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北军区烈士陵园是为了纪念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时期牺牲在华北大地的革命烈士而
修建，是我国兴建早、建筑艺术风格较高的烈
士陵园之一。园内《胜利》组雕铜像是新中国第
一座纪念圆雕，2024年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启动
了对组雕铜像的科学预防性保护工作，从清除
雕像表面的污染物、清除表面有害锈蚀物，实
施稳定化处理、恢复雕像庄严的英雄形象，延
长雕像寿命等方面进行预防性保护，取得了良
好的效果。

《胜利》组雕铜像，始建于陵园建园初期
（1952年），材质为铜，其主雕《“八一”军旗》位
居园区中轴线的中心，铜雕像高 8.1米，由 3名
全副武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他们高
举“八一”军旗，目视前方，象征着我军勇往直
前，无往不胜的英雄气概；基座长 11米，通宽
3.6米，通高 3.7米，在基座正面镶嵌着《支前》

《参军》两幅汉白玉石雕，表达了华北军民驰骋
疆场和人民武装力量亲密配合的人民战争的
强大力量。《冲锋陷阵》铜像位于东侧，铜像高
2.9米，由两名手握钢枪的八路军战士组成，象
征着八路军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大无畏精神。基
座长 3.2米，宽 1.7米，高 2.5米。基座正面中心
位置刻有“冲锋陷阵”四字。《协同作战》铜像位
于西侧，像高 3.05米，由两名警戒埋雷的男女
民兵组成，象征着我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巨大
威力。基座长3.2米，宽1.6米，高2.4米，基座正
面中心位置刻有“协同作战”四字。

如今，《胜利》组雕铜像饱经风霜 70余年，
出现了大面积的水渍、绿色锈蚀物、铁红色锈
蚀物、尘土结壳、裂隙、残缺等病害，严重影响
到了革命历史的展示传播，威胁到了铜像的长
久保存。

为了解决病害，延长铜像的寿命，恢复铜
像庄严的英雄形象，通过邀请相关文物修复专
家开座谈会、研究，华北陵园针对铜像出现的
病害，实施了几项预防性的科学保护措施：

使用机械或化学方法对表面硬结物、锈蚀
物进行最小干预，去除铜像表面硬结物

《胜利》雕塑本身具有唯一性、不可再生
性，清洗工作是不可逆的操作，因此清洗时选
择在隐蔽、病害信息量大的部位进行清洗实
验，选择适宜的清洗方法，明确清洗程度，确立
清洗标准，保证对铜像本体的无损害保护及铜
像整体清洗程度的统一。

首先察看铜像表面情况，确定铜像的腐蚀
程度、有无特殊表面处理工艺，或使用痕迹、
残留痕迹等有价值信息。根据观察结果判断
是否可以进行清洗，过于脆弱或携带特殊文
化信息的位置需慎重处理，不宜进行清洗或
进行局部清洗。其次根据水渍、硬结物覆盖情
况选用毛刷工具、手术刀、钢针、刻刀进行去
除。结构疏松的表面硬结物，使用毛刷进行清
洁，优先使用较软的毛刷进行实验，避免对雕
塑表面造成二次破坏。对于较硬的结壳物，使
用脱脂棉蘸取溶液贴敷软化，然后使用竹签、
木刀及手术刀剔除。较硬的钙质结垢、土锈结

壳等用刻刀剔除。操作中，动作力度应轻微，避
免伤害器物。

根据文物保护修复最小干预、材料相近、
可再处理的原则，对雕像裂隙部位进行修补

首先使用毛刷清洁裂隙处，将裂隙内
部、暴露部位的尘土刷干净，之后使用棉签
蘸取 2A 溶液（酒精与蒸馏水 1:1），对铜像裂
隙部位进行二度清洁，待干燥后，使用速成
铜填补裂隙处，并使用刻刀等进行随形，直
到将裂隙填补完整，并保持外表面与雕塑表
面的和谐统一。

铜像残缺部位补配
根据文物保护修复最小干预、材料相近、

可再处理的原则，首先对铜像残缺部位进行清
洁，将尘土、杂物、锈蚀物等进行清理，之后使
用棉签蘸取 2A溶液对残缺部位进行清洁，等
待干燥后进行下一步工序。残缺位置没有丢失
铜板的，使用速成钢进行粘接，恢
复原有形态。对于锈蚀严重造成
残缺的位置，依照残缺位置形状，
使用铜板剪裁后进行补配，然后
使用速成钢进行粘接。操作中，考
虑到《“八一”军旗》雕塑内部有空
腔，且雨水可以渗漏到雕塑内部，
保留底座部位部分孔洞作为水汽
的通道。

