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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疆广袤的土地上有着一道辉煌璀璨的历
史风景线，那就是新疆长城。由于独特的自然环
境，新疆的长城遗址没有连续性的墙体，而是以城
址为中心，点状建构烽燧、戍堡等设施，形成了以
点带线且功能完善的军事防御体系。这项伟大工
程沿丝绸之路主干线而建，雄踞军事要塞，历经数
代不废，为丝绸之路贯通欧亚大陆，促进古代交通
的通畅，保障国家边疆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根据国家长城保护的总体战略和分段分级保
护的原则，2012年，国家文物局对新疆长城中具有
极高价值的汉唐早期遗存认定为长城资源。新疆
长城资源212处，其中烽火台186处，戍堡26处。新
疆长城资源是新疆长城的典型代表，更是中国长
城文化遗产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疆长城资源价值内涵

新疆长城资源是中华民族坚韧不屈、自强不
息的代表。新疆长城是我国最西端的长城。汉代以
来，新疆长城以烽燧这一单体形式，修建在戈壁荒
漠。从开辟道路、修筑烽燧，再到烽燧向西延伸，新
疆长城始终实证着历代中央王朝对西域的管辖，
凝聚着新疆各族人民共同维护边疆安定的宝贵精
神，彰显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坚韧品格。

新疆长城资源是我国军事防御和边疆治理的
典型代表。新疆长城是中原地区长城的向西延伸，
具有边疆属性。它围绕新疆三大地理单元（塔里木
盆地、吐哈盆地、准噶尔盆地）点阵结合、纵深梯
次，形成了典型的线性军事防御体系。在西域地区
移民戍边、屯田开荒政策的作用下，长城沿线区域
农业、手工业的飞速发展，有效推动各民族之间的
交往交流交融，为有效治理边疆提供了范例。

新疆长城资源是丝绸之路的形成和东西方交
通连接的重要保障。新疆长城依托选址与布局优
势，在茫茫戈壁上如同大海上的灯塔一般，为军事
家、使者、商旅、僧侣指引前行的方向，保障物资需
求，甚至围绕古代长城（城址、烽燧）形成了城镇、
集市，促进了民间商品和文化交流碰撞，促进沿线
区域生产生活的发展。

新疆长城资源保护历程

调查研究及考古发掘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黄文弼先生对轮台县和库车市境内的部分古城及
烽燧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开启了中国学者对新
疆长城资源的研究探索。2007年，新疆长城资源田
野调查工作与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同步开展，出
版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长城资源调查报告》，对
新疆汉唐烽燧、戍堡等进行认定及编号。

2011 年起，为配合长城资源文物保护工程的
实施，考古人员对吐鲁番市、哈密市、和田地区、巴
州等地部分烽火台、戍堡进行了考古清理工作，整
理发表有《和田地区烽火台、戍堡考古发掘简报》

《孔雀河烽燧群调查与研究》等。2019-2021年，新
疆考古研究所连续三年对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
进行主动性考古发掘，考古发掘取得重大收获，入
选“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管理及规划 目前，新疆长城资源管理级别
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42处，自治区级文物保
护单位136处。2014年，克孜尔尕哈烽燧作为“丝绸
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组成部分，列入《世
界文化遗产名录》。2020年克亚克库都克烽燧、克
孜尔尕哈烽燧、麻扎塔格戍堡等4处新疆长城资源
列入国家文物局第一批国家级长城重点段名单。
长城遗址级别的提升，极大推动长城资源依法保
护，推动了长城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
制地带的依法核定公布。

新疆逐步建立健全长城保护员队伍，聘用长
城保护员 180 余人，做到长城资源人员巡护全覆
盖。2019年在国家文物局的统一部署下，新疆按照
国家《长城保护总体规划》要求，完成《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长城资源保护规划》（2019-2035）的编制。

保护及展示利用 近年来，为有效保护新疆
长城资源遗址，完成了巴州孔雀河烽燧群、哈密境
内烽燧遗址、昌吉州境内烽燧遗址等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保护加固工程，保护项目的实施基本解
决了影响本体安全的重大结构性病害。2016-2017
年，实施了长城资源文物基础信息采集工程，对巴
州、哈密市、昌吉州境内五十余处长城烽燧进行测
绘，初步建立了长城资源文物基础信息数据库。

