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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建筑遗产潮湿病害的劣化与循证研究 

——以浙江省杭州市新桐乡俞家村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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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建筑的潮湿问题，以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新桐乡俞家村的乡土建筑遗产为研究对象，通过田野调

查与逻辑循证等研究方法，从建筑材料、结构与构造等方面，对潮湿病害的不同表征进行信息采集，从自然因素与

人为因素等方面，对潮湿病害的生成机制进行病理循证。研究认为，俞家村建筑遗产的潮湿病害主要受气象条件与

水文地质等自然因素的作用，以及历史遗留问题、不合理修缮与生活环境等人为因素的影响，因此要预防乡土建筑

遗产的潮湿病害，需要对已经发生病害问题的建筑进行适宜性修复，对具有潜在病害问题的建筑进行预防性治理和

保护，以期实现乡土建筑遗产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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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遗产保护进程的日新月异，我国对传统村落的乡土建筑遗产保护也越加重视。对于浙江地区的乡土建筑遗产保护不仅

能够促进乡村旅游的经济发展，也将传承历史文脉，强化地方文化的名片效应。俞家村位于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新桐乡，村落始

建于元末至正年间（约 1340年），自富阳俞氏先祖玉孙公从桐庐卜居桐洲岛起，俞氏家族已在此繁衍生息六百余年，历史悠久，

文化底蕴深厚。俞家村拥有丰富的历史人文资源，保存着众多历史文化遗存，主要包括文物保护单位、历史街巷、古树名木及古

渡口等物质文化遗产，以及独具地方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最为典型的不可移动文物有俞氏宗祠、永裕堂、朝北厅、朝南

厅、俞德福民居大礼堂及土地庙等历史建筑，以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俞家竹马、三代越剧团等表演艺术，极具历史文化气

息。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诸多文物建筑及传统民居出现不同程度的病害问题，经现场勘察发现，潮湿病害最为严重，影响较大，

亟待解决。 

1 潮湿病害的劣化 

俞家村是俞氏宗族聚居村落的典型代表，其建筑呈组团分布，并以中心向四周扩散式布局，其中东北与西南走向的两条主路

周边汇集村落主要功能，分布有俞氏宗祠、朝南厅、朝北厅等重要历史建筑。根据调研发现，不论是不可移动文物或是传统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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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普遍存在潮湿病害的现象，从建筑材料到建筑结构与构造的病害表征不尽相同，且不同位置的病害程度和病害信息有所差

异。 

1.1建筑材料的病害信息采集 

1.1.1砖石墙体潮湿。俞家村的传统建筑内部多为木质结构，外部多采用砖石砌体作为建筑的围护结构，因此相比于通体木

质房屋来说，砖墙的耐潮湿能力相对较高。但由于俞家村处于江南地区，降雨量大，且降雨频繁，尤其在梅雨季节时期，环境湿

度更是达到高峰，因此建筑的砖石砌块常年处于此种环境中，仍会出现墙体潮湿的现象，且病害问题较为普遍。主要表现为：砌

体受潮、含水率大幅升高，表面颜色加深、材料硬度降低，同时墙体表面出现水痕，伴随微生物等环境作用，加剧了材料病害的

劣化进而出现酥粉、苔薛及霉菌等现象。例如俞家村 5号古民居及“五好家庭户”老宅，其建筑围护结构的墙体多采用空心砖砌

筑，相比传统青砖，空心砖的材料密度相对较低，内部容易渗入水汽，机械性能降低，导致墙体出现继发病害，如砌块脱落、墙

体开裂等（图 1～图 3）。 

 

