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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现状病害分析的葵寻常小学旧址
保护研究

吕海平１ꎬ郝梦桐１ꎬ于恩海２

(１.沈阳建筑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ꎬ辽宁 沈阳 １１０１６８ꎻ２.沈阳建筑大学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ꎬ辽宁 沈阳 １１００１６)

摘　 要:历史建筑是既有城市住区更新改造中具有一定保护要求的特殊建筑类别ꎬ
历史建筑的日常保养维护是实现历史建筑保护、降低后期修缮干预及成本的重要

手段ꎮ 以近代沈阳砖混结构历史建筑葵寻常小学旧址为研究对象ꎬ记录其病害现

状ꎬ分析病害产生的原因及风险程度ꎬ并基于病害分析ꎬ提出了对葵寻常小学旧址

的日常保养维护工作建议ꎬ以期为沈阳市同类型历史建筑的保护研究提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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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沈阳ꎻ历史建筑ꎻ现状病害分析ꎻ日常保养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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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葵寻常小学旧址案例研究的意义

“历史建筑”在狭义上指“经城市、县人

民政府确定公布的具有一定保护价值ꎬ能够

反映历史风貌和地方特色ꎬ未公布为文物保

护单位ꎬ也未登记为不可移动文物的建筑物、
构筑物” [１]ꎮ 沈阳市一 ~ 五批历史建筑共计

１９６ 处[２]ꎬ其中ꎬ近代历史建筑 １０９ 处ꎬ近代

砖混结构历史建筑 ５３ 处ꎬ占近代历史建筑总

数的 ４８ ６２％ ꎮ 葵寻常小学旧址(以下简称

“旧址”)砖混结构历史建筑是近代日本殖民

势力在沈阳建造的标准化初等学校建筑实例

之一ꎬ其现状病害情况对于沈阳市相同类型的

历史建筑具有典型性和普遍性ꎮ 旧址历经近

９０ 年的风雨洗礼ꎬ其构件、材料的耐久性由于

自然环境、人为使用等的影响ꎬ产生了不同程

度的老化和损伤ꎬ建筑整体保存状态一般ꎬ若
其使用、管理不当或维护保养不及时ꎬ容易产

生因病害及损伤积累而成的多种潜在危害ꎮ
旧址的现状病害情况是其损害、隐患及

存在问题的重要体现ꎬ对现状病害的确认、分
析ꎬ是了解旧址建筑病害形式、损害规律、影
响因素的基础ꎬ也可以为进一步明确保护对

象及工作重点、调整保护设计方案提供参考

依据ꎬ最终保证旧址建筑构件及设备设施的

性能和使用ꎮ 同时ꎬ随着历史文化街区内文

物古迹和历史建筑的用地面积宜达到保护区

内建筑用地 ６０％以上这一要求的提出[３]ꎬ历
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重要性逐年加大ꎬ历史建

筑的修缮保护工作也在城市更新改造进程中

日趋重要ꎬ但目前我国仍没有针对历史建筑

保护的专门标准、法规等ꎬ缺少对历史建筑保

护的科学研究ꎮ 面对量大面广又具有不同保

护等级、不得任意改造的历史建筑ꎬ有必要对

其现状病害情况进行具体分析ꎬ并基于病害

分析ꎬ研究适宜的保护措施ꎬ以利其更长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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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存与利用ꎮ

二、旧址概况及保护要求

１.旧址概述

旧址被认定为沈阳市第二批历史建

筑[４]ꎬ始建于 １９３５ 年ꎬ砖混结构ꎬ是沈阳近代

初等教育日本标准化学校建筑实例[５]ꎬ经历了

５ 次易名和功能调整ꎬ现作为沈阳市 １２４ 中学

综合教学楼使用ꎮ 旧址建筑总高度 １２ ０４ ｍꎬ
地上二层ꎬ一层有地沟ꎬ占地面积５ ５４７ ７ｍ２ꎬ
总建筑面积 ７ ９３９ ４ ｍ２ꎬ总平面呈“山”字形ꎬ
建筑整体风格为现代主义风格(见图 １)ꎮ