2013年，自治区人民政府公布了《克孜尔尕哈
烽燧管理规划》，准确核定克孜尔尕哈烽燧对外开
放的容量指标。同时孔雀河烽燧群、克孜尔尕哈烽
燧、麻扎塔格戍堡及阿克苏地区烽燧群列入了“国
家十三五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利用设施建设项目
库”，实施了长城资源保护管理和展示利用设施建
设。2021年，克孜尔尕哈烽燧、孔雀河烽燧群等纳
入了国家“十四五”时期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程，
重点建设国家长城文化公园。

存在的不足

对新疆长城资源价值的总体认知程度不足。
目前对长城资源整体缺乏价值研究，没有进行系
统的考古发掘，部分长城资源的烽燧、戍堡形制不
明，边界不清，严重制约了长城价值认知的进一步
深化。绝大部分遗址尚未进行识别、无法完整展现
脉络线性格局，统筹规划和顶层设计不足，无法彰
显整体价值。由于缺乏全面、系统的认识，整体保
护意识不足，难以形成长城专题研究成果。

长城资源保护管理机构建设不健全。新疆长
城资源大部分远离城市，地处戈壁沙漠边缘，点多
线长面广，保护等级不一，常态化看护难以实现。
各地未建立长城保护管理机构和专职人员，长城
资源保护管理体系缺乏系统性和程序性，日常保

养监管不足。
长城资源保护科技支撑不足。新疆长城资源

缺乏对材料、布局、形态、损坏成因的演化研究，导
致已实施的文物保护工程在方法上千篇一律、缺
乏科技含量和后期跟踪评估。同时缺乏预防性现
状评估及监测预警系统，抢救性干预措施不科学、
效果不理想。

保护管理对策

充分认识新疆长城资源整体保护工作在新疆
文物保护工作中的重要地位

强化顶层设计。以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
联合印发的《长城保护总体规划》为指导，推动公
布实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长城资源保护规划》，
明确新疆长城资源保护传承利用工作原则、目标、
内容及管理要求，提升长城保护的整体水平。

开展基础研究。统筹组织开展基础调查、遗址
测绘、现状评估、考古调查等工作。建立新疆长城资
源动态化管理数据库，为整体性保护统筹规划提供
基础数据。做好前期监测和数据转化利用，开展游客
承载量分析和开放强度测算等基础性工作。

落实主体责任，强化日常管理
长城资源保护要坚持政府主导，落实“属地管

理”原则。依法履行长城文物资源保护工作，依法
划定并公布新疆长城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
依法开展保护利用展示工作，提升长城资源保护
管理水平。

加强长城保护员队伍。建立长城看护目标责
任制，稳定看护、巡查队伍，将长城保护员补贴缺
口纳入县市级财政，建立行之有效的奖惩机制。

提升长城资源保护利用整体水平
加强依法保护。根据国务院《长城保护条列》，

推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长城资源保护规划》落地
落实，分批分阶段实施长城资源保护工程，全面排
除长城资源安全隐患，抢救性保护逐渐向预防性
保护转型。

做好长城资源安全防护。通过物联网、远程监
控等形式，把野外长城监管纳入当地安全监管体
系。开展长城现状评估工作，运用现代化科技手段
评估片区巡护、技术监测、风险预警、防灾减灾。

统筹开展长城资源数字化保护。根据考古研
究成果，保留长城遗址原始信息，数字复原长城警
戒和道路畅通功能，打造新疆长城资源智慧展示
项目。

强化展示利用。结合乡村振兴、旅游兴疆战
略，打破长城资源展示利用“单打独斗”的局面，逐
渐向“以点成线、以线带片、跨区域合作”整体格局
发展。重点推动村镇周边、旅游线路上的长城资源
对外开放，促进风景名胜区、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
村、城镇周边的长城资源的展示利用，盘活文物资
源，加快长城品牌塑造、文旅融合、主题线路开发，
促进文物旅游惠民富民。

