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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关于古建筑测绘 

 

一、 古建筑测绘的意义 

对于文物建筑来说，建立起完整科学的记录档案是一切保护工作的基础，古

建筑测绘是为建筑遗产保护提供科学记录的档案，使保护工作科学、有效地进行。

而古建筑的测绘则是其中的关键环节。因为只有测绘图纸能最形象、详尽地表现

出文物建筑的现状，这是任何文字表述都不能代替的。 

一套完备的建筑遗产的科学记录档案是由文字记录和图形、图像两个部分组

成的。它的获得是通过查阅文献资料、调查访问、测量与绘图、摄影摄像等多项

实地勘察工作综合完成的。这些工作成果可详尽地记录建筑物各个方面的情况。 

建筑物的真实尺寸、各个结构构件和各组成部分的实际尺寸、整体与各组成

部分之间的真实比例关系等等一系列的客观、精准的数据则需要由测量与绘图工

作来提供。摄影、摄像可真实记录建筑物的全部及各个组成部分的形象特征，尤

其是色彩、造型和编辑部装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再现建筑物的全部及各个组成

部分的形象特征。 

二、 古建筑测绘的类型与范围 
古建筑测绘的类型是依据测绘工作的精确度来划分的。精确度的高低是根据

测绘目的的不同来调整的。一般来讲，古测绘包括精密测绘与法式测绘。 

古建筑测绘有精密测绘、式测绘两种基本类型。精密测绘要求高精度，是一

种只在建筑物需要落架大修或迁建时才进行的测绘，其测量时需要搭“满堂架”，

需要的人力、物力、时间都比较多，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使用很少。法式测绘是为

建立科学记录档案所进行的测绘，也就是现在我们用于已定级的文物保护单位

“四有”档案中的测绘。这种测绘较简单易行，可借助辅助测量工具而不需搭架就

可以进行，所需的人力、物力、时间都相对精密测绘少得多，在实际工作中使用

也最多。 

古建筑测绘的范围包括城市、园林、宫殿、寺观、坛庙、陵墓、民居等不同

类型，以及殿、堂、厅、门、廊、亭、榭、厅、舫、楼阁、塔、阙、幢、表、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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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各种建筑形式。 

第一章 古建筑测量与拍摄的工具 

一、 测量与拍摄工具 
皮卷尺、小钢卷尺、软尺、卡尺、相

机等。 

二、 测量辅助工具与绘图工具 
指北针、垂球、架木、梯子或高凳、

直杆、白纸和坐标纸、绘图铅笔、照相机、

其它工具。 

第二章 古建筑测量与拍摄的

内容 
具体测绘与拍摄内容的确定要经过

仔细观察比较和慎重考虑，本着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原则，保证测绘工作能完整、

详尽地记录测绘对象。 

一、 总平面图 

古建筑绝对保护范围内的各种建筑物、构筑物，包括院墙、照壁、牌坊、廊

庑、古碑刻、道路、铺装、古井、古树等。建筑物周围具有突出特征的地形、地

貌也应记录，尤其是当建筑物位于山地、丘陵、河岗等处时。 

二、 单体建筑的各层平面及相关大样 

1、 单体建筑的底层平面：台明、踏道、钩阑、角石、压阑石的尺寸与铺

砌方式，室内外地面的铺装，柱与柱础，檐墙山墙和柱的交接，墙厚，

门窗及室内外隔断。室内若还保留有原来的家具及布置也应包括在

内，佛像、宝座之类标出它们的位置及形状，并加文字说明。 

2、 二层及以上各层平面：柱及柱础、墙厚及门窗、室内布置等，能够看

到的下层屋面（包括瓦陇、瓦沟、脊与脊饰）。 

3、 与平面内容相关的大样图：不同式样和尺寸的柱础、钩阑、抱鼓石、

角石和角兽、门砧等均要用大样加以详细记录，要用三视图表示及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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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图表示。 

