.82 揭顶维修 

05 2 号院张成海老 清乾隆 一层 修缮工程 A 34.76 现状维修 

宅西厢房 

06 2 号院张成海老

宅东厢房 
清乾隆 一层 修缮工程 D 34.76 基址保护 

07 2 号院张成海老

宅正房 
清乾隆 二层 修缮工程 B 110.44 揭顶维修 

08 3 号院李世春老

宅大门 
民国 一层 修缮工程 A 1.2 现状维修 

09 3 号院李世春老

宅西厢房 
民国 一层 修缮工程 B 32.38 揭顶维修 

10 3 号院李世春老

宅东厢房 
民国 一层 修缮工程 B 23.76 揭顶维修 

11 3 号院李世春老

宅正房 
民国 二层 修缮工程 B 88.7 揭顶维修 

12 4 号院杨廷兆老

宅北楼 
清光绪 二层 修缮工程 B 122.46 揭顶维修 

13 5 号院李万英老

宅北楼 
清宣统 二层 修缮工程 B 140.17 揭顶维修 

14 6 号院杨孝杰老

宅北楼 
民国 二层 修缮工程 B 145.04 揭顶维修 

15 7 号院杨森老宅

北楼 
民国 二层 修缮工程 B 94.86 揭顶维修 

5.2.设计依据 

5.2.1.文物保护相关法律法规 

5.2.1.1.《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17）  

5.2.1.2.《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2017） 

5.2.1.3.《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细则》（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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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4.《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2015 年） 

5.2.1.5.《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2003 年 3 月） 

5.2.1.6.《纪念建筑、古建筑、石窟寺等修缮工程管理办法》（1986 年 7 月） 

5.2.2.相关技术标准、规范 

5.2.2.1.《古建筑木结构维护与加固技术标准》（GB/T50165—2020） 

5.2.2.2.《古建筑修建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北方地区）（CJJ39-91） 

5.2.3.参考资料 

5.2.3.1 文物保护单位材料。 

5.2.3.2 现场拍摄、勘察、测量资料及研究成果。 

5.2.3.3 甲方提供的其他相关资料。 

5.3.设计原则和指导思想 

5.3.1.设计原则 

5.3.1.1. 坚持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修缮原则。浚县白寺村古民居的修

缮工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为基本依据，严格遵守我国古建筑修

缮管理的有关条例及规定。结合其建筑特点对之进行修缮，不改变任何有历史意

义的遗存。 

5.3.1.2.尽可能减少干预的原则。严格控制工程量，尽可能多地保留原构件。

对构件的更换必须掌握在最小的限度。凡是能加固使用的原构件，均应预以保存，

檩椽糟朽或变形，处理后能够使用的要修复并做防腐防虫处理后继续使用，确实

无法使用但具备较高的历史与艺术价值的构件应预以拆除后妥善保护。慎重对待

复原问题。尚在使用中的民居类建筑的维修，重点是保护历史格局、整体风貌和

价值赋存实体部位，治理结构病害，对其余部分主要采取风貌保护而不是全面修

复的原则。 

5.3.1.3.坚持采用传统材料及工艺的原则。在修缮工程过程中，应注重首选传

统材料和施工工艺进行修缮。对薄弱结构在隐藏部位用现代材料或构造进行补强

时，需经过前期的实验和研究，证明其有效性和对保护对象无害，方可采用。 

5.3.1.4.坚决杜绝鱼目混珠式“做旧”和“不可逆加固”的原则。对保护对象

采取的保护措施应当不妨--碍再次对其进行保护处理。新配材料及构件应具备可

识别性和可逆性。注意使新配部分在材料的色泽、细部、纹路等方面与原件既协

调一致，又有一定程度区别，同时应在修复所用材料、构件的隐蔽部位做出时间

及修缮情况标记，并有详细的档案记录。 

5.3.2.指导思想 

浚县白寺村古民居本次的修缮工程坚持“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

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文物工作方针。在浚县白寺村古民居现状

认真勘察、评估的基础上，遵照文物保护原则和技术规范要求，结合相关研究资

料，重点消除建筑现存的病害和安全隐患。保障建筑本体的稳定性和安全性。真

实全面的保存、延续其包含的历史信息，使其价值得到可靠保障和发挥。 

5.4.修缮工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5.4.1.修缮工程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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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浚县白寺村古民居现场勘测调研情况分析，此次需修缮的建筑，均存在

不同程度的病害和安全隐患。本方案勘察中的浚县白寺村古民居基本上没有经过

科学合理的修缮和维护。部分建筑屋面漏雨严重，雨水渗入墙体。建筑受到了严

重的人为破坏。屋面木椽及局部木构架糟朽、屋面瓦件破损、门窗佚失等残损及

病害，因此对浚县白寺村古民居有必要进行及时有效的修缮。 

5.4.2.修缮工程的可行性 

国家重视、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为浚县白寺村古民居修缮工程的开展提

供了坚强的政策支持。我国古建筑修缮工程管理办法、要求及《古建筑木结构维

护与加固技术标准》（GB/T50165—2020）、《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为浚县白寺

村古民居修缮工程提供了标准和技术支持。 

对浚县白寺村古民居进行了前期勘察和研究工作，为修缮工程的设计与实施

提供了详实的数据资料。此次修缮，遵照浚县白寺村古民居修缮原则进行，尽可

能的减少对文物建筑的扰动和伤害，结合其实际特点和现存状况，使本次修缮工

程具有可行性。 

5.5. 修缮工程具体处理措施 

5.5.1.修缮保护思路 

1、对 1 号院张问德老宅、2 号院张成海老宅、3 号院李世春老宅三处保存相对

完整的院落，清理院落内堆积的杂物，疏通排水口，满足排水要求；院落内后改

地面满足排水要求维持现状。 

对 4 号院杨廷兆老宅北楼、5 号院李万英老宅北楼、6 号院杨孝杰老宅北楼、7

号院杨森老宅北楼院落已经残缺不全，清理院落堆积杂物，方便展示；补配青砖

散水，设置排水口连接排水管道满足排水要求； 

单体建筑：室内地面满足使用要求继续使用；采用白灰浆勾抹青石墙体流失

灰缝；嵌补劈裂的木梁架；更换糟朽严重的木椽；更换酥碱严重的望砖；挑顶维

修漏雨屋面等。 

2、由相关业务单位制定专项的安防、消防、防雷、照明保护方案；建议当地 

文物主管部门加强管理力度，保证文物建筑在使用过程中的安全。 

5.5.2.单体建筑修缮措施对照表 

01浚县白寺村古民居1号院张问德老宅西厢房：按照《古建筑木结构维护与加

固技术标准》的结构可靠性鉴定标准，将其定为B级，主要以墙面和屋面维修为

主。依照古建筑的维护与加固工程分类，已到达挑顶揭瓦、一般维修工程的标

准。修缮措施如下表： 

01 浚县白寺村古民居 1 号院张问德老宅西厢房修缮措施对照表  单位：mm 

序

号 

分

部 

分

项 
残损位置、性质、程度       修缮措施 

1 
基

础 
 

1、本次调查中未发现台基部分存在裂

缝现象。经水平测量，也未发现存在

沉降现象。 

1、由当地文物管理部门对其建筑基

础状况建立长期有效的观测机制。 

2 
阶

基 

台

基 
1、室外地面掩盖台基。 

1、清理院外地面高度至台基上皮以

下 100mm，清理后人工平整夯实黄土

地面，面积约 76.4 平方米。 

3 
 

地

散

水 

1、建筑青砖散水佚失，现为黄土地

面。 

1、补配 500mm 宽青条砖散水。散水

做法：素土夯实，向外坡 4％→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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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室

内 

2、室内青砖地面佚失，现为黄土地

面，面积约 22.8 平方米。 

厚三七灰土→30 厚青灰结合层→260

×120×55mm 青砖平铺，油灰勾缝。 

2、以台基上皮为地面标高，人工平

整夯实室内黄土地面后继续使用。 

4 
墙

体 

酥

碱 

1、北山墙前檐墀头青砖酥碱，酥碱面

积约 0.1 平方米，深度 5-20mm。 

1、轻度酥碱的墙砖，继续使用。 

2、清理青石墙体灰缝，采用白灰浆

勾缝，面积约 15.5 平方米。 

灰缝形式为平缝。白灰浆为泼灰加水

调制而成，泼灰制作要点为生石灰用

水反复均匀地泼洒成为粉状后过筛。 

3、补砌青石墙体，面积约 0.1 平方

米。 

其

他 

2、前檐青石墙体灰缝脱落，面积约

15.5 平方米。 

3、南次间前檐青石墙体缺失，面积约

0.1 平方米。 

5 
粉

刷 

内

墙 

1、室内墙体白灰粉刷起皮脱落，面积

约 66.5 平方米。 

1、重做室内白灰抹面，面积约 66.5

平方米。 

6 
梁

架 

梁 

1、明间北缝五架梁梁身劈裂，长度

1.6-1.8m，宽度 10-25mm，深度 40-

50mm，不超过直径的 1/3。 

2、明间北缝三架梁梁身劈裂，长度

1.1-1.2m，宽度 10-20mm，深度 30-

40mm，不超过直径的 1/3。 

3、明间南缝梁架表层轻度糟朽，多处

存在积尘渍痕。 

1、2、对劈裂的梁采用嵌补的方法进

行修整，采用木条和耐水性胶粘剂，

将缝隙嵌补粘结严实，再加设50X5mm

铁箍两道。 

3、梁架表层轻度糟朽，未构成结构

病害，清除其表层积尘渍痕，用桐油

钻生后继续使用。 

4、对劈裂的檩采用嵌补的方法进行

修整，采用木条和耐水性胶粘剂，将

缝隙嵌补粘结严实，再加设 50X5mm

铁箍两道。去除后加木柱。 

5、补配明间脊檩随檩枋一根，尺寸

40X40mm，长度 2.2m，原位归安脊檩

随檩枋。 

檩

随

檩

枋 

4、明间脊檩劈裂，长度 1.8-1.9m，宽

度 10-30mm，深度 50-80mm，超过直径

的 1/3。脊檩北端后加木柱一根。 

5、后人加固脊檩时，明间脊檩随檩枋

人为破坏断裂。 

6、檩及随檩枋表层轻度糟朽，多处存

在积尘渍痕。 6、檩及随檩枋表层轻度糟朽，未构

成结构病害，清除其表层积尘渍痕，

用桐油钻生后继续使用。 

7 
木

椽 

檐

椽 

1、檐椽糟朽深 20-40mm，约 34 根，直

径 60mm，长度 1.96m。 

1、更换糟朽深达直径 2/5 的檐椽约

18根，直径 60mm，长度 1.96m。表面

糟朽木椽用桐油钻生后继续使用。 

脑

椽 

2、脑椽糟朽深 3-5mm，约 24 根，直径

60mm，长度 1.26m。 

2、表面糟朽木椽用桐油钻生后继续 

使用。 

8 
望

砖 
 

1、据当地老人讲述，上次维修屋面

时，后人更换望砖为木条和谷秆，面

积约 39.5 平方米。南次间后檐糟朽破

损，面积约 4.7 平方米。 

1、木条和谷秆继续使用，更换南次

间后檐糟朽破损的木条和谷秆，面积

约 4.7 平方米。 

9 
连

檐 
 

1、大连檐糟朽深10-20mm，长度约7.2

米。 
1、更换糟朽的大连檐长度 7.2 米。 

10 
屋

面 

苫

背 

1、因雨水侵蚀，杂草丛生，根系侵

扰，黄泥背破坏。 

1、挑顶维修，屋面揭瓦共约 45.6 平

方米。 

2、补配前坡屋面板瓦面积约 3.7 平

方米，滴水 23 个。 

3、补配后坡屋面板瓦面积约 6.1 平

方米，滴水 18 个。 

屋面做法：木椽→木条和谷秆→40-

60mm厚黄泥背（黄泥掺少量白灰）→

板瓦压七露三。 

瓦

面 

2、屋面渗漏，瓦件松动、脱落。 

3、前坡屋面板瓦残破、佚失面积约

3.7 平方米，滴水缺失 23 个。 

4、后坡屋面板瓦残破、佚失面积约

6.1 平方米，滴水缺失 18 个。 

11 

装

饰

装

修 

 

1、明间前檐板门下槛佚失一根。 

2、明间板门上部亮窗棂条缺失一根。 

3、北次间前檐隔扇窗移位，窗扇佚

失。 

1、补配佚失下槛一根。 

2、补配明间板门上部缺失棂条 1

根。 

3、归安隔扇窗，补配佚失的窗扇。 

12 油  1、梁架、木椽雨水侵蚀，油饰老化， 1、梁架及木椽用桐油钻生后继续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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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 缺失保护功能。 用。 

2、门窗、楼梯及新补配的门窗重做

油饰。 2、门窗油饰老化，缺失保护功能。 

02浚县白寺村古民居1号院张问德老宅东厢房：按照《古建筑木结构维护与加

固技术标准》的结构可靠性鉴定标准，将其定为B级，主要以墙面和屋面维修为

主。依照古建筑的维护与加固工程分类，已到达挑顶揭瓦、一般维修工程的标

准。修缮措施如下表： 

02 浚县白寺村古民居 1 号院张问德老宅东厢房修缮措施对照表  单位：mm 

序

号 

分

部 

分

项 
残损位置、性质、程度       修缮措施 

1 
基

础 
 

1、本次调查中未发现台基部分存在

裂缝现象。经水平测量，也未发现

存在沉降现象。 

1、由当地文物管理部门对其建筑基

础状况建立长期有效的观测机制。 

2 
阶

基 

台

基 
1、室外地面掩盖台基。 

1、清理院外地面高度至台基上皮以

下 100mm，清理后人工平整夯实黄土

地面，面积约 76.4 平方米。 

3 

 