校园用地平缓ꎬ地形无高差ꎬ平面布局以

操场为中心ꎬ北侧为教学楼、礼堂、体育馆ꎬ校
园主入口设在竖向轴线之北ꎬ面对原葵町居

住区ꎬ教学楼门厅连接中部大礼堂ꎬ大跨度的

礼堂与一般教室进行整合ꎬ形成了多空间类

型的复合式教学空间ꎻ南侧为原食堂等辅助

用房ꎬ现作为仓库对外出租ꎮ 目前仅教学楼

(附礼堂)为历史建筑ꎬ体育馆与原食堂未包

括在公布的历史建筑内ꎮ
旧址使用的建筑砌筑材料为日式烧结黏

土实心红砖(主要砖型 ２３０ × １１０ × ６０ ｍｍ)ꎬ
胶结材料为石灰砂浆ꎬ墙体的砌筑方式为一

层顺砖一层丁砖ꎬ檐部为预制混凝土檐口ꎬ部
分窗台为钢筋混凝土预制ꎬ凸出墙面 ２０ ｍｍꎮ
教学楼两坡顶采用坡度为 ３０°的木质人字桁

架ꎬ礼堂采用坡度为 ４°的钢制桁架ꎮ 室内地

面教室原为地板ꎬ走廊为水刷石ꎬ顶棚为木板

条抹灰天花板、外刷白灰浆ꎮ 旧址大量采用

矩形平开式松木长窗、白色油饰ꎬ建筑立面直

接反映内部功能ꎬ简洁坚实ꎮ 建筑色彩呈现

为红瓦、红墙(红砖清水墙面)、白色线角(预
制檐口和白灰涂料)的暖色系明亮色彩ꎮ

图 １　 旧址概况

２.旧址保护要求

旧址作为沈阳 １２４ 中学综合教学楼以

来ꎬ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对教学楼进行了增建ꎬ
后一直维持使用未作更改ꎬ历经几十年的风

雨洗礼ꎬ建筑本体及周围环境都有着不同程

度的病害损伤ꎬ出现了诸多问题ꎬ如地基不均

匀沉降、砌体墙受潮起皮剥落、建筑构件老

化、室内冬冷夏热、消防通道受阻ꎮ 旧址现仍

作为高级中学教育建筑使用ꎬ这些问题必须

尽早解决以防止后患ꎮ 作为沈阳市二类历史

建筑ꎬ旧址应满足外部造型、饰面材料和色

彩、内部重要结构和重要装饰不得改变ꎬ合理

安排建筑使用强度ꎬ排除安全隐患ꎬ最低限度

干预ꎬ经济适用的保护要求ꎮ

三、旧址的现状病害记录及风险分析

１.旧址的现状病害记录

(１)建筑位置编号

对旧址平面的轴网定位ꎬ采用外墙转角

定位的方式进行ꎮ 由于教学楼及礼堂平面原

始轴网较密ꎬ但病害位置较有普遍性ꎬ故省略

掉同方向同规律的密集轴网ꎬ并用 Ｍ － １ 表

示外门入口编号(见图 ２)ꎮ
(２)病害记录

经过对旧址病害的现场勘测ꎬ通过文字

记录、表格记录、照片拍摄的方式ꎬ进行了现

场的病害记录(见表 １、图 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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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旧址轴网定位示意及编号

