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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为DB11/T 889系列标准的第5部分。《文物建筑修缮工程操作规程》（DB11/T 889）系列标

准已经发布以下部分： 

----第1部分：瓦石作 

----第2部分：木作 

----第3部分：油漆作 

----第4部分：彩画作 

----第5部分：裱作 

本文件由北京市文物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由北京市文物局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房地集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乃海、郭静革、董辉、王敏英、郑弘、孙艳群、张世祥、张章、张大永、谢

婷、高华、张金波、田璐、沈子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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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发扬传统文物建筑、继承传统营造技艺、贯彻文物保护修缮工程的基本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

法》办法、《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北京市地方标准管理办法》，特编制本文件。 

本文件根据传统官式营造技艺的划分，按专业分别编制，本文件为《文物建筑修缮工程操作规程》

第五部分。 

  

http://wwj.beijing.gov.cn/bjww/362690/362731/flfg33/622381/index.html
http://wwj.beijing.gov.cn/bjww/362690/362731/flfg33/622381/index.html
http://wwj.beijing.gov.cn/bjww/resource/cms/article/363732/552324/2018011517413825621.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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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建筑修缮工程操作规程 第 5部分：裱作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文物建筑修缮工程中裱作的基本要求、材料及工具、棚壁糊饰、门窗及内檐博缝糊饰、

内檐匾联、贴落、横披、双木夹纱、历史遗存内檐糊饰修复及原状保护技法。 

本文件适用于北京地区官式作法的下列建筑的修缮施工： 

a) 被各级政府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建筑物； 

b) 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但被区级政府文物行政部门登记公布为不可移动文物的建筑物； 

c) 尚未确定公布为历史建筑，但确有保护价值的建筑； 

其他符合或部分符合官式作法的建筑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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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与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裱作 

古建筑修缮工程在内檐做裱糊和装饰的技术行业。 

3.2  

棚壁糊饰 

对建筑内檐的顶棚、墙壁、梁柱以及门窗的糊饰。 

3.3  

内檐博缝 

在门窗的缝隙处用于挡风、阻尘和保温的裱糊和装饰工艺。 

3.4  

糨（jiàng）糊 

由小麦淀粉制成的黏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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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浆（jiāng）糊 

由糨糊调制的不同浓度的黏合剂。 

3.6  

袼褙 

将多层纸张或多层纸张与棉布粘合成的复合物。 

3.7  

棚沟搭桥  

使用纸张对顶棚、墙壁的小面积不平整、沟状缝隙及框、角等凸凹部分进行找平。 

3.8  

梅花盘(bān)布 

扒蹬儿、补蹬儿操作工艺的总称。 

3.9   

撒鱼鳞 

使用纸张对顶棚或墙体大面积凸凹找平及糊饰后防止糊饰后风裂的工艺。 

3.10  

看（kān）水 

通过水雾控制纸张或织物收缩速度及干燥状态的技法。 

3.11  

非限制干燥法 

不控制纸张、棉布等材料收缩面积的一种干燥方法。 

3.12  

限制干燥法 

纸张、绫、缎等材料在湿处理工序完成后，四边搭糊粘贴绷平于装裱大墙上，控制其收缩面积，达

到挣平目的的一种干燥方法。 

4 基本要求 

4.1 文物建筑修缮应保持文物建筑的原状、原形制、原结构、原材料、原工艺。 

4.2 裱作作法应符合传统要求，保持传统手工操作。 

4.3 工程所使用的材料应合传统裱作工艺要求： 

a) 各施工部位的主要用纸及参数，参见附录 A、附录 B。 

b) 各施工部位的主要用织物及要求，参见附录 C。 

c) 各施工部位所使用浆糊的浓度应符合操作要求。 

4.4 裱作所使用的相关工具符合传统操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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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冬季施工，根据工艺要求应采取保温措施，操作现场室内温度不低于 6℃。 

4.6 夏季施工、雨季施工，根据工艺要求应避免高温、高湿作业，室内相对湿度不宜大于 70%。 

4.7 施工现场应设有专用的裱作材料库房，易受潮的材料宜上架存放。易燃的材料放在专用仓库，远

离火源和电源，库房专人管理。 

4.8 裱作应在木作、油作等其他项目施工完成验收后再进行施工。保护性修缮糊饰遗存时，应在木作、

油作修缮前做好相应保护。 

4.9 修缮施工前，室内原有文物陈设等应转移完成。未能转移的，应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确保文物

安全。 

4.10 施工后，将工具及时清洗干净，于通风处晾干。各种工具等摆放到位，以备施工再用。 

4.11 施工后，清理现场杂物等，设专人关闭电源等检查施工现场安全，并做好安全纪录。 

5 材料及工具 

5.1 裱作常用的原材料 

5.1.1 纸张：桑皮纸、古法皮纸、檀皮宣（生），参见附录 B。 

5.1.2 面纸：图案清楚、纹饰对接连续、色素饱满均匀、颜色深浅一致。各种纹饰色素与纸张载体结

合牢固不脱色。 

5.1.3 小麦淀粉：剔除面筋的小麦面粉。 

5.1.4 织物：绫、丝绢、锦、缎、芝麻纱、麻布、棉布、冷布，参见附录 C。 

5.1.5 苇席：根据白樘箅子的尺寸订制，用芦苇茎杆外皮编织，应做收边处理。 

5.1.6 秫秸秆：宜选用高粱的茎秆，直径 15mm～20mm。 

5.2 备材预加工 

5.2.1 浆糊的制作及调制 

5.2.1.1 水冲法制作浆糊 

5.2.1.1.1 操作方法： 

a)  浸泡小麦淀粉：将小麦淀粉放进容器中，用 40度的温水浸泡，使用搅糊棒顺着一个方向搅动，

直至将小麦淀粉浸透且搅拌均匀。 

b)  冲制糨糊：将开水迅速冲入浸泡后的小麦淀粉中，继续搅拌待体积膨胀，液面发亮呈糊状时，

停止注水。此时仍继续搅动糨糊，直至上劲、起亮膜后停止搅动，注入清水。 

c） 储糊：待冲好的糨糊温度降到 35℃以下，将糨糊抟成团状放入另一容器中，缓慢地向容器中

注入清水封存备用，清水应漫过糨糊团。 

d) 调浆糊： 

1) 捣糊：将糨糊团取出放在容器中，使用捣糊棒反复砸捻，使其黏度增大。即“椎捣调糊、

捣到烂熟”。 

2) 调糊：将捣好的糨糊用清水稀释到所需的不同浓度。根据不同工序的需要，浆糊的稠稀度

分为 4种，依次为：稠糊、次稠糊、稀糊、浆水。 

5.2.1.2 防虫浆糊的制作 

5.2.1.2.1 制作方法： 

a) 制作防虫药汁：将装有 20g黄柏、20g花椒的中药包放进 6000ml水中煎煮，待水滚开 15分钟，

将药包取出，药汁备用。梅花盘布、通片的常用的重要比例为 10g 黄柏、10g 花椒及 6000ml

的清水。建筑如需杀虫处理，应根据害虫种类按设计要求配伍中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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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冲制防虫糨糊、储糊：见 5.2.1.1。 

c) 调浆糊: 

