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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规定了土遗址保护工程勘察的工作阶段、工作内容、工作方法和勘察报告的相关格式。 

本规范适用于土遗址保护工程勘察。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50021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 

GB/T 50123—1999  土工试验方法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GB 50021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土遗址  earthen sites 

以土质材料为主体组成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代建筑遗址、构筑物等人类活动遗迹。 

3.2  

土遗址本体  physical remains of earthen sites 

承载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土遗址体。 

3.3  

土遗址载体  remains carrier of earthen sites 

土遗址本体赖以赋存的场地与环境。 

3.4  

勘察  investigation 

为评估土遗址价值及稳定性，查明遗存现状、制作工艺、材料特性、赋存环境、场地工程地质性 

质、病害类型、成因及不良地质现象等，而进行的调查、分析和编制勘察文件的活动。 

3.5  

土遗址病害  deterioration of earthen sites 

由自然、人类活动等因素诱发，产生于土遗址体内外，并引起遗址本体的毁坏或消失的现象。 

3.6  

室内试验  laboratory test 

通过取样和制样，在实验室内对土遗址材料、土体性质进行的相关测试。 

3.7  

原位测试  in-situ test 

在基本保持土体原来结构、含水量和应力状态的条件下，对遗址体或遗址区进行的现场测试。 

3.8  

现场监测  in-situ monitoring 

在遗址区对遗址体的病害、岩土体的性状和赋存环境进行的系统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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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不良地质作用  adverse geological effect 

由地球的内外应力造成的对土遗址具有危害性的地质作用。 

4 遗址土分类 

4.1 遗址本体土和载体土的分类与定名参照 GB 50021的规定。 

4.2 遗址本体土的分类，根据建筑的工艺，可以分为生土、夯土、垛泥、土坯和红烧土等类型。 

5 勘察阶段 

5.1 勘察阶段划分 

土遗址保护勘察划分为两个阶段：初步勘察阶段与详细勘察阶段。初步勘察应满足方案设计的要 

求，详细勘察应满足施工设计的要求，对于遗址体较为复杂或有特殊要求的保护工程，宜进行施工勘 

察。遗址体体量较小、级别低或遗址结构简单的保护工程，可合并勘察阶段。 

5.2 各勘察阶段工作深度 

5.2.1 土遗址本体各勘察阶段工作深度包括如下： 

a）初步勘察阶段：完成基础资料收集；完成土遗址的价值评估；查明其赋存环境；现状测绘要求 

地形测绘比例1∶2000～1∶500；遗址本体的测绘比例1∶200～1∶50，对重要构件、构造应测 

绘详图，详图比例1∶20以上；查明病害的分类与特征，确定主要病害类型，了解病害的诱发 

因素，查明遗址结构的稳定状态，了解失稳的范围和规模；以无损和微损勘探手段为主，进行 

少量取样，基本了解遗址土体的工程特性；查明遗址的建造工艺；开展采取样品的试验测试； 

最终对遗址作出分析评估，并提出初步保护方案建议； 

b）详细勘察阶段：现状测绘要求地形测绘比例1∶2000～1∶200；遗址本体的测绘比例1∶100～ 

1∶50，对重要构件、构造应测绘详图，详图比例1∶20以上；查明不同类型病害的分布、规模 

与程度，查明病害的成因，初步确定结构失稳模式；开展土遗址病害监测；必要时可适当采用 

坑探、槽探、井探和钻探等手段，依据土的类别进行较为全面的取样，查明遗址土体的工程特 

性；并对样品进行试验测试；最终对遗址作出分析评价，并提出具体保护方案建议。 

5.2.2 土遗址载体各勘察阶段工作深度可参照GB 50021中的规定。 

5.2.3 施工勘察阶段主要是对于施工过程中发现与前期勘察不符的部位或出现新的情况时，进行补充 

勘察，完善前期勘察成果，并提出该部位的保护方案或新情况的处理建议。 

6 本体勘察 

6.1 基础资料收集 

收集与遗址保护相关的各类文献、研究报告、保护规划、气象、地质、水文等资料。 

6.2 价值评估 

通过文献调研、现场调查、考古研究等方法，评估土遗址的历史、艺术与科学价值。 

6.3 赋存环境调查 

通过资料收集分析与现场调查，查明遗址区气候与植被、地形地貌、地层与岩性、地质构造、水 

文及水文地质条件、地震地质背景及地震活动性、不良地质现象、影响遗址保存的工程项目等内容。 

6.4 土遗址现状调查 

6.4.1 土遗址现状调查的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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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遗址的现状调查的主要任务包括土遗址现状测绘和对自然因素或人为因素造成的遗址本体病害 