表 １　 旧址现状病害说明

构件 具体位置　 　 现状病害

墙

Ｆ２ 轴点墙体
墙面多处齿状裂缝ꎻ墙面大面积腐蚀酥碱ꎬ面层剥离ꎬ灰缝老化脱落ꎬ局部砖块松

动ꎻ涂料覆盖

Ａ 轴墙体 檐部受潮ꎻ墙面有齿状裂缝ꎻ墙面破损ꎬ灰缝脱落ꎬ砌块松动

５ 轴、６ 轴内墙 墙面面层剥落ꎻ墙体潮湿

Ｃ 轴、６Ｃ 轴点内墙 墙面发霉ꎬ面层剥落ꎻ墙体潮湿

礼堂砖柱 墙体腐蚀严重ꎻ灰缝大范围剥落ꎻ局部墙面发霉滋生青苔

Ｃ５ 轴点墙体 墙面发霉ꎬ面层腐蚀剥落ꎬ“尿墙”状况严重ꎻ灰缝老化脱落ꎻ砌块松动、弹出

Ｍ － １ 处墙体
雨棚周边大面积腐蚀酥碱ꎬ面层剥离ꎬ灰缝老化脱落ꎬ砖块松动ꎻ部分砖块松动弹

出ꎻ承载力下降

２ 轴勒脚 勒角受潮ꎬ原有管沟通风口堵塞

１０ 轴勒脚 勒角受潮腐蚀ꎬ灰缝老化ꎬ抹灰层开裂脱落

Ｈ 轴勒脚 勒角腐蚀风化发霉ꎬ抹灰碎裂、鼓胀

放映室隔墙 墙体受潮ꎻ面层老化开裂

屋架
教学楼 上弦、檩条、望板、砖木结合部位大面积受潮ꎻ局部节点松动ꎻ灰浆受雨水冲刷

礼堂 钢件表面局部氧化生锈ꎻ原有顶棚木格栅及顶棚大面积受潮糟朽

教学楼 瓦面局部破损ꎻ天沟、泛水老化锈蚀漏雨

屋面
礼堂 卷材屋面多处破损ꎬ交接不严ꎬ严重漏雨ꎻ檐沟排水口堵塞ꎬ排水不畅

檐口 教学楼檐口多处断裂ꎻ檐口破损ꎬ钢筋锈蚀外露ꎻ墙面破损ꎻ雨水缺乏组织ꎬ自由排放

分户墙 抹灰面层破损脱落ꎻ砌体风化ꎬ灰缝老化脱落ꎬ砖松动ꎻ泛水老化漏雨

地面
礼堂二层楼座及放映间 楼座层被装修封堵ꎻ水磨石地面局部破损ꎻ钢柱及栏杆局部油漆破损

舞台台面地板 局部朽损ꎬ油饰老化

门窗
教学楼 老虎窗铁皮瓦面锈蚀漏雨ꎻ木质构件局部朽损ꎻ油饰老化

礼堂 外窗非原制ꎬ后期更换ꎻ窗扇变形ꎬ封闭不严

设备
礼堂舞台后台通风道出风口 百叶窗扇缺失ꎻ盖板面层破损ꎻ泛水部位老化

礼堂落水斗、落雨管 非原制ꎬ后期更换ꎻ收水口堵塞ꎬ排水不畅ꎻ部分雨漏设施缺失

２.旧址的现状病害风险评估

(１)残损与病害种类

通过现场勘测得知ꎬ旧址的病害形式主

要有:局部墙面齿状裂缝ꎻ窗扇变形、封闭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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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旧址现状病害