地

面 

散

水 

1、建筑青砖散水佚失，现为黄土地

面。 

1、补配 500mm 宽青条砖散水。散水

做法：素土夯实，向外坡 4％→150 

厚三七灰土→30 厚青灰结合层→260

×120×55mm 青砖平铺，油灰勾缝。 

2、坚持最小干预原则，室内水泥地

面保持现状继续使用。 

室

内 

2、室内青砖地面佚失，现为水泥地

面，面积约 33.1 平方米。 

4 
墙

体 

裂

缝 

1、北山墙后檐1处裂缝，长度3.9-

4.3m，缝宽 5-25mm,深约 450mm。 

2、南山墙前檐1处裂缝，长度3.4-

3.7m，缝宽 5-15mm,深约 450mm。 

1、2、3、青石墙体裂缝趋于稳定，

清理青石墙体裂缝，采用白灰浆勾

缝，灰缝形式为平缝。白灰浆为泼灰

加水调制而成，泼灰制作要点为生石

3、南山墙前檐1处裂缝，长度3.3-

3.8m，缝宽 5-20mm,深约 450mm。 

灰用水反复均匀地泼洒成为粉状后过

筛。 

4、清理青石墙体灰缝，采用白灰浆

勾缝，面积约 1.5 平方米。 

灰缝形式为平缝。白灰浆为泼灰加水

调制而成，泼灰制作要点为生石灰用

水反复均匀地泼洒成为粉状后过筛。 

5、红砖墙体维持现状，外侧喷涂真

石漆，与遗存墙体色泽一致，面积约

15.1 平方米。 

真石漆做法：清理抹灰基层，打磨平

整→刷防潮底漆一遍→喷涂真石漆两

边，厚度 2-3mm→喷涂防水保护面

漆。 

其

他 

4、明间前檐青石墙体灰缝脱落，面

积约 1.5 平方米。 

5、南次间青石墙体缺失现为红砖砌

筑，面积约 15.1 平方米。 

5 
粉

刷 

内

墙 

1、室内墙体白灰粉刷起皮脱落，面

积约 100.1 平方米。 

1、重做室内白灰抹面，面积约 100.1

平方米。 

6 

 

梁

架 

梁 
1、梁表层轻度糟朽，多处存在积尘

渍痕。 

1、3、梁、檩及随檩枋表层轻度糟

朽，未构成结构病害，清除其表层积

尘渍痕后，用桐油钻生后继续使用。 

2、对劈裂的檩采用嵌补的方法进行

修整，采用木条和耐水性胶粘剂，将

缝隙嵌补粘结严实。 

4、考虑到后改梁架稳定性问题，在

脊檩下部补配支撑木柱一根，直径

130mm。 

檩

、

随

檩

枋 

2、明间后金檩劈裂，长度 0.7-

0.8m，宽度 10-30mm，深度 20-

30mm，不超过直径的 1/3。 

3、檩及随檩枋表层轻度糟朽，多处

存在积尘渍痕。 

4、屋面梁架为后改三角屋架。 

7 
木

椽 

檐

椽 

1、据当地老人讲述，檐椽上次维修

屋面时，住户更换为不规则杂木椽

约75根，直径60mm，长度1.96mm。 

1、不规则杂木椽继续使用，更换糟

朽深达直径2/5的檐椽约28根，直径

60mm，长度 1.9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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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

椽 

2、据当地老人讲述，脑椽上次维修

屋面时，住户更换为不规则杂木椽

约 65 根，直径 60mm，长度 1.37m。 

2、不规则杂木椽继续使用，表面糟

朽木椽用桐油钻生后继续使用。 

8 
望

砖 
 

1、据当地老人讲述，上次维修屋面

时，后人更换望砖为木条和谷秆，

面积约 53.5 平方米。 

1、木条和谷秆继续使用。更换糟朽

破损的木条和谷秆，面积约 4.2 平方

米。 

9 
连

檐 
 1、大连檐糟朽长度 8.8 米。 1、更换糟朽的大连檐长度 8.8 米。 

10 
屋

面 

苫

背 
1、因雨水侵蚀，黄泥背破坏。 

1、挑顶维修，屋面揭瓦共约 61.2 平

方米。 

2、补配前坡屋面板瓦面积约 5.8 平

方米，滴水 7个。 

3、补配后坡屋面板瓦面积约 8.2 平

方米，滴水 12 个。 

屋面做法：木椽→木条和谷秆→40-

60mm 厚黄泥背（黄泥掺少量白灰）→

板瓦压七露三。 

瓦

面 

2、屋面渗漏，南次间屋面下沉，瓦

件松动、脱落，  

3、前坡屋面板瓦残破、佚失面积约

5.8 平方米，滴水缺失 7个。 

4、后坡屋面板瓦残破、佚失面积约

8.2 平方米，滴水缺失 12 个。 

11 

装

饰

装

修 

 

1、明间前檐板门下槛佚失一根。 

2、明间板门上部亮窗棂条破损 1

根。 

1、补配佚失下槛一根。 

2、补配破损棂条 1 根。 

12 
油

饰 

 
1、梁架、木椽雨水侵蚀，油饰老

化，缺失保护功能。 

1、梁架及木椽用桐油钻生后继续使

用。 

2、门窗、楼梯及新补配的门窗重做

油饰。  2、门窗油饰老化，缺失保护功能。 

03浚县白寺村古民居1号院张问德老宅正房：按照《古建筑木结构维护与加固

技术标准》的结构可靠性鉴定标准，将其定为B级，主要以屋面和木构件维修为

主。依照古建筑的维护与加固工程分类，已到达挑顶揭瓦、重点维修工程的标

准。修缮措施如下表： 

03 浚县白寺村古民居 1 号院张问德老宅正房修缮措施对照表  单位：mm 

序

号 

分

部 

分

项 
残损位置、性质、程度 修缮措施 

1 
基

础 
 

1、本次调查中未发现台基部分存在

裂缝现象。经水平测量，也未发现存

在沉降现象。 

1、由当地文物管理部门对其建筑基

础状况建立长期有效的观测机制。 

2 

 

阶

基 

台

基 

1、室外地面掩盖前檐踏步石。 

2、一层西梢间前檐后人临时放置毛

料踏步石。 

 

1、清理院外地面高度至青石台基上

皮以下100mm，清理后人工平整夯实

黄土地面，面积约 76.4 平方米。

2、清理一层西梢间前檐毛料踏步

石。 

3 

 

 

地

面 

散

水 

1、建筑前檐散水局部佚失，前檐西

侧、后檐为黄土地面，前檐东侧遗存

青砖散水。 

1、补配 500mm 宽青条砖散水。散水

做法：素土夯实，向外坡 4％→150 

厚三七灰土→30 厚青灰结合层→

260×120×55mm 青砖平铺，油灰勾

缝。 

2、坚持最小干预原则，水泥地面继

续使用，人工平整夯实室内黄土地

面后继续使用。 

3、受潮弯曲部分校正平直后继续使

用，更换东梢间后檐糟朽严重的木

楼板地面，面积约 2.4 平方米，楼

板规格 950X（200-250）X30mm。 

4、补配东次梢间缺失的木楼板地

面，面积约 3.2 平方米，楼板规格

950X（200-250）X30mm。 

室

内 

2、室内青砖地面佚失，现为水泥和

黄土地面，面积约 49.2 平方米。 

二

层 

楼

板 

3、二层室内木楼板受潮弯曲，东梢

间后檐受潮糟朽面积约 2.4 平方米。 

4、东次梢间缺失面积约 3.2 平方

米，楼板规格 950X （ 200-250 ）

X3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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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墙

体 

酥

碱 

1、东山墙前后檐墀头青砖酥碱，酥

碱面积约 0.1 平方米，深度 5-30mm。 

1、轻度酥碱的墙砖，继续使用。对

酥碱深度大于 2cm 的墙砖，用小铲

或凿子将酥碱部分剔除干净，用砍

磨加工后的砖块按原位、原形制镶

嵌，用白灰浆（或白灰膏）粘贴牢

固，白灰勾缝。 

2、清理明间前檐一层门上部青石墙

体灰缝，采用白灰浆勾缝，面积约

1.2平方米。灰缝形式为平缝。白灰

浆为泼灰加水调制而成，泼灰制作

要点为生石灰用水反复均匀地泼洒

成为粉状后过筛。 

3、清理二层明间后檐窗上部青石墙

体灰缝，采用白灰浆勾缝，面积约

0.3平方米。灰缝形式为平缝。白灰

浆为泼灰加水调制而成，泼灰制作

要点为生石灰用水反复均匀地泼洒

成为粉状后过筛。 

4、清除一层西梢间前檐后加封堵墙

体，面积约 1.5 平方米。 

5、清除二层东次间前檐窗后加封堵

墙体，面积约 0.3 平方米。 

6、清除二层明间后檐窗后加封堵墙

体，面积约 0.3 平方米。 

其

他 

2、明间前檐一层门上部青石墙体灰

缝脱落，面积约 1.2 平方米。 

3、二层明间后檐窗上部青石墙体灰

缝脱落，面积约 0.3 平方米。 

4、一层西梢间前檐板门后加青石墙

体封堵，面积约 1.5 平方米。 

5、二层东次间前檐窗后加封堵墙

体，面积约 0.3 平方米。 

6、二层明间后檐窗后加封堵墙体，

面积约 0.3 平方米。 

5 
粉

刷 

内

墙 

1、室内墙体白灰粉刷起皮脱落，面

积约 185.35 平方米。 

1、重做室内白灰抹面，面积约

185.35 平方米。 

6 
 

 

一

层 
梁 

1、明间西侧大梁劈裂，长度

2.8 米，宽度 5-20mm,深度 30-

1、2、5、梁架、檩及随檩枋表层轻

度糟朽，未构成结构病害，清除其

 

 

 

梁

架 

60，不超过直径的 1/3。其余 3

缝梁架表层轻度糟朽，多处存

在积尘渍痕。 

表层积尘渍痕，用桐油钻生后继续

使用。 

1、3、4、对劈裂的梁采用嵌补的方

法进行修整，先用木条和耐水性胶

粘剂，将缝隙嵌补粘结严实，再加

设 50X5mm 铁箍，间距 700-1200。 

5、对劈裂的檩采用嵌补的方法进行

修整，采用木条和耐水性胶粘剂，

将缝隙嵌补粘结严实。表层轻度糟

朽，未构成结构病害，清除其表层

积尘渍痕，用桐油钻生后继续使

用。 

 

檩 
2、木檩表层轻度糟朽，多处存

在积尘渍痕。 

二

层 

梁 

3、明间东侧五架梁劈裂，长度

3.2 米，宽度 5-25mm,深度 20-

40，不超过直径的 1/3。 

4、明间西侧三架梁劈裂，长度

1.4 米，宽度 5-15mm, 深度 25-

30，不超过直径的 1/3。 

其余2缝梁架表层轻度糟朽，多

处存在积尘渍痕。 

檩

、

随

檩

枋 

5、屋面檩劈裂 5 根，长度 1.2-

2.5 米，宽度 5-15mm，深度 15-

35mm，不超过直径的 1/3,其余

檩表层轻度糟朽，多处存在积

尘渍痕。 

7 
木

椽 

檐

椽 

1、前后檐椽糟朽深 20-40mm，约 84

根，尺寸 60X60mm,长度 2.1m。 

1、更换糟朽深达直径 2/5 的檐椽约

60 根，尺寸 60X60mm,长度 2.1m。 

表面糟朽木椽用桐油钻生后继续 

使用。 

脑

椽 

2、脑椽糟朽深 3-5mm，约 78 根，尺

寸 60X60mm，长度 1.25m。 

2、表面糟朽木椽用桐油钻生后继续 

使用。 

8 
望

砖 
 

1、雨水侵蚀，望砖酥碱严重，面积

约 15 平方米。 

1、更换屋面酥碱的望砖，面积约12

平方米，望砖尺寸 220X175X30mm。 

9 
连

檐 
 1、大连檐糟朽长度 14 米。 1、更换糟朽的大连檐长度 14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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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屋

面 

苫

背 
1、因雨水侵蚀，黄泥背破坏。 

1、挑顶维修，屋面揭瓦共约 95.2平

方米。 

2、补配前坡屋面板瓦面积约 8.4 平

方米，滴水 22 个。 

3、补配后坡屋面板瓦面积约 9.6 平

方米，滴水 37 个。 

屋面做法：木椽→30mm 厚望砖→

40-60mm 厚黄泥背（黄泥掺少量白

灰）→板瓦压七露三。 

瓦

面 

2、屋面渗漏，屋面瓦件松动、脱

落，  

3、前坡屋面板瓦残破、佚失面积约

8.4 平方米，滴水缺失 22 个。 

4、后坡屋面板瓦残破、佚失面积约

9.6 平方米，滴水缺失 37 个。 

11 

装

饰

装

修 

 

