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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害调查是文物保护修复中的一个基础性工作，属于保护工作程序六个步骤中的第一个“文物调查”。作为病害调查的主要成果之一——病

害图，其绘制的重要前提是对病害的现场甄别和病害草图的绘制。要完成这个工作程序，不能随意的标注病害，而应该提前进行现场踏勘调查，

确定病害种类并进行分类分组，最后在现场把病害分组分类标注在不同的图纸上。这就要求我们在开展此工作时要综合考虑文物的实际保存现

状，把病害科学分类后绘制到草图上，尽量避免出现较多的病害分布上的交叉、重叠或覆盖，否则会带来识别以及电脑转绘时的困难。2009年6

月，在对威尼斯圣马可广场西侧的威尼斯博物馆东壁进行保存现状调查时，我们采取了一种分组测绘病害图的方法，针对性强，实测效果良好，

最后只用了4张病害图就涵盖了所有的病害类型，并且几乎没有出现两种病害分布上的重叠与混淆。这是一次有益的尝试。 

       在两次现状调查的基础上，我们通过对比分析，把保存现状分为两大部分来描述，一是组成材料/历史干预，二是保存状况。其中，针对组

成材料/历史干预一栏，只使用一张图纸即可全部标注；而保存状况则细分为石材表面沉积/色彩变质、石材表面状况/材料缺失和结构状况共三种

类型，需要三张图纸来标注全部病害类型。具体分组见下表。 

       其中，Ⅰ大项中的石块划分指石块材料的分界线。一般而言，在使用石材构建墙体结构时，单个建筑物或建筑单元很少使用多种石材的，所

以，石块划分的分界线标注比较简单，石材类型一般做个统一说明即可。石质类型中不单要说明是三大类岩石归属，还要详细说明具体类型，比

如石灰岩中的伊斯特拉石灰石、结核碳酸盐岩等等。薄膜类则包括保护膜、保护层、草酸钙锈色等。古锈色则指表面局部应用彩绘颜料。 

       ⅡA栏目中，黑色沉积包括污物、致密黑色结壳、树枝状黑色结壳共三类。植物存在包括高等植物/苔藓、微生物生长共两类。斑迹属于氧化

铁、铜盐、木质装饰等外因造成的表面污染。 

       为保证病害的现场甄别和病害图的绘制尽量达到客观、准确，我们每组至少保证有3名工作人员协作完成。同时，病害图图例也非常重要，

简洁明快的图例对于保证病害图的美观、协调都至关重要。因此，对Ⅰ大项，我们采取比较简单的线条型图例来表示，而对于Ⅱ大项中的A类则

采用不同的点状组合来表示，B类采用相对复杂的交叉线、阴影区、折线等图例来表示，C类则采用点线结合的图例来表示。 

       通过这个尝试，我们仅仅使用了4张图纸，就完成了现状调查的两大项4小项共31类病害现状的分组绘制，达到了预期的目标，较好的完成了

现场病害的甄别、病害图的绘制，从而为建立完整、美观的病害档案以及后期的保护修复方案的制定与实施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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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得发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的言论； 

二、不得发表造谣、诽谤他人的言论；  

三、不得发表未经证实的消息，亲身经历请注明；  

四、请勿发表任何形式的广告、企业推广产品或服务；  

五、本信箱只用于中国文物报社和公众之间的交流，请勿发表与中国文物报社工作无关的留言； 

六、本网站拥有发布、编辑、删除网上留言的权利，凡不符合本须知规定的留言将予以删除； 

七、如在本栏目留言，即表明已阅读并接受了上述各项条款。 

网友留言只代表网友个人观点，不代表网站观点。另外网站不定期对评论实行审核后发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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