三、 剖面及相关大样 

1、 单体建筑横剖面（即沿建筑进深方向的剖面）：各个开间的横剖面、

清晰表达屋面各层的构造关系，檐部（飞椽、檐椽、小连檐、勾当、

滴水等）、角梁（沿建筑 45。方向剖切桅部转角）及其它大样（月梁、

丁华抹颏拱、驼峰、斗拱等）。 

2、 单体建筑纵剖面（即沿建筑开间方向的剖面）：注意歇山和悬山屋顶

的山面出际部分，注意排山勾滴、山花、博风板、悬鱼、惹草之间的

相互关系，有藻井时必须增加专门的大样。内檐装修及外檐装修部分。 

3、 建筑组群（院落）剖面：至少应有一个沿主体的纵轴线的剖面，在纵

轴线上的重要院落中或增加院落横剖面来来表达主体建筑与两厢的

配属建筑之间的空间关系和院落的构成。 

四、 梁架仰视 

记录梁、檩、枋、板、椽等构件以及斗拱形布置方式、数量、相互之间的组

合关系。 

五、 斗拱大样 

在整体梁架中的位置、数量、类型及每种斗拱的三视图。 

六、 立面及相关大样 

正立面和侧立面和背立面。注意正脊、鸱尾和垂脊及排山勾滴的数目，有悬

鱼、惹草时应附大样，注明瓦陇、瓦沟与飞椽、檐椽的个数，正确表达各条与各

种瓦件，各种式样的版门、格扇等，彩画大样，台基若是须弥座需画大样。 

七、 附属文物图样 

壁画、碑刻、塑像等需通过拍摄、速写、文字描述方式记录。 

八、 测绘报告 

测绘报告的编写是建立在测绘对象各方面资料的收集与整理的基础上的，这

些资料主要包括地方史志、文献、建筑物本身包含的碑刻、题记所记载的相关史

实。报告以文字形式记录测绘内容，以便对测绘图纸不易表达的内容加以详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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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和说明。除了记录测绘对象的全面信息外，测绘报告还应记录测绘工作中的

各种实际情况。 

测绘报告 

□ 测绘对象背景信息(可通过查阅文献资料在现场测绘之前完成) 

建筑物名称： 

地点： 

创建年代与背景： 

建造者/建筑师： 

创建时的基本情况： 

现状： 

历代历次的增修或改建、重建情况： 

相关的历史事件与人物： 

□ 测绘对象现场情况 

建筑组群 

总体布局 

规模（占地面积、院落数量等） 

环境关系 

单体建筑 

平面形式 

规模（通面阔与通进深） 

结构（梁架、斗拱——类型与名称；举架、生起、侧角、……） 

构件（月梁、梭柱、……） 

屋顶形式 

台基 

彩画 

附属文物简介 

时代特征与地域特征 

价值 

□ 测绘工作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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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绘图纸说明 

测绘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与情况（建筑改动情况、构件损毁、变形、

缺失、地基下沉、……） 

测绘时间 

测绘人 

 

九、 测绘图纸内容 

以下是最终应该完成的测绘图纸的内容和建议比例尺（在实际工作中应根据

测绘对象的体量、规模、结构情况具体调整）： 

序号 图纸名称 参考比例尺 

1 总平面图 1：500—1：200 

2 单体建筑的各层平面图 1：50—1：100 

3 单体建筑的横剖面图 1：50 

4 单体建筑的纵剖面图 1：50 

5 院落剖面图 1：100 

6 斗拱大样图 1：10—1：20 

7 梁架仰视图 1：50 

8 单体建筑的正立面图 1：50 

9 单体建筑的侧立面图 1：50 

10 大样图  

 檐部 1：10—1：20 

 角梁 1：10—1：20 

 柱础、钩阑、抱鼓石、角石和角兽、门砧、梭柱、采须弥座 1：5—1：10 

 格扇、版门 1：20 

 月梁、驼峰等 1：10—1：20 

 藻井（仰视平面图、剖面图） 1：20 

 悬鱼、惹草 1：10 

 鸱吻、垂兽、戗兽及套兽、瓦当、滴水、其它脊饰 比例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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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画 1：50 

11 其它  

12 建筑写生（速写、白描等）、建筑摄影  

 

第三章 古建筑测绘的方法和原则 

一、 测绘工作的分工与组织 
现场测量、绘图和后期的正式图纸绘制均应以组为单位，每组 5人左右。 

二、 现场测量 
1、 绘制测绘草图及绘图原则：比例适宜、关系正确、线条清晰、线形区

分、引注大样、编号、图面整洁美观。 

2、 测量及标注尺寸的原则：单位统一、读数准确、尺寸标注有序。 

3、 不同构件的测量方法：柱、构件形状及尺寸、斗拱、梁架、墙、屋面、

其它。 

4、 测量中的问题与解决办法：误差、建筑物现状。 

三、 测量草图的整理和正式测绘图纸的绘制 
1、 正式图纸中只需标注控制性尺寸； 

2、 一套图纸的图幅规格应统一； 

3、 灵活运用多种表达手段，更全面充分地展现测绘对象：轴测图、透视

图等；针管笔绘图、计算机绘图、骨线淡彩、水彩渲染、水墨渲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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