1、一层前檐西次间、东梢间外石窗

保存较好，窗扇佚失。 

2、二层前后檐窗扇佚失 4 扇。 

1、补配一层西次间、东梢间前檐佚

失的窗扇 2 扇。 

2、补配二层前后檐佚失的窗扇 4

扇。 

12 
油

饰 
 

1、梁架、木椽雨水侵蚀，油饰老

化，缺失保护功能。 

1、梁架及木椽用桐油钻生后继续使

用。 

2、门窗、楼梯及新补配的门窗重做

油饰。 

2、门窗、楼梯油饰老化，缺失保护

功能。 

04浚县白寺村古民居2号院张成海老宅大门、倒座：按照《古建筑木结构维护

与加固技术标准》的结构可靠性鉴定标准，将其定为B级，主要以屋面和木构件维

修为主。依照古建筑的维护与加固工程分类，已到达挑顶揭瓦、一般维修工程的

标准。修缮措施如下表： 

04 浚县白寺村古民居 2 号院张成海老宅大门、倒座修缮措施对照表  单位：mm 

序

号 

分

部 

分

项 
残损位置、性质、程度       修缮措施 

1 
基

础 
 

1、本次调查中未发现台基部分存在

裂缝现象。经水平测量，也未发现存

1、由当地文物管理部门对其建筑基

础状况建立长期有效的观测机制。 

在沉降现象。 

2 
阶

基 

台

基 
1、大门前檐路面掩盖台基。 

1、院外路面保持现状不变，院内已

有排水管道满足排水，保留大门外

防止回灌的水挡。 

3 
地

面 

散

水 

1、建筑青砖散水佚失，现为水泥地

面。 

1、补配 500mm 宽青条砖散水。散水

做法：素土夯实，向外坡 4％→150 

厚三七灰土→30 厚青灰结合层→

260×120×55mm 青砖平铺，油灰勾

缝。 

2、坚持最小干预原则，水泥地面继

续使用。 

3、更换破损的大门楼板，面积约

1.2 平方米，楼板规格 900X（200-

250）X30mm。 

室

内 

2、室内青砖地面佚失，现为水泥地

面，面积约 33.1 平方米。 

楼

板 

3、大门楼板破损，面积约 1.2 平方

米。 

4 
墙

体 

其

他 

1、倒座明间后檐青石墙体一处后加

水泥砂浆勾缝，面积约 1.7 平方米。 

2、倒座明间后檐一处灰缝脱落，面

积约 2.3 平方米。 

3、前后檐青石墙体上部后加黄泥抹

面和白灰，面积约 14.8 平方米。 

4、大门东西内青石槛墙后加水泥砂

浆勾缝，面积约 1.8 平方米。 

1、4、后加水泥勾缝未见开裂及脱

落，维持现状。 

2、清理青石墙体灰缝，采用白灰浆

勾缝，面积约 2.3 平方米。灰缝形

式为平缝。白灰浆为泼灰加水调制

而成，泼灰制作要点为生石灰用水

反复均匀地泼洒成为粉状后过筛。 

3、人工清理倒座后檐青石墙体上部

后加黄泥抹面和白灰，面积约 14.8

平方米。 

5 
粉

刷 

内

墙 

1、大门东西青石墙体内侧麦秸泥打

底白灰抹面，脱落、起皮，面积约

8.7 平方米。 

2、倒座室内墙体白灰粉刷保存较

1、先对青石墙体灰缝勾缝处理，处

理完成后重做大门东西青石墙体内

侧白灰抹面，面积约 8.7 平方米。 

2、倒座室内白灰粉刷维持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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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6 
梁

架 
梁 

1、因屋面漏雨，雨水侵蚀，大门楼

板楞木断裂，糟朽 1 根，断裂深度

60mm,超过直径 1/2。 

2、倒座屋面梁架、檩表层轻度糟

朽，多处存在积尘渍痕。 

1、更换断裂楼板楞木 1 根,直径

120mm。 

2、梁架、檩及随檩枋表层轻度糟

朽，未构成结构病害，清除其表层

积尘渍痕，用桐油钻生后继续使

用。 

7 
木

椽 
 

1、檐椽糟朽深 10-50mm，约 25 根，

尺寸 60X60mm，长度 1.58m。 

1、更换糟朽深达直径 2/5 的檐椽约

12 根 ， 尺 寸 60X60mm， 长 度

1.58m。表面糟朽木椽用桐油钻生后

继续使用。 

2、脑椽糟朽深 3-5mm，约 62 根，尺

寸 60X60mm，长度 1.25m。 

2、表面糟朽木椽用桐油钻生后继续 

使用。 

8 
望

砖 
 

1、据当地老人讲述，上次维修屋面

时，后人更换望砖为板瓦，面积约

42.7 平方米。 

1、补配屋面佚失的望砖，面积约

42.7 平方米，望砖尺寸 220X175X 

30mm。 

9 
连

檐 
 

1、雨水侵蚀，大连檐糟朽长度 2.6

米。 
1、更换糟朽的大连檐长度 2.6 米。 

10 
屋

面 

苫

背 

1、雨水侵蚀，杂草丛生，根系侵

扰，黄泥背破坏。 

1、挑顶维修，屋面揭瓦共约 62.4

平方米， 

2、补配前坡屋面板瓦面积约 5.8 平

方米，滴水 8个。 

3、补配后坡屋面板瓦面积约 6.7 平

方米，滴水 3个。 

屋面做法：木椽→30mm厚望砖→40-

60mm 厚黄泥背（黄泥掺少量白灰）

→板瓦压七露三。 

瓦

面 

2、屋面杂草丛生，檐口瓦件松动、

脱落。 

3、前坡屋面板瓦残破、佚失面积约

5.8 平方米，滴水缺失 8个。 

4、后坡屋面板瓦残破、佚失面积约

6.7 平方米，滴水缺失 3个。 

11 
装

饰
 1、倒座后檐石窗保护较好，窗扇佚 1、补配佚失的窗扇 2 扇。 

装

修 

失 2扇。 

2、倒座次间前檐窗佚失 2 扇，现为

后改铝合金窗。 

2、因住户居住使用，维持现状继续

使用。 

12 

 

油

饰 

 

1、梁架、木椽雨水侵蚀，油饰老

化，缺失保护功能。 
1、梁架及木椽重做油饰。 

2、门窗及新补配的门窗重做油饰。 
2、门窗油饰老化，缺失保护功能。 

05浚县白寺村古民居2号院张成海老宅西厢房：按照《古建筑木结构维护与加

固技术标准》的结构可靠性鉴定标准，将其定为A级，主要以屋面除草，墙面维修

为主。依照古建筑的维护与加固工程分类，已到达现状维修、一般维修工程的标

准。修缮措施如下表： 

05 浚县白寺村古民居 2 号院张成海老宅西厢房修缮措施对照表  单位：mm 

序

号 

分

部 

分

项 
残损位置、性质、程度       修缮措施 

1 
基

础 
 

1、本次调查中未发现台基部分存在

裂缝现象。经水平测量，也未发现存

在沉降现象。 

1、由当地文物管理部门对其建筑基

础状况建立长期有效的观测机制。 

2 
阶

基 

台

基 
1、室外地面掩盖台基。 1、院内水泥地面维持现状。 

3 
地

面 

散

水 

1、建筑青砖散水佚失，现为水泥地

面。 

1、补配 500mm 宽青条砖散水。散水

做法：素土夯实，向外坡 4％→150 

厚三七灰土→30 厚青灰结合层→

260×120×55mm 青砖平铺，油灰勾

缝。 

2、坚持最小干预原则，地板砖地面

继续使用。 

室

内 

2、室内青砖地面佚失，现为地板砖

地面，面积约 24.8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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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墙

体 

其

他 

1、北次间前檐下部墙体后加水泥砂

浆勾缝，面积约 1.2 平方米。 

2、南山墙下部墙体后加水泥砂浆勾

缝，面积约 0.7 平方米。 

3、北山墙及后檐墙上部后加水泥砂

浆勾缝，面积约 2.5 平方米。 

1、2、3、后加水泥勾缝未见开裂及

脱落，维持现状。 

5 
梁

架 
梁 

1、明间北侧五架梁劈裂，长度 3.1

米，宽度 10-20mm,深度 20-50，不超

过直径的 1/3。 

2、屋面梁架、檩表层轻度糟朽，多

处存在积尘渍痕。 

3、屋面梁架为后改三角屋架。 

1、对劈裂的梁采用嵌补的方法进行

修整，先用木条和耐水性胶粘剂，

将缝隙嵌补粘结严实，再加设

50X5mm 铁箍，间距 700-1200。 

2、梁架、檩及随檩枋表层轻度糟

朽，未构成结构病害，清除其表层

积尘渍痕，用桐油钻生后继续使

用。 

3、考虑到后改梁架稳定性问题，在

脊檩下部补配支撑木柱一根，直径

130mm。 

6 
木

椽 
 

1、木椽糟朽深 10-20mm，约 12 根，

尺寸 60X60mm，长度 1.5m。 

1、表面糟朽木椽用桐油钻生后继续

使用。 

2、脑椽糟朽深 3-5mm，约 16 根，尺

寸 60X60mm，长度 1.4m。 

2、表面糟朽木椽用桐油钻生后继续 

使用。 

7 
望

砖 
 

1、据当地老人讲述，上次维修屋面

时，后人更换望砖为木条加谷秆，面

积约 42.7 平方米。 

1、后改木条加谷秆未见残破漏雨，

维持现状继续使用。 

8 
粉

刷 

内

墙 
1、室内现白灰粉刷保存较好。 1、维持现状不变。 

9 
屋

面 

苫

背 

1、局部植物根系侵扰，整体保存较

好。 

1、现状维修，清理屋面杂草，勾抹

根系灰缝。补配正脊平铺青砖 7

瓦

面 
2、屋面保存较好，局部杂草丛生。 

块，扣脊筒瓦 15 块。 

脊 

3、屋面正脊、垂脊大体保存较好，

正脊平铺青砖缺失 7 块，扣脊筒瓦缺

失 15 块。 

10 

装

饰

装

修 

 
1、次间前檐隔扇窗佚失，现为住户

后改窗。 
1、因住户居住使用，维持现状。 

11 
油

饰 
 

1、梁架、木椽雨水侵蚀，油饰老

化，缺失保护功能。 

1、梁架及木椽用桐油钻生后继续使

用。 

2、门窗、楼梯及新补配的门窗重做

油饰。 2、门窗油饰老化，缺失保护功能。 

06浚县白寺村古民居2号院张成海老宅东厢房:按照《古建筑木结构维护与加

固技术标准》的结构可靠性鉴定标准，将其定为D级，以基址保护为主，清理室内

外堆积杂物及杂草，修补青石墙体等。 

06浚县白寺村古民居2号院张成海老宅东厢房修缮措施对照表  单位：mm 

序

号 

分

部 

分

项 
残损位置、性质、程度       修缮措施 

1 
基

础 
 

1、本次调查中未发现台基部分存在

裂缝现象。经水平测量，也未发现存

在沉降现象。 

1、由当地文物管理部门对其建筑基

础状况建立长期有效的观测机制。 

2 
阶

基 

台

基 
1、室外路面掩盖台基。 1、院内水泥地面维持现状。 

3 
地

面 

散

水 

1、建筑青砖散水佚失，现为水泥地

面。 

1、补配 500mm 宽青条砖散水。散水

做法：素土夯实，向外坡 4％→150 

厚三七灰土→30 厚青灰结合层→

260×120×55mm 青砖平铺，油灰勾

室

内 

2、室内青砖地面佚失，现为黄土地

面，面积约 24.8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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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 

2、坚持最小干预原则，人工平整夯

实室内黄土地面后继续使用。 

4 
墙

体 

其

他 

1、南山墙上部墙体灰缝脱落，面积

约 2.1 平方米。 

2、南山墙影壁墙后加水泥抹面，面

积约 1.7 平方米。 

3、南山墙上部后加水泥抹面，面积

约 1.5 平方米。 

4、前檐墙体灰缝脱落，面积约 4.7 平

方米。 

5、因建筑屋顶坍塌，长期雨水侵

蚀，破坏建筑墙体稳定性。 

1、清理青石墙体灰缝，采用白灰浆

勾缝，面积约 2.1 平方米。灰缝形

式为平缝。白灰浆为泼灰加水调制

而成，泼灰制作要点为生石灰用水

反复均匀地泼洒成为粉状后过筛。 

2、清理南山墙影壁墙后加水泥抹

面，重做白灰浆抹面，面积约 1.7 平

方米。 

3、清理南山墙上部青石墙体后加水

泥抹面，面积约 1.5 平方米。 

4、清理青石墙体灰缝，采用白灰浆

勾缝，面积约 4.7 平方米。灰缝形

式为平缝。白灰浆为泼灰加水调制

而成，泼灰制作要点为生石灰用水

反复均匀地泼洒成为粉状后过筛。 

5、为防止雨水侵蚀对建筑墙体造成

侵蚀，破坏建筑墙体稳定性，对建

筑墙体采用钢结构加固，详见设计

图。 

07浚县白寺村古民居2号院张成海老宅正房：按照《古建筑木结构维护与加固

技术标准》的结构可靠性鉴定标准，将其定为B级，主要以屋面和木构件维修为

主。依照古建筑的维护与加固工程分类，已到达挑顶揭瓦、一般维修工程的标

准。修缮措施如下表： 

07 浚县白寺村古民居 2 号院张成海老宅正房修缮措施对照表  单位：mm 

序

号 

分

部 

分

项 
残损位置、性质、程度       修缮措施 

1 
基

础 
 

1、本次调查中未发现台基部分存在

裂缝现象。经水平测量，也未发现存

在沉降现象。 

1、由当地文物管理部门对其建筑基

础状况建立长期有效的观测机制。 

2 

 

阶

基 

台

基 

1、室外地面掩盖前檐踏道踏步石。 

2、明间前檐踏步石，断裂两块，后

加水泥勾缝。 

3、明间前檐两侧垂带石，后加水泥

砂浆抹面，局部开裂、破损。 

1、院内水泥地面维持现状。 

2、清理后加水泥勾缝，采用环氧树

脂胶加青石粉粘结断裂踏步石。 

3、清理后加水泥抹面，采用环氧树

脂胶加青石粉粘结开裂垂带石。 

3 

 

地

面 

散

水 

1、建筑前檐散水局部佚失，前檐为

水泥地面、后檐为黄土地面。 

1、补配 500mm 宽青条砖散水。散

水做法：素土夯实，向外坡 4％→

150 厚三七灰土→30 厚青灰结合层

→260×120×55mm 青砖平铺，油

灰勾缝。 

2、坚持最小干预原则，地板砖地面

继续使用。 

3、更换糟朽严重的木楼板地面，面

积约 9.5 平方米，楼板规格 870X

（200-220）X30mm。 

室

内 

2、室内青砖地面佚失，现为地板砖

地面，面积约 40.4 平方米。 

楼

板 

3、二层室内木楼板地面糟朽、破

损，面积约 12.1 平方米，楼板规格

870X（200-220）X30mm。 

4 

 

 

 

 

墙

体 

酥

碱 

1、西次间后檐拔檐砖青砖酥碱，酥

碱面积约 0.1 平方米，深度 5-25mm。 

1、轻度酥碱的墙砖，继续使用。对

酥碱深度大于 2cm 的墙砖，用小铲

或凿子将酥碱部分剔除干净，用砍

磨加工后的砖块按原位、原形制镶

嵌，用白灰浆（或白灰膏）粘贴牢

固，白灰勾缝。 

2、后加水泥勾缝，未见开裂及脱

落，维持现状。 

裂

缝 

2、明间西缝前檐 1处裂缝，长度 4.8-

5.2m，宽 5-20mm，深约 470mm，后

加水泥砂浆勾缝。 

3、西次间后檐 2 处裂缝，长度 4.5-

5.1m，缝宽 5-25mm，深约 470mm。 

其 4、西山墙上部青石与青砖相交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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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灰缝脱落，面积约 0.4 平方米。 3、青石墙体裂缝趋于稳定，清理青