严ꎻ墙面风化发霉、受潮变色ꎬ钢件氧化生锈ꎻ
木质构件朽损ꎬ屋顶金属构件受潮锈蚀ꎻ墙体

腐蚀酥碱、局部砖块松动弹出、灰缝老化脱

落、抹灰碎裂鼓胀、面层剥离ꎬ木屋架受潮局

部节点松动ꎻ檐口断裂破损ꎬ地面局部破损ꎬ
通风口堵塞、排水口堵塞ꎬ雨漏设施缺失、百
叶窗扇缺失等(见表 ２)ꎮ 其中ꎬ湿斑现象多

次出现在外墙面、内墙面、木屋架构件结合处

表面ꎬ这些位置受屋顶防潮、排水系统老化破

损影响ꎬ受潮发生表面变化ꎬ严重受到雨水侵

淋的位置包括:排水组织失效或防潮系统失

效的砌体墙柱及勒脚位置ꎬ产生发霉甚至滋

生青苔ꎻ使用木构件的建筑部位出现了一定

的老化朽损ꎬ受雨水作用的屋顶排水系统材

料出现锈蚀ꎻ建筑清水砖墙由于受潮风化产

生不同程度的墙体腐蚀、灰缝脱落、砌块松

动ꎬ带有抹灰层的部分出现鼓胀碎裂ꎬ室内外

墙体面层出现剥离脱落ꎮ 外力作用下ꎬ在旧

址不同位置产生了破损、磨损、缺失、堵塞的

现象ꎬ这些是由于人为破坏或使用不当引起

的各处损伤ꎮ
(２)病害源分析

对造成以上病害的原因进行分析ꎬ这些

病害产生的原因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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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旧址病害形式及其部位