1) 将配伍的中药包放在容器中水煎煮，待水滚开 15 分钟，将药包取出，药汁用于稀释调制

防虫糨糊。 

2） 稀释浆糊时应陆续加入药汁，逐渐稀释搅拌调制，达到所需浓度后经过滤方可使用。 

5.2.1.3 质量要求 

5.2.1.3.1  制作糨糊时，温水不宜过多，以能够搅动小麦淀粉为宜。温水过多不宜冲熟。温水过少不

宜搅拌均匀，会出现生粉疙瘩，导致糨糊无法使用。制作好的糨糊宜隔天使用。 

5.2.1.3.2  储糊时，应存放在阴凉处，每天更换封糊的清水。高温天气每天宜更换 2次-3次，变质糨

糊不应使用。 

5.2.2 合纸 

5.2.2.1 操作方法： 

a) 铺纸刷浆：将纸张平铺在案子上，在纸张上均匀刷满浆水。手腕应均匀用力，直至刷出浆水的

黏度。 

b) 端正上纸：将待合纸与案子上刷满浆水的纸一边对正，使用棕刷迅速刷平。 

c) 排实：两层纸刷平后，使用棕刷从纸张的一侧开始排实，使两张纸充分粘合在一起。 

d) 晾干：采用非限制干燥法晾干。 

5.2.2.2 质量要求： 

a) 合纸时两层纸张的纹理应横竖交错。纸张接口不宜超过 5mm。 

b) 排实后的纸张应表面平整，不应有气泡。 

5.2.3 熟席 

5.2.3.1 操作方法： 

a) 铺席：将苇席正面向上平铺在平整硬实洁净的地面上。 

b) 打蜡：用蜡板在苇席的正面均匀刮蹭，直至苇席正面被蜡完全覆盖为止。 

c) 轧席：用轧席板用力磨轧席子两遍。轧席时，轧席板倾斜交叉走向，两次轧席方向应相反。 

5.2.3.2 质量要求： 

a) 打蜡后的苇席表面应均匀覆盖蜡层，不应出现遗漏、薄厚不一的现象。 

b) 轧席后应使蜡将苇席的缝隙及开口处封合，不应出现遗漏、起翘的现象。 

5.2.4 入潢 

5.2.4.1 纸张入潢 

5.2.4.1.1 操作方法： 

a) 配制入潢药液：按设计要求，将适量黄柏等中药用水煎煮 15 分钟，用罗过滤。根据色标加入

适量国画颜料进行调整。 

b) 备纸：将配备的入潢纸张卷成纸卷待用。 

c) 入药：将入潢药液均匀刷在纸面上，并在纸张一侧留出 30mm 起纸边口，将备用纸卷排实在刷

满入潢药液的纸面上。依次入药、上纸、排实。 

d) 晾纸：在晾纸杆上搭抹稠糊，将入药的纸张上口边粘贴在晾纸杆上。 

5.2.4.2 丝绢入潢 

5.2.4.2.1 操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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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托素绢：根据设计要求，断裁素绢备用，并以素绢尺寸配备宣纸。用清水将素绢浸透，再用白

毛巾吸去多余水分。在素绢上满刷稠糊，并揉匀、光浆。上宣纸，撤水排实，在接口处搭糊粘

接背纸。 

b) 晾干：在晾纸杆上搭抹绸糊，将托纸后的素绢的一条边粘贴在晾纸杆上。 

c) 配制入潢药液：见 5.2.4.1。 

d) 入药：将入潢药液均匀刷在绢面上。 

e) 沉色：在晾纸杆上搭抹绸糊，将入药后的素绢的一条边粘贴在晾纸杆上，入潢素绢下垂使药汁

洇散沉色。移动纸杆时两侧应均衡起落。10 分钟～15 分钟后，将入潢的素绢上下掉换方向洇

散沉色。 

f) 挣干：将沉色完成后的丝绢四边搭糊 20mm，预留起子口，采用限制干燥法干燥。 

5.2.4.2.2 质量要求： 

a) 浸透的素绢应四边蹬直蹬平，端正经纬。 

b) 刷糊后的素绢表面不应乱丝、遗留刷毛。 

c) 入潢后的纸张应颜色均匀，不应出现刷痕、水印。 

d) 入潢后的素绢应颜色均匀，不应皱褶、刮丝、起层。 

5.2.5 袼褙 

5.2.5.1 操作方法： 

a) 合两层纸：将一层桑皮纸与一层宣纸粘合。 

b) 合四层纸：待合好的纸张干燥后，再将两层合好的纸张粘合。 

c) 合八层纸：将合好的四层纸两面各与合好的两层纸粘合。 

d) 八层纸两面合两层纸：在八层纸的两面分别粘合两层纸，直至达到所需厚度。 

e) 挣干：将达到所需厚度的纸板采用限制干燥法干燥。 

5.2.5.2 质量要求：干燥后的袼褙表面应平整，不应空壳、起层、起翘。 

5.3 传统工具 

5.3.1 棕刷：棕榈丝顺直、编绳纳线紧密。应将棕刷四边打磨去除刺毛，碱水沸煮 2次，清水洗净。 

5.3.2 棕糊刷（糊手）：用于刷稠糊、次稠糊、揉浆糊等。 

5.3.3 排笔：排笔宜选用 18管～24管的羊毛排笔，应在笔头根部滴胶加固。 

5.3.4 隔糊：宜用 0.5mm～1mm厚的塑料片制作，尺寸宜为 400mm×250mm。传统隔糊使用四层高丽纸

刷桐油制成。 

5.3.5 裁刀：宜选用锋利的立刀或横刀，刀身长宜为 140mm，刀刃宽宜为 15mm。 

5.3.6 裁尺：宜选用干透、不易变形的木料制作，例如：楠木镶竹边、楸木等，长度分为：600mm、800mm、

1500mm、2000mm、2400mm等。 

5.3.7 裁板：PCV切割板，尺寸宜为 600mm×450mm，可多块拼接使用。传统裁板使用整木板制作。 

5.3.8 镇铁：宜选择金属、石质材料制作，重量 1000g以上便于操作为宜。 

5.3.9 针锥：宜选用钢针制作，大小粗细应配备 1mm～3mm。 

5.3.10 搅棒：制糊调糊搅拌的工具。宜选用硬杂木制作。长度约 500mm，直径约 40mm。 

5.3.11 捣糊棒：捶捣糨糊的工具。宜选用硬杂木制作，长约 400mm，捣捶头直径约 70mm-80mm，手柄

头直径约 40mm。 

5.3.12 罗：宜选用 40目至 80目铜罗。 

5.3.13 晾纸杆：搭晾纸张、织物的木杆。宜选用较轻、不渗油的木料制作。 

5.3.14 晾纸架：宜选用木料制作，可搭架数根晾纸杆。 

5.3.15 起子：揭取烦躁后的纸张、织物等使用的工具。宜选用牛角、竹质材料制作。 



DB11/T XXXX —XXXX 

6 

5.3.16 拐子：高空作业传递纸张的工具。宜选用较轻、不渗油的木料制作。 

5.3.17 蜡板：熟席的工具。应选用石蜡和蜂蜡（3︰7）制作。 

5.3.18 熟席板：轧席的工具。宜选用硬杂木制作，尺寸宜为 250mm×150mm×25mm。 

5.3.19 制子：秫秸秆顶棚中定位用的自制测量工具。 

5.3.20 刷纸板：面纸、鱼鳞纸刷糊时使用的木板。宜使用表面光滑干燥的木板制作，尺寸宜为 700mm

×20mm。 

6 棚壁糊饰 

6.1 施工准备 

6.1.1 主要材料 

6.1.1.1 浆糊：根据施工部位选择不同浓度的浆糊。 

6.1.1.2 纸张：桑皮纸、古法皮纸、檀皮宣（生），参见附录 B。 

6.1.1.3 其它：秫秸秆、苇席、麻线、棉线、大帽钉。 

6.1.2 主要工具  

配备的工具：大小棕刷、棕糊刷、排笔、隔糊、搅棒、捣糊棒、铜罗、浆糊容器、剪刀、裁刀、镇

铁、裁尺、裁板、针锥、铅笔、起子、晾纸架、晾纸杆、粉笔、拐子、红外线仪。 

6.2 作业条件 

6.2.1.1 已完成设计、施工技术及安全交底。 

6.2.1.2 施工前，将施工场地的尘土、杂物等清除干净。 

6.2.1.3 墙壁平整、无开裂。白樘箅子、木壁子、木排栅等无变形、歪闪。原有的钩、环、托、钮等

旧物牢固。 

6.3 海墁天花 

6.3.1 工艺流程 

揉浆→铺席、砦席→棚沟搭桥→梅花盘布→片一道→撒鱼鳞→片二道→片三道（如需要）→面层。 

6.3.2 操作工艺 

6.3.2.1 揉浆：用稀糊在需要的糊饰的部位上涂刷揉蹭，应把木刺揉倒，使浆糊沁入。应揉两遍，待

一遍干燥后再逆方向揉第二遍。 

6.3.2.2 铺席、砦席： 

a) 将熟好的苇席平铺在顶棚白樘箅子上侧，苇席蜡面朝下，拼缝应留在木框上侧。用大帽钉将苇

席扦砦在白樘箅子上侧，并留有 10mm 的活动空间。 

b) 沿用旧席时，应除尘清污。残缺部分应补席，应做防虫处理。 

6.3.2.3 棚沟搭桥：将纸张绷贴于小面积不平、沟状缝隙、板面裂隙、框角凸凹等处，下料尺寸应根

据实际情况而定。棚沟下料四周大于沟外约 50mm，搭桥四周大于搭桥区域 100mm～200mm。 

6.3.2.4 梅花盘布： 

a) 扒蹬儿：将纸根据白樘箅子木格尺寸对角下料，用浆水润平纸张，在纸张的四边刷抹稠糊，跳

格贴裹在白樘箅子木格木枨上，四角纸张向上、向后裹紧贴实，绷平粘牢。 

b) 补蹬儿：扒蹬儿纸张干透并检查完好后，应用相同的纸张进行补蹬儿，按照木箅子空格尺寸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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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用浆水润平纸张，在纸张的四边刷抹稠糊，将纸张粘贴、绷平在木箅子空格处，纸张四边