石墙体裂缝，采用白灰浆勾缝，灰

缝形式为平缝。白灰浆为泼灰加水

调制而成，泼灰制作要点为生石灰

用水反复均匀地泼洒成为粉状后过

筛。 

4、清理墙体灰缝，采用白灰浆勾

缝，面积约 0.4 平方米。灰缝形式

为平缝。白灰浆为泼灰加水调制而

成，泼灰制作要点为生石灰用水反

复均匀地泼洒成为粉状后过筛。 

5 
粉

刷 

内

墙 

1、因雨水侵蚀，室内墙体白灰粉刷

起皮脱落，面积约 127.3 平方米。 

1、重做室内白灰抹面，面积约

127.3 平方米。 

6 
梁

架 

一

层 

梁 
1、雨水侵蚀，梁架表层轻度糟

朽，多处存在积尘渍痕。 

1、2、3、4、梁架、檩及随檩枋表

层轻度糟朽，未构成结构病害，清

除其表层积尘渍痕，用桐油钻生后

继续使用。 

檩 
2、雨水侵蚀，木檩表层轻度糟

朽，多处存在积尘渍痕。 

二

层 

梁 
3、雨水侵蚀，梁架表层轻度糟

朽，多处存在积尘渍痕。 

檩 
4、屋面檩表层轻度糟朽，多处

存在积尘渍痕。 

7 

 

木

椽 

檐

椽 

1、檐椽糟朽深 20-40mm，约 105

根，尺寸 60X60mm,长度 1.87m。 

1、更换糟朽深达直径 2/5 的檐椽约

70 根，尺寸 60X60mm,长度 1.87m。 

表面糟朽木椽用桐油钻生后继续使

用。 

脑

椽 

2、脑椽糟朽深 3-5mm，约 62 根，尺

寸 60X60mm，长度 1.42m。 

2、表面糟朽木椽用桐油钻生后继续 

使用。 

8 

 

望

砖 

 

1、据当地老人讲述，上次维修屋面

时，除东次间前坡外后人更换望砖为

板瓦，面积约 55.2 平方米。 

1、补配佚失望砖，面积约 55.2 平

方米，望砖尺寸 220X175X30mm。 

2、东次间前坡遗存望砖酥碱，面积

约 1.4 平方米。 

2、更换东次间前坡酥碱望砖，面积

约 1.2 平方米，望砖尺寸 220X175X 

30mm。 

9 
连

檐 
 

1、雨水侵蚀，大连檐糟朽长度 12.5

米。 
1、更换糟朽的大连檐长度 12.5米。 

10 
屋

面 

苫

背 
1、因雨水侵蚀，黄泥背破坏。 

1、挑顶维修，屋面揭瓦共约 77.5

平方米。 

2、补配前坡屋面板瓦面积约 5.8 平

方米，滴水 15 个。 

3、补配后坡屋面板瓦面积约 5.4 平

方米，滴水 28 个。 

屋面做法：木椽→30mm厚望砖→40-

60mm 厚黄泥背（黄泥掺少量白灰）

→板瓦压七露三。 

瓦

面 

2、屋面渗漏，屋面瓦件松动、脱

落。 

3、前坡屋面板瓦残破、佚失面积约

5.8 平方米，滴水缺失 15 个。 

4、后坡屋面板瓦残破、佚失面积约

5.4 平方米，滴水缺失 28 个。 

11 

装

饰

装

修 

 
1、一层东次间木楼梯开裂，宽度 10-

12mm，长度 650-720mm。 

1、采用木条和耐水性胶粘剂，将缝

隙嵌补粘结严实后继续使用。 

12 

 

 

油

饰 

主

体 
 

1、梁架、木椽雨水侵蚀，油饰

老化，缺失保护功能。 

1、梁架及木椽用桐油钻生后继续使

用。 

2、门窗、楼梯及新补配的门窗重做

油饰。 
装

修 
 

2、门窗、楼梯油饰老化，缺失

保护功能。 

08浚县白寺村古民居3号院李世春老宅大门：按照《古建筑木结构维护与加固

技术标准》的结构可靠性鉴定标准，将其定为A级，主要以墙面和地面维修为主。

依照古建筑的维护与加固工程分类，已到达现状维修、一般维修工程的标准。修



                                                      浚县白寺村古民居修缮保护设计方案（一期）                                  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250                                                                                                                                                                    河南易和古建艺术有限公司 
 

 

缮措施如下表： 

08 浚县白寺村古民居 3 号院李世春老宅大门修缮措施对照表  单位：mm 

序

号 

分

部 

分

项 
残损位置、性质、程度       修缮措施 

1 
基

础 
 

1、本次调查中未发现台基部分

存在裂缝现象。经水平测量，也

未发现存在沉降现象。 

1、由当地文物管理部门对其建筑基础状

况建立长期有效的观测机制。 

2 
阶

基 

台

基 
1、院外地面掩盖青石台基。 

1、清理院外地面高度至青石台基上皮以

下 100mm，清理后人工平整夯实黄土地

面，面积约 30.2 平方米。 

3 

 

地

面 

散

水 

1、建筑散水佚失，现为水泥地

面。 

1、补配 700mm 宽青石散水，散水做法：

素土夯实，向外坡 4％→150 厚三七灰土

→30 厚青灰结合层→350×175×80mm 青

石板平铺，油灰灌缝。 

2、待清理室外地面后，疏通排水口。 

 
2、大门东西侧排水口因地面抬

升封堵。 

4 
墙

体 

其

他 

1、大门西侧墙体缺失，面积约

0.1 平方米。 

2、大门前后檐墙体灰缝脱落，

面积约 3.2 平方米。 

3、大门后加木檩、木椽及水泥

顶。 

1、补砌青石墙体，面积约 0.1 平方米。 

2、清理青石墙体灰缝，清理后采用白灰

浆勾缝，面积约 3.2 平方米。灰缝形式为

平缝。白灰浆为泼灰加水调制而成，泼灰

制作要点为生石灰用水反复均匀地泼洒成

为粉状后过筛。 

3、清理后加木檩、木椽及水泥顶。 

5 
装

修 

板

门 
1、大门板门油饰脱落。 1、维持现状，重做油饰。 

6 
油

饰 

木

装

修 

1、门油饰老化，缺失保护功

能。 
2、板门重做油饰。 

09浚县白寺村古民居3号院李世春老宅西厢房：按照《古建筑木结构维护与加

固技术标准》的结构可靠性鉴定标准，将其定为B级，主要以墙面、屋面维修为

主。依照古建筑的维护与加固工程分类，已到达揭顶维修、一般维修工程的标

准。修缮措施如下表： 

09 浚县白寺村古民居 3 号院李世春老宅西厢房修缮措施对照表  单位：mm 

序

号 

分

部 

分

项 
残损位置、性质、程度       修缮措施 

1 
基

础 
 

1、本次调查中未发现台基部分存在

裂缝现象。经水平测量，也未发现存

在沉降现象。 

1、由当地文物管理部门对其建筑基

础状况建立长期有效的观测机制。 

2 
阶

基 

台

基 
1、青石台基灰缝脱落，面积约 2.9

平方米。 

2、明间前檐青石踏步后加水泥砂浆

勾缝，面积约 3.6 平方米。 

3、后檐建筑杂物堆积。 

4、青石踏步后加水泥抹面，面积约

1.1 平方米。 

1、清理灰缝，采用白灰浆勾缝，面

积约 2.9 平方米。灰缝形式为平

缝。白灰浆为泼灰加水调制而成，

泼灰制作要点为生石灰用水反复均

匀地泼洒成为粉状后过筛。 

2、后加水泥勾缝，未见开裂及脱

落，维持现状。 

3、清理后檐堆积建筑杂物。 

4、清理踏步后加的水泥抹面，面积

约 1.1 平方米。 

踏

跺

石 

3 

 

地

面 

散

水 
1、建筑散水佚失，现为水泥地面。 

1、补配 700mm 宽青石散水，散水做

法：素土夯实，向外坡 4％→150 厚

三七灰土→30 厚青灰结合层→350

×175×80mm 青石板平铺，油灰灌

缝。 

2、坚持最小干预原则，水泥地面继

续使用。 

室

内 

2、室内青砖地面佚失，现为水泥地

面，面积约 21.6 平方米。 

4 墙 酥 1、屋顶楼梯口墙体青砖酥碱，酥碱 1、轻度酥碱维持现状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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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碱 面积约 1.5 平方米，深度 5-20mm。 2、清理北次间前檐青石墙体灰缝，

采用白灰浆勾缝，面积约 1.6 平方

米。灰缝形式为平缝。白灰浆为泼

灰加水调制而成，泼灰制作要点为

生石灰用水反复均匀地泼洒成为粉

状后过筛。 

3、清理北山墙青石墙体后加水泥抹

面，清理后采用白灰浆勾缝，面积

约 16.7 平方米。灰缝形式为平缝。

白灰浆为泼灰加水调制而成，泼灰

制作要点为生石灰用水反复均匀地

泼洒成为粉状后过筛。 

4、后加水泥勾缝，未见开裂及脱

落，维持现状。 

5、清除室内土坯隔墙顶后加两层红

砖。 

其

他 

2、北次间前檐灰缝脱落，面积约 1.6

平方米。 

3、北山墙后加水泥砂浆抹面，面积

约 16.7 平方米。 

4、后檐青石墙体后加水泥砂浆勾

缝，面积约 2.7 平方米。 

5、室内土坯隔墙顶后加两层红砖。 

5 

 

粉

刷 

内

墙 

1、石墙内墙面无粉刷。 

2、室内隔墙土坯粉刷，起皮脱落，

面积约 13 平方米。 

1、维持现状不变。 

2、清理墙面，重做室内土坯隔墙白

灰抹面，面积约 13 平方米。 

6 

 

梁

架 

梁 
1、屋面梁架表层轻度糟朽，多处存

在积尘渍痕。 
1、2、梁架、檩及随檩枋清除其表

层积尘渍痕，用桐油钻生后继续使

用。 檩 
2、檩及随檩枋表层轻度糟朽，多处

存在积尘渍痕。 

7 

 

木

椽 

檐

椽 

1、前后檐椽糟朽深 10-30mm，约 20

根，尺寸 60X60mm,长度 0.82m。 

1、更换糟朽深达直径 2/5 的前后檐

椽约 14 根，尺寸 60X60mm,长度

0.82m。表面糟朽木椽用桐油钻生后

继续使用。 

脑 2、脑椽糟朽深 3-5mm，约 20 根，尺 2、表面糟朽木椽用桐油钻生后继续 

椽 寸 60X60mm，长度 1.03m。 使用。 

8 
望

砖 
 

1、望砖酥碱严重，面积约 3.2 平方

米。 

2、更换屋面酥碱的望砖，面积约

3.0 平方米，望砖尺寸 220X175X30 

mm。 

9 
屋

面 

苫

背 

1、屋顶开裂漏雨，后加水泥层，面

积约 21.6 平方米。 

1、挑顶维修，重做屋顶，面积约

21.6 平方米。 

屋面做法：木椽→30mm 厚望砖→60

厚钢筋混凝土屋面，屋面配筋为

^38@200双网双向，混凝土强度等级

为 C30.（中间高前后檐低）详见设

计图纸。 

防水做法：60 厚钢筋混凝土屋面

板，表面清扫干净→20 厚 1:8 水泥

憎水膨胀珍珠岩找坡→20 厚 1：2.5

水泥砂浆找平→SBS改性沥青防水卷

材→满铺 0.3 厚聚乙烯薄膜一层→

25 厚 1:2.5 水泥砂浆，分格面积宜

为 1平方米。 

10 
装

修 
 

1、南次间室内后加竹棚，面积约 6.5

平方米。 

1、清除南次间室内后加竹棚，面积

约 6.5 平方米。 

11 

 

 

油

饰 

主

体 

1、梁架、木椽雨水侵蚀，油饰老

化，缺失保护功能。 1、梁架及木椽重做油饰。 

2、门窗及新补配的门窗重做油饰。 木

装

修 

2、门窗油饰老化，缺失保护功能。 

10浚县白寺村古民居3号院李世春老宅东厢房：按照《古建筑木结构维护与加

固技术标准》的结构可靠性鉴定标准，将其定为B级，主要以屋面、墙面和地面维

修为主。依照古建筑的维护与加固工程分类，已到达屋面挑顶、一般维修工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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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修缮措施如下表： 

10 浚县白寺村古民居 3 号院李世春老宅东厢房修缮措施对照表  单位：mm 

序

号 

分

部 

分

项 
残损位置、性质、程度       修缮措施 

1 
基

础 
 

1、本次调查中未发现台基部分存在

裂缝现象。经水平测量，也未发现存

在沉降现象。 

1、由当地文物管理部门对其建筑基

础状况建立长期有效的观测机制。 

2 
阶

基 

台

基 
1、院外地面掩盖台基青石。 1、院内水泥地面维持现状。 

3 
地

面 

散

水 
1、建筑散水佚失，现为水泥地面。 

1、补配 700mm 宽青石散水，散水做

法：素土夯实，向外坡 4％→150 厚

三七灰土→30 厚青灰结合层→350×

175×80mm 青石板平铺，油灰灌缝。 

2、坚持最小干预原则，人工平整夯

实室内黄土地面后继续使用。 

室

内 

2、室内青砖地面佚失，现为黄土地

面，面积约 14.9 平方米。 

4 
墙

体 

其

他 

1、前檐青石墙体后加水泥砂浆勾

缝，面积约 9.1 平方米。 

2、南山墙墙体缺失，面积 0.1 平方

米。 

3、南山墙窗洞后加墙体封堵，面积

约 0.3 平方米。 

1、后加水泥勾缝，未见开裂及脱

落，维持现状。 

2、补砌青石墙体，面积约 0.1 平方

米。 

3、清除南山墙后加封堵墙体，面积

约 0.3 平方米。 

5 
粉

刷 

内

墙 

1、内墙面无粉刷。 

2、室内隔墙土坯粉刷，起皮脱落，

面积约 13 平方米。 

1、维持现状不变。 

2、清理墙面，重做室内土坯隔墙白

灰抹面，面积约 13 平方米。 

6 

 