（作者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博院）

晋祠圣母殿是中国宋代建筑的代表作，
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长期的环
境影响下，圣母殿梁架及斗拱等关键构件已
发生弱化或损坏，亟需高度关注。根据文物
保护管理的新理念新要求，文物预防性保护
越来越受到重视。围绕古代木构建筑，如何
在构件需要进行修缮前识别并预防，避免结
构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成为开展预防性保护
工作的关键。笔者主持的以晋祠圣母殿为研
究对象的山西省文物局课题研究项目《晋祠
圣母殿力学性能与防灾减灾研究》，针对圣
母殿典型斗拱节点及局部梁架结构的力学
性能开展了基础研究工作，对于指导圣母殿
及同类型木结构的预防性保护具有借鉴意
义，在此作简要介绍。

圣母殿木结构“三弱三强”的力学特征

弱连接，强变形 晋祠圣母殿柱脚平摆
浮搁、梁柱榫卯连接均为柔性的弱连接，在
水平外力作用下，柱脚易产生抬升，柱易倾
斜，榫卯节点易转动而产生拔榫，柱架层的
这些连接特征使其在水平荷载，如地震作用
下产生明显的摇摆变形；斗拱层和屋顶层在
水平荷载作用下近似平动，在较大的水平位
移下，斗拱层和屋顶层各木构件间会产生少
量的相互错动，但不影响斗拱的整体稳定
性；得益于柱脚和榫卯的“弱”连接，实现了
结构大变形而构件少破坏的结构特征。

弱耗能，强抗震 具有摇摆特性的圣母
殿木结构表现出较强的变形能力及较弱的
耗能能力，其滞回曲线呈旗型，结构有良好
的变形自恢复能力；结构有较强的延性，并
且在大变形情况下还有较好的承载能力；
整体结构耗能量随水平位移和竖向荷载的
增大而增大，评价结构耗能能力的等效粘
滞阻尼系数在 0.057-0.100 之间。能量转化
机制对圣母殿木结构抗震起关键作用，水
平地震作用下，由于结构柱架层的摇摆导
致屋顶产生竖向顶升，地震输入能量转化
为重力，重力势能储存于木结构，极大地减
小了木构件的损坏，这种能量转化机制是
圣母殿结构抵抗多次地震，尤其是大震的
重要原因，也是其耗能能力弱而抗震性能
好的重要原因。

弱共振、强协同 圣母殿木结构各结构
层具有不同的刚度，其中屋顶层和斗拱层刚

度远大于柱架层，各结构层的自振频率也有
较大的差异，在地震作用下，柱架层、斗拱层
和屋顶层不会同时产生共振，因而可以很大
程度上减弱结构的共振效应，降低整体结构
的加速度、速度及位移响应。圣母殿局部梁
架模型共振频率在 1.0Hz-1.5Hz 之间，此时
结构响应最显著，而在高频激励下，木结构
表现为高频晃动，振动幅值很小；晋祠圣母
殿结构具有放大低频、阻隔高频振动的特
征，结构同时具有现代结构中隔震结构和
减震结构的特征，其中刚度较小的柱架层
类似于一个隔震层，高频的振动很难传到
上部结构，而斗拱层和屋顶层又类似于减
震层，依靠众多构件的相互摩擦，起到摩擦
减震的作用，这种各结构层的协同工作保
证了结构具有较好的变形能力，又具有一
定的耗能能力。

圣母殿预防性保护的思考

此次研究系统揭示了圣母殿木结构的
承载特征，然而由于圣母殿木材年代及材种
复杂多样，残损状况不同，导致材料劣化程
度不一，需考虑到建筑节点种类多且受力特
征各不相同。现就继续开展相关研究，提出
如下思考。

圣母殿旧木构件力学性能的微观表征
与结构安全评估 目前针对古建筑木结构
力学性能多以未残损模型为研究对象，但古
建筑木构件在长期环境和荷载作用下均存
在不同程度损伤，直接用未残损模型的试验
结果评估实际结构的承载能力是有误差的。
然而古旧木材力学性能的确定很困难，通过
取样进行木材力学性能测试不适应于本体
结构，而无损检测技术在古建筑中的应用也
有局限性。因此需要通过对不同劣化程度的
古旧木材进行微观表征和力学性能测试，从
而建立起木材元素含量、化学组成等因素与
木材力学性能的关系，进而直接借助微观测
试确定古旧木材宏观力学性能，在此基础上
建立整体结构有限元模型，对木构件赋予实
际残损状况下的力学参数，并进行不同工况
下的力学计算分析，从而为结构现状安全评
估提供科学支持。