不应超过木格框。 

6.3.2.5 撒鱼鳞： 

a) 条形鱼鳞：根据顶棚或墙壁的凸凹度，将纸张裁成纸条，纸张一边搭抹次稠糊或稀糊，搭口约

10mm。从下至上错开纸口粘贴。 

b) 砖形鱼鳞：将纸张裁成约 270mm×120mm。四口搭抹稀糊，搭口约 10mm。从下至上每行错开粘

贴。 

6.3.2.6 通片： 

a) 片一道：待梅花盘布的纸张稍加干燥后，将整张通片纸满刷稀糊，按白樘篦子的长边方向将通

片纸粘贴于梅花盘布之上。 

b) 片二道：待片一道的纸张完全干燥后，将相邻两边齐口后的整张通片纸，满刷稀糊，排实于片

一道上。一个单元作业面应一次完成全部通片。两道通片用纸纹理纵横交错，搭接口相互错开，

搭口约 1mm。 

c) 片三道：本道工序现场施工情况决定。片三道应选用薄于片一、二道的纸张。错开上道通片的

横竖搭口，齐搭口约 5mm。 

6.3.2.7 面层： 

a) 样活：从后檐墙体中心（房间的中心）向两侧依次排列，每行做标识线。有不合模数的情况，

应将半张纸放在前檐。面阔方向不合模数的情况，将半张纸放在明间左右两侧，次间、梢间不

合模数的情况，将半张纸放在靠明间方向梁的位置。 

b) 上面纸（盖面）：顺序应先顶棚后墙壁。顶棚从后檐依次依行向前檐糊饰。墙壁先后檐墙，再

从两侧墙壁至前檐。糊饰墙壁应从下向上操作。 

c) 墙壁的面纸搭口应上口压下口，外侧压内侧，压口宽度约为 3mm～5mm。 

6.4 槅井海墁天花 

6.4.1 工艺流程 

揉浆→铺席、砦席→棚沟搭桥→梅花盘布→片一道→撒鱼鳞→片二道→片三道（如需要）→托面层、

燕尾素绢→过画作彩画绘制→四裁→面层→粘贴压条。 

6.4.2 操作工艺 

6.4.2.1 揉浆、铺席、砦席、棚沟搭桥、梅花盘布、片一道、撒鱼鳞、片二道、片三道的操作工艺应

符合 6.3的要求。 

6.4.2.2 托面层、燕尾素绢：根据现场尺寸，断裁素绢备用，并以素绢尺寸配备宣纸。应先用清水将

素绢浸透，再用白毛巾吸去多余水分。在素绢上满刷稠糊，并揉匀、光浆。最后上宣纸，撤水排实，在

接口处搭糊粘接背纸。 

6.4.2.3 过画作彩画绘制：由画作在干燥的纸本面层绘制纹饰。 

6.4.2.4 四裁下料：根据天花、燕尾尺寸，将绘制后的纸本面层的四边裁齐。 

6.4.2.5 面层： 

a）  样活：确定天花彩画、支条、燕尾、轱辘以及接缝搭口的位置。 

b）  上面纸（盖面）：应先粘贴支条燕尾轱辘，再粘贴天花彩画，最后粘贴压条。粘贴时应将支

条和天花彩画的边口压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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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槅井软天花 

6.5.1 工艺流程 

揉浆→扒木屉→封背纸→横顺粘贴合纸→托天花面层、燕尾材料→画作彩画绘制→粘贴燕尾支条轱

辘→糊饰粘贴天花彩画→放置天花板。 

6.5.2 操作工艺 

6.5.2.1 揉浆、托面层、燕尾素绢、过画作彩画绘制的操作工艺应符合 6.3的要求。 

6.5.2.2 扒木屉： 

a) 将纸张四周大于木屉外边框 50mm下料。 

b) 将纸张四口搭糊 50mm粘贴在木屉正面，纸张探出部分贴裹至木屉背面外边框内口。 

c) 将纸张贴裹至木屉背面外边框内口，扒木屉纸张应绷平粘牢。裁掉四角侧面、背面搭接处重叠

部分的纸张。 

6.5.2.3 封背纸： 

a) 纸张小于木屉外边框 1mm～2mm下料。 

b) 将封背纸四口搭糊 20mm粘贴在封背底纸的上。 

6.5.2.4 横顺粘贴合纸： 

a）  将纸张裁成与木屉尺寸一致。 

b）  在木屉正面横顺粘贴两道纸张。不宜包裹木屉侧边。 

6.5.2.5 粘贴燕尾支条轱辘：根据支条尺寸将燕尾的裁齐，粘贴、排实在支条上。 

6.5.2.6 粘贴天花彩画：根据木屉尺寸将彩画的四边裁齐，粘贴、排实在木屉上。 

6.5.2.7 放置天花板：将干透后的木屉天花板放置于槅井。 

6.6 秫秸秆棚架海墁天花 

6.6.1 工艺流程 

熏烤秫秸→秫秸秆裹纸→扎架子→打底纸→面层。 

6.6.2 操作工艺 

6.6.2.1 熏烤秫秸：熏烤秫秸秆的弯曲的部位，将秫秸秆煨直。 

6.6.2.2 秫秸秆缠纸：将宽度约 50mm的纸条，用满刷稀糊，缠裹到秫秸秆上，纸条压口应为 1/3，粘

接牢固。 

6.6.2.3 扎架子： 

a) 钉大边：采用缠裹纸条后的秫秸秆，根据顶棚形式和各个部位的高度，将四周大边用铁钉固定

在木结构梁和檩上，铁钉间距约 250mm，遇有松动部位铁钉应加密。 

b) 钉糙杆：糙杆采用不缠裹纸条的秫秸秆，根据顶棚的形式和各个部位的高度，在紧邻大边的上

部用钉子将糙杆固定在木结构梁和檩上，固定端处应保证有一个秫秸秆的硬节。单根秫秸秆长

度不够时，用线麻捆绑搭接。 

c) 钉吊杆：根据房间顶棚的尺寸和高度设置吊杆长度和数量，吊杆上侧用铁钉与木结构连接固定，

固定端处有一个秫秸秆的硬节，以保证受力安全。吊杆下侧应用线麻与糙杆捆绑连接。 

d) 固定绑扎白杆：用制子在大边上确定出白杆的分位，用竹签将白杆一端固定在大边上，高度与

大边保持一致，中间与糙杆交叉部位用线麻绑扎连接。 

6.6.2.4 打底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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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底纸采用麻呈文纸，用毛刷蘸次稠糊刷在白杆上，将底纸粘贴在白杆上，多余部分底纸包裹到