梁

架 

梁 
1、明间南缝大梁劈裂，长度 2.3m，

宽度 10-30mm，深度 120-150mm。 

1、对劈裂的梁采用嵌补的方法进行

修整，先用木条和耐水性胶粘剂，将

缝隙嵌补粘结严实，再加设 50X5mm檩 2、北次间檩劈裂一根，长度 1.5m，

宽度 10-30mm，深度 20-40，不超过

直径的 1/3。 

3、因本建筑为厨房，檩及随檩枋表

层轻度糟朽，多处存在烟熏积尘。 

铁箍，间距 700-1200。  

2、对劈裂的檩采用嵌补的方法进行

修整，采用木条和耐水性胶粘剂，将

缝隙嵌补粘结严实。 

3、檩及随檩枋清除其表层烟熏渍

痕，用桐油钻生后继续使用。 

7 
木

椽 
 

1、木椽糟朽深 20-40mm，约 15 根，

尺寸 60X60mm,长度 0.82m。 

2、据当地老人讲述，上次维修屋面

时，后人更换木椽为直径 30-40mm 木

椽约 82 根,长度 0.82m。 

1、更换糟朽深达直径 2/5 木椽约 12

根，尺寸 60X60mm,长度 0.82m。表面

糟朽木椽用桐油钻生后继续使用。 

2、更换木椽约 82 根，补配木椽尺寸

60X60mm,长度 0.82m。 

8 
望

砖 
 

1、据当地老人讲述，上次维修屋面

时，后人更换望砖为杂木条及谷秆，

面积约 15 平方米。 

2、补配屋面佚失的望砖，面积约 15

平方米，望砖尺寸 220X175X30mm。 

9 
屋

面 

苫

背 

1、屋顶开裂漏雨，后加水泥层，面

积约 23.88 平方米。 

1、挑顶维修，重做屋顶，面积约

23.88 平方米。 

屋面做法：木椽→30mm 厚望砖→60

厚钢筋混凝土屋面，屋面配筋为

^38@200 双网双向，混凝土强度等级

为 C30.（前低后高）详见设计图纸。 

防水做法：60厚钢筋混凝土屋面板，

表面清扫干净→20 厚 1:8 水泥憎水膨

胀珍珠岩找坡→20 厚 1：2.5 水泥砂

浆找平→SBS 改性沥青防水卷材→满

铺 0.3 厚聚乙烯薄膜一层→25 厚

1:2.5 水泥砂浆，分格面积宜为 1 平

方米。 

2、补配屋面四周盖瓦，面积约 0.2

2、屋面四周盖瓦缺失、破损，面积

约 0.2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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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米。 

10 

装

饰

装

修 

 

1、明间前檐板门佚失，下槛佚失，

油饰脱落。 

2、北次间前檐板门掉落。 

3、南次间前檐隔扇窗棂条断裂8根。 

1、补配明间前檐佚失板门及下槛。 

2、原位归安北次间前檐板门。 

3、更换南次间前檐隔扇窗断裂棂条 8

根 

11 
油

饰 

主

体 

1、梁架、木椽雨水侵蚀，油饰老

化，缺失保护功能。 

1、梁架及木椽用桐油钻生后继续使

用。 

2、门窗、楼梯及新补配的门窗重做

油饰。 

木

装

修 

2、门窗油饰老化，缺失保护功能。 

11 浚县白寺村古民居3号院李世春老宅正房：按照《古建筑木结构维护与加

固技术标准》的结构可靠性鉴定标准，将其定为B级，主要以屋面和木构件维修为

主。依照古建筑的维护与加固工程分类，已到达挑顶揭瓦、一般维修工程的标

准。修缮措施如下表： 

11 浚县白寺村古民居 3 号院李世春老宅正房修缮措施对照表  单位：mm 

序

号 

分

部 

分

项 
残损位置、性质、程度       修缮措施 

1 
基

础 
 

1、本次调查中未发现台基部分存在

裂缝现象。经水平测量，也未发现存

在沉降现象。 

1、由当地文物管理部门对其建筑基

础状况建立长期有效的观测机制。 

2 
阶

基 

台

基 
1、室外地面掩盖前檐踏道踏步石。 1、院内水泥地面维持现状。 

3 

 

地

面 

散

水 
1、建筑散水佚失，现为水泥地面。 

1、补配 700mm 宽青石散水，散水做

法：素土夯实，向外坡4％→150厚三

七灰土→30 厚青灰结合层→350×

175×80mm 青石板平铺，油灰灌缝。 

2、坚持最小干预原则，水泥地面继

室

内 

2、室内青砖地面佚失，现为水泥地

面，面积约 32 平方米。 

续使用。 

4 

 

墙

体 

裂

缝 

1、西山墙北侧 1 处裂缝，长度

1.8m，缝宽10-25mm，深约 470mm。 

2、西山墙中部 1 处裂缝，长度

3.4m，缝宽10-20mm，深约 470mm。 

1、2、青石墙体裂缝趋于稳定，清理

青石墙体裂缝，采用白灰浆勾缝，灰

缝形式为平缝。白灰浆为泼灰加水调

制而成，泼灰制作要点为生石灰用水

反复均匀地泼洒成为粉状后过筛。 

3、清理后加青砖封堵，面积约0.9平

方米。 

4、清理青石墙体灰缝，采用白灰浆

勾缝，灰缝形式为平缝。白灰浆为泼

灰加水调制而成，泼灰制作要点为生

石灰用水反复均匀地泼洒成为粉状后

过筛。 

其

他 

3、明间板门上部亮窗后加青砖封

堵，面积约 0.9 平方米。 

4、后檐墙体灰缝脱落，面积约 2.1

平方米。 

5 
粉

刷 

内

墙 

1、因雨水侵蚀，室内墙体白灰粉刷

起皮脱落，面积约 99.2 平方米。 

2、因雨水侵蚀，前檐上部墙体白灰

粉刷起皮脱落，面积约 3.5 平方米。 

1、重做室内白灰抹面，面积约 99.2

平方米。 

2、重做前檐上部墙体白灰抹面，面

积约 3.5 平方米。 

6 

 

梁

架 

梁 
1、屋面梁架表层轻度糟朽，多处存

在积尘渍痕。 1、2、梁架、檩及随檩枋清除其表层

积尘渍痕，用桐油钻生后继续使用。 
檩 

2、檩及随檩枋表层轻度糟朽，多处

存在积尘渍痕。 

7 

 

木

椽 

檐

椽 

1、檐椽糟朽深 10-30mm 约 56 根，尺

寸 60X60mm,长度 1.55m。 

1、更换糟朽深达直径 2/5 的檐椽约

40 根，尺寸 60X60mm,长度 1.55m。 

表面糟朽木椽用桐油钻生后继续使

用。 

脑

椽 

2、脑椽糟朽深 3-5mm 约 27 根，尺寸

60X60mm，长度 1.35m。 

2、表面糟朽木椽用桐油钻生后继续 

使用。 

8 望  1、据当地老人讲述，上次维修屋面 2、补配屋面佚失的望砖，面积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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砖 时，后人更换望砖为板瓦，面积约

50.2 平方米。 

50.2 平方米，望砖尺寸 220X175X 

30mm。 

9 
连

檐 
 1、大连檐糟朽长度 9.24 米。 1、更换糟朽的大连檐长度 9.24 米。 

10 
屋

面 

苫

背 

1、雨水侵蚀，杂草丛生，黄泥背破

坏。 

1、挑顶维修，屋面揭瓦共约 54 平方

米。 

2、补配前坡屋面板瓦面积约5.9平方

米，滴水 8个。 

3、补配后坡屋面板瓦面积约6.7平方

米，滴水 5个。 

屋面做法：木椽→30mm 厚望砖→40-

60mm 厚黄泥背（黄泥掺少量白灰）→

板瓦压七露三。 

瓦

面 

2、屋面渗漏，屋面瓦件松动、脱

落，  

3、前坡屋面板瓦残破、佚失面积约

5.9 平方米，滴水缺失 8个。 

4、后坡屋面板瓦残破、佚失面积约

6.7 平方米，滴水缺失 5个。 

11 

装

饰

装

修 

 

1、东西次间前檐隔扇窗佚失，现为

后改玻璃窗。 

2、西山墙上部窗扇佚失。 

3、西次间后加木棚。 

1、维持现状，继续使用。 

2、补配西山墙上部窗扇。 

3、清除西次间后加木棚。 

12 
油

饰 

主

体 

1、梁架、木椽雨水侵蚀，油饰老

化，缺失保护功能。 
1、梁架及木椽用桐油钻生后继续使

用。 

2、门窗、楼梯及新补配的门窗重做

油饰。 

木

装

修 

2、门窗油饰老化，缺失保护功能。 

12浚县白寺村古民居4号院杨廷兆老宅北楼：按照《古建筑木结构维护与加固

技术标准》的结构可靠性鉴定标准，将其定为B级，主要以屋面和木构件维修为

主。依照古建筑的维护与加固工程分类，已到达挑顶揭瓦、重点维修工程的标

准。修缮措施如下表： 

12 浚县白寺村古民居 4 号院杨廷兆老宅北楼修缮措施对照表  单位：mm 

序

号 

分

部 

分

项 
残损位置、性质、程度       修缮措施 

1 
基

础 
 

1、本次调查中未发现台基部分存在

裂缝现象。经水平测量，也未发现存

在沉降现象。 

1、由当地文物管理部门对其建筑基

础状况建立长期有效的观测机制。 

2 
阶

基 

台

基 

1、明间前檐踏步石，轻度风化，灰

缝脱落。 

2、西梢间前檐踏步石断裂，灰缝脱

落。 

3、西梢间西侧垂带石局部缺失，灰

缝脱落。 

4、西梢间东侧垂带石移位，灰缝脱

落。 

1、清理灰缝，采用白灰浆勾缝，灰

缝形式为平缝。白灰浆为泼灰加水调

制而成，泼灰制作要点为生石灰用水

反复均匀地泼洒成为粉状后过筛。 

2、清理踏步石灰缝，采用环氧树脂

胶加青石粉粘结断裂青石。 

3、补配缺失垂带石 1 块，清理灰

缝，采用白灰浆勾缝，灰缝形式为平

缝。白灰浆为泼灰加水调制而成，泼

灰制作要点为生石灰用水反复均匀地

泼洒成为粉状后过筛。 

4、校正移位垂带石，清理灰缝，采

用白灰浆勾缝，灰缝形式为平缝。白

灰浆为泼灰加水调制而成，泼灰制作

要点为生石灰用水反复均匀地泼洒成

为粉状后过筛。 

3 
地

面 

散

水 

1、建筑前后檐散水佚失，前、后檐

为黄土地面。 

1、补配 500mm 宽青条砖散水。散水

做法：素土夯实，向外坡 4％→150 

厚三七灰土→30 厚青灰结合层→260

×120×55mm 青砖平铺，油灰勾

缝。 

2、挖补明间、东次间、东梢间破损

青条砖地面，面积约 2.5 平方米，青

室

内 

2、明间、东次间、东梢间室内青砖

地面保存较好，局部青砖地面破损，

面积约 2.5 平方米。 

3、西次间、西梢间室内青砖地面佚

失，现为水泥地面，面积约 18.1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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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米。 砖规格 260X120X55mm。 

3、坚持最小干预原则，西次间、西

梢间水泥地面继续使用。 

3、补配糟朽严重的木楼板地面，面

积约 14 平方米，楼板规格 900X

（200-220）X30mm。 

木

楼

板 

3、二层室内木楼板地面糟朽、破

损，面积约 14 平方米。 

4 
墙

体 

酥

碱 

1、东山墙前檐墀头、后檐拔檐青砖

酥碱，酥碱 0.1 平方米，深度 5-

25mm。 

1、轻度酥碱的墙砖，继续使用。对

酥碱深度大于 2cm 的墙砖，用小铲或

凿子将酥碱部分剔除干净，用砍磨加

工后的砖块按原位、原形制镶嵌，用

白灰浆（或白灰膏）粘贴牢固，白灰

勾缝。 

2、3、4、5、青石墙体裂缝趋于稳

定，清理青石墙体灰缝，采用白灰浆

勾缝，灰缝形式为平缝。白灰浆为泼

灰加水调制而成，泼灰制作要点为生

石灰用水反复均匀地泼洒成为粉状后

过筛。 

6、因前檐西侧楼梯拆除，无法通行

保留封堵墙体。 

7、后加水泥勾缝，未见开裂及脱

落，维持现状。 

8、人工清理东西次间前檐青石墙体

后加白灰抹面，面积约 4.2 平方米。 

裂

缝 

2、西梢间前檐 1 处裂缝，长度

2.2m，缝宽 5-20mm，深约 420mm。 

3、西梢间后檐 1 处裂缝，长度

1.5m，缝宽 5-15mm，深约 420mm。 

4、西次间前檐 2 处裂缝，长度

1.6m，缝宽 5-25mm，深约 420mm。 

5、东山墙上部 1 处裂缝，长度

1.5m，缝宽 5-10mm，深约 420mm。 

其

他 

6、二层西梢间前檐门洞，后加封堵

墙体，面积约 0.8 平方米。 

7、东次间前檐青石踏步，后加水泥

勾缝，面积约 0.3 平方米。 

8、东西次间前檐青石墙体后加白灰

抹面，面积约 4.2 平方米。 

5 
粉

刷 

内

墙 

1、因雨水侵蚀，室内墙体白灰粉刷

起皮脱落，面积约 77.5 平方米。 

1、重做室内白灰抹面，面积约 77.5

平方米。 

6 
 

 