圣母殿监测布点及监测预警值的确定
古建筑的日常监测是预防性保护的重要环
节，监测的有效性取决于测点的布置与预警

值的设置。通过对结构在实际残损状态下力
学性能的评估，结合力学试验以及有限元模
型的计算分析，其一可以确定木构件容易发
生残损及变形的部位，其二可以确定该部位
的形变阈值，从而明确监测布点的位置、监
测设备的选用以及位置监测的预警值。当监
测到某一部位变形及残损超过预警值，即需
要迅速实施保护手段，防止构件进一步发生
破坏而造成整体结构损毁的风险。

圣母殿关键构件及整体结构剩余寿命
预测 古旧木构件、古建筑木结构的寿命一
直是从事古建筑保护工作者的讨论热点，但
目前尚没有安全可靠的方法预测木构件或
结构的剩余寿命，而木材微观层面的分析测
试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可能。通过对不同
年代、不同劣化程度的木构件进行微观表征
研究，可以得到古旧木材元素含量、化学组
成成分等随时间的变化规律，进而从微观层
面预测木材进一步劣化的趋势，以达到预估
木构件及木结构剩余寿命的目的。

古建筑旧木构件防护及改性 古建筑
木结构的预防性保护，最关键的工作是防止
或减缓木构件的进一步损伤或劣化。对古旧
木材的微观表征，可以从根本上认识木材材
性劣化的本质以及导致木材劣化的主要因
素，如果能从微观层面限制其分子结构、组
成元素或化学成分的进一步变化，就可以延
缓或阻止其宏观层面的力学性能退化，而如
果能改变其微观组成，甚至可能恢复木构件
部分力学性能。此外，明确了影响木材劣化
的主要因素，可以有针对性地采取保护措施
或研发一些保护材料，进而明显提升预防性
保护效果。

建立晋祠圣母殿残损及易损点信息库
围绕古建筑日常维护、重点修缮等预防性保
护措施，有必要建立残损点及易损点信息
库，从而确保修缮构件及修缮方法合理准
确。通过调查圣母殿木构件的残损现状，以
及残损状态下的典型木构件和节点的力学
性能测试，结合圣母殿精细测绘，使用建筑
信息模型（BIM）软件建立圣母殿残损及易损
点信息库，确定建筑结构容易发生残损部
位、残损成因、残损程度评级等信息。该信息
库的建立能够为后续预防性保护工作的开
展提供定性及定量的科学依据。

（作者单位：太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 太
原市晋祠博物馆）

淄博文脉悠长，文物浩繁，拥有各级文
物保护单位2000余处，数量多、类型全、分布
广，地下文物资源丰富。作为文物资源大市，
淄博市文物保护利用与土地开发、城市改
造、旅游开发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文物保
护面临着诸多问题。2023 年以来，淄博市文
物保护和考古研究院以“文物保护和考古创
新突破年”为目标，以“文物长制+数字化管
理”为抓手，率先研发使用“淄博市智慧文物
管理系统”，全面推广使用“智慧文物”手机
APP，并立足实际，以用促管，深入开展文物
领域“大调研”，根据实地调查研究和科学研
判，制定文物保护单位“一点一策”差异化巡
护，探索出一条科学化、精准化、高效化文物
巡护新路径。

加强顶层设计，深化数字赋能

为保护全市文物资源，传承历史文化，
加强文物工作顶层设计，淄博市探索创新，
2022 年在山东省率先推行文物长制，建立
市、区县、镇（街道）、村（社区）、网格化文物
保护员组成的五级文物保护体系。

淄博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院全面梳
理全市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深化数字赋能，
着力构建“1+2+N”数字平台建设，突出文物
数据库、巡护员信息库基座支撑，研发使用

“淄博市智慧文物管理系统”，延伸文物保护
单位巡护数字化场景应用。

“淄博市智慧文物管理系统”将全市
2000余处不可移动文物、1800余名巡护员纳
入系统管理，建立了全市不可移动文物和巡
护员数据库；通过地图数据，将系统内不可
移动文物落图，同时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的中心坐标点、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
进行标注，实现了全市不可移动文物数字
化、可视化、动态化管理。该系统利用移动应
用、物联网、大数据、卫星遥感、GIS等技术和
理念，通过“信息化管人、流程化管事、智慧
化管文物”，实现文物保护全覆盖建档监管、
全流程线上办理、全过程闭环管理。