白杆上侧。 

b) 底纸使用桑皮纸或古法皮纸。用毛刷蘸次稠糊刷在白杆上，将底纸下口和左手边口粘在白杆上，

上口和右手边口与白杆粘贴后将多余部分底纸包裹到白杆上侧。干燥后通片一道单层桑皮纸

（古法皮纸、高丽纸均可）。通片刷稀糊，使用腋刷上纸。 

6.6.2.5 面层：秫秸秆棚架盖面应在样活后，将面纸刷稀糊使用腋刷糊饰。 

6.7 砖墙、木排栅基层墙壁糊饰 

6.7.1 工艺流程 

揉浆→墙面打底纸→棚沟搭桥（根据现场情况）→撒鱼鳞→通片→样活→面层。 

6.7.2 操作工艺 

6.7.2.1 揉浆、棚沟搭桥、撒鱼鳞、通片、样活、面层的操作工艺应符合 6.3的要求。 

6.7.2.2 墙面打底纸：在木排栅、砖墙面上刷浆糊，干透后，将单层纸张在木排栅或砖墙上满粘一层

并排实。 

6.8 木壁子基层墙面 

6.8.1 工艺流程 

揉浆→棚搭桥沟→梅花盘布→撒鱼鳞→通片→面层。 

6.8.2 操作工艺 

6.8.2.1 揉浆、棚搭桥沟、梅花盘布、撒鱼鳞、通片、面层的操作工艺应符合 6.3的要求。 

6.8.2.2 木壁墙面两面需要糊饰时，两面交替进行操作梅花盘布、通片等工序，两侧应受力均衡。 

6.9 质量要求 

6.9.1 纸层之间、纸层和基层之间，应平整粘牢，不应出现脱层、空鼓、起翘、开裂。 

6.9.2 揉浆的部位应无浮土、汪浆水、竖向木刺。 

6.9.3 扒蹬儿的对角木格外的纸张的背面应裹实、粘牢，正面应绷平。 

6.9.4 补蹬儿的下料尺寸应与木格等大。 

6.9.5 梅花盘布完成后，表面应整体平整。 

6.9.6 撒鱼鳞纸条的接口应错开，每个单元区域的纸条宽窄相同。 

6.9.7 通片应平整粘牢，不应出现皱褶，空壳、起层。每道通片的搭口应错开。 

6.9.8 样活时，如使用瓦当纹饰的银花纸，半张纸的纹饰不应出现主团花。小团龙纹饰的银花纸，半

张纸的纹饰不应出现半龙。 

6.9.9 面层完成后，表面应干净整洁。纹饰图案的方向应正确，纹饰应转角对花、跟龙到底，四方连

续。 

6.9.10 四裁下料的两边尺寸和纹饰应对称整齐，不应出现大小头、歪拧。 

6.9.11 封背纸完成后，从正面不宜看见封背的纸张。纸张表面应绷平，粘贴齐正。 

6.9.12 粘贴完成的天花彩画，不应损伤画面、洇散跑色。纹饰应端正、对称。 

6.9.13 干透的墙面打底纸不应起翘。 

6.9.14 面纸的纵横搭口宜为 3mm-5mm，搭口线应平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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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 成品保护 

6.10.1 裱作施工完成后，应对顶棚、墙面等部位进行保护，避免剐蹭、污染。 

6.10.2 如有交叉作业避免相互污染，保持场地清洁。 

7 门窗及内檐博缝糊饰 

7.1 施工准备 

7.1.1 主要材料 

7.1.1.1 浆糊：根据施工部位选择不同稠度的浆糊。 

7.1.1.2 纸张：桑皮纸、古法皮纸、檀皮宣（生），参见附录 B。 

7.1.1.3 织物：窗纱（冷布）、绫、缎，参见附录 C。 

7.1.1.4 其他：秫秸秆、杉木杆、雨点钉、大帽铜钉、泡子钉、麻线、棉线、雨点钉或裘皮钉。 

7.1.2 主要工具 

配备工具：棕刷、棕糊刷、隔糊、排笔、裁刀、裁尺、裁板、镇铁、锤子、针锥、剪刀、盒尺、浆

糊桶或盆、盒尺、锤子。 

7.2 作业条件 

7.2.1 作业现场其他工序已经完成。 

7.2.2 风门、外檐隔扇门、槛窗、横披窗、楣子、支摘窗等木装修构件制作或矫正、加固、油饰、打

蜡已完成，并验收合格。 

7.2.3 装钉博缝门窗的木装修构件制作或矫正、加固、油饰、打蜡已完成，并验收合格。 

7.2.4 依据设计方案的各种材料及工具已准备齐全。 

7.2.5 作业开始前应先将作业面的污渍、浮土、木屑等杂物清理干净。 

7.2.6 脚手架根据装钉博缝门窗位置搭设完毕，并经有关人员验收合格。 

7.3 门窗糊饰 

7.3.1 工艺流程 

7.3.1.1 风门、外檐隔扇门、槛窗、横披窗、楣子 

清理木构→下料裁纸→糊饰部位刷糊→粘贴纸张。 

7.3.1.2 支摘窗 

清理木构→下料裁纸、纱或冷布→糊饰部位刷糊→粘贴纸张或纱。 

7.3.1.3 室内卷窗 

熏烤秫秸秆或制作杉木秆→卷杆下料裹纸→下料裁纸→固定卷窗→扦钉绑线。 

7.3.2 操作工艺 

7.3.2.1 清理木构：应将活扇取下，对活扇、死扇除尘除污。 

7.3.2.2 下料裁纸、断纱或冷布： 

a) 将纸张按糊饰部位的木格尺寸四口裁齐，帘纹的方向按横糊窗户竖糊门剪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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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断纱应经纬端正，确定花纹方向、主纹饰位置后剪裁。 

c) 冷布应采抽丝后在剪裁。 

7.3.2.3 糊饰部位刷糊：在门窗木格内侧刷蹭稠糊，形成约 1mm的糊膜。 

7.3.2.4 粘贴纸张、纱或冷布：将裁好尺寸的纸张、纱或冷布粘贴在门窗木格位置。拼接搭口应在木

格处，上口压下口，搭口约 10mm。 

7.3.2.5 熏烤秫秸秆或制作杉木杆：卷杆应选用直顺的秫秸秆，直径宜为 10mm-20mm。如有局部弯曲

应熏烤矫直。制作杉木杆的材料应干燥顺直无凸结。 

7.3.2.6 卷杆下料裹纸：卷杆长度按卷窗宽度每边增加约 20mm。卷杆应用高丽纸或绫绢包裹两头，上

卷杆应用披串。卷窗吊挂应上侧卷杆的直径小于下侧。 

7.3.2.7 卷窗下料裁纸：根据需糊饰部位的高、宽下料，帘纹应为横向，上侧留出 20mm-30mm 的搭糊

宽度，下侧留出固定卷杆的宽度，四裁方正。 

7.3.2.8 固定卷窗：固定卷窗通常采用两种形式 

a) 卷窗上侧粘贴固定。将裹好纸的卷秆固定在纸张下端，上侧搭糊，将卷窗固定在上侧的木枨儿

或大边上，糊口宜为 20mm-30mm。 

b) 上侧吊挂固定。将裹好纸的卷杆固定在卷窗上、下两侧，卷窗上侧卷杆两端应用麻线或棉线拴

出绳套儿，在窗户上牵钉子。 

7.3.2.9 钉栓绑线： 

a)  遮光卷窗在四角的大边或木枨儿上钉四颗钉子。 

b)  通风卷窗根据窗户方格的位置钉钉子。 

c)  应用麻线或棉线在钉子上交叉，两侧及对角线栓绑。 

7.4 内檐博缝 

7.4.1 软、硬博缝 

7.4.1.1 工艺流程 

7.4.1.2 硬博缝 

合背→下料→托绫、缎→包袼褙→亮钉压锭。 

7.4.1.3 软博缝 

合背→下料→托绫、缎→剪裁→包软博缝→亮钉压锭。 

7.4.1.4 操作工艺 

7.4.1.4.1 合背：在袼褙正反两面分别粘贴纸张，直至达到所需厚度。软博缝合背宜为 2至 4层。 

7.4.1.4.2 下料：将合背完成的袼褙根据门、窗边框的实际尺寸剪裁。 

7.4.1.4.3 托绫、缎：应先用清水将绫、缎浸透，再用白毛巾吸去多余水分，将绫、缎蹬平。在绫、

缎上满刷稠糊，并揉匀、光浆。将配卷的纸张对齐绫、缎上纸、排实，采用限制干燥法干燥。 

7.4.1.4.4 包袼褙、博缝：在托裱好的绫、缎上刷次稠糊，将裁好的袼褙包裹。压口留在博缝条的内

侧约 60mm处。 

7.4.1.4.5 亮钉压锭： 

a) 用雨点钉或裘皮钉、大帽铜钉，将博缝条固定在距门窗边框约 10mm。 

b) 压锭应两排，竖向间距约 100mm，两排行距约 50mm。两排钉子应错开一半的位置。 

c) 博缝宽度应内口齐门框，外口超过门窗缝隙约 5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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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博缝里侧与门、窗框齐平，硬博缝完全覆盖门、窗框。 