1.1.2饰面酥碱与霉变。俞家村民居建筑通常采用石灰面层对维护结构的砖石墙体进行保护，其饰面材料多以石灰石为主要

成分，吸水性较强，材料受到长期的水分浸泡而出现粉化现象，其内部因毛细作用产生水分迁移，可溶性盐离子不断随之溶解析

出，在“溶解-析出”的反复作用下，在饰面表层出现泛碱现象。同时饰面材料孔隙率较高，水分迁移导致材料微观结构的疏松

与破坏，使材料力学性能降低，质地酥软，加之风力侵蚀作用，已经酥碱的饰面材料继续出现风化、粉化，进一步发生开裂、剥

落等病害问题。此外，高湿度环境使墙体抹灰面层成为了霉菌与苔薛生长的温床，也加剧了木构件的生物侵蚀。例如俞家村历史

建筑朝北厅的墙体，表面采用了石灰砂浆抹面,用于装饰和保护砌体免受侵蚀，但由于长期受潮，墙体抹灰面层失效，局部破损、

脱落，其表面呈现大面积深色水痕，并伴随苔薛、霉菌附着等现象，导致墙体出现斑驳的褐色及黑色（图 4～图 6）。 

 

1.1.3木构件的开裂与腐朽。建筑的木质材料由于内部纤维结构吸水性较强，在潮湿环境的影响下，含水率上升使材料颜色

加深，同时水分内的盐离子随着水分的迁移与挥发，逐渐结晶与材料表面形成白色泛碱现象，其痕迹类似水痕，长此以往，木材

肌理颜色变浅，质地疏松，强度降低，进而出现变形、龟裂、甚至糟朽等现象。例如俞家村 2号老宅（图 7）和不可移动文物朝

北厅（图 8）的木质隔墙均有明显的泛碱现象，其中 2号老宅由于常年无人居住，缺少及时的打理和修缮，内部隔墙、楼板及屋

面出现了严重的腐烂、糟朽，以及开裂坍塌现象。俞氏宗祠木柱在靠近地面附近的部位，通常会因受到湿环境侵蚀、生物侵蚀、

碱性侵蚀、结构受力不均或使用不当等原因发生明显的开裂、崩解现象，裂缝呈现出纵向贯通缝，对柱身结构性能产生较大的潜

在威胁，例如俞家村不可移动文物俞氏宗祠（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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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结构与构造的病害信息采集 

1.2.1不同构件的连接部位损伤。从现场调查发现，砌块脱落普遍出现在墙身部位、墙体与木结构的衔接处，以及墙基位置

等，主要表现为饰面材料大面积脱落，墙身部位的砌块完全暴露，经过雨水冲刷及风力侵蚀，导致砌块风化、开裂、材质疏松崩

解，甚至脱落。例如俞家村 4号老宅墙体，饰面材料脱落，砖砌块暴露在外，在前期的水分侵蚀与生物侵蚀 

的作用下，砌块损伤部位出现圆角的风化病害（图 10）;同时由于墙体与木结构和毛石基础的衔接处的嵌缝砂浆多采用泥灰

等材料，吸水性强，容易受到水分侵蚀产生松动、酥粉、脱落，使连接部位产生裂缝，从而进一步引发水分和生物的侵蚀，导致

内部木结构受潮，室内墙体出现大面积饰面起翘、空鼓、开裂，以及砌块酥碱、崩裂与剥落的现象（图 11～图 12）。此外俞家村

传统民居的屋面做法常采用“压七露三”，即每块瓦片叠压七分，露三分。由于屋顶构造过于简单，加上常年多雨，屋面时常漏

雨，檐口渗水，引起榇条腐烂，加剧了建筑构造的破损。 

 

1.2.2砖墙砌体的裂缝与倾斜。除了人为和地质因素，俞家村传统民居建筑墙体开裂的另一个主要原因离不开常年的雨水侵

蚀，俞家村传统民居的建筑普遍地基较浅，在雨水及土壤湿度的影响下，由于地基的不均匀沉降使建筑整体受力不均而导致墙体

开裂。同时，由于大部分文物建筑和传统民居为空心砖砌筑，材料密度低，抗拉与抗压力较弱，水环境的影响使砖砌块的材料强

度降低，无法抵御雨水侵蚀及地基沉降的巨大破坏力，最终出现墙体裂缝，轻者导致构造开裂，重者导致建筑结构破损。例如 4

号古民居建筑的建筑墙体在潮湿环境及外部应力的作用下，出现墙体开裂和倾斜、局部坍塌，成为危房（图 13～图 15）。 

 

