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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宁波传统民居大木特征

• 平原

1.大木基本形制

• 山区



奉化谢界山江北慈城



• 堂沿

镇海十七房丁丰房



海曙林宅 江北半浦

镇海贵驷 象山儒雅洋



北仑郭巨

奉化岩头

镇海贵驷

奉化石门



• 厅堂

慈城周信芳故居

海曙杨坊故居





2.大木整体构架特点
• 平原地区注重纵向连接，大面和串柱；山区大面是竖向的板；

• 平原地区用料较好，二楼是直料，山区二楼多是弯料。

奉化岩头毛思诚故居

奉化岩头毛福梅故居奉化栖霞坑润庄



3、构件特点
• 梁和面较多有虚拼；

• 圆梁两头斜面各地做法有不同

• 放生与套校



余姚泗门 北仑郭巨

象山黄埠 奉化岩头





4、构件连接方式
1）梁柱间

• 平原地区长短榫加羊眼销 • 山区 叶销（羊角销），雨伞销

余姚丈亭

奉化栖霞坑 奉化岩头

石浦东门



余姚柿林村奉化栖霞坑



2）桁条与柱梁 • 平原

• 山区

象山昌国卫

江北慈城

奉化栖霞坑



象山南部更接近台州风格

象山黄埠三戒堂台州路桥五凤楼

5、大木特征区域划分

象山儒雅洋新大份



绍兴吕府 海曙桂花厅





1.建筑保护的原则—保存现状与恢复原状

·保留各类历史信息

·保证主体建筑结构的安全性和牢固性

·四原则：原位置、原形制、原材料、原工艺（从修旧如旧
到修旧如故）

·禁止主观臆造，恢复需有明确参考（各个地方的做法差别
较多）

二、保护工作的原则与流程







2.建筑修缮工作的基本流程

• 前期调研——现状记录，相关检测与鉴定

• 设计阶段——设计原则，方案设计，施工图设计

• 施工阶段——施工准备与协作，施工管理，具体的施工工
艺和技术。

• 资料整理与归档——基本的测绘图纸，修缮图纸，修复前
后和重要节点的照片，过程的文字纪录。



1）现状记录（参考依据）

方式：
现场照片汇编
建筑测绘——测绘图纸
访谈和文献查阅

目的：
熟悉该建筑的历史文化背景信息，它是作为建筑修复

具体的参考。

要求：
甲方配合，设计单位和施工单位共同调研（设计施工

无缝对接）。
了解和记录该建筑所在区域相类似建筑的式样特征以

及地方传统做法。



2）设计原则的制定

• 尽可能使用原材料、原尺寸、原工艺，文保单位和文保点
严格按照此要求。

• 构件的补修或复原需要参考之前的现状调研信息。

• 历史建筑适当采用现代成熟技术，考虑修复后的实际利用。

• 防火和防虫的综合考虑。

相关主管部门组织建设部门，设计部门和施工单位等进

行协商讨论，根据现实条件如资金，技术，人力及时间等，
对传统建筑修复制定设计原则，从外观风貌到具体的地方节
点做法，到施工方案和组织以及初步预算等多方面进行讨论。



3.施工过程的建设管理
1）招标

较大（面积大，体量大）的修缮项目建议镇政府按照招标程序邀
请正规有经验的古建公司进行施工。

优点：
·流程规范（各种图纸照片档案等要求符合国家法规）；
·施工质量有保证，可以追溯；
·甲方省心；
缺点：
·甲方容易忽视具体的修缮工作，全交由项目包工头负责，容易出现任意

施工，影响修缮项目的进度，损害历史建筑风貌的原真性。
·可能会出现转包。
·施工单位不熟悉地方做法
·监理单位对古建不懂行
·施工图预算与工程决算总价有差别。
建议：
·甲方需要重视历史建筑修缮工作；
·建议甲方请市文保专家定期指导或者安排周边懂行老工匠负责技术监督；
·监理公司与施工单位要学习地方做法。