e) 软博缝应钉在门有户枢的边框位置，下料与户枢边框相等。燕尾形的软博缝，折缝与门的厚度

平齐，看面与门窗木框等宽。 

7.4.2 棉布博缝 

7.4.2.1 工艺流程 

7.4.2.2 布与布、布与纸粘合博缝 

棉布下料→托棉布→飘干→合四层棉布袼褙→飘干→合八层棉布袼褙→在棉布袼褙纸面覆背棉布

→上墙挣平。 

7.4.2.3 操作工艺 

7.4.2.3.1 棉布下料：应根据门窗长度裁断。 

7.4.2.3.2 托棉布：用清水将棉布浸透，将棉布蹬平，用白毛巾吸去多余水分。在棉布上满刷稠糊，

并揉匀、光浆。上棉布（纸）、排实。 

7.4.2.3.3 飘干：在托好的双层棉布（托好纸张的棉布）一边搭糊约 20mm，粘贴在晾纸杆上或粘贴在

大墙上，棉布下垂干燥。 

7.4.2.3.4 合四层棉布袼褙：将干燥后的两层棉布（托好纸张的棉布）刷满稀糊，与另一张两层棉布

（托好纸张的棉布）粘贴合并。 

7.4.2.3.5 合八层棉布袼褙： 

a) 将两份的四层棉布袼褙用稀糊闷润，将两张四层袼褙粘贴合并。 

b) 将四层棉布袼褙的布面用稀糊闷润，另一张四层棉布袼褙的纸面用稀糊闷润，将布面与纸面粘

合。 

7.4.2.3.6 棉布袼褙纸面覆背棉布： 

a) 在八层棉布袼褙刷满稀糊，用单层棉布覆背粘贴、排实。 

b) 将八层棉布袼褙将的纸面向上刷满稀糊，用单层棉布覆背粘贴、排实。 

7.4.2.3.7 上墙挣平：将九层棉布袼褙的四边搭糊约 30mm，采用限制干燥法干燥。 

7.5 质量要求 

7.5.1 门窗糊饰 

7.5.1.1 下料裁纸的尺寸应控制在糊饰后不露木茬。接头应在木格位置。纸张刀口直齐，不应有刀痕。 

7.5.1.2 断纱完成后，纱面应经纬端正、花纹的方向正确、主纹饰的位置合理美观。 

7.5.1.3 糊饰完成的门窗纸张应绷平、粘牢，开关门窗应顺畅。 

7.5.1.4 卷帘及窗卷起、放应顺畅，卷杆应水平上下，卷帘放下后应将窗户遮挡、压实。 

7.5.1.5 纸张、丝织物的搭口应放在木格棂条的背面。 

7.5.1.6 外框、中心木格棂条等窝角处不应残留浆糊。 

7.5.1.7 纹饰的纸、纱或冷布在糊饰完成后，纹饰方向的应正确，主纹饰的位置应合理美观。 

7.5.1.8 丝织物糊饰完成后，应经纬端正，绷紧贴平，不应出现皱褶及松弛。 

7.5.1.9 纱类织物的边口的丝线应贴牢在木构边缘，不应出现丝线毛边。 

7.5.1.10 钉栓绑线完成后，缠绕的绑线松紧应适度、不缓扣。卷窗应方便收起并能在任意位置停留。 

7.5.1.11 裹好纸的卷窗杆的直径应通体相同，两端直径偏差不宜超过 1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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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2 博缝 

7.5.2.1 博缝条的包口应整齐，压口应留在博缝条的内侧。 

7.5.2.2 博缝条托裱绫、缎的颜色应与博缝位置的木构建筑颜色协调统一。 

7.5.2.3 钉子应将博缝条牢住，两排泡子的钉距离应均匀，不应出现倒钉。 

7.5.2.4 软博缝应有柔韧度，开门不应回弹。 

7.5.2.5 裁料的尺寸应符合门窗尺寸，裁口应齐整。 

7.5.2.6 绫、缎包料的浆糊应糊刷均匀、不应有遗漏。包裹的博缝板条应平整。 

7.5.2.7 硬博缝的厚度宜约 6mm，宽度应将门窗缝隙遮盖、封护住，博缝不应透风、透亮。 

7.5.2.8 安装软硬博缝后，应将定位的钉子的起下来或将钉子压在泡子钉下。 

7.6 成品保护 

7.6.1 门窗糊饰完成后，工程竣工交付前门窗开关应小心，宜由专人管理避免损坏。 

7.6.2 门窗糊饰作业宜避免交叉作业，防止相互污染。 

8 内檐匾联、贴落、横披 

8.1 施工准备 

8.1.1 主要材料 

8.1.1.1 浆糊：根据施工部位选择不同稠度的浆糊。 

8.1.1.2 纸张：桑皮纸、古法皮纸、檀皮宣（生）、铅丹红洒金宣纸等，参见附录 B。 

8.1.1.3 镶饰材料：红锦、万字锦、花锦、花绫、蓝绫等。清代多用扁金锦、织金锦、万字锦、宋锦、

花绫、蓝绫等，参见附录 C。 

8.1.2 主要工具 

配备的工具：大小棕刷、排刷、棕糊刷、隔糊、剪刀、裁刀、裁板、长短裁尺、针锥、铅笔、起子、

浆糊容器、晾纸架、晾纸杆。 

8.2 作业条件 

8.2.1 宜选择在施工现场外的加工场地进行加工制作。 

8.2.2 加工场地宜具备裱画大墙或临时板墙及操作台的室内操作空间。 

8.2.3 木匾框使用的材料、尺寸、安装的铁活等方面达到匾框的制作标准。 

8.2.4 匾心、对联心，按匾联心的尺寸书写或复制完成。 

8.2.5 贴落、横披已托裱制作完成。 

8.3 内檐匾联 

8.3.1 工艺流程 

8.3.1.1 木框匾、木框对联、木框弧形对联（抱柱对联）制作 

托锦→托匾心或对联心→托匾心纸→合封背纸→下料→揉浆→糊饰两炷香→糊饰两炷香两侧包框

锦→粘贴匾心纸→粘贴匾心或对联心→防虫纸封匾背→匾心粘贴红锦压口→匾背粘贴黄签、红锦签条。 

8.3.1.2 拍子匾（壁子匾）、拍子联（壁子联）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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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2.1 先粘贴匾心、对联心，后包边框制作 

托锦→托匾心或对联心→托匾心纸→合封背纸→下料→揉浆→粘贴匾心纸→粘贴匾心或对联心→

糊饰包框锦边→防虫纸封匾背→匾背或上下联的背面粘贴黄签。 

8.3.1.2.2 先糊饰匾框后粘贴匾心、对联心制作 

托锦→托匾心或对联心→托匾心纸→合封背纸→下料→揉浆→粘贴匾心纸→糊饰边框包锦→匾心

或联心四边搭糊粘贴→防虫纸封背纸→匾背或上下联的背面粘贴黄签。 

8.3.1.2.3 匾心对联心镶边覆背再粘贴制作 

托镶饰材料→托匾心、对联心→托匾心纸→合封背纸→托匾心、对联心方心→镶饰材料下料→托匾

心或对联心镶边→镶活后覆背上墙→揉浆→粘贴匾心纸→糊饰包边框锦→镶边后的匾或对联齐边四口

搭糊粘贴→防虫纸封背纸→匾背或上下联背面的粘贴黄签。 

8.3.1.3 福寿方、春贴制作 

托方心纸→合封背纸→托裱铅丹红洒金宣→下料→揉浆→粘贴方心纸→四边包裹糊饰铅丹红洒金

宣→粘贴福寿方或春贴→防虫纸封背。 

8.3.2 操作工艺 

8.3.2.1 托锦、花绫： 

a) 将锦料或花绫铺在操作台上，正面向下，排笔刷清水端正经纬后，用白毛巾吸干水分。 

b) 托锦、花绫用棕糊刷刷稠糊，光浆后托一层与锦相近颜色的纸张、排实。浆糊搭边预留起子口，

采用限制干燥法上墙挣干。 

8.3.2.2 托匾心或对联心：将纸张用排笔刷浆水托心，浆糊搭边预留起子口，采用限制干燥法上墙挣

干。 

8.3.2.3 托匾心纸：将两张净皮宣纸或古法皮纸用排笔刷浆水合纸，浆水应刷出黏度后上纸用棕刷排

实，采用非限制干燥法晾干。托好的隔画纸应绵软。也可以直接使用加厚的单层隔画纸。 

8.3.2.4 托封背纸：将两张净皮宣纸或古法皮纸用排笔站防虫浆水合纸，防虫浆水应刷出黏度后上纸

用棕刷排实，采用非限制干燥法晾干。 

8.3.2.5 下料： 

a) 托裱的锦料、匾心、对联心干燥后用起子下墙。框锦料根据匾框边和匾心屉的尺寸下料。匾心、

联心方画心四裁。 

b) 木框匾包框边的锦料，按两炷香两侧的尺寸分别下料。两炷香外侧尺寸计算到包裹匾框背后约

20mm。 

c) 红锦下料：预留 5mm-10mm 宽的压口条。木框匾的两炷香红锦下料宽度包住两炷香两侧留有约

5mm压口。 

d) 隔画纸和封背纸下料：按照匾联框和匾联框心的尺寸裁好备用，拍子匾及福寿方、春贴、春条

按木屉外边尺寸下料，小于拍子或木屉 1mm～2mm。 

8.3.2.6 揉浆：棕糊刷蘸防虫稀糊在木框上揉刷涂蹭，把木茬揉倒揉顺使浆糊侵入木框表层。揉 2遍

浆，待第一边干燥后再反方向揉浆第二遍。 

8.3.2.7 木框匾糊饰两炷香：将裁好的红锦条背面用棕糊刷刷防虫浆糊，对正匾框上的两炷香起鼓子

处，顺着鼓子槽将红锦条定位后用干净的棕刷垫纸排实。 

8.3.2.8 木框匾糊饰两炷香两侧包框锦： 

a) 先包裹糊饰木框外边，后糊饰木框内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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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锦料随木框尺寸下料，在锦背面用棕糊刷刷防虫浆糊，紧沿着两炷香鼓子线下边糊饰两侧的包

