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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cient architectural surveying and mapping is a combined discipline of architecture and surveying, playing a key role in the teaching 
of architectural majors. There are several problems in the field of ancient architectural surveying and mapping, both in architecture 
and surveying, where there is a lack of systematic understanding and standards in actual surveying and mapping.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ancient architectural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it is necessary to attempt to integrate traditional and modern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iques. With the support of modern surveying technology, the surveying mode and accuracy of ancient 
buildings will be greatly improved. At the same time, modern surveying technology has also been widely applied in the restoration 
process of ancient building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of modern surveying technology in the 
surveying and restoration of ancient buildings,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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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古代建筑测绘是建筑学和测绘学的结合学科，在建筑类专业教学中扮演关键角色。当前古代建筑测绘领域存在若干问题，
无论是在建筑学还是测绘学领域，实际测绘中都缺乏系统认知与规范。为了提高古代建筑测绘技术水平，需尝试整合传统
与现代测绘技术。在现代测绘技术的支持下，古建筑的测绘模式以及测绘精准度将得到极大程度地提高，与此同时，古建
筑的复原过程中，现代测绘技术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基于此，论文就现代测绘技术在古建筑测绘及复原中的应用进行分
析探究，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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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古建筑的测量对于古代建筑的维护、保护以及研究等

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是建筑领域研究的关键手段。随着科

技的不断进步，传统测量方法已经无法满足要求，不再具备

足够的准确性。近年来，许多先进科技设备应运而生，被广

泛应用于古代建筑的测量以及复原中。因此，研究现代测绘

技术对于古建筑的保护以及行业发展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2 古建筑测绘工作的内容

在文物古建筑保护测绘等工作方法中，无论是采用传

统测绘技术和管理方法，还是运用现代先进水平的基础测绘

技术和管理方法，实际测绘工作内容大致相似。主要包括以

下几个重要方面：测绘数据收集、测绘技术应用、测绘成果

加工和测绘质量评估。

2.1 对建筑群进行测绘平面图
建筑群是由多个建筑组成的，包含古代庭院、建筑牌坊、

历史碑文墙等相关设施，这些配套设施是建筑群中至关重要

的组成部分，设计师应在整体设计平面图中详细展示已完成

配套设计，以避免局部遗漏。这些配套设施既是构成建筑主

体功能的关键部分，也是整体功能的主要组成部分。因此，

在进行古建筑群基础测绘规划时，需重视古建筑测绘设计和

建筑配套功能设施规划。经过准确全面、及时依法对各类古

建筑群的基础进行全面监测，并对建筑系统的平面图等进行

规范测绘，可以清晰准确地在总平面图上明确展示各种类型

单体建筑在空间上的分布和相对间距，使设计人员能够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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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古建筑群的基本平面布局和内部环境 [1]。