2）点工制
以青云村为例，村集体直接立项，由村里的专人负责，不包工不包料

采用点工制雇佣村中老工匠修缮老屋。

几点要求：
• 思想统一：

村干部思想和认识统一，由原来的喜欢新房子到喜欢古建筑。村集
体发文，立项，并得到村民代表大会支持。

• 利益统一：
村集体和村民利益共得。村集体出料出工修缮老房子，老房子里的

每户居民也要掏钱。例如换一根桁条200元，瓦免费更换。公共部位村集
体出钱。修缮项目得到村民认可。

• 懂行管理：
村书记下工地看现场抓质量。点工30多人（村里老工匠），分成3班，

每天9个小时。选用当地材料，保证传统工艺。
• 财务监督：村委监督项目财务，有会计和出纳专门负责修缮项目。

优点：省钱，少了中间环节。
转变观念，发动群众，修缮质量和工艺有保证。

建议：在有条件的村集体中推广。村集体凝聚力和执行力较强，且村中有
懂行人员。



三、常见修缮技术与对策

1、四类修缮对策

• 落架大修

针对有保护价值，结构工艺有特色，有代表性，损坏严重
的老房子。

• 局部落架

针对大部分完整，局部倒塌，损坏或者变形需要纠偏的老
房子。

• 屋面翻修

针对大木构架完好，屋面屋脊破损，瓦件凌乱，多处漏雨
的老房子。

• 局部修缮

如屋面捉漏，补墙洞，修补门窗扇以及少量大木构件。



2、以慈城程庆余堂为例说明局部落架和落架大修的过程

1）修缮前现状及评估



东侧面现状



北侧面现状

南侧面现状



院落现状



正厅大木现状



正厅室内现状



西厢房室内现状



2）修缮中

清理院落



清理室内加建改建



正厅（局部落架，拉正） 正厅后排柱梁变形腐朽，后檐墙变形严重



正厅后排柱梁局部落架大修



正厅后排柱梁局部落架大修，油漆防蛀漆



正厅边榀现状



正厅大木扶正



正厅其他情况





西厢房（全部落架）



东厢房门厅（局部落架） 门厅现状



门厅修缮过程



门厅修缮过程



3）修缮前后

门厅



南侧墙



北侧墙



大厅



大厅

西厢房 院落



4）屋面翻修



1）大木作注意事项
•施工人员要了解和熟悉各类木作工艺和修缮技术。在不影响牢固和安全的前
提下，尽量使用原来的大木构架。一些破损构件可以进行剔补，小部分部槽
朽柱子可以进行墩接加固后继续使用。
•对损坏部位的修缮或者替换其做法和形式需参考对应的完好构件的做法，或
者周边类似建筑相同部位的做法。
•用于修补或者替换构件的部分，尽量选用与原构件相同的木料。不宜用进口
硬木。

2）泥水作注意事项
•水泥砂浆

水泥砂浆的使用要控制在基础及砌体的隐蔽部位用以加固，不能用在屋
面或砌筑屋脊，因为水泥和瓦胶结在一起，无法分离，未来无法更换瓦面。
屋面望砖与瓦片之间可以设防水层和防滑层，尽量不用水泥砂浆防滑。可以
用土工格栅。
•蛎灰

砖瓦的粘结材料要用本地的蛎灰即贝壳灰。在宁海西店与奉化章胡有烧。

3.常见的修缮技术



墩接



槽钢加固



大木抬升及扶正



墙体局部修补



1）屋面保温和防水

屋面常用的保温材料是挤塑板，防水材料是三元乙丙。

4.修缮中的适用性对策



2）生活设施

若安置在传统建筑主体内，内部的布局和装修不能破坏

木结构。装修墙体须与木结构脱开，更不能把木柱包砌在装
修墙里。

地面下预埋需要的各种管道和线路。若在木结构表面安
装电线，鉴于防火考虑需要穿在铁管里。

生活设施如厕所，厨房等可以独立安置在主要院落之外
，注意外部形式与传统风貌协调。

化粪池的位置应远离院墙基础，根据使用要求定容量。

原则：不破环结构，不破坏风貌







3）空调

墙体的保温密封：真空玻璃窗，墙板壁的保温。
空调外挂机的放置：放置在窗台或使用集中空调，将空调外

挂机放置在隐蔽角落。



5.修复后的使用管理

• 有人居住（日常维护和及时修理）

• 保持通风

• 排水通畅

• 防白蚁和防火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