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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20th report, the national cultural digitization strategy and strengthening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are once again put 
forward at the national level. Digital technology is playing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protection of modern 
cultural	an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innovating	tourist	experience	methods,	and	launching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to enhance the carrying capacity, display and transmission power of cultural relics and cultural heritage. Based on the 
significance of ancient building protec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historical status and preservation status of Pule Temple in 
Chengde. At the same time, through the research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t propos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ree methods 
for the protection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so as to demonstrate the important role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n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ancient buil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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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和加大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再一次在国家层面提出。
运用现代科技成果，助力文化遗产保护，创新游览体验方式，推出文化创意产品在增强文物和文化遗产的承载力、展现力
和传播力等方面，数字技术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论文从古建保护的意义出发，论述了承德普乐寺的历史地位和保存
现状，同时通过数智化技术的研究，提出运用数智化技术进行普乐寺的保护的三种方法实施，以论证数智化技术对于古建
保护和传承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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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拥有悠久的华夏历史

和中华大地独有的五千年文化。目前中国现有 68 处世界文

化遗产和 15 处世界自然遗产，其中包括著名的长城、故宫、

兵马俑、莫高窟等。这些文化遗产不仅是中国历史的见证，

也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保护和传承悠久的华夏历史文化遗

产是我们华夏子孙的共同责任，对于弘扬中华文化、推动经

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古建筑保护的重要性

①文物保护是展示大国文化底蕴的重要手段。文物是历

史，是宝贵的财产，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通过文物保护，

可以保留历史记忆，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为后代留下丰富

的历史遗产。②文物保护有助于推动旅游业发展。具有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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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文化价值的文物和遗址，是我们民族文化最好的明信片，

是让全世界人民认识中华文明最有力的展示，更是我们旅游

文化外交最直接的手段。③文物保护有助于科学研究。大量

文物中蕴含着我们民族丰富的历史、独特的华夏文化和历朝

历代高水平的科学信息，通过对文物的考古、研究和修复，

可以深入了解古代社会、文化和科技发展，为科学研究提供

重要的实物资料。④文物保护有助于提升社会文明水平。保

护文物可以引导人们了解历史、珍惜当下、开创未来，提高

全社会的文化素养和文明意识，推动社会文明水平的提升。

⑤文物保护有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文物作为民族文化的象

征，能够激发民族自豪感和认同感，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3 承德普乐寺在清朝文化中的历史地位

普乐寺，也叫“圆亭子”，坐落在河北省承德市避暑

山庄的东北部，武烈河东岸，盘锤峰西侧，是一座平坦的小

山，因为那时，随着中国北方各族同清廷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居住在巴尔喀什一带的哈萨克族以及居住在葱岭北部的布

鲁特族，都派出了使者，建立了寺庙。寺庙面向避暑山庄，

形成了一个“众星捧月”的姿态，代表着一个多种族的团结。

它的名字叫“普乐”，是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中的“忧国

忧民”二字，含有普天同乐的意思。始建于 1766 年的清朝

乾隆三十一年。

普乐寺坐南朝南，有 24000m2 的建筑。它的建筑风格

是汉藏两种风格，西面是按照汉族的风格建造的，由山门、

天王殿、钟鼓楼、辅殿、正殿组成。东面是藏族民居。主要

的建筑物是旭光阁，它是一座重檐圆顶，里面有一口环形的

藻井，上面雕刻着龙凤纹；在龙凤藻井的正中央，雕刻着一

条金龙在追逐珍珠。藻井层层回缩，三重翘九叠斗栱的技法，

雕刻精美，极具艺术价值。1961 年 3 月 4 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人民政府将普乐寺列为首个国家级文化遗产。1994 年