去除锈蚀物
一般锈蚀物的去除。在不影

响雕塑外观的情况下，使用手术
刀直接剔除锈蚀物，清除到铜层
露出为止。对于较硬的锈蚀物结
壳，采用 2A溶液中浸泡过的棉花
贴敷在要剔除锈的部位，软化半
小时后，使用手术刀剔除。

有害锈的去除。在施工中，加强了对锈蚀
物的成分检测，对发现的含氯锈蚀物，使用蒸
馏水清洗法，使得氯离子溶解到蒸馏水中。清
洗表面时，可洗掉一部分的含氯锈蚀物，使用
蒸馏水反复刷洗粉状锈蚀物处，使一部分氯离
子溶解于蒸馏水中。对于无法清洗掉的含氯锈
蚀物，使用手术刀进行剔除，在剔除表面锈蚀
物后，使用锌粉转化残余的氯化亚铜和氯化
铜，反应生成一层黏附牢固、稳定、难溶的氧化
锌、氢氧化锌和碱式碳酸锌保护膜，起到隔绝
空气中水分的作用。具体方法是使用90%乙醇
溶液调成糊状的锌粉涂覆于含氯锈蚀物位置。
使用滴管滴加20%乙醇溶液，使得该部位一直
保持湿润状态。为防止快速挥发，可使用保鲜
膜覆盖。约8小时后，用蒸馏水冲洗该部位。一
般处理后为灰褐色，与铜色接近，如果差别太
大，随色处理。然后进行脱水干燥，清洗过的位
置，须进行脱水处理，去除表面的残留药液。涂
刷乙醇溶液进行脱水或者使用热风枪加热吹
风，对铜像病害部位进行干燥。操作中温度保
持在40℃左右。

稳定性检测。在含氯锈蚀物清除过程中，
用硝酸酸化 2%硝酸银溶液来检验除锈效果，
直至检验不出氯离子存在时为止。或等待3至
4天，如果在表面出现鲜艳绿色锈蚀产物，再进
行进一步清洗、转化，继续进行含氯锈蚀物去
除的操作。

采取缓蚀处理工艺，减缓腐蚀的发展进程
配制 1.5%BTA 乙醇溶液，用毛刷均匀涂

在器物的内外表面，涂刷过程中，应避免流挂、
溶液的集聚现象。24小时后化学反应完成，若
局部发现多余的结晶，使用脱脂棉蘸取 100%
乙醇溶液，对结晶部位进行擦拭。

此次华北陵园革命文物预防性的科学保
护项目主要针对《胜利》组雕铜像进行修复
与病害处理，通过清洗、修补、病害去除等措
施，抑制各种环境造成的危害，让雕像处在健
康、洁净的状态，提升园内革命文物预防性保
护水平。

（作者单位：华北军区烈士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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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州关帝庙位于山西省运城
市盐湖区解州镇，是供奉武圣关
公的庙宇，始建于隋朝开皇九年
（589年）。庙内保存有明清时期殿
堂、楼阁、牌坊等单体文物建筑 40
余座，百年乃至千年以上古树百
余株，以及铁质、石质附属文物 30
余件（套），在文物库房里保存有
泥塑、铁质、铜质、陶、瓷、古籍善
本等馆藏文物千余件（套）。

火灾危险性分析

建筑材料易燃因素
解州关帝庙的本体建筑均为

土木结构，其梁、柱、门、窗及隔扇
全部以木材为原料，所用木材多
以油脂含量高的松木和柏木为
主。经过数百年的风吹日晒后，木
质内水分降低，异常干燥，再加上
关帝庙为官式建筑，所有外漏的
木构件全部进行油饰彩绘，这无
疑增加了古建筑的易燃性。另外
根据古建筑框架式特点，屋顶的
承重大部分在梁和柱上，一旦从
内起火，将引燃梁柱，梁柱一毁，
屋顶坍塌倾覆，建筑本体将荡然
无存。