病害 形式　 　 　 　 出现位置

开裂 齿状裂缝 Ａ 轴、Ｆ２ 轴点墙体

变形 弯曲ꎬ封闭不严 礼堂门窗

泛白 Ｍ － １ 处墙体ꎬ Ｈ 轴勒脚

表面变化

发霉ꎬ滋生青苔 Ｃ５ 轴点墙体ꎬＨ 轴勒脚ꎬ礼堂砖柱ꎬＣ 轴、Ｃ６ 轴点内墙

湿斑ꎬ“尿墙”
Ｃ５ 轴点墙体ꎬＣ 轴、Ｃ６ 轴点、５ 轴、６ 轴内墙ꎬ教学楼屋架上弦、檩条、望板、砖木结

合部位

锈斑 礼堂屋架钢件

腐朽
朽损ꎬ油饰老化 礼堂原有顶棚木格栅、舞台台面地板ꎬ教学楼门窗木质构件

锈蚀 教学楼老虎窗铁皮瓦面、天沟、泛水

灰缝老化脱落 Ａ 轴、Ｃ５ 轴点、Ｆ２ 轴点、Ｍ － １ 处墙体ꎬ礼堂砖柱ꎬ分户墙ꎬ１０ 轴勒脚

腐蚀酥碱 Ｆ２ 轴点、Ｍ － １ 处墙体ꎬ１０ 轴勒脚ꎬ礼堂砖柱

解体
抹灰碎裂、鼓胀 Ｈ 轴、１０ 轴勒脚

砖块、节点松动 Ａ 轴、Ｃ５ 轴点、Ｆ２ 轴点、Ｍ － １ 处墙体ꎬ分户墙ꎬ教学楼屋架

面层剥离 Ｃ５ 轴点、Ｆ２ 轴点、Ｍ －１ 处墙体ꎬ分户墙ꎬＣ 轴、Ｃ６ 轴点、５ 轴、６ 轴内墙ꎬ放映室隔墙

起皮 钢柱及栏杆

涂料覆盖 Ｆ２ 轴点墙体

破损 教学楼瓦面、檐口、地板ꎬ卷材屋面

外力损伤
磨损 礼堂水磨石地面

后期更换ꎬ非原制 礼堂门窗ꎬ礼堂落雨斗落雨管

堵塞 ２ 轴勒脚原有管沟通风口处ꎬ礼堂楼座层、檐沟排水口

残损ꎬ缺失 礼堂舞台后台通风道出风口百叶窗扇ꎬ雨漏设施

　 　 １)建筑结构及材料的影响

①地基基础不均匀沉降ꎮ 病害形式包括

墙面多处齿状裂缝、檐口多处断裂破损、钢筋

锈蚀外露ꎬ虽不属于结构性裂缝ꎬ但也需要及

时养护ꎬ以免影响整体抗震能力ꎮ
②材料老化ꎮ
墙:变形缝处檐口断裂破损ꎬ墙体组成材

料老化、松动脱落ꎮ
屋顶:屋架局部节点松动ꎬ屋面组成材料

老化ꎬ天沟及泛水老化或堵塞ꎬ设备老化失

效ꎬ排水系统性能变差ꎮ
地面:木地板表面磨损、腐烂ꎮ
油饰:油漆破损、开裂、脱落ꎮ
２)自然环境的影响

①温度变化及材料性能的差异ꎮ 墙体组

成材料受室外温度变化及自身膨胀系数差异

的影响ꎬ产生墙面齿状裂缝、表面风化、鼓胀、
碎裂、剥离的现象ꎮ

②自然气候条件(风雨等)的长期影响ꎮ
墙:墙体长期受风雨影响ꎬ出现风化脱

落、表面起皮ꎮ
屋顶:梁架局部节点氧化ꎬ望板受潮ꎬ瓦

面局部破损ꎮ
③水汽渗透侵蚀及湿度大ꎮ
墙:墙体受水汽侵蚀而大面积腐蚀酥碱、

松动弹出、发霉长青苔ꎮ
屋顶:梁架上弦、檩条、砖木结合部位大

面积受潮ꎬ虽未严重腐朽、不为结构性病害ꎬ
但必须及时维护ꎬ以免腐朽发展ꎬ影响梁架受

力ꎬ引发结构性病害ꎮ
地面:漏雨导致木地板局部腐烂ꎮ
油饰:受水汽渗透的影响ꎬ油漆破损、开

裂、脱落ꎮ
④植物及虫洞ꎮ
墙:墙体被藤蔓植物覆盖而产生虫洞ꎬ致

使墙体腐蚀酥碱、承载力下降ꎮ
屋顶:瓦面植被生长、破损漏雨ꎮ
３)人为破坏

①墙:墙体被人为封堵造成破坏ꎮ
②地面:木地板由于过度使用及人为破

坏造成表面磨损、局部腐烂ꎮ
近代砖混结构历史建筑常见的结构(荷

载、受力)、非结构(外部构造)病害形式主要

包括结构变形倾斜、砌体开裂裂缝、材料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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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蚀等ꎬ非结构破坏不会影响建筑结构安全ꎬ
需要进行一些表面修复ꎬ而结构破坏将直接