“淄博市智慧文物管理系统”电脑端和
手机APP于 2023年 2月上线运行，淄博市文
物保护和考古研究院督促各区县全面推广
使用手机APP，截至 2023年 8月底全市文物
保护单位巡护突破“十万”人次大关，达到
101137 人次，提高了文物保护工作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解决了信息不准确、巡
护记录难等问题，让文物保护工作“多跑网

路，少跑马路”，切实发挥了文物巡护员的一
线“前哨”作用，为全市文物保护单位巡护工
作提供了稳定、准确、实用的信息化平台。

坚持实践创新，突出深耕细耘

在文物制度化、智慧化监管的同时，暴
露出巡护工作不均衡、巡护专业性弱、巡护
成效差等问题，给全市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工
作提出更精细化的要求。面对这些问题，淄
博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院加强实践创新，
转变工作思路，在对各区县不可移动文物管
理台账、保存状况、产权关系、巡护人员、日
常巡护等调研的基础上，依托“淄博市智慧
文物管理系统”，秉持“以事实为依据、以科
学为原则”的态度，提出了“一点一策”差异
化巡护策略。

坚持实事求是。“一点一策”差异化巡护
策略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充分考虑级别
重要性、类别差异性以及文物保护单位的实
际情况，对已经灭失、合并、作为办公场所正
常使用、地处危险山区的文物保护单位，依
据可能存在的风险程度科学设定巡护频次，
形成“一点一策”差异化巡护管理台账。

坚持科学高效。对重点的古墓葬、古遗
址、古建筑类的文物保护单位加大巡护频次，
重点做好防盗、防破坏安全隐患排查；对作为
宗教场所、旅游景点的文物保护单位，加强管
理单位安全管理机制建设，突出做好防火、突
发事件管理。通过合理配置巡护资源，使“一
点一策”差异化巡护策略具有更强的针对性
和可操作性。巡护员通过“智慧文物”手机APP
提供的一键巡护、工作填报、事件发现、事件
处置等业务功能，及时上传巡护影像，形成工
作日志，实现文物保护一键巡护、管护工作实
时填报、问题事件及时发现、事件处置闭环监
管，通过对文物巡护工作数据化管理，提高了
管理部门的工作效能。

坚持以人为本。当前全市文物专业人才
相对较少，“一点一策”的实施，不仅提高了
文物保护工作的效率和质量，还为基层不断

“松绑”，让文物工作人员充分发挥自身专业
素养，能够聚精会神深入挖掘文物的历史价
值和文化内涵，为社会大众提供更多的精神
滋养。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科技手段的
使用，也为文物保护者提供更多的渠道和资
源，更好把握文物保护工作的主动权。

发挥基层动能，形成工作合力

“一点一策”差异化巡护策略是落实淄
博市文物长制的具体措施，该工作充分挖
掘和发挥基层组织的内在潜能，促进基层
力量的汇聚和整合，不断提升基层文物保
护能力。

各级党委和政府牢固树立“保护文物也
是政绩的理念”，高度重视文物工作，增强政
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发扬“严真细实快”
工作作风，充分发挥内在动能，形成合力，推
动文物保护工作效率的显著提升，不断夯实
文物保护基础。

“任务目标+智能考核+巡查督导”形成
工作闭环，“一点一策”差异化巡护台账明确
每个区县、镇办、巡护员每月的巡护目标任
务，系统平台根据每天各区县实际巡护情况
自动生成巡护数据，每月通报全市文物巡护
工作情况，环环相扣，进一步压实了各区县
工作责任，实现基层文物巡护工作的信息
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提高基层工作效率和
服务水平。

文物保护单位“一点一策”差异化巡护
调动了更多基层巡护员直接参与到文物保
护工作中来，通过文物保护宣传、专业知识
培训，巡护工作的群众基础更加广泛，渠道
更加多样，氛围更加浓厚，行动更加自觉。

文物保护，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淄博市
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院推出的“一点一策”
差异化巡护管理措施，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
成效，全市文物平均巡护率提高了2倍，覆盖
率提高了近 2成，为文物保护工作注入了新
的活力和动力，助力淄博市不可移动文物高
质量保护。未来，淄博市将继续探索创新，不
断提升文物保护工作的科学化、精准化、高
效化水平，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贡献力量。

（作者单位：淄博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
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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