建筑布局紧凑因素
解州关帝庙内40余处单体建

筑和将近200余间环绕长廊，组成
了一座院院相连、屋屋相接的建
筑群落，缺少必要的防火分隔和
安全间距。在本就紧促的建筑布
局间，还密植了一百余株树冠如
盖的古柏树。这些建筑之间通道
狭窄，给人员疏散和救援灭火造
成极大不便。

使用明火因素
燃香焚表产生明火：解州关

帝庙作为关公文化的发源地和集
散地，每天都有来自海内外的游
客信众祭拜祈福，燃香焚表。经营
管理机构生活用火：目前共有 200
余名员工，为保证员工的基本生
活而设置的员工餐厅会使用明
火。施工生产用火：在进行文物古
建维修和基础设施建设时，会有
明火焊接、切割、烘烤等作业；在
进行旅游服务时，景区提供餐饮
服务也会使用明火。

意外失火因素
一些游客的安全意识不高，私自吸烟、乱扔

烟头；在一些传统节假日，周围住户燃放烟花爆
竹和孔明灯，极易引发火灾；解州镇所属运城市
属于温带大陆气候，夏季的强对流天气极易形
成高压雷电，对文物古建筑造成安全威胁。

违规用电失火因素
解州关帝庙作为旅游景区，其内有经营商

户、员工宿舍和办公场所，一些工作人员安全意
识和用电常识不够，极易发生违规用电事故。

火灾防控实践措施

加强消防安全管理，落实消防安全责任
依法管理、明确职责。解州关帝庙保护管理

机构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山西
省文物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文物保护法》《运城市关圣文化建筑群保护
条例》中关于消防工作的规定，严格落实消防安
全责任人和消防安全管理人的工作职责，建立
消防安全责任人公示制度，把防火目标分解到
每个部门、每个员工，明确每个岗位的消防安全
责任。

增强意识、提高技能。每年邀请文物、公安、
消防、法律、应急等部门的专家对员工进行安全
意识和安全责任培训，并将培训内容作为年终
技能比武进行考核。在职工运动会上，设立消防
技能项目，将提灭火器赛跑称为“千里寻兄”，
将四人组合利用消火栓出水灭火称为“水淹七
军”，将关公文化和消防安全技能进行有效结
合。按照消防部门的要求，建立微型消防站，定
期接受消防部门的培训并取得资格证。每年组
织全体员工利用到期的灭火器和环绕古建区的
消防供水系统与当地消防救援部门联合进行实
战演练，提高员工的实战技能。

细化制度、明确责任。制定了一系列行之有
效的消防安全管理制度。比如《所长带班制度》
和《中干值班制度》规定，每天1名所班子成员带
班，2名中层干部值班，负责全所当天的安全工
作；《清庙交接班制度》规定每天下班，由带班领
导负责，带领值班中干、值班保卫人员等从前往
后进行地毯式检查清庙，防止遗留游客和火种；

《用电、用火管理制度》规定在古建区内因工作
需要临时用电，必须进行报批，由专业电工进行
操作，且必须安装漏电保护装置，严禁私自乱拉
乱接电线。另外还制定了《防火巡查检查制度》

《消防安全隐患检查排查制度》《消防设备检查
保养制度》等。

识别消防安全风险，管控消防安全隐患
识别、分析风险因素，进行科学评估，制定

预防管控措施，排查安全隐患，是保证系统安全
的重要手段。通过古建筑本体、消防设施、安全
用电以及明火作业等消防安全因素的分析评
价，建立了解州关帝庙安全风险作业台账和清
单，按照分级管控治理原则，制定了“安全风险
四色分布图”、《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
治理双重预防机制管控手册》、《安全生产管理
制度》、《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等，并定期
组织培训学习、演习演练。在隐患排查方面，聘
请第三方专业机构，定期对所有办公、生活场
所以及景区各种服务设施的消防隐患进行检
查，形成隐患排查报告；根据巡查检查制度，在
重大节假日前，各部门联合进行专项消防检
查，发现隐患由责任部门进行整改；安全保卫
部在值班期间对岗位定期进行安全巡查检查，
立行立改。