影响建筑安全ꎬ必须进行加固、补强修缮ꎮ 据

对旧址现状病害原因的分析ꎬ其砖墙体、屋
架、屋面、楼地面等主要结构和维护构件存在

不同程度的老化和病害ꎬ瓦面漏雨、排水不

畅、风化浸渍ꎬ造成墙体受潮及冻融ꎬ局部墙

面风化酥碱严重ꎬ屋面老化破损ꎬ多点漏雨ꎬ
木构屋架朽损ꎮ 现状病害中无结构破坏问

题ꎬ其出现的问题主要集中在砌体墙因水汽

问题、植物问题等产生的受潮、腐蚀现象ꎬ以
及地基基础沉降、后期加建、材料性能差异等

产生的墙体裂缝等非结构病害现象ꎮ

(３)病害风险评估

对于旧址的病害风险评估ꎬ综合目前主

要的打分、分级、矩阵等风险评估方法[６] 及

建筑遗产风险评估实例ꎬ并结合旧址自身病

害特点及研究重点ꎬ采用以损害程度表示病

害风险性的直观评估方式ꎬ将旧址风险性划

分为严重、一般、轻微 ３ 个级别(见表 ３)ꎮ 对

于影响安全及使用的结构病害ꎬ划分其风险

性为“严重”ꎻ对于容易引发其他病害(如腐

朽)的发展型非结构病害ꎬ划分其风险性为

“一般”ꎻ对于不容易引发其他病害的稳定型

非结构病害ꎬ划分其风险性为“轻微”ꎮ

表 ３　 旧址的病害风险评估

构件 具体位置 主要原因 风险性

Ｆ２ 轴点墙体 不均匀沉降ꎻ人为破坏 一般

Ａ 轴墙体 不均匀沉降ꎻ长期淋雨(檐部破损ꎬ雨水回渗) 一般

Ｃ 轴、Ｃ６ 轴点、５ 轴、６ 轴内墙 长期淋雨(防水失效ꎬ外部受潮) 一般

墙
礼堂砖柱 长期淋雨ꎻ排水问题(屋面排水不畅ꎬ落雨管等排水措施失效) 一般

Ｃ５ 轴点、Ｍ － １ 处墙体 排水问题(屋面排水组织不当ꎻ冬季冰雪堆积ꎬ排水不畅) 一般

２ 轴勒脚 墙体湿度大ꎻ人为破坏 一般

１０ 轴、Ｈ 轴勒脚 墙体湿度大(冻融循环) 一般

放映室隔墙 漏雨 一般

屋架 教学楼、礼堂 漏雨 一般

教学楼 外力影响ꎬ树枝刮动 一般

屋面 礼堂、分户墙 材料老化 一般

檐口 不均匀沉降ꎻ温度裂缝 一般

设备
礼堂舞台后台通风道出风口、落水

斗、落雨管
材料老化 一般

门窗 教学楼、礼堂 材料老化 轻微

地面
舞台台面地板 材料老化 轻微

礼堂二层楼座及放映间 人为破坏 轻微

四、基于病害分析的旧址日常保养维护

基于对旧址的现状病害分析ꎬ笔者发现ꎬ
该历史建筑与现存同类历史建筑一样ꎬ在使

用强度长期未发生巨大改变的情况下ꎬ基本

保存了建造初期的历史风貌ꎬ建筑主体未受

到结构破坏ꎬ存在的病害风险性一般ꎬ病害主

要集中在由于建筑结构及材料缺陷、自然环

境影响、人为破坏等造成的建筑破损ꎮ 这些

病害的积累ꎬ会逐渐破坏历史建筑的风貌ꎮ
因此ꎬ在对旧址进行的建筑保护中ꎬ应及时选

取低干预强度的日常保养维护措施[７]ꎬ对存

在隐患、可能进一步造成破坏的病害及时进

行维护ꎬ并依据可能出现的病害问题ꎬ制定相

应的日常保养计划ꎬ实现对历史建筑的预防

性保护、科学保护[８]ꎮ
１.旧址的日常维护方法

旧址日常维护应当视需要按计划进行ꎬ
找到建筑中存在的隐患和不稳定的病害ꎬ并
对出现损害或失去使用功能的构件、设备ꎬ有
针对性地进行维修保护ꎬ恢复建筑良好的使

用状态、设施功能ꎬ延长历史建筑的使用寿

命ꎮ 旧址现状需要进行维护的病害包括由于

建筑耐久性破坏以及日常维护保养不及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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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漏雨的屋顶ꎬ失效的防水、防潮、排水系