一

层 
梁 

1、因雨水侵蚀，梁架表层轻度

糟朽，多处存在积尘渍痕。 

1、2、3、7、梁架、檩及随檩枋表层

轻度糟朽，未构成结构病害，清除其

梁

架 
檩 

2、因年久失修，雨水侵蚀，木

檩表层轻度糟朽，多处存在积尘

渍痕，西次间、西梢间木檩后加

白纸封护。 

表层积尘渍痕及白纸封护，用桐油钻

生后继续使用。 

4、更换西梢间、东梢间后檐断裂金

檩 2根，直径 160mm，长度 2.8m。 

5、更换东次间断裂脊檩 1 根，直径

160mm，长度 2.60m。 

6、更换东梢间严重劈裂前金檩 1

根，直径 160mm，长度 2.8m。 

二

层 

梁 

3、因屋面漏雨，雨水侵蚀，梁

架表层轻度糟朽，多处存在积尘

渍痕。 

檩 

4、西梢间、东梢间后檐金檩断

裂，直径 160mm。 

5 、 东 次 间 脊 檩 断 裂 ， 直 径

160mm。 

6、东梢间前金檩劈裂长度 2.3

米，宽度 5-15mm ，深度 60-

80mm，超过直径 1/2。 

7、其余屋面檩表层轻度糟朽，

多处存在积尘渍痕。 

7 

 

木

椽 

檐

椽 

1、檐椽糟朽深 20-40mm，约 116

根，后人更换毛料檐椽约 12 根，尺

寸 70X70mm,长度 1.55m。 

1、更换糟朽深达直径 2/5的檐椽约75

根 ， 补 配 木 椽 约 12 根 ， 尺 寸

70X70mm,长度 1.55m。表面糟朽木椽

用桐油钻生后继续使用。 

脑

椽 

2、脑椽糟朽深 3-5mm约74根，尺寸

70X70mm，长度 1.27m。 

2、表面糟朽木椽用桐油钻生后继续 

使用。 

8 
望

砖 
 1、望砖酥碱，面积约 18.2 平方米。 

2、更换屋面酥碱的望砖，面积约

16.2 平方米，望砖尺寸 220X175X 

30mm。 

9 
连

檐 
 

1、因雨水侵蚀，大连檐糟朽长度

13.8 米。 
1、更换糟朽的大连檐长度 13.8 米。 

10 屋 苫 1、因雨水侵蚀，黄泥背破坏。 1、挑顶维修，屋面揭瓦共约 83.2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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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背 方米， 

2、补配前坡屋面板瓦面积约 10.8 平

方米，滴水 25 个。 

3、补配后坡屋面板瓦面积约 12.5 平

方米，滴水 152 个。 

屋面做法：木椽→30mm 厚望砖→40-

60mm 厚黄泥背（黄泥掺少量白灰）→

板瓦压七露三。 

瓦

面 

2、屋面渗漏，屋面瓦件松动、脱

落。 

3、前坡屋面板瓦残破、佚失面积约

10.8 平方米，滴水缺失 25 个。 

4、后坡屋面板瓦残破、佚失面积约

12.5 平方米，滴水缺失 152 个。 

11 

装

饰

装

修 

 

1、一层东次间前檐隔扇窗佚失。 

2、二层东西梢间板门佚失。 

3、二层明间后檐石窗石包框开裂。 

4、二层西次间前檐窗扇佚失。 

5、二层西山面石窗保存较好，窗扇

佚失。 

1、补配一层东次间前檐佚失的隔扇

窗。 

2、补配二层东西梢间佚失的板门。 

3、采用环氧树脂胶粘结开裂二层明

间后檐石窗石包框。 

4、补配二层西次间前檐佚失的窗

扇。 

5、补配二层西山石窗佚失的窗扇。 

12 
油

饰 

主

体 

1、梁架、木椽雨水侵蚀，油饰老

化，缺失保护功能。 
1、梁架及木椽用桐油钻生后继续使

用。 

2、门窗、楼梯及新补配的门窗重做

油饰。 

木

装

修 

2、门窗、楼梯油饰老化，缺失保护

功能。 

13浚县白寺村古民居5号院李万英老宅北楼：按照《古建筑木结构维护与加固

技术标准》的结构可靠性鉴定标准，将其定为B级，主要以补砌坍塌墙体，屋面和

木构件维修为主。依照古建筑的维护与加固工程分类，已到达挑顶揭瓦、重点维

修工程的标准。修缮措施如下表： 

13 浚县白寺村古民居 5 号院李万英老宅北楼修缮措施对照表  单位：mm 

序

号 

分

部 

分

项 
残损位置、性质、程度       修缮措施 

1 
基

础 
 

1、本次调查中未发现台基部分存在

裂缝现象。经水平测量，也未发现存

在沉降现象。 

1、由当地文物管理部门对其建筑基

础状况建立长期有效的观测机制。 

2 
阶

基 

台

基 

1、明间前檐踏步石断裂，散落砖块

掩盖青石踏步，灰缝脱落。 

2、东梢间前檐踏步石保存较好，杂

物堆积掩盖，灰缝脱落。 

1、清理掩盖碎砖，采用环氧树脂胶

加青石粉粘结断裂青石。清理踏步石

灰缝，采用白灰浆勾缝，灰缝形式为

平缝。白灰浆为泼灰加水调制而成，

泼灰制作要点为生石灰用水反复均匀

地泼洒成为粉状后过筛。 

2、清理掩盖杂物，清理灰缝，采用

白灰浆勾缝，灰缝形式为平缝。白灰

浆为泼灰加水调制而成，泼灰制作要

点为生石灰用水反复均匀地泼洒成为

粉状后过筛。 

3 
地

面 

散

水 

1、建筑四周散水佚失，现为黄土地

面。 

1、补配 500mm 宽青条砖散水。散水

做法：素土夯实，向外坡 4％→150 

厚三七灰土→30 厚青灰结合层→260

×120×55mm 青砖平铺，油灰勾缝。 

2、坚持最小干预原则，人工平整夯

实室内黄土地面后继续使用。 

3、清理二层室内堆积杂物，待更换

下部木椽及望砖后，重做65厚黄土地

面，面积约 52.8 平方米。 

室

内 

2、室内青砖地面佚失，现为黄土地

面，面积约 48 平方米。 

二

层 

3、二层黄土地面杂物堆积，面积约

52.8 平方米。 

4 
墙

体 

酥

碱 

1、后檐拔檐青砖酥碱，酥碱 0.7 平

方米，深度 5-40mm。 

1、轻度酥碱的墙砖，继续使用。对

酥碱深度大于 2cm 的墙砖，用小铲或

凿子将酥碱部分剔除干净，用砍磨加裂 2、东山墙后檐 1 处裂缝，长度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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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 5.9m，缝宽 5-20mm，深约 470mm。 

3、明间后檐 1 处裂缝，长度 5.1-

5.3m，缝宽 5-20mm，深约 470mm。 

4、东次间后檐 1 处裂缝，长度 4.9-

5.2m，缝宽 5-15mm，深约 470mm。 

工后的砖块按原位、原形制镶嵌，用

白灰浆（或白灰膏）粘贴牢固，白灰

勾缝。 

2、3、4、青石墙体裂缝趋于稳定，

清理青石墙体灰缝，采用白灰浆勾

缝，灰缝形式为平缝。白灰浆为泼灰

加水调制而成，泼灰制作要点为生石

灰用水反复均匀地泼洒成为粉状后过

筛。 

5、清理青石墙体灰缝，采用白灰浆

勾缝，灰缝形式为平缝。白灰浆为泼

灰加水调制而成，泼灰制作要点为生

石灰用水反复均匀地泼洒成为粉状后

过筛。 

6、补砌二层明间后檐坍塌墙体，面

积约 1.8 平方米。 

7、清理后加封堵墙体，面积约0.6平

方米。 

其

他 

5、后青石墙体灰缝脱落，面积约 7.3

平方米。 

6、二层明间后檐墙体坍塌，面积约

1.8 平方米。 

7、二层东次间、东梢间前檐窗后加

封堵墙体，面积约 0.6 平方米。 

5 
粉

刷 

内

墙 

1、因雨水侵蚀，室内墙体白灰粉刷

起皮脱落，面积约 171.5 平方米。 

1、重做室内白灰抹面，面积约 171.5

平方米。 

6 
梁

架 

一

层 

梁 

1、东次间梢间作为厨房使用，

梁架表层轻度糟朽，多处存在烟

熏积尘渍痕。 

1、2、梁架、檩及随檩枋表层轻度糟

朽，未构成结构病害，清除其表层积

尘渍痕，用桐油钻生后继续使用。 

3、4、5、对劈裂的梁采用嵌补的方

法进行修整，先用木条和耐水性胶粘

剂，将缝隙嵌补粘结严实，再加设

50X5mm铁箍，间距700-1200，依劈裂

长度而定。 

檩 

2、东次间梢间作为厨房使用，

木檩表层轻度糟朽，多处存在积

尘渍痕。 

二

层 
梁 

3、东次间东缝五架梁梁身劈

裂，长度 3.45m，宽度 5-10mm,深

度 30-60mm，不超过直径的 1/3。 

4、东次间东缝三架梁梁身劈

裂，长度 2.3m，宽度 5-30mm,深

度 30-60mm，不超过直径的 1/3。 

5、西次间西缝五架梁梁身劈

裂，长度 3.3m，宽度 5-20mm,深

度 20-70mm，不超过直径的 1/3。 

6、其余梁架表层轻度糟朽，多

处存在烟熏积尘渍痕。 

6、7、梁架、檩表层轻度糟朽，未构

成结构病害，清除其表层积尘渍痕，

用桐油钻生后继续使用。 

8、更换断裂随檩枋一根，补配佚失

随檩枋一根。 

檩 

7、屋面檩表层轻度糟朽，多处

存在积尘渍痕。 

8、随檩枋断裂一根，佚失一

根，其余表层轻度糟朽，多处存

在积尘渍痕。 

7 
木

椽 

楼

板

椽 

1、楼板木椽糟朽深 3-10mm，约 84

根，尺寸 60X60mm,长度 0.94m。 

1、表面糟朽木椽用桐油钻生后继续

使用。 

檐

椽 

2、屋面檐椽糟朽深 20-40mm，约 98

根，尺寸 60X60mm,长度 1.87m。 

2、补配糟朽深达直径 2/5的檐椽约75

根，尺寸 60X60mm,长度 1.87m。表面

糟朽木椽用桐油钻生后继续使用。 

脑

椽 

3、脑椽糟朽深 3-5mm约72根，尺寸

60X60mm，长度 1.42m。 

3、表面糟朽木椽用桐油钻生后继续

使用。 

8 
望

砖 
 

1、楼板望砖酥碱严重，面积约 17.2

平方米。 

2、据当地老人讲述，上次维修屋面

时，后人更换望砖为板瓦，面积约

96.7 平方米。 

1、更换酥碱的楼板望砖，面积约 12

平方米，望砖尺寸 220X175X30mm。 

2、补配屋面佚失的望砖，面积约

96.7 平方米，望砖尺寸 220X175X 

3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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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连

檐 
 1、大连檐糟朽长度 14.5 米。 1、更换糟朽的大连檐长度 14.5 米。 

10 
屋

面 

苫

背 
1、因雨水侵蚀，黄泥背破坏。 

1、挑顶维修，屋面揭瓦共约 103.5 平

方米。 

2、补配前坡屋面板瓦面积约 11.6 平

方米，滴水 5个。 

3、补配后坡屋面板瓦面积约 13.5 平

方米，滴水 94 个。 

屋面做法：木椽→30mm 厚望砖→40-

60mm 厚黄泥背（黄泥掺少量白灰）

→板瓦压七露三。 

瓦

面 

2、屋面渗漏，屋面瓦件松动、脱

落。 

3、前坡屋面板瓦残破、佚失面积约

11.6 平方米，滴水缺失 5个。 

4、后坡屋面板瓦残破、佚失面积约

13.5 平方米，滴水缺失 94 个。 

11 

装

饰

装

修 

 
1、一层东梢间前檐板门佚失 2 扇。 

2、二层东梢间、东次间窗扇佚失。 

1、补配一层东梢间佚失板门 2 扇。 

2、补配佚失的二层东梢间、东次间

窗扇。 

12 

 

 

油

饰 

主

体 

1、梁架、木椽雨水侵蚀，油饰老

化，缺失保护功能。 
1、梁架及木椽用桐油钻生后继续使

用。 

2、门窗、楼梯及新补配的门窗重做

油饰。 

木

装

修 

2、门窗、楼梯油饰老化，缺失保护

功能。 

 

14浚县白寺村古民居6号院杨孝杰老宅北楼：按照《古建筑木结构维护与加固

技术标准》的结构可靠性鉴定标准，将其定为B级，主要以屋面和木构件维修为

主。依照古建筑的维护与加固工程分类，已到达挑顶揭瓦、一般维修工程的标

准。修缮措施如下表： 

14 浚县白寺村古民居 6 号院杨孝杰老宅北楼修缮措施对照表  单位：mm 

序 分 分 残损位置、性质、程度       修缮措施 

号 部 项 

1 
基

础 
 

1、本次调查中未发现台基部分存在

裂缝现象。经水平测量，也未发现存

在沉降现象。 

1、由当地文物管理部门对其建筑基

础状况建立长期有效的观测机制。 

2 
阶

基 

台

基 

1、西梢间前檐踏步石灰缝脱落后加

水泥勾缝。 

1、后加水泥勾缝，未见开裂及脱

落，维持现状。 

3 
地

面 

散

水 

1、建筑四周散水佚失，现为水泥地

面。 
1、补配 700mm 宽青石散水，散水做

法：素土夯实，向外坡 4％→150 厚

三七灰土→30 厚青灰结合层→350×

175×80mm 青石板平铺，油灰灌缝。 

2、坚持最小干预原则，地板砖地面

继续使用。 

3、二层木楼板维持现状不变，重做

油饰，面积约 52.8 平方米。 

室

内 

2、室内青砖地面佚失，现为地板砖

地面，面积约 53.9 平方米。 

二

层

木

楼

板 

3、二层木楼板住户更换，保存较好

未做油饰，面积约 53.9 平方米。 

4 
墙

体 

裂

缝 

1、二层东梢间前檐 1 处裂缝，长度

0.6-0.8m， 缝 宽 5-15mm ， 深 约

430mm。 

1、青石墙体裂缝趋于稳定，清理青

石墙体灰缝，采用白灰浆勾缝，灰缝

形式为平缝。白灰浆为泼灰加水调制

而成，泼灰制作要点为生石灰用水反

复均匀地泼洒成为粉状后过筛。 

2、3、清理青石墙体灰缝，采用白灰

浆勾缝，灰缝形式为平缝。白灰浆为

泼灰加水调制而成，泼灰制作要点为

生石灰用水反复均匀地泼洒成为粉状

后过筛。 

4、后加水泥勾缝，未见开裂及脱

落，维持现状。 

其

他 

2、二层东梢间前檐窗下部青石墙体

灰缝脱落，面积约 1.1 平方米。 

3、二层西次间前檐窗下部青石墙体

灰缝脱落，面积约 0.6 平方米。 

4、二层西梢间前檐窗下部青石墙体

后加水泥砂浆勾缝，面积约 1.3 平方

米。 

5 粉 内 1、室内墙面粉刷住户重做，保存较 1、室内墙面粉刷维持现状不变。 



                                                      浚县白寺村古民居修缮保护设计方案（一期）                                  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259                                                                                                                                                                    河南易和古建艺术有限公司 
 