加强明火管理，消除源头隐患
解州关帝庙的明火隐患有游客吸烟、信众

焚香燃表、生产生活用火等。针对这些问题，制
定了消防安全制度，分门别类消除隐患。在杜
绝游客吸烟方面，在入口处对游客进行口头提
醒和制止，在各个古建筑本体处设置“消防安
全三提示”，同时安全保卫部设置流动岗，不定
时进行全面巡逻。关于香火的安全管理，坚决
禁止燃高香、粗香；禁止在规定地点以外燃香
焚表；成立独立的工作部门负责燃香安全，要
求每天下班前香灭人离；在重大节假日，提前
制定工作预案，与消防部门建立联防工作机
制。严禁在古建区内使用明火，因施工需要必
须在古建区外制作完后再转运至古建区内；职
工食堂和宿舍设在古建区外，严格遵守用火安
全管理制度。

依据规范，严格用电管理
解州关帝庙始终把防范、消除电器火灾作

为消防安全隐患整治的重要任务。首先规定在
文物建筑本体内除安防设施必要的线路外，不
得敷设其他电线，在管理用房和经营场所内的
线路，必须使用合格达标的电器并按照规范施
工，且必须穿金属阻燃管，安装独立控制开关和
自动保护装置，严禁使用大功率电器。为提前预
防电气火灾事故，确保电气线路安全，把整个用
电线路划分成若干回路，每个回路上安装电器
火灾监控系统，用以监测所有用电线路、设备的
电压、电流、负荷，如果达到一定的临界点，就会
通过手机终端预警，管理人员接到预警后，及时
分析识别、整改排除隐患。在生产施工用电方
面，要求所有施工用电必须执行报、审批手续，
并且由专业人员操作安装。建立定期检查维修
制度，每季度由消防安全责任人组织安全、后
勤、文物、办公室等部门进行用电专项检查，发
现隐患，限期整改。

有备无患，规范配置设施设备
人防工作是安全工作的首要因素，物防设

施设备为安全工作提供有力的保障。在提高全
体员工的安全意识和安全技能的同时，根据文
物消防部门的要求，科学配置相应的消防设备。
按照古建筑材料和耐火等级特点，在每座古建
筑显著位置配备干粉灭火器，在配电室和机房
控制室配备二氧化碳灭火器，每月进行安全巡
查检查；为解决灭火水源问题，修建了 100余立
方米的消防水池；环绕古建筑一周修建了地下
消防管网和消火栓，用三台消防泵和两台稳压
泵进行供水，定期进行巡检维护；为预防和扑救
初期火灾，为使用明火作业的岗位配备灭火毯
和消防沙箱。

创新工作，提升消防安全系数
每到春节和元宵节，当地居民就有在关帝

庙上香祈福、在关帝庙广场燃放孔明灯的习俗，
对消防管理工作造成压力。解州关帝庙管理部
门积极向当地政府和人大建议，将“不得在解州
关帝庙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燃放孔明
灯”和“禁止在规定地点以外燃香焚表”列入《运
城市关圣文化建筑群保护条例》。同时，当地公
安、消防部门也依据该条例，分别制定相应的管
理规定。另外，为解决古建区内防火间距小、消
防通道窄，大型消防车行进、掉头不便的困难，
配备了机动性强的微型消防车，用于日常的消
防巡逻和应急救援。

防范雷电火灾思考

解州关帝庙地处山西运城，当地平均雷暴
日为 38.6 天/年，夏季多极端天气。庙内文物建
筑地势较高，且多为木结构，在雨天受潮，电阻
率变小，另外古建区内栽植了许多高大树木，
雷雨天气存在雷火隐患。目前古建筑的防雷措
施主要是在屋顶安装金属接闪带，通过引下线
和电解离子接地装置，将雷引入地下，消除雷
击风险。但是这种防雷设计和施工对于古建筑
的风貌具有一定的影响，且不能保证百分百将
雷避开。建议在古建筑外一定范围内安装雷电
预警系统和可以升降的避雷杆，平时将杆收缩
至一定范围，遇到雷电预警后，将杆升起进行
避雷。

解州关帝庙的消防工作任重道远。只有树
立牢固的消防安全意识，分析识别引起火灾的
各种因素，建立并执行相应防范制度和措施，有
效管控和消除隐患，才能杜绝火灾事故的发生，
使这一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永续传承。