框锦。包框锦外侧包裹至边框背面 20mm。 

c) 糊饰包框锦拐角处对角 45°裁齐，按匾、联悬挂的上下方向，匾框糊饰锦边下口压上口，对

联糊饰锦边上口压下口。 

d) 粘贴好后用干净的棕刷垫纸排实。 

8.3.2.9 粘贴匾心纸：匾心、对联心木屉揉浆后，在正面粘贴一层用净皮宣纸或古法皮纸合好的整幅

隔画纸，使木屉与匾心、对联心隔开。 

8.3.2.10 粘贴匾心或对联心：将托过裱命纸的匾心、对联心，用稠糊四口搭糊 20mm居中粘贴在木屉

的相应位置上。 

8.3.2.11 安装或检查匾心屉：匾心联心的木屉与外框的安装。 

8.3.2.12 粘贴红锦压口：待匾心、对联心干燥后，沿着边框内口在匾心、对联心四周粘贴红锦条压口。

锦条宽窄尺寸根据匾额、对联的尺寸而定。一般内檐匾联红锦条压口的宽度 15mm～18mm。 

8.3.2.13 拍子匾、拍子对联边框糊饰锦绫： 

a) 锦绫下料尺寸，从匾心、对联心镶口 3mm～5mm处测量，至包裹边框的匾框背后约 20mm为全部

下料尺寸。 

b) 将裁好的锦料糊饰匾的边框，包裹锦料至匾框背后约 20mm。 

c) 拍子匾先糊饰上下边，再糊饰左右边 

d) 对联先糊饰左右边，再糊饰上下边。 

8.3.2.14 粘贴福寿方或春贴： 

a) 整体包框糊饰法：糊饰福寿方或春贴根据木屉尺寸加抱框尺寸四边齐口。摆正字的位置。下料

尺寸计算：木屉 + 木屉厚度 + 20mm，四边搭糊粘贴在木屉上，将四周裹至边框后 20mm。正

面浆糊暗口应控制在 20mm以内。 

b) 先包框后粘贴法：福寿方或春贴应与木屉尺寸等大四边齐口。边料应使用与福寿方或春贴相同

的材料。下料尺寸计算：正面约 20mm + 木屉厚度 + 约 20mm。糊饰包裹在木屉四边，福寿方

或春贴四口搭糊应小于 20mm，且粘贴在木屉上。 

8.3.2.15 粘贴防虫封背纸： 

a) 封背纸下料应略小于匾、对联、福寿方及春贴的尺寸，控制封背纸在干燥后小于 1-2mm。 

b) 封背纸四口搭糊约 20mm 粘贴在糊饰件的背面。遇有匾、对联尺寸大纸张小的情况，预先合成

等大整幅封背纸。封背纸绷平整齐无褶皱，不宜从正面看见封背纸边。 

8.4 贴落 

8.4.1 工艺流程 

8.4.1.1 贴落正面压口糊饰镶料 

内檐墙上定位→贴落位置浆口揉浆→贴落四边搭糊约20mm→展位粘贴。 

8.4.1.2 镶边贴落 

贴落四裁→内檐墙上定位→贴落位置浆口揉浆→贴落四边搭糊约20mm→展位粘贴。 

8.4.2 操作工艺 

8.4.2.1  贴落四裁：覆背干燥下墙后的贴落四裁齐口。 

8.4.2.2  内檐墙上定位：按照设计要求根据贴落的尺寸，在内檐墙上做好定位记号，粘贴后记号隐藏

于书画背后不能露出。 

8.4.2.3  贴落浆口位置揉浆：贴落大多粘贴在有灰粉的面纸上，浆口处做揉浆处理。浆糊口宽度 2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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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mm，4米以上的大幅贴落，揉浆的浆糊口不应超过约 50mm。 

8.4.2.4  贴落浆口位置揉浆：贴落大多粘贴在有灰粉的面纸上，浆口处做揉浆处理。浆糊口宽度 20mm～

30mm，4米以上的大幅贴落，揉浆的浆糊口不应超过约 50mm。 

8.4.2.5  展位粘贴：粘贴贴落端正。干燥之前，根据环境的温湿度、气候条件随时“看水”。 

8.5 横披（横批） 

8.5.1 工艺流程 

横披齐边→木构浆口揉浆→横披四边浆口搭糊→展位粘贴→清理抱框。 

8.5.2 操作工艺 

8.5.2.1 横披齐边：根据展位内框的尺寸横披齐口并与抱框边对齐。 

8.5.2.2 木构浆口揉浆 

a) 在木构横披内框木边上做揉浆处理，浆口为 30mm～40mm，用小棕糊刷将浆糊揉进木纹。 

b) 在原旧木构浆口处残损或不足 40mm～50mm 时，做修整加固并沿着木构横披内框增加木条作为

浆口，木条厚约 5mm，宽 40mm～50mm。木条钉子多个方向钉入，防止横披将钉子拔出导致木条

失去作用,钉好的木条做揉浆处理。 

8.5.2.3 横披四边浆口搭糊：横披书画四边搭糊 20mm～30mm宽浆口。 

8.5.2.4 清理抱框：用粗布填充硬籽制成的布包用力擦拭清理横披外木框的灰尘、浆糊痕迹，清理的

同时使烫过蜡的抱框抛光。 

8.6  质量要求 

8.6.1 托匾心或对联心时，不应使用防虫浆糊，以免污染匾心、对联心。 

8.6.2 匾联糊饰完成后，平整、整洁、不应有凸凹起皱。 

8.6.3 每幅对联的镶饰材料质地、颜色、纹饰相同。 

8.6.4 木框匾边饰的锦料是一条整锦，不应搭接。 

8.6.5 匾心、对联心字迹位置周正，无污染。 

8.6.6 镶饰边对花整齐，镶料无掉头使用现象。不应有起毛拉丝及拼接痕迹。 

8.6.7 托裱锦绫材料纹饰端正，不应出现脱丝或经纬线扭曲现象。 

8.6.8 托裱匾心或联心，平整干净、不应有字迹跑墨及污染情况。 

8.6.9 匾框镶饰锦料纹饰对花处理，压口应整齐、平整，四角应 45°拼接对齐，不应有毛茬。 

8.6.10 糊饰两炷香两侧包框锦时，做到粘贴锦料纹饰对称，用料方向一致无逆光差。两炷香通顺笔直，

四面宽窄一致。各条镶饰材料压口整齐无脱丝无毛茬。 

8.6.11 防虫封背纸的纸张绷平无皱褶，松紧适度不应有爆裂等现象。 

8.6.12 福寿方或春贴糊饰应平整、不应有字迹跑墨及褶皱。字体端正居中不偏斜，上下留地合理，分

布均匀。 

8.6.13 安装或检查匾心屉时，销子插到位，不晃不滑脱，匾心木屉与外框连接牢固。 

8.6.14 粘贴后的贴落、横披端正、平整牢固、松紧适度，相对湿度大时，贴落不应松弛，相对湿度小

时，贴落不应爆裂。 

8.6.15 成品规格尺寸、所在位置符合设计要求。 

8.6.16 下料时准确，刀口直齐无刀痕。 

8.6.17 粘贴后的贴落、横披周边确保无污迹、无浆糊痕迹。 

8.6.18 横披齐边时，视觉效果美观，裁口整齐，不应出现啃刀现象。两边耳子尺寸、上下长边尺寸对

称，镶饰边不应出现大小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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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19 贴落四裁时，不应出现啃刀现象，对边尺寸对称整齐，不应出现大小头情况。 