进行调查分析、制图、建档等。 

6.4.2 土遗址现状测绘的主要内容 

现状测绘主要进行土遗址本体的平面、立面、剖面测绘图的测绘工作，特殊需要时，还可绘制仰 

视图、三维立体透视图。 

6.4.3 土遗址现状测绘的要求 

土遗址现状测绘的要求如下： 

a）在地形测绘图上，准确标示地形和地物的关系，标明测绘基准点并附图例；标示遗址区内各文 

物遗存的轮廓边界、底部标高和顶部标高；准确标示墙体、墩台等遗存上的等高变化。 

b）遗址本体的测绘应根据文物遗存的特征，准确记录遗存体的完整形态和局部变化（无法标注 

尺寸的特殊图形，可采用网格定位）。在平、立、剖面图上准确标示遗存的坍塌、损毁状态， 

准确标示遗存体上对遗址稳定性有影响的凹洞、裂隙等残损状况，准确标示遗存体上的材质差 

异、构造差异的范围边界。对重要构件、构造应测绘详图。 

c）遗址本体测绘过程中，还应开展摄影，通过拍照形象地反映出土遗址遗存的现状和通过测量难 

以表现的部位。 

6.4.4 土遗址现状测绘的手段 

测绘手段可选用全站仪测绘、三维激光扫描、数码摄影、航测以及遥感等手段。 

6.4.5 土遗址病害调查的主要内容和要求 

土遗址病害调查的主要内容和要求如下： 

a）查明文物遗址结构变形、失稳、坍塌损害的情况，记录变形、下沉量、倾斜和坍塌程度等数 

据； 

b）查明对遗址本体结构稳定有影响的裂隙发育情况，列表记录裂隙参数如位置、宽度、产状、填 

充物等，划出裂隙影响的体量和规模； 

c）查明遗址本体的侵蚀位置、渗透点、渗透量及其与降雨、地下水和地表水的关系，查明渗透的 

途径及随时间的变化情况； 

d）查明遗址的风化类型、风化程度及分布区域，并作定性、定量描述，如剥离面积、深度、厚 

度、裂隙充填物，表面沉积物成分和此类风化的成因； 

e）查明由于人类活动造成的破坏现象和原因； 

f ）查明历史上维修的情况及其影响，以及由于不当维修所造成的损害； 

g）除了文字说明外，应在现状测绘图上标明各种病害的位置、范围边界，并附现状和病害的照片 

或数码图像，将初步勘察主要病害调查统计结果记入附录A主要病害调查统计表中，将摄影调 

查记入附录B摄影调查记录表中。 

6.4.6 调查手段 

遗址病害调查可运用GPS定位、数码摄影（像）、近景摄影、红外扫描、全站仪测量、三维激光 

扫描等手段。 

6.4.7 土遗址病害监测 

土遗址病害监测包括： 

a）监测内容：应针对遗址体的主要病害，如裂隙变形、风化层厚度变化、遗址体变形破坏（沉 

降、倾斜）、遗址体温湿度变化等内容开展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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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监测方法：土遗址病害的监测宜选择精度较高、自动化较强、可连续监测的仪器与方法。 

c）监测布置方案：监测点应系统布置，能充分突然出关键部位、关键点的病害变化特征与规律； 

监测周期不低于一年，保证监测数据的延续、完整和真实性；当监测数据接近危及遗址体安全 

的临界值时，必须加密监测，并及时报告。遇到暴雨、地震等事件，也应加密观测。 

d）监测成果：现场监测完成后，应提交成果报告。报告中应附有相关曲线和图纸，并进行分析评 

价，提出建议。 

6.5 勘探与取样 

勘探与取样宜分阶段进行，应避免布置于重要结构部位；工作过程中不得有影响到遗址稳定性 

的振动；工作完毕后对扰动部位进行修复。取样要有明确目的、地点、方法及数量，并记录于附录C 

中；宜采取塌落体标本和位于遗址的隐蔽部位的样本，土样质量可参照GB 50021中的规定。 

6.6 遗址建造工艺及试验测试 

6.6.1 主要内容 

遗址建造工艺及试验测试主要包括对遗址的各种建造工艺调查及遗址土材料物理、力学、化学性 

状的定性、半定量与定量试验测试。 

6.6.2 技术要求 

技术要求主要包括： 

a）查明遗址的布局、建造工艺、建造技术、土的类型等； 

b）对夯土应重点查明夯层厚度、夯筑形式、夯土颗粒级配和密度等； 

c）对土坯应重点查明土坯的几何尺寸、组成材料、制作工艺、密度与强度、砌筑方式等； 

d）对垛泥应重点查明垛块大小、垛层厚度、跺间距、组成材料、制作工艺、密度与强度、砌筑方 

式等； 

e）对于生土建造的遗址，宜查明地质年代、成因、类型、分布与厚度等，可参照GB 50021的相关 

规定； 

f）遗址土材料的密度、含水量、比重、界限含水率、渗透试验、抗压试验、抗剪试验、击实试验 

等可按照GB/T 50123—1999；必要时，还可增加干湿循环试验、风蚀试验、收缩试验等非常规 

试验，试验方法可参照WW/T 0039—2012的相关规定。 

6.7 分析评价 

6.7.1 分析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a）充分了解遗址体的结构、特点、价值、荷载和稳定性状况； 