统ꎬ水汽、生物侵蚀的墙体ꎬ老化缺失的设备

等ꎮ 旧址的屋顶天沟老化、锈蚀、破损ꎬ若不及

时进行维护清理ꎬ长期的雨水渗漏、污物堵塞、
排水不畅、墙体受淋等ꎬ会导致屋面渗水、屋架

腐朽、墙面酥碱腐蚀ꎮ 具体维护方法如下:
(１)对教学楼屋顶生长的植物、掉落的

动物粪便进行清理后进行屋面补漏ꎮ
(２)对各屋顶天沟、排水管、雨漏内的堵

塞物进行清理ꎬ检补排水、散水设施ꎮ
(３)对建筑砖墙上的爬蔓植物、虫洞进

行清理ꎮ
(４)对墙体周围的落叶、杂物进行清理ꎬ

清理消防通道ꎬ完善消防设施ꎮ
２.旧址的日常保养措施

旧址日常保养以计划预防为主有序进

行ꎬ以延缓病害发展速度ꎬ防止破坏发生ꎬ延
长建筑使用寿命ꎮ 旧址位于 ７ 度抗震设防

区ꎬ同时ꎬ还面对雷电、暴雨、冰雹、雪灾、火灾

等灾害问题ꎬ 需要定期进行防灾设施维

护[９]ꎮ 此外ꎬ旧址作为学校建筑ꎬ学生的使

用合理性和安全性也是需要日常监测维护的

内容ꎮ 因此ꎬ清洁排水、防潮防水、防火防灾、
安全管理、特殊情况下的维护等ꎬ是旧址日常

保养的工作重点ꎬ具体措施如下:
(１)清理污物ꎮ 每天清洁教学楼各层地

面、窗台、门窗以及外墙四周落叶、杂物ꎻ每月

清洁天沟、排水管ꎬ检查雨漏设备ꎻ每季清理

砖墙爬蔓植物、虫害及屋顶植物ꎮ 雨季要及

时清理周边杂物ꎬ雪季要及时清除屋顶、雨棚

积雪ꎬ特殊天气来临前后要统一进行杂物

清理ꎮ
(２)防潮防水ꎮ 每季对屋顶进行除草、

补漏ꎬ检补散水、排水设施ꎮ 暴风雨、雷电、暴
雪等天气来临前后都要进行检补ꎬ雨季要每

月进行检补ꎮ
(３)防火防灾设施安全保证ꎮ 每周检查

消防设施完备性及实用性ꎬ注意冬季防火ꎮ
(４)学生安全保证ꎮ 严禁在校内玩火、

涂画建筑等破坏性行为ꎻ特殊天气情况下提

醒学生相关注意事项ꎮ 避免因人为因素造成

的火灾、污染、损坏等问题ꎮ
(５)特殊情况下的安全保证ꎮ 暴风雨、

暴风雪等特殊天气来临前ꎬ要做好旧址周边

树木的临时支撑工作ꎬ防止树木倒塌对建筑

的破坏ꎮ
３.旧址日常保养维护的实施

旧址在没有成立历史建筑专门日常维护

保养部门的前提下ꎬ可以选择在学校内部指

定专门的负责人ꎬ来统一分配和安排旧址整

体的日常维护保养工作[１０]ꎮ 日常维护保养

工作的参与人员ꎬ包括清洁人员、古建筑维修

工匠、相关专业技术人员等ꎬ可以选择固定聘

用或临时调配的方式ꎮ 要对清洁人员提前进

行统一培训ꎬ以从历史建筑保护的角度ꎬ了
解、掌握所做日常清洁工作的特殊类别、要
求、实施方法ꎻ要向工匠和专业技术人员规定

历史建筑保养维护的强度及范围ꎬ使其明确

保养修复的工作性质及注意问题ꎮ

五、结　 语

在当代城市更新改造进程中ꎬ具有一定

保护要求的历史建筑量大面广ꎬ研究选取沈

阳近代典型的日式标准化学校建筑作为研究

实例ꎬ分析其具有的普遍性现状病害问题及

病害风险情况ꎬ以期找到适用于沈阳地区同

类型历史建筑的保护方法、保护方向ꎮ 沈阳

近代历史建筑的保护应重在日常保养维护ꎬ
包括对瓦顶、庭院、砖墙植物、门窗构件的日

常清洁ꎬ对排水系统设备的长期维护ꎬ对瓦、
门窗、雨落设施的更新ꎬ对消防设施和消防通

道的检补疏通ꎬ对暴风雨、暴风雪等特殊天气

情况的安全管理等ꎬ日常保养维护重在日常

管理ꎮ 此外ꎬ对历史建筑预防性保护的理念

转变、对保护方法的有效利用ꎬ也是实现历史

建筑长久保护使用的关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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