2.2 测量面积和层高绘制出单体建筑内部各相邻楼

层建筑的建筑平面图
中国主要单体建筑大楼水平图测量及图纸绘制实践通常

较为简单。在此过程中，通常不要求使用复杂或烦琐的主要

测量工具，总体而言，需主要使用标尺表、卷尺表等基本检

测工具，利用详实数据逐步测量不同主体的整体建筑平面图。

此外，将详细绘制的建筑基层平面图、建筑正立体图和侧立

体图相互结合，形成系统完整的大型古建筑工程测绘总图。

2.3 测算建筑正侧立面和背侧立面图
基于对各单体建筑面进行大平面图测量计算的基础，

要求进一步对建筑其他面逐个进行实地测量分析，绘制更详

细的构造图纸，以理论指导设计制作完整清晰的单体建筑结

构图。要求对某些古代建筑的单体立面进行正背面和正侧背

立面的测量制图时，务必在建筑设计的立体视角下进行测

量，以确保准确性。在这种复杂情况下，使用简单的平面测

量工具无法轻松完成测绘任务，必须借助其他专业制图工具

进行古建水平立面测量，以绘制建筑设计侧背立面、正背立

面测量及制图相关图纸 [2]。

2.4 测量面积和高程绘制出建筑图形
在研究各种单体建筑的横断面和纵断面测量绘图时，

应遵循不同单体建筑的立面结构方法，并在制图过程中，在

设计图纸中，需要注意建筑设计各层之间的内部构造关联，

确切呈现这种关联。观看测试图样后应能大致了解不同结构

平面层内所采用的结构，这样就能相对准确地了解建筑内部

的构造关系。

2.5 测定建筑顶面积和坡度，绘制俯视和仰视图
鉴于各类型古建筑的屋顶设计可能各具特色，研究人

员在进行古建筑屋面测绘时，可将每种类型的古建筑屋顶视

为独立个体，分别测绘其屋面。对古建筑屋顶形态的俯视和

仰视测绘时，可选用该独立建筑屋顶的整体平面图。在古建

具体设计测绘过程中，需专门对大样式图进行精细测量计算

和设计制图，着重研究古建筑屋顶或地上的主要装饰材料的

细部样式，如层脊瓦的装潢图案和院墙上的砖饰纹等。这种

古建筑装潢图案包括装修和建筑雕饰图案，不仅精美，设计

也异常细致复杂，因此，在测绘实践中，通常要求使用便携

数码相机直接拍摄古建筑的平面图，并将拍摄的图片用于比

对资料以绘制古建筑的大样图，研究人员在绘制大样图时，

只需勾勒出装饰板的基本几何图案和主要线条轮廓，但必须

确保基本结构轮廓的准确性，并以实际尺寸进行测量，以备

比赛需要。

3 古建筑测绘的现代方法与技术

3.1 古建筑测绘现代方法与工具

3.1.1 电子全站仪
电子全站仪作为古建筑测绘领域内最高效的一种现代

化设备。它实质上是一种结合了电磁波测距功能和经纬仪功

能的测量工具，其搭载专业计算机软件。在测量实践中，该

仪器不仅可用于测量水平角度和标高，还可实现距离及斜距

离的测定。此外，全站仪亦可检测建筑物的偏心角、测距对

边、面积测量等功能。其操作原理是设定仪器内部的三维坐

标系，通过已知点坐标进行测点定位，确定 X、Y、Z 坐标

数值。随后，系统会存储这些数据，并将经过处理的数据导

入 CAD 编辑软件中的二维图纸。随后，该数据将在同一坐

标系下显示，在专业软件的计算下满足测绘需求。对于古建

筑，不同建筑研究人员有各自的测绘数据需求，因此在数据

处理完成后，需要根据不同需求将测绘结果以不同比例打印

成图形。举例说明，对哈尔滨道外部中区的中华巴洛克历史

文化街区进行古建筑测绘时，采用的是电子全站仪。测量阶

段需设置 18 个测点，利用该仪器建立统一的测量坐标系，

测量建筑的水平角、方位角和斜角。

3.1.2 三维激光扫描
三维激光扫描的方式是利用数据空间信息获取，采用

非接触模式，利用高速激光发送器计算反射到物体表面的时

间差以生成物体影像。随后，在专业软件中进行坐标转换，

并在各个数据库中实现不同数据格式的输入。2006 年，清

华大学遗产保护研究所运用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对山西陵川

县的一些建筑进行了扫描，而在北京故宫的修缮过程中也

采用了同样的方法。据测量结果显示，这种测绘技术在建

筑领域取得了良好效果，推动了古建筑测绘的智能化和信 

息化 [3]。

3.1.3 摄影测量
在古建筑测绘中，摄影测量技术被广泛应用，能准确

记录古建筑实况，便于研究。对于位置特殊、数据测量困难

的建筑，采用摄影测量可快速收集数据。随着社会科技的不

断进步，近景摄影的测量和技术理论日益完备，这种近景相

机的测量方法指的是，利用镜头拍摄地面 300m 以外目标的

投影面积来进行摄影测量处理，相片的测量处理技术又可划

分为模拟法和解析法。通常情况下，模拟法要在使用三维立

体测绘仪指导下，测绘被拍摄物体平面的等值线图和立面

图。摄影法的解析能力可处理各种光学摄影机捕捉的立体像

片，精度通常高。可利用微型计算机和光学绘图仪快速绘制

等值线图、立体透视面图和横断面图。例如，北京人民大会

堂礼堂穹顶的测量通常采用近景光学摄影法。

3.2 基于现代技术 3DMAX的古建筑测绘数据处理
随着科技的进步，古建筑的现代化测绘数据处理，已

实现智能、数字、信息化。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让软件可根据

需求绘制专业图纸。计算机技术被广泛运用于各个领域，古

建筑测绘领域常见的软件包括 AUTOCAD 和 3DMAX。这

两款软件在实际古建筑测绘中扮演关键角色，但功能表现各

异。在古建筑测绘中，CAD 软件处理数字数据，并生成二

维图像，包括总平面图、建筑平面图、立面图、屋顶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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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该软件还可进行三维处理，设计建筑单体模型、结构等。