12 月，承德“夏宫及周边寺院”，连同“普乐寺”，已被

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4 普乐寺建筑群现状

普乐寺在清末及中华民国时期遭受重大损毁。古老的

树木遭到了大规模的砍伐，古老的建筑物几乎倒塌。新中国

建立后，中央、省、市各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对避暑山庄及

其周边寺院的保护工作给予了极大的关注，20 世纪 80 年代

初期，政府专门拨款对其进行修缮，使得一大批有价值的历

史文化遗产得以及时的抢救与保存。如今，从上一次修缮到

现在，差不多四十年了，普乐寺这座古老的寺庙，也迎来了

新一轮的修缮。阇城的第一层、第二层和第三层都有渗漏，

条石岩帮风化严重，开裂，鼓起，旭光阁、钟鼓楼和天王宫

等建筑的檐角已被破坏得不成样子，房顶漏水，对里面的佛

像和物品也有很大的损害 [1]。

普乐寺在历史上、艺术上和社会上都有着很高的地位，

它在外八殿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通过修复项目的开展，

使普乐庙的历史原真性与完整性得以保存，更好地继承与弘

扬其独特的建筑布局与风格，为国内外游人带来美丽的环境

与原始的感受。

同时，也提升了承德旅游景区的整体形象，也为避暑

山庄及外八庙旅游景区提高了知名度，为河北承德打造旅游

文化世界级名城起到了积极作用。

5 数智化技术赋能古建筑保护的优势

数智化赋能古建筑保护具有显著的优势，主要体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5.1 信息管理优化
通过数字化技术，古建筑的信息管理得以优化。古建

筑资料可以数字化存储，方便查询与获取。此外，数字化技

术还可以将片段化的文物保护信息编撰成系统化的知识网

络，使得信息的查询与获取更加方便快捷。

5.2 数据采集与分析
数字化技术可以用于古建筑的数据采集，包括建筑的

尺寸、结构、材料等。这些数据可以为古建筑的修复和维护

提供重要的参考。此外，通过数据分析，可以对古建筑进行

更深层次的研究。

5.3 呈现与展示
通过数字化技术，古建筑的装饰和细节可以得到真实、

原真性地呈现，为研究和保护提供更为准确的信息参照。此

外，通过 VR 技术和可穿戴设备，可以在沉浸式的环境中模

拟古建筑空间，使公众更好地了解和体验古建筑。

5.4 提高效率
数字化技术提高了古建筑勘察的效率。例如，通过三

维激光扫描等非接触式勘察技术，可以快速得到建筑的总体

尺寸、结构的变形情况等基本空间数据，为古建筑的修复和

维护提供重要依据。

5.5 传承与创新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很多种，当然最直接就是古建筑，

最好的保护手段就是持久地传承。通过现代化信息技术可以

模拟古建筑内务的精密结构，这些资料不仅可以应用于研学

实践、旅游等场景，更能激活创新创造文化遗产的基因。

综上所述，数智化赋能古建筑保护在信息管理、数据

采集与分析、呈现与展示、提高效率、传承与创新、风险防

范与应急管理以及多方参与、互动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它

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研究和保护古建筑，让文化遗产得以传承

和发扬光大。

6 数智化技术保护普乐寺的方法实施

6.1 采用雷达侦测手段检测普乐寺楼宇建筑内部破
损情况 
6.1.1 探伤雷达的工作原理

检测体制与军事体制的体制相同，都是利用电磁信号进

行检测。检测雷达采用的是一种从几兆赫到几兆赫的高频段

的电磁信号，由发送天线将其引导到被检测物体上，并通过

媒质进行传输；当与具有不同电性的媒质相遇时，会产生一

种反射，并由接收天线接收回送至地表的电磁波。利用信号

的传输时间和信号的特性，可以判断出物体的位置和形状。

6.1.2 探伤雷达具有明显的优势
首先，它的分辨率很高，特别是对探测物的探测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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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高，分辨率可达厘米级；其次，工作效率高，现有探伤