8.6.20 覆背两层时，两层纸张纹理横竖交错。 

8.7 成品保护 

8.7.1 制作完成的贴落横披等作品，选择人员不易接触到的场地存放待棚壁糊饰完成后进行粘贴糊饰。 

8.7.2 贴落、横披作品完成后，避免碰撞、污染。 

8.7.3 交叉作业时，避开已经上墙的作品。 

8.7.4 成品完成经过质量检查后，包装封好避免污染、磕碰。 

8.7.5 成品干燥后方可搬运，运输中轻拿轻放，如需叠摞运输，每个成品间垫好隔层,避免损坏。 

8.7.6 施工现场悬挂时等待所有工序全部完工后，再进场悬挂。 

9 双木夹纱 

9.1 施工准备 

9.1.1 主要材料 

9.1.1.1 浆糊：根据施工部位选择不同稠度的浆糊。 

9.1.1.2 纸张：桑皮纸、古法皮纸、檀皮宣（生），参见附录 B。 

9.1.1.3 织物：芝麻纱，参见附录 C。 

9.1.2 主要工具 

配备的工具：小棕刷、小棕糊刷、浆糊容器、裁刀、裁尺、裁板、盒尺、剪刀。 

9.2 作业条件 

9.2.1 槅扇、楣子、碧纱橱、屉窗的木构已制作完成。 

9.2.2 槅扇心、楣子心应根据展位尺寸制作完成。 

9.2.3 其他施工已经完成，并将施工场地的尘土、杂物等清理干净。 

9.3 芝麻纱、槅扇心（槅眼）、楣子心、碧纱橱、花罩、屉窗 

9.3.1 工艺流程 

摘取活扇→画心四裁→揉浆→粘贴槅扇心→芝麻纱下料→糊饰芝麻纱→安装活扇。 

9.3.2 操作工艺 

9.3.2.1 画心四裁：将绘制、托裱完成的画心根据槅扇木格的外尺寸四边裁口。 

9.3.2.2 揉浆：在槅扇中心及楣子中心木格内侧蹭刷稠糊，形成约 1mm厚的糊膜。 

9.3.2.3 粘贴槅扇心：将槅扇心粘贴在槅扇中心木格内侧。活扇、死扇各贴一张，小于木格外口约 1mm。 

9.3.2.4 芝麻纱下料：应根据槅扇的活扇外框下料，尺寸应相等。 

9.3.2.5 糊饰芝麻纱：将裁好的芝麻纱绷紧粘贴在木框上。 

9.3.2.6 碧纱橱、花罩、屉窗的糊饰方法与槅扇相同。 

9.4 质量要求 

9.4.1 制作完成的槅扇心，四口应齐整、粘贴牢固。不应起鼓、起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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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2 糊饰完成的芝麻纱，表面应绷紧平整、经纬纹饰应端正，不应出现露丝、露接茬。每个房间内

的芝麻纱纹饰、颜色、下料方向应相同。 

9.4.3 槅扇心的尺寸应与中心木格等大，不应出现啃刀。四裁的绘画、书法的两边的空留尺寸应对称，

应正面不应看到边口。 

9.4.4 外框、中心木格、拐角处不应残留浆糊。 

9.4.5 芝麻纱边口的丝线应与木构边缘贴牢，粘贴后应从正面看不到丝线毛边。接缝应留在木枨上。 

9.4.6 书法、绘画的槅扇心应间隔排布。 

9.5 成品保护 

双木夹纱作业时避免交叉作业防止相互污染，保持场地清洁。 

10 历史遗存内檐糊饰修复及原状保护技法 

10.1 施工准备 

10.1.1 主要材料 

10.1.1.1 修复补配材料：选配与原作品相同的修复材料，镶饰材料选择与原材料相同或相近的材料。 

10.1.1.2 浆糊：根据施工部位选择不同稠度的浆糊。 

10.1.1.3 纸张：檀皮宣（生）、桑皮纸、古法皮纸、铅丹红洒金宣纸等，以及复制或仿制与原作品相

同、相近的材料，参见附录 B。 

10.1.1.4 织物材料：选用红锦、万字锦、花锦、花绫等，以及复制或仿制与原作品相同、相近的材料。

清代多用织金锦、扁金锦、万字锦、宋锦、花绫、蓝绫、丝绢等 

10.1.2 主要工具 

配备的工具：大小棕刷、棕糊刷、排笔、大小软毛刷、浆糊容器、隔糊、剪刀、裁刀、剔刀、裁板、

长短尺子、针锥、镊子、镇铁、铅笔、起子、晾纸架、晾纸杆、清洗作品水槽案子、拐子、盒尺。 

10.2 作业条件 

10.2.1 修复操作，具备书画修复大墙及修复操作台等设备及场地。 

10.2.2 参与修复工作的人员，由专业修复人员或经过技术培训合格的修复人员组成。 

10.2.3 修复及原状保护所选用的材料和工具符合修复方案标准。 

10.2.4 修复及原状保护的场地，杂物清理干净。 

10.2.5 所有文物全部移出修复现场或原地采取保护加固措施，确保文物安全。 

10.2.6 脚手架按修复作业面的需要安装完成，并由专业人员检查合格。 

10.2.7 检查脚手架的牢度、宽度、高度及与贴落、横披处的距离。方便双手同时操作、距离不欺身不

探够，确保书画原件及操作人员的安全。 

 

10.3 内檐棚壁糊饰遗存材料复原修复 

10.3.1 工艺流程 

10.3.1.1 遗存原址、原状、原位复原及修复 

清理纸迹、除尘→加固（使用钉子、纸张、浆糊）→遗存纸迹原位回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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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2 遗存材料异地按原工艺复原修复 