 

刷 墙 好。 

6 
梁

架 

一

层 

梁 

1、因屋面漏雨，雨水侵蚀，梁

架表层轻度糟朽，多处存在积尘

渍痕。 3、对劈裂的梁采用嵌补的方法进行

修整，先用木条和耐水性胶粘剂，将

缝隙嵌补粘结严实，再加设 50X5mm

铁箍，间距 700-1200，依劈裂长度而

定。 

1、2、4、梁架、檩及随檩枋表层轻

度糟朽，未构成结构病害，清除其表

层积尘渍痕，用桐油钻生后继续使

用。 

檩 
2、木檩表层轻度糟朽，多处存

在积尘渍痕。 

二

层 

梁 

3、西次间西缝梁架劈裂，长度

3.1m 宽度 5-25mm,，深度 20-

50mm，不超过直径的 1/3。其余

梁架表层轻度糟朽，多处存在积

尘渍痕。 

檩 

4、因屋面漏雨，雨水侵蚀，屋

面檩表层轻度糟朽，多处存在积

尘渍痕。 

7 
木

椽 

檐

椽 

1、前后檐椽糟朽深 10-30mm，约 92

根，尺寸 60X60mm,长度 1.58m。 

1、更换糟朽深达直径 2/5的檐椽约58

根，尺寸 60X60mm,长度 1.58m。表面

糟朽木椽用桐油钻生后继续使用。 

脑

椽 

2、脑椽糟朽深 3-5mm约80根，尺寸

60X60mm，长度 1.42m。 

2、表面糟朽木椽用桐油钻生后继续 

使用。 

8 
望

砖 
 

1、屋面望砖酥碱，面积约 22.7 平方

米。 

1、更换屋面酥碱的望砖，面积约 18

平方米，望砖尺寸 220X175X30mm。 

9 
连

檐 
 1、大连檐糟朽长度 14.8 米。 1、更换糟朽的大连檐长度 14.8 米。 

10 
屋

面 

苫

背 
1、因雨水侵蚀，黄泥背破坏。 

1、挑顶维修，屋面揭瓦共约 105.1 平

方米。 

2、补配前坡屋面板瓦面积约 5.8 平

方米，滴水 7个。 

3、补配后坡屋面板瓦面积约 7.4 平

瓦

面 

2、屋面渗漏，屋面瓦件松动、脱

落。 

3、前坡屋面板瓦残破、佚失面积约

5.8 平方米，滴水缺失 7个。 

4、后坡屋面板瓦残破、佚失面积约

7.4 平方米，滴水缺失 83 个。 

方米，滴水 83 个。 

屋面做法：木椽→30mm 厚望砖→40-

60mm 厚黄泥背（黄泥掺少量白灰）→

板瓦压七露三。 

11 

装

饰

装

修 

 

1、一层东梢间前檐隔扇窗佚失，现

为后改铝合金窗。 

2、一层东西次间前檐隔扇窗轻度糟

朽，后加铝合金窗。 

3、一层西梢间木楼梯后加铁栏杆。 

1、因住户居住使用，一层东梢间前

檐后改铝合金窗，继续使用。 

2、因住户居住使用，一层东西次间

前檐后加铝合金窗，继续使用。 

3、因住户居住使用，后加铁栏杆维

持现状。 

12 
油

饰 

主

体 

1、梁架、木椽雨水侵蚀，油饰老

化，缺失保护功能。 

1、梁架及木椽用桐油钻生后继续使

用。 

2、门窗、楼梯及新补配的门窗重做

油饰。 

 

木

装

修 

2、门窗、楼梯油饰老化，缺失保护

功能。 

15浚县白寺村古民居7号院杨森老宅北楼：按照《古建筑木结构维护与加固技

术标准》的结构可靠性鉴定标准，将其定为B级，主要以屋面和木构件维修为主。

依照古建筑的维护与加固工程分类，已到达挑顶揭瓦、重点维修工程的标准。修

缮措施如下表： 

15 浚县白寺村古民居 7 号院杨森老宅北楼修缮措施对照表  单位：mm 

序

号 

分

部 

分

项 
残损位置、性质、程度       修缮措施 

1 
基

础 
 

1、本次调查中未发现台基部分存在

裂缝现象。经水平测量，也未发现存

在沉降现象。 

1、由当地文物管理部门对其建筑基

础状况建立长期有效的观测机制。 

2 阶 台 1、明间前檐踏步石灰缝脱落，四周 1、清理建筑四周杂物，清理踏步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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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基 杂物堆积掩盖踏步石。 灰缝，采用白灰浆勾缝，灰缝形式为

平缝。白灰浆为泼灰加水调制而成，

泼灰制作要点为生石灰用水反复均匀

地泼洒成为粉状后过筛。 

3 
地

面 

散

水 

1、建筑四周散水佚失，现为黄土地

面。 

1、补配 700mm 宽青石散水，散水做

法：素土夯实，向外坡 4％→150 厚

三七灰土→30 厚青灰结合层→350×

175×80mm 青石板平铺，油灰灌缝。 

2、坚持最小干预原则，水泥地面继

续使用。 

3、补配二层破损的木楼板，面积约

21.5 平方米。 

室

内 

2、室内青砖地面佚失，现为水泥地

面，面积约 35.9 平方米。 

楼

板 

3、二层木楼板破损，面积约 21.5 平

方米。 

4 

 

 

 

墙

体 

裂

缝 

1、西山墙后檐 1 处裂缝，长度 3.2 

m，缝宽 5-25mm，深约 420mm。 

1、青石墙体裂缝趋于稳定，清理青

石墙体灰缝，采用白灰浆勾缝，灰缝

形式为平缝。白灰浆为泼灰加水调制

而成，泼灰制作要点为生石灰用水反

复均匀地泼洒成为粉状后过筛。 

2、3、4、5、清理青石墙体灰缝，采

用白灰浆勾缝，灰缝形式为平缝。白

灰浆为泼灰加水调制而成，泼灰制作

要点为生石灰用水反复均匀地泼洒成

为粉状后过筛。 

 

其

他 

2、西山墙后檐下部青石墙体灰缝脱

落，面积约 4.6 平方米。 

3、后檐下部青石墙体灰缝脱落，面

积约 2.5 平方米。 

4、东山墙后檐下部青石墙体灰缝脱

落，面积约 2.8 平方米。 

5、前檐青石墙体灰缝脱落，面积约

1.5 平方米 

5 
粉

刷 

内

墙 

1、室内墙体白灰粉刷起皮脱落，面

积约 135.3 平方米。 

1、重做室内白灰抹面，面积约 135.3

平方米。 

6 
梁

架 

一

层 
梁 

1、明间东缝梁架劈裂，长度

2.7m，宽度 5-15mm,深度 10-

40mm，不超过直径的 1/3。其余

1、3、4、对劈裂的梁采用嵌补的方

法进行修整，先用木条和耐水性胶粘

剂，将缝隙嵌补粘结严实，再加设

梁架表层轻度糟朽，多处存在

积尘渍痕。 

50X5mm 铁箍，间距 700-1200，依劈

裂长度而定。 

2、5、对劈裂的檩采用嵌补的方法进

行修整，采用木条和耐水性胶粘剂，

将缝隙嵌补粘结严实。 

1、2、4、5、梁架、檩及随檩枋表层

轻度糟朽，未构成结构病害，清除其

表层积尘渍痕，用桐油钻生后继续使

用。 

檩 

2、西次间后檐檩劈裂，长度

1.75m，宽度 15-20mm,深度 40-

70mm，超过直径的 1/3。其余木

檩表层轻度糟朽，多处存在积

尘渍痕。 

二

层 

梁 

3、明间东缝五架梁劈裂，长度

2.7m，宽度 5-15mm,深度 20-

40mm，不超过直径的 1/3。 

4、明间东缝三架梁劈裂，长度

2.3m，宽度 15-25mm,深度 20-

50mm，不超过直径的 1/3。其余

梁架表层轻度糟朽，多处存在

积尘渍痕。 

檩 

5、东次间脊檩劈裂，长度

1.8m，宽度 5-15mm,深度 10-

30mm，不超过直径的 1/3。其余

木檩表层轻度糟朽，多处存在

积尘渍痕。 

7 
木

椽 

檐

椽 

1、檐椽糟朽深 10-30mm，约 90 根，

尺寸 60X60mm,长度 1.5m。 

1、更换糟朽深达直径 2/5的檐椽约60

根，尺寸 60X60mm,长度 1.5m。表面

糟朽木椽用桐油钻生后继续使用。 

脑

椽 

2、脑椽糟朽深 3-5mm，约 40 根，尺

寸 60X60mm，长度 1.38m。 

2、表面糟朽木椽用桐油钻生后继续 

使用。 

8 
望

砖 
 

1、据当地老人讲述，上次维修屋面

时，后人更换望砖为板瓦，面积约

51.2 平方米。 

1、补配佚失望砖，面积约 51.2 平方

米，望砖尺寸 220X175X3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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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连

檐 
 1、大连檐糟朽长度 9.66 米。 1、更换糟朽的大连檐长度 9.66 米。 

10 
屋

面 

苫

背 
1、因雨水侵蚀，黄泥背破坏。 

1、挑顶维修，屋面揭瓦共约 68.6 平

方米。  

2、补配前坡屋面板瓦面积约 4.2 平

方米，滴水 25 个。 

3、补配后坡屋面板瓦面积约 6.5 平

方米，滴水 62 个。 

屋面做法：木椽→30mm 厚望砖→40-

60mm厚黄泥背（黄泥掺少量白灰）→

板瓦压七露三。 

瓦

面 

 

2、屋面渗漏，屋面瓦件松动、脱

落。 

3、前坡屋面板瓦残破、佚失面积约

4.2 平方米，滴水缺失 25 个。 

4、后坡屋面板瓦残破、佚失面积约

6.5 平方米，滴水缺失 62 个。 

11 

装

饰

装

修 

 1、二层东次间前檐窗扇佚失。 1、补配二层东次间前檐窗扇。 

12 
油

饰 

主

体 

1、梁架、木椽雨水侵蚀，油饰老

化，缺失保护功能。 

1、梁架及木椽用桐油钻生后继续使

用。 

2、门窗、楼梯及新补配的门窗重做

油饰。 

 

装

修 

2、门窗、楼梯油饰老化，缺失保护

功能。 

5.5.3. 院落整体环境维修措施对照表 

序号名称 残损位置、程度 维修措施 

01 浚县白寺

村古民居 1

号院张问德

老宅 

1、院内地面现为黄土地面，地

面整体松散且凹凸不平，杂物堆

积，杂草丛生，面积约76.4平方

米 

2、大门倒座长期无人居住，已

经坍塌。 

3、西厢房南侧后植绿竹。 

1、清理院内植被，人工平整夯实黄土地面，

面积约 76.4 平方米；在东厢房南侧围墙处预

设排水口及雨水管道，接入白寺村排水系

统。（详见设计图纸） 

2、大门、倒座按现存地形差平整地面；建议

在基础位置设一文物介绍牌，展示后人。 

3、厢房南侧后植绿竹建议予以保留。 

02 浚县白寺

村古民居 2

号院张成海

老宅 

1、院内地面现为水泥地面，院

后地面为黄土地面，面积约 86.6

平方米. 

2、大门、倒座前檐一颗大槐

树，树枝落在大门、倒座屋面，

对屋面产生扰动，造成屋面漏

雨。 

1、院内水泥地面，维持现状；大门后檐围墙

处排水口已接入白寺村排水系统。（详见设计

图纸） 

2、建议予以保留，使用钢管对枝干位置进行

支顶，清理触碰到建筑屋面的树枝，防止对

屋面继续造成破坏。 

03 浚县白寺

村古民居 3

号院李世春

老宅 

1、院内地面现为水泥地面，院

落前地面为黄土地面，面积约

30.2 平方米. 

2、西厢房南侧过道一棵大树。 

1、院内水泥地面，维持现状；清理院外地面

高度至青石台基上皮以下 100mm，清理后人工

平整夯实黄土地面，面积约 30.2 平方米。（详

见设计图纸） 

2、建议予以保留，清理接近建筑屋面的树

枝，防止对屋面继续造成破坏。 

04 浚县白寺

村古民居 4

号院杨廷兆

老宅北楼 

1、院内地面现为黄土地面，杂

草灌木丛生，地面整体松散且凹

凸不平，杂物堆积，杂草丛生，

面积约 66.4 平方米。 

1、清理院内植被，人工平整夯实黄土地面，

面积约 66.4 平方米；在院落东南过道处预设

排水口及雨水管道，接入白寺村排水系统。

（详见设计图纸） 

 

05 浚县白寺

村古民居 5

号院李万英

老宅北楼 

1、院内地面现为黄土地面.杂草

灌木丛生，面积约67.4平方米。 

2、大门、倒座已经坍塌，基址

一半已经被东侧后建建筑挤占，

西厢房已经坍塌，住户后改平顶

建筑，屋顶坍塌，东厢房基址位

置已经被东侧后建建筑挤占 

3、北楼东侧一棵树木。 

1、清理院内植被，人工平整夯实黄土地面，

面积约 67.4 平方米；在大门后檐过道处预设

排水口及雨水管道，接入白寺村排水系统。

（详见设计图纸） 

2、因院内东西厢房及大门倒座坍塌，又距离

文物建筑过近，建议在基础位置设一文物介

绍牌，展示后人。 

3、建议予以保留，清理触碰到建筑屋面的树

枝，防止对屋面继续造成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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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浚县白寺

村古民居 6

号院杨孝杰

老宅北楼 

1、院内地面现为水泥地面，面

积约 88.8 平方米。 

2、大门、东西厢房已经坍塌，

东厢房现为后改平顶建筑。 

3、北楼西侧一棵树木。 

1、院内水泥地面，维持现状；大门东侧围墙

处排水口已接入白寺村排水系统。（详见设计

图纸） 

2、因院内东西厢房及大门坍塌，又距离文物

建筑过近，建议在基础位置设一文物介绍

牌，展示后人。 

3、建议予以保留，清理触碰到建筑屋面的树

枝，防止对屋面继续造成破坏 

07 浚县白寺

村古民居 7

号院杨森老

宅北楼 

1、院内地面现为黄土地面，面

积约 96 平方米. 