（作者单位：山西省运城市解州关帝庙文物
保护所）

8月7日至8日，“济南20世纪建筑遗产项
目研讨暨再回故乡 马国馨：我的设计生涯
——建筑文化图书展”系列学术活动在山东济
南举行。活动邀请全国建筑、文博、城市设计、
高等院校的数十位专家学者，畅谈马国馨院士
作为中国第三代建筑师代表的学术贡献，考察
济南古城和老商埠片区保护利用情况，为济南
城市文化遗产提升与活化建言献策。

在山东大学举行的马国馨建筑文化图书
展开幕式上，济南市政协主席、济南古城保护
提升工作指挥部总指挥雷杰说，马国馨院士在
家乡举办书展，为家乡学子送来了宝贵的精神
食粮。马院士的著作饱含着对祖国和家乡人民
的热爱，体现了以传承创新理念对待建筑文化
的情怀。

中国文物学会专家委员会主任、故宫博
物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单霁翔说，马国馨院士
是较早投入到建筑遗产保护且在国际上代表
中国为建筑遗产保护做出呼吁的人。2004年，
马院士就代表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师分会向国
际建协提交了《中国 20世纪建筑遗产名单》，
而后推动成立中国文物学会 20 世纪建筑遗
产委员会。10年来，中国建筑学会和中国文物
学会一起推介公布了九批、900 项中国 20 世
纪建筑遗产，马院士是开启这个先河的重要
贡献者。

“马院士的 36部著作，既有向建筑师直接
传授建筑技艺的技术图书，也有为行业开拓国
际化视野的建筑思想与建筑文化之作，更有为
老一辈建筑师书写华章的富有人文情怀的图
书，它们共同构成了弥足珍贵的新中国 20 世
纪建筑师代表性的思想遗产。”中国建筑学会
理事长修龙说。

北京建院董事长徐全胜说，马国馨院士主
动培养后学，支持并启迪了众多北京建院内外
的中青年建筑师。2022年北京建院为马院士设
立了“院士书屋”，他以南礼士路 62号作为地
标所讲述的北京建院、行业前辈“人和事”的故

事十分感人，为后人了解我国建筑大师的创作
精神和人生风采留下了宝贵的记忆。

“进入展览空间，仿佛置身新中国建筑设
计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有太多内容值得深深
品读学习。”中国工程院院士孟建民说，“从早
年求学，到日后的建筑创作过程中，我都在学
习马院士的设计理念，不断提升和总结自身的
设计水准。”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兴钢表示，马院士勤耕
不辍、博闻强识，他几十年如一日做笔记，将工
作中的细节都记下来，令人十分佩服。他所记
述的个人职业生涯以及相关的人和事，与中国
建筑界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发展历程相互
交织，不仅是他个人的成长史，也必将成为中
国现当代建筑史中重要且独特的组成部分，这
是设计行业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

泉城济南是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建筑园林风格融南贯北，20 世纪建筑遗产保
护利用卓有成效，已有齐鲁大学近现代建筑
群、万字会旧址、原胶济铁路济南站近现代
建筑群、济南纬二路近现代建筑群、山东艺
术学院红楼建筑、济南经四路基督教堂等六

个大项的 15 个子项入选“中国 20 世纪建筑
遗产项目”。

8月8日上午，与会院士、专家前往济南古
城和老商埠片区考察调研。在老商埠片区，参
观了纬二路近现代建筑群中的小广寒电影博
物馆，详细听取了老商埠保护提升工作介绍。
随后，考察组来到明府城片区，沿曲水亭街—
百花洲历史文化街区线路开展实地调研，听取
了历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保护提升等情况介
绍。单霁翔等专家对济南文化遗产保护提升工
作给予肯定，认为济南市始终坚持保护优先，
严格制定管控导则、图则，实施渐进式微更新，
传承古城建筑风貌；坚持规划先行，科学谋篇
布局，在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中做出了探索。

8月8日下午，在山东建筑大学举行“致敬
百年建筑经典 济南 20 世纪建筑遗产项目研
讨报告会”，举办了《中国 20世纪建筑遗产年
度报告（2014-2024）》首发式。庄惟敏院士作了
题为《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对当代绿色技术的启
发》的报告。主旨演讲环节，单霁翔作了题为

《让文化遗产“活”起来》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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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建筑遗产项目研讨
系列学术活动在济南举行

本报记者 冯朝晖

华北军区烈士陵园《胜利》铜像组雕的
预防性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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