清理纸迹、除尘→制作异地复原载体→梅花盘布→通片一道→按原工艺原遗存次序回贴。 

10.3.1.3 各处散落遗存的纸迹异地集中修复 

清理纸迹、除尘→制定修复方案→整理揭开纸迹→拼接托裱遗存纸迹→制作异地复原载体→梅花盘

布→通片一道→遗存纸张回贴。 

10.3.2 操作工艺 

10.3.2.1 清理纸迹、除尘：清理修复现场，对修复部位的遗存纸迹选取标本后，将多余的部分进行清

理除尘。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对残损部位修复的干预程度。 

10.3.2.2 制定修复方案：根据清理除尘后的残损状况，制定具有针对性的区域修复方案。在最大限度

保留原真信息的基础上达到修复保护部位的延年。 

10.3.2.3 梅花盘布、通片一道：为遗存异地修复复原制作的载体。使用古法皮纸、桑皮纸、宣纸等进

行梅花盘布和通片一道工序，以保证遗存的保护部分能在载体上牢固安全和延年。 

10.3.2.4 遗存纸迹回贴：按照遗存纸张的排列顺序依次粘贴指定位置，保留遗存纸迹之间相互关系的

信息。 

10.3.2.5 修复加固时遇遗存纸张酥脆，采用托纸的技法，并将所增加的材料及做法书写纸条注明，夹

贴在操作部位。书写注释使用耐久的字迹材料，并在操作记录中记载注明。 

10.3.2.6 复原修复不改变原糊饰材料的依次顺序。 

10.3.2.7 原址复原修复不应改变原糊饰材料与建筑糊饰部位及构件的关系。 

10.4 建筑内檐棚壁糊饰遗存原址原状封护 

10.4.1 工艺流程 

10.4.1.1 不宜修复回贴的遗存直接封护 

除尘→四边制作合理的受力点→增加新制木箅或木排栅→海墁天花制作。 

10.4.1.2 局部区域遗存原状保护的封护 

除尘→四边制作合理的受力点→纸张封护→糊饰面纸→操作技法及材料记录。 

10.4.1.3 顶棚整体遗存原状保护的封护 

除尘→加固（钉子、纸张、浆糊）→遗存原位回贴→制作新的白樘箅子→海墁天花工序制作→糊饰

面纸。 

10.4.2 操作工艺 

10.4.2.1 封护技法：对需要保护的遗存区域，采取无损伤的原状保护的封护措施。不应影响棚壁糊饰

的外观整体效果和强度。采取将所指区域整体原状封闭起来的封护技法，以备后人研究考证。 

10.4.2.2 对有价值的遗迹，应采用无损保护的方法，在不能重新制作壁子的情况时，采用最小干预的

封护技法。 

10.4.2.3 局部单元区域遗存原状保护的纸张封护，将纸张合成与保护区域相同的尺寸，区域边长超过

2m时，合纸层数应为 4层～5层。封护纸张四口搭糊 40mm粘贴在受力点上。 

10.5 建筑内檐保护前代遗迹的技法，水封法 



DB11/T XXXX —XXXX 

20 

前代遗迹应进行保护封护，如明代红油柱、包金土墙、窗户等及其他有研究价值的遗迹遗存。为避

免浆糊遗留，不应直接在遗迹上粘贴纸张。保护的方法应使用裱作之“水封法”。 

10.5.1 工艺流程 

除尘→四边制作合理的受力点→吸附水封纸→纸张封护或通片→糊饰面纸。 

10.5.2 操作工艺 

10.5.2.1 水封法：制作异形袼褙儿的一道工序。以异形物品为“模具”，在“模具”上吸附一层清水

浸透的纸张，这层纸张称为“水封”。 

10.5.2.2 采用水封技法为了无损或最小干预地保护前代遗存所承载的历史信息。 

10.5.2.3 四边制作合理的受力点在保护区域周边制做固定的边条为受力点，边条上搭糊 10 mm～20mm，

边条使用袼褙下料或使用无虫害的薄木条。 

10.5.2.4 吸附水封纸：在保护区域上吸附一层清水浸透的纸张，用棕刷将纸张在边条上排实。 

10.5.2.5 纸张封护：待水封纸张干燥后裱糊第二层刷稀糊的纸张，待即将干透时，继续裱糊刷稀糊纸

张，直到所需厚度。 

10.5.2.6 封护剥离：待数层纸张干燥后，将遗迹封护在数层纸张之内。在受力点及纸张自身解吸功能

的作用下，水封层纸张自然与所保护的遗迹分离，不应人为再进行破开剥离。 

10.5.2.7 糊饰面纸：待水封防护的纸张干燥后，应与相邻棚壁糊饰一起进行面纸糊饰。 

10.5.2.8 操作技法及材料记录。 

10.6 采集原材料残片标本的保护 

10.6.1 工艺流程 

清理除尘→清水清洗纸迹→依次揭开→编号排列→托命纸→阴补→留局托背纸→标本心上墙→托

墩子及上墙→托镶料及上墙→标本心下墙四裁→墩子下墙及折页→标本心与折页及镶料定位→挖裁镶

料→投标本心及上墙→下墙四裁→套边→数开粘合→粘封皮→贴签。 

10.6.2 操作工艺 

内檐糊饰遗存材料应选出能够反应历史信息的遗迹残片作为标本，制作成传统册页进行长期保存，

以供后人研究、复制或仿制之用。如下： 

a) 按项目立册，或按建筑地点立册，不能两个项目组合成册。 

b) 托墩子、套边应使用防虫浆糊，挖镶投标本心工序不应使用防虫浆糊。 

10.7 手拉风扇修复工艺 

10.7.1 工艺流程 

摘取→检查加固→清洗→拼接对缝→上铺辅助纸排实→托背纸→上墙封挣→下墙叠褶压实→装回

风扇木架上。 

10.7.2 操作工艺 

10.7.2.1 摘取：先摘取风扇木架的钉子、销子等。 

10.7.2.2 检查加固：检查加固风扇木架，并做防虫处理。 

10.7.2.3 清洗：将风扇丝织物平铺在辅助纸张上清洗除尘除污渍 

10.7.2.4 拼接对缝：将风扇丝织物平铺在辅助纸张上拼接对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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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2.5 托背纸：将两层织物揭开后，将两层织物分别托背纸，丝织物托背纸使用桑皮纸或古法皮纸。 

10.7.2.6 风扇丝织物叠褶按照原痕迹折叠。 

10.8 质量要求 

10.8.1 修复使用的各种材料有利于保存原真信息。 

10.8.2 修复作品的成品规格尺寸式样符合原状数据。 

10.8.3 修复的成品无起翘、无磕碰情况。 

10.8.4 糊饰的纸张相互间搭口均匀错开，整体平整无变形、无皱褶现象。 

10.8.5 历史遗存内檐糊饰复原修复的结果，获有最大量的原真信息，确保其抗张强度实现耐久延年。 

10.8.6 修复后的成品整洁，无污渍及浆糊痕迹。 

10.9 成品保护 

10.9.1 修复完成后的成品经过质量检查后，放置安全的场所妥善保管避免污损折闪，匾联悬挂前和运

输中平放在木板上。 

10.9.2 成品运输中轻拿轻放，每件成品之间有隔层保护，避免挤压磕碰损伤。 

10.9.3 施工现场悬挂张贴成品，在所有工序全部完工后，再进场操作。 

10.9.4 施工现场干净整洁，不应与其他工种交叉作业。 

10.9.5 修复完成后，对完成部分遮挡保护，避免重物、尖器撞碰。 

10.9.6 拆脚手架时，不应刮蹭施工作业面。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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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  

附 录 A 

（资料性） 

裱作各主要工序常规用纸一览表 

A.1 裱作各主要工序常规用纸 

裱作各主要工序常规用纸见表A.1。 

表 A.1 裱作各主要工序常规用纸 

序号 工序名称 纸张类型 

棚壁糊饰 

1 梅花盘布 

两层桑皮纸纹理交错合成； 

两层桑皮纸中加托一层苎麻，即双纸加一布。（此做法用

于修复） 

2 通片 
一层桑皮纸与一层古法皮纸合成； 

一层桑皮纸与一层檀皮宣（生）合成； 

3 棚沟搭桥 两层桑皮纸纹理交错合成 

4 撒鱼鳞 生宣纸（檀皮宣） 

5 打底纸（秫秸秆架子顶棚） 桑皮纸、古法皮纸 

6 
面 

纸 

槅井软天花 

桑皮纸、古法皮纸、檀皮宣（生）、纸托丝绢 槅井海墁天花 

通景海墁天花 

银印花纸、丝绢、印花布海墁天花 银印花纸、银花纸、大白纸、丝绢、印花布 

装饰性书画 

1 托锦、花绫 檀皮宣（生） 

2 覆背 檀皮宣（生）、桑皮纸、古法皮纸 

门窗及内檐博缝糊饰 

1 托锦、花绫 檀皮宣（生） 

2 托匾心、对联心 檀皮宣（生） 

3 托裱匾心纸 
一层檀皮宣（生）与一层古法皮纸合成 

两层檀皮宣（生））合成 

4 托裱封背纸 
一层檀皮宣（生）与一层古法皮纸合成 

两层檀皮宣（生）合成 

5 檀皮宣（生） 檀皮宣（生） 

6 袼褙 桑皮纸、古法皮纸、檀皮宣（生）、棉布 

7 糊门窗 桑皮纸 

8 卷窗 桑皮纸 

双木夹纱 

1 托隔扇芯 檀皮宣（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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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D  

附 录 B 

（资料性） 

裱作主要用纸数值一览表 

B.1 裱作主要用纸数值 

裱作主要用纸数值见表B.1。 

表 B.1 裱作主要用纸常见数值 

序号 纸张名称 
抗张强度 

（Kn/m） 

耐折度 

（次） 

撕裂度 

（mN） 
ph 值 

1 桑皮纸 
纵向 3.46 纵向 1230 纵向 529 

8.6 
横向 1.29 横向 170 横向 881 

2 古法皮纸 
纵向 2.01 纵向 66 纵向 797 

9.4 
横向 1.07 横向 13 横向 953 

3 檀皮宣（生） 

纵向 0.959 纵向 2 纵向 258 

8.9 

横向 0.654 横向 1 横向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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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  

附 录 C 

（资料性） 

裱作主要织物一览表 

C.1 裱作主要织物 

裱作主要织物见表C.1。 

表 C.1 裱作主要织物 

序号 织物名称 使用部位 材质要求 

1 绫 博缝、内檐匾、横披、贴落 
使用桑蚕丝或替代纤维制成的斜纹地上起斜纹花的丝织物。织物

整洁质地柔软根据使用部位选择厚薄。 

2 丝绢 
入潢工艺、顶棚、槛墙、内

檐书画、遮光卷窗 

使用桑蚕丝或替代纤维制成的平纹组织质地轻薄的丝织物，织物

表面洁净、光泽性好、质地柔软，根据使用部位选择厚薄。 

3 锦 内檐匾、横披、贴落 
使用桑蚕丝或替代纤维制成的多种彩色花纹的丝织物物质地柔

软，根据使用部位选择厚薄 

4 缎 博缝 

使用桑蚕丝或替代纤维制成的采用缎纹组织或缎纹变化组织的

丝织物，要求织物外观平滑光亮细密，质地柔软，裱作以素锻为

主并根据使用部位选择厚薄。 

5 芝麻纱 双木夹纱 

使用桑蚕丝或替代纤维制成的组织结构为地部一绞一的绞纱结

构，在纱地上起平纹暗花的纱织物。织物质地柔软根据使用部位

选择厚薄、纹饰。 

6 麻布 棚壁糊饰 
使用苎麻纤维制成的布料，布丝应柔软，应选用无捻麻、平纹组

织编织，密度每平方厘米4孔的苎麻织物 

7 棉布 博缝 
使用棉纤维制成的布料，面料整洁质地柔软，根据使用的部位选

择厚薄。 

8 冷布 门窗 
使用棉纤维制成的布料，面料整洁质地应柔软，根据使用的部位

选择厚薄、布丝粗细、孔眼大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