b）掌握遗址区的地质背景，考虑遗址土材料的非均质、各向异性、随时间的变化和遗址土材料的 

文物属性，评估遗址土参数的不确定性，确定其标准值，具有足够的安全度； 

c）充分考虑当地经验和类似土遗址勘察的经验； 

d）对理论依据不足、实践经验不多的遗址体，可通过现场试验取得实测数据进行分析评价，建议 

采用数值模拟进行分析评价。 

6.7.2 基于勘察的成果，对遗址区工程地质条件、遗址体安全稳定性、遗址体风化程度与成因以及不 

利于遗址保存的其他因素做出评价，为土遗址保护设计提供依据。 

7 载体勘察 

载体勘察可按照GB 50021中规定的工作程序、内容和要求开展。还应注意以下事项： 

a）勘察点尽量选择对遗址本体无影响的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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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勘察过程中不得有对遗址本体损坏、大振动等现象； 

c）在遗址区内，需开挖时应有考古人员在场； 

d）勘察工作结束后，对场地进行必要的恢复处理。 

8 勘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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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遗址本体与载体勘察成果合并后，最终形成勘察报告，报告封面格式见附录D。勘察报告应根 

据任务要求、勘察阶段、遗址体特点和地质条件等具体情况编写，应包括下列内容： 

a）前言：包括遗址概况、前人研究程度（包括考古调查、发掘资料、历史上曾开展过的保护维修 

工程等）、勘察的目的、任务要求、依据的技术标准、勘察方法和勘察工作布置及工作量等内 

容； 

b）遗址体的价值评估：包括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等； 

c）遗址体的赋存环境：包括气候与植被、地形地貌、地层与岩性、地质构造、水文及水文地质条 

件、地震地质背景及地震活动性、不良地质作用等内容； 

d）遗址现状：包括遗址遗存状况、建造工艺与形制、遗址病害特征等内容； 

e）土体工程特性：包括各项性质指标、强度参数、变形参数的建议值等； 

f ）土体遗址病害特征及成因分析； 

g）针对保护工程措施所进行的专项工程地质勘察（如栈道、展陈设施等）； 

h）分析评价； 

i ）结论及建议； 

j ）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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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XXXX（调查对象）初步勘察主要病害调查统计表格式 
 
 

XXXX（调查对象）初步勘察主要病害调查统计表格式见表A.1。 
 
 

表A.1  XXXX（调查对象）遗址初步勘察主要病害调查统计表 
 

      遗址体名称：                                                          调查人：                                  记

录人：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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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址体编号 

 
表面严重风化 

（m2） 

 
坍塌 

（m3） 

 
裂隙 

（条） 

 
冲沟 
（处） 

 

备注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XXXX（调查对象）土遗址勘察摄影调查记录表格式 
 
 

XXXX（调查对象）勘察摄影调查记录表格式见表B.1。 
 
 
表B.1  XXXX（调查对象）摄影调查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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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编号 

 
 

拍摄位置 

 
 

拍摄内容 

 
 

拍摄 
时间 

 
 

拍摄人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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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XXXX（调查对象）勘察取样记录表格式 
 
 

XXXX（调查对象）勘察取样记录表格式见表C.1。 
 
 
表C.1  XXXX（调查对象）勘察取样记录表 

 
 

取样人： 
 

序号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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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样目的 

 
 
 
 
 
取样位置 

 
 

取样时间： 
 

样品描述 

 
 
 
 
 
取样方式 

 
 
 
 

样品照 
片编号 

 
 
 
 
 
备注 



 
 
 
 
 
 
 
 

附  录  D 

（规范性附录）  

土遗址保护工程勘察报告封面格式 
 
 

图D.1  规定了土遗址保护工程勘察报告的封面格式。 
 
 
 
 
 
 
 
 

土遗址保护工程勘察报告 
 
 
 
 

项目名称： 
 

项目阶段： 
 

保护单位级别： 
 

勘察资质： 
 

编写单位： 
 

审 核 人： 
 

项目负责人： 
 
 
 
 
 
 
 
 
 
 
 
××××年××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文物局制 
 
 
 

图D.1  土遗址保护工程勘察报告的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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