在场景渲染方面，通过模拟古建筑内部真实的灯光场景，结

合实际情况，生成测绘效果图。这两种现代技术相较于手工

绘图更易修改错误且方便保存。

4 古建筑复原技术的应用流程

古建筑保护复原研究进程包括前期科研准备试验、中

期实际试验及后期验证试验。

在早期准备阶段，研究人员首要任务是根据我国古建

筑史相关专业文献，规划整体项目。需结合古建筑行业实际

制定有效且合理实用的具体项目和管理方案。在特定项目实

施方案中，需提前制定科学有效的项目实施进度计划，确保

计划的完成时间与企业实际运行状况相符，以确保所有项目

按时完成。

虚拟恢复技术在建筑历史复原考古工作中开展的前中

期各阶段主要任务是利用数字虚拟仿真技术实现对遗址建

筑的具体复原工作，实施分为三个阶段。在前一阶段，首要

任务是注重综合实地测量相关建筑遗址，重视拍摄遗址文物

建筑遗存，并收集实证资料，建立更为合理、完整的数字模

型，基于实际测量数据结果。完成古建筑的三维和数字模型

后，逐步进行建筑情景模型的贴图、光影建模及烘焙模型的

制作。在此复原过程中，研究人员还需关注对古代建筑进行

复原时的历史背景真实性。完成前述基础准备后，相关人员

应着手开展虚拟角色漫游和场景互动合成等前期工作，为确

保每位虚拟角色在同一建筑环境内实现独立移动，根据其职

责特点，利用科学详尽的现场互动处理，以使古代建筑的还

原更符合历史真实 [4]。

在古建筑虚拟技术复原工作中，后期调整阶段指用户

完成虚拟技术产品购买准备后，进行的最终技术测试及调整

准备。这一阶段属于复建项目的前期尾声，同时也标志着整

个建筑项目进入试运行阶段。做好整体后期工作对于创建一

个完整系统的大型古建筑文物复原修缮项目至关重要。

5 古建筑复原技术在实践中的应用

三维激光扫描技术以其高精度、高效率的特点在古建

筑保护与复原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一个典型的案例是对北

京故宫的数字化记录和修复工作。由于历史悠久，故宫的部

分建筑物存在不同程度的损坏。利用三维激光扫描仪，专家

们对受损的建筑进行了精细扫描，获取了完整的几何数据。

扫描过程中，仪器发射数百万激光点，通过测量这些

点反射回来的时间来计算距离，进而构建出精确的三维模

型。通过这种方式，即使是微小的裂缝和装饰品的磨损也能

被记录下来。随后，这些数据帮助专家分析了古建筑的损伤

情况和结构稳定性。

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修复团队能够制定更加科学和

精确的修复方案。他们不仅重现了古建筑的原貌，还对一些

已经丢失或严重损坏的部分进行了复原设计，使得整个建筑

既保留了历史的痕迹，又恢复了其原有的风采。此外，数字

化的数据还可以为未来的研究提供参考，确保文化遗产的可

持续传承 [5]。

这个案例展示了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在古建筑复原中的

强大功能，不仅提高了修复工作的质量和效率，而且为古建

筑的长期保护和管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随着技术的不断进

步，未来在古建筑保护领域的应用将更加广泛和深入。

6 结语

现代测绘技术在古建筑的保护与复原中具有不可替代

的重要作用。它们不仅提高了测绘工作的精度和效率，而且

为古建筑的长期保护与科学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数据支持。在

现代测绘技术的应用过程中，研究人员应对相关的测绘技术

进行充分研究，结合古建筑的结构构造，对古建筑的各部分

功能以及构成材料等进行充分分析研究。未来，随着技术的

持续进步，有理由相信这些技术将在古建筑保护领域发挥更

大的作用，为传承和弘扬人类文化遗产做出更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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