雷达仪器设备虽然多种多样，但都比较轻便，操作简单，充

分发挥了计算机采集和处理数据的优势，极大地提高了工作

效率，降低了成本；最后，具有探测无损性的特点，即这种

探测不会影响、破坏文物本体的整体外貌和内部构造。

6.1.3 目前对普乐寺初步探伤结果
目前已经完成正在修复大殿的立柱的探伤雷达数据采

集，查明立柱是否存在缺陷和鼠洞点；对两个偏殿共计 44
根立柱进行了检测，并进行了初步的数据处理和分析。

普乐寺正殿内有两根立柱位于墙体内部，为了查明墙

体内部立柱是否存在缺陷，利用雷达由上至下进行了探测，

先在完好柱子进行雷达检测，作为对比分析。完好立柱雷达

探测成果显示雷达反射波均匀分布，无强雷达反射波分布存

在，仅在铁质束带有同相轴凸起强雷达反射波；大殿内左侧

立柱成果显示，立柱范围内雷达反射波同图一致，表明立柱

无结构损失，位于深度 0.6m 的强雷达反射波为立柱与墙体

的空隙反映；大殿内右侧立柱成果显示，立柱范围内雷达反

射波同图一致，表明立柱无结构损失，位于深度 0.6m 的强

雷达反射波为立柱与墙体的空隙反映。

6.2 普乐寺主要建筑彩画的预保护研究 
针对普乐寺油饰彩画修缮保护充分翔实的前期研究，最

大程度上对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保存原汁原味的文化历史。

进一步完善前期研究和分析，补充对现有彩画图谱、纹样、

彩画工艺（如单披灰、一麻五灰和一布五灰）、材料（如彩

画颜料、地仗材料、木材种类和彩画粘合剂）的相关历史资

料的分析，作为病害分析和修缮措施的重要参考。采集现存

彩画图谱、纹样；补充遗失彩画图谱、纹样；保护补充彩画

现状保护前期试验及相应的监测数据，为普乐寺彩画，起甲

彩画回贴、空鼓地仗层的粘接、粉化颜料层加固、新绘彩画

纹样的选定等修缮工作的可行性，做出有力的数据理论支撑 [2]。

6.3 古建筑的三维复原技术应用 
本阶段我们主要开展并重点实地考察了普宁寺的彩绘

以及相关古建筑结构并加以研究，对承德古建筑的结构特征

进行了二次分解和拆分，进一步了解承德古建筑的历史文化

和其独特的艺术内涵。在勘测及实际探访过程中进行数据拍

照和数据采样，建立数据库，完善数据库。并进行创建三维

网上数字文物馆打好前期基础铺垫。在古建筑复原方面，我

们采用了三维重建和贴图的制作手法。着重对古建筑结构和

古建筑的彩绘贴图加以研究和修复。在保证数据库进一步完

善的情况下，对三维模型进行修复和制作 [3]。

在三维复原以及在数据库完善的同时我们又着意于古

建筑的预防保护措施，在三维重建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还原

古建筑的历史结构和风貌，发现并减少各种不利因素对古建

筑的危害，尽最大可能减少古建筑被损坏的可能性，并在制

作过程中对可能出现的危险源进行记录总结。

在采用多媒体技术进行复原的同时。我们还有意于开

展对古建筑历史以及宗教的研究，如建筑历史、宗教文化、

藏传佛教和内地禅宗寺庙的结构和各自艺术特色等，这类

研究对我们今后复原古建筑和传播文化历史起着非常大的

作用。

7 基于数智化保护古建筑前提下的文化传承

第一，以承德市“普乐寺”复原项目为切入点，依托

承德市古建保护和文化传承技术创新中心技术支持，结合项

目组成员古建专业、美术专业、传媒专业等专业教师，依托

合作项目企业河北英曼卡科技有限公司，对古建筑进行复原

成模，文物高清数字化、激光扫描、无人机摄影航拍等高端

技术手段，采集“普乐寺”各种数据，包含三维结构数据采集、

数据存储构建数字化高精度数据库资源。以便于全面、准确

地记录文物的相关信息，永久保存文物数据，提高工作效率，

促进信息共享与合作，辅助决策支持，以及提升公众参与度。

通过建立和完善文物信息数据库，可以更好地推进文物保护

事业的发展，为数字化信息采集留存相关材料，让文化遗产

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扬光大。

第二，对古建筑体上的彩画预保护技术进行研究。利

用拍摄、测绘对现有残存的彩画纹样、颜色等相关资料进行

建模，利用计算机辅助设计技术进行修复和还原，形成普乐

寺彩画纹样的墨线稿及设色稿的电子档案，方便以后建立利

用视觉和感官体验的数字化博物馆，使参与者能完全沉浸在

历史文化的长河中。

第三，“普乐寺”等的历史事件、历史典故，将以现

代科技手段打造的动感多媒体的形式呈现，让文物“活”起

来，并通过现代艺术表现形式在高校思想教育中加以展示利

用与传播，创新文化传承民族文化自信的有效途径，在一线

教育中将最原汁原味的历史文化通过演示的形式传达给我

们的子孙后代的教育目的。

8 结语

笔者所在城市作为旅游城市，目前比较著名的当数避暑

山庄及外八庙景区，但部分主要景点存在着缺失、损坏的情况，

本次研究主要针对此类情况进行 3D 扫描、文物高清数字化

复原等技术手段，让古建筑原貌再次展现在广大游客面前，

构建古建筑文物影像资料馆，助力文物事业快速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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