2、大门、倒座已经坍塌，西厢

房屋顶已经坍塌，东厢房基址位

置已经被东侧后建建筑挤占 

1、清理院内植被，人工平整夯实黄土地面，

面积约 96 平方米；在北楼东侧过道处预设排

水口及雨水管道，接入白寺村排水系统。（详

见设计图纸） 

2、因院内大门、倒座、坍塌，西厢房屋顶已

经坍塌，又距离文物建筑过近，建议在基础

位置设一文物介绍牌，展示后人。 

5.6.修缮设计施工做法总体控制说明 

5.6.1.材质说明： 

补配石材应与遗存石构件石质色泽一致。所用青砖采用与本体建筑同规格青

砖。补配墙基青砖、槛墙青砖、铺地砖、脊饰瓦件依据遗存构件规制订制。木材

材质要求，尽可能保留原有构件，凡利用化学、物理方法处理后不影响结构稳定

性的木构件，均应保留。更换下的旧构件，可调整其他部位使用的，可合理利用。

补配木构件，在条件允许情况下木材材质尽可能与原构件材质相同。如无原构件

材质对照或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梁架可选用优质云杉，装修采用一等红松，木

雕构件选用硬杂木，木材要求含水率小于 12%。 

5.6.2.施工做法通例说明 

5.6.2.1.散水做法：青砖散水：素土夯实，向外坡 4％→150 厚三七灰土→

30 厚青灰结合层→260×120×55mm 青砖平铺，油灰勾缝。 

青石散水。做法为：素土夯实，向外坡 4％→150 厚三七灰土→30 厚青灰结

合层→350×175×80mm 青石板平铺，油灰灌缝。 

5.6.2.2.室内地坪做法：素土夯实→150 厚三七灰土→30-40 厚白灰掺黄土

垫层→55 厚条砖平铺，白灰灌缝→260×120×55mm 青砖平铺。（铺装形式详见设

计图纸） 

1）剔凿挖补。对于只需零星添补的细墁地面。 

2) 局部揭墁。揭前要按砖趟编号，拆揭时要注意不要碰坏砖楞角。如有

全，要按旧砖尺寸重新砍磨。将能用的砖底和砖肋上的灰泥铲净，找平垫层。揭

墁时必须重新铺泥、揭趟和坐浆。新墁的砖要用墩锤以四周旧砖为准找好平正，

并使缝子的松紧程度与原地面相同。 

5.6.2.3.对原青砖墙体酥碱，灰缝剥蚀、墙体裂缝的处理： 

①.轻度酥碱的墙砖，继续使用。 

②.对酥碱深度大于 2cm 的墙砖，用小铲或凿子将酥碱部分剔除干净，用砍磨

加工后的砖块按原位、原形制镶嵌，用白灰浆（或白灰膏）粘贴牢固，白灰勾缝。 

③.对于坍塌严重部位墙体，予以补砌处理。 

④.灰缝剥蚀部位，可将缝内积土清除干净后，采用油灰勾抿严实，油灰采用

传统做法，其材料配合比为白灰：桐油：麻刀=100：20：8。 

⑤. 对细微墙体裂缝(0.5 厘米以下)，维持原状并定期观测裂缝发展情况；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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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缝较宽处（0.5cm 以上）采取青白麻刀灰（白灰：青灰：麻刀=100:8:8）将砖石

表面的砌缝重新勾抹严实。注意将残碎灰缝剔除清理干净后再进行修补。对墙体

开裂较大（缝宽大于 1cm）且表面不平整部分，应将表层断裂砖块抽取，用整砖替

换。对墙体开裂较大（缝宽大于 1.5cm）且表面不平整部分，且不影响结构稳定性

的，采用铁扒锔沿墙缝加固。对经结构可靠性评估后存在影响结构稳定的墙体，

局部可以拆除重砌，拆除重砌时须使用青白麻刀，保证内外墙体压茬过半、准确，

灰浆饱满。 

5.6.2.4.内墙粉刷：首先采用浇水浇湿处理，15-20mm 厚麦秸泥打底，3-5mm

厚白灰抹面。 

1）局部修补：当局部墙面破损、空鼓、脱落时，可采用局部修补的方法。即

适当清理局部墙面到一定深度，然后将基面砍出糙痕，除去浮灰，洇湿，按照墙

面现有做法修补。 

2）重新罩面：当墙表面普遍风化、破损时，可采用重新罩面的方法。重新罩

面指在旧墙面上再抹一层灰。为使新旧面层结合好，对旧墙面要进行处理，根据

具体情况采取不同方式。如铲除风化和有问题的灰皮，在旧墙基面上剁出麻面或

小坑。在抹灰前还要将旧墙洒泪，面层抹灰最易于裂，要根据需要及时给旧墙面

补水，抹灰后还要及时赶轧。最好一次性抹完面层，否则就要注意新抹面层的接

茬处理。 

5.6.2.5.青石墙体： 

灰缝脱落：无松动青石墙体，清理灰缝脱落部位后，再采用白灰浆勾平缝； 

松动的青石墙体，做好支顶加固后，采用同材质青石碎片支撑固定后，再对

墙体灰缝采用白灰浆勾缝，灰缝形式为平缝。白灰浆为泼灰加水调制而成，泼灰

制作要点为生石灰用水反复均匀地泼洒成为粉状后过筛。 

开裂的青石墙体：青石墙体裂缝趋于稳定，清理青石墙体灰缝，采用白灰浆

勾缝，灰缝形式为平缝。白灰浆为泼灰加水调制而成，泼灰制作要点为生石灰用

水反复均匀地泼洒成为粉状后过筛。 

石活平缝示意图 

重新砌筑石砌体： 

○1 砌筑应上下错缝，内外搭砌，拉结石、丁砌石交错设置。 

○2 灰缝厚度宜为 20-30mm ，砂浆饱满度不应小于 80% 。 

○3 每 O.7 平方米毛石墙面至少设置一块拉结石，且同层内的间距不大于 2 米， 

拉接石长度宜为 300-400 mm，且不应小于 2/3 墙厚。 

○4 毛石砌体的第一皮及转角处、交接处和洞口处均应选用较大的平毛石砌筑。

每个楼层(包括基础)砌体的最上一皮，宜选用较大的毛石砌筑。 

○5 石墙砌筑高度应以每日不超过 1.2m 为宜。 

5.6.2.6.梁枋：施工中对梁枋做进一步探查，参照《古建筑木结构维护和加固

技术标准》要求，依据糟朽程度对其进行更换、墩接或镶补处理。施工做法可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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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古建筑木结构维护和加固技术标准》（GB/T50165—2020）。耐水性胶粘剂可选

用环氧树脂胶粘剂。 

○1 对劈裂严重的梁，宽度 20mm 以上，深度超过柱径 1/3 的，采用嵌补的方法

进行修整，先用木条和耐水性胶粘剂，将缝隙嵌补粘结严实，再加设 50X5mm 铁箍，

间距 700-1200，依劈裂长度而定。（一道梁非确实需要外尽量不超过两道） 

○2 对劈裂较轻的梁及劈裂的檩采用嵌补的方法进行修整，采用木条和耐水性

胶粘剂，将缝隙嵌补粘结严实即可。 

     5.6.2.7.木椽：表面糟朽木椽，剔除糟朽部分并刷桐油二至三道。局部糟朽

深达直径2/5的予以更换。椽子以檐部损坏为多。一般檐椽最长，当椽子糟朽不足

长后，满足使用要求的锯短改做花架或脑椽用。 

局部糟朽深达直径的1/5-2/5的嵌补处理。修理椽子主要保留原檐椽的做法，

原檐椽的密度。为防止椽钉引起椽身劈裂，一是对归安的椽子最好使用旧的椽钉 

子; 二是需要重新打孔时，可用电钻先备好孔(注意用电防火) ，避免新钉孔时对

椽子损伤。如椽钉处劈裂严重，可用铁箍箍牢。檐椽头糟朽，可用环氧树脂栽补

小木条的办法，找补完整。扭曲变形的，处理后能够使用的要修复并做防腐防虫

处理后继续使用。 

     5.6.2.8.屋面： 

屋面做法 1：木椽→30mm 厚望砖→40-60mm 厚黄泥背（黄泥掺少量白灰）→板

瓦压七露三。 

屋面做法 2：木椽→木条和谷秆→40-60mm 厚黄泥背（黄泥掺少量白灰）→板

瓦压七露三。 

屋面做法 3（仅 2 处平顶建筑采用此种做法）：木椽→30mm 厚望砖→60 厚钢筋

混凝土屋面，屋面配筋为^38@200双网双向，混凝土强度等级为C30.（中间高前后

檐低）详见设计图纸。 

防水做法（仅 2 处平顶建筑采用此种做法）：60 厚钢筋混凝土屋面板，表面清

扫干净→20 厚 1:8 水泥憎水膨胀珍珠岩找坡→20 厚 1：2.5 水泥砂浆找平→SBS 改

性沥青防水卷材→满铺 0.3 厚聚乙烯薄膜一层→25 厚 1:2.5 水泥砂浆，分格面积

宜为 1 平方米。 

屋面挑顶维修，清除屋面杂草；补配残损、佚失瓦件；佚失脊饰予以补配。

屋面挑顶施工按下列工作顺序进行： 

①现状记录。除文字记录外，须附图纸、照片。记录的内容为：现存瓦顶的

式样和工程做法；筒板瓦、脊饰数量、式样及残毁情况。 

②脊饰编号。拆除瓦顶前，对艺术构件如脊筒、脊饰等进行编号。 

③拆除脊饰。一般顺序先从檐头开始，卸下滴水，然后揭坡面瓦，最后揭除

灰背。 

④整理脊饰。拆下脊饰后要进行整理，凡完整可用的瓦件要分类放置，新补

瓦件一律按原式样进行补配。 

⑤瓦件。依据原瓦件规格、拆除记录、设计图纸等资料，进行布瓦。 

⑥调脊。按原式样调脊。保留现有脊饰构件，佚失构件予以补配。 

5.6.2.9.装修： 

①:住户继续使用的建筑：门窗维持现状，继续使用。 

②：已无人居住的建筑：缺失的门窗装修予以补配；对原装修已全部佚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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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可结合相关历史资料、走访调查资料、本建筑族群中序列等级相近建筑遗

存装修予以复原。 

板门是由多块木板拼接而成。常见的问题是板门木料干缩出现裂缝，如外表

面做油饰，细小裂缝可用腻子找补，稍大的裂缝可用木条嵌补。 

楼梯：楼梯易出现的问题是踏板磨损，可采用将踏板拆卸后翻转重复使用的

办法。对磨损过薄的部分用木板拼接，如踏板倾斜，可垫高踏板下的三角木。 

   5.6.2.10.防腐、虫害防治： 

①补配木构件刷桐油二至三道做隔潮防腐剂，桐油内添加 5%五氯酚钠或菊酯。 

②落架大修及修复工程中，大木构件采用浸注法处理，小木构件采用喷涂法

处理，针对虫害现状，拟采用氟酚合剂（FP 或 w-2）,剂型为 4%-6%水溶剂或高含

量浆膏，用量不低于每立方 5-6kg 或每平方 300g。 

③不落架工程木构件的局部处理，可采用熏蒸法及注射法，使其自然渗透。 

涂刷法。用刷子将配制好的药剂均匀涂于患处或欲处理木材表面。操作时间

一部位要反复刷几遍，当前一次涂刷稍干后进行再次涂刷。用于小面积处理。 

喷洒法。在高压下把药液均匀地喷洒在木材表面。有些情况下，可以在防腐

剂中加入发泡剂，使药剂在喷洒时形成泡沫，以增加药液在木材表面滞留时间，

对屋面望板采用喷洒法。 

5.6.2.11.其他：以上说明 ，如有未尽事宜可参见《古建筑木结构维护与加固

技术标准》（GB/T50165—2020），并及时和设计单位进行沟通。 

5.7.施工注意事项 

本项目修缮施工建议由具有相应文物建筑修缮资质的施工队伍完成。 

木构件的防虫措施，施工中应结合具有虫害防治资质的专业机构予以实施。 

施工队伍技术人员应把握文物建筑修缮的原则，结合实际情况，对照图纸认

真分析研究建筑病害，按照相关规范要求做好施工组织。屋面挑顶时，施工单位

应依据施工组织设计，  在拟修缮文物建筑外围搭设保护罩棚， 保护文物建筑在施

工期间免受自然气候变化影响。在拟修缮文物建筑本体内外搭设脚手架。保护罩

棚及脚手架搭设应符合相关标准规范要求。  

施工单位应依据施工组织设计及专项施工技术方案要求 ， 在修缮前拆卸残

损、变形部位及构件。拆卸前， 施工单位应对拆卸部位及构件逐一编号、测数、

照相、文字记录、绘制构件编号图。拆卸中，施工单位应充分考虑结构安全、拆

卸顺序的合理性、构件的完整性，避免 拆卸过程中的人为破坏。仍可继续使用的

构件应按照建筑、部位、类别等分类码，放做好通风、隔潮、防雨雪、防火以及

防污染措施， 确保构件完好， 满足后续修缮使用要求。无法继续使用的构件，应

统 一由监理单位确认后， 交业主单位保管、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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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设计图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