1.2.3木质结构的歪闪与开裂。木建筑因棒卯结构的抗震性和抗变形能力较强，通常整体框架坍塌的风险较低，但往往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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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构件开裂及结构歪闪的情况。例如 6号老宅由于大气水分、雨水及地下水的侵蚀作用，其内部的木质框架结构出现歪闪，虽前

期曾使用木柱进行修缮性的辅助支撑，但没有从整体结构的破坏根源解决问题，依然没有避免框架的倾斜，导致围合墙体的开裂

（图 16）；1号民居建筑因年久失修及长期的雨水冲刷，屋顶结构出现破损和坍塌，底部支撑结构出现纵向贯通开裂，柱体的支

撑力减弱，使整体框架出现倾斜的迹象（图 17）；俞氏宗祠的中庭位置的柱子因长期受到雨水湿气的影响，湿度普遍偏高，因承

重能力降低，出现弯曲、扭转及开裂的现象（图 18）。 

 

2 潮湿病害的病理循证 

2.1自然因素 

2.1.1 气象参数。俞家村位于杭州市富阳新桐乡,地理位置优越，处于富春江中的桐洲岛上，岛内区域气候温暖湿润，夏长

冬短，四季分明，雨量充沛，无霜期长，全年降雨在 130〜180 天，年平均降雨量 1400mm 左右，平均湿度为 79%,属亚热带季风

湿润气候，因此常年的潮湿环境给建筑遗产的存续与保护带来了巨大考验。 

2.1.2 水文地质。俞家村位于富春江上的桐洲岛中心地区，交通发达地势平坦，周边水系丰富，几处池塘分布于村落中心，

植被和田地主要分布于村落周边，村外连接码头及钱塘江，部分引入村落及田地，供村庄生活与灌溉使用(图 19)。俞家村的地

下水属于松散岩类孔隙水，水位埋深 0.9～1.8m,土质主要以淤质亚黏土、亚砂土、细粉砂等岩性特征，因此其浅表地层稳定性

相对较弱，在雨水冲击及潮湿环境作用下，易发生地基不均匀沉降，以及湿气上涨等现象，使历史建筑的墙体产生潮湿、苔薛及

霉菌等病害的不利影响。 

 

2.2人为因素 

2.2.1历史遗留问题。俞家村历史追溯虽有六百余年，但经历抗日战争时期的破坏后，大部分建筑于清末时期重建，其中清

末时期的建筑主要集中于宗祠附近，目前多数已荒废；建成于 20世纪 50-70年代的传统民居建筑集中于俞家村中心位置，也出

现了不同程度的破损；俞家村外围建筑大部分于近几十年建成，多为现代风格的新住宅，也存在少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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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不合理的修缮。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俞家村针对不可移动文物建筑也进行着积极的修缮与保护工作。然而，由

于村中青壮年人口的流失，部分老屋仅剩下老年人居住，有的甚至无人居住，空置多年。因此，除了几处重要历史建筑通过地方

政府与相关部门的整治与修复外，一些传统老宅建筑依旧面临着病害问题及坍塌的风险，同时部分老宅还面临不合理改造、以及

因未能及时修缮或错误修缮而带来的建筑材料与构造的劣化问题。 

2.2.3生活环境的影响。建筑结构与构造的潮湿病害除了自然环境的影响外，日常生活的使用也会给墙体带来潮湿影响，加

剧病害程度。例如俞家村传统民居多为两层住宅，一层平面功能通常为客厅和厨房等，其中厨房产生的水汽形成的湿环境不容小

觑，水蒸气的产生增加了空气湿度，其冷凝与渗透使墙体湿度升高，饰面材料出现酥粉、剥落，使用寿命降低，从而加剧了墙体

砖砌块的潮湿病害发生。 

3 预防性保护策略 

针对不可移动文物及传统民居的潮湿病害问题，首先，对既有病害问题的传统建筑进行适宜性修复，即利用合理的保护技术

与修复材料，对已经发生的病害进行整治，例如对建筑饰面材料的潮湿、酥粉与空鼓进行及时修缮，减少墙体砖石砌体的病害风

险；对结构歪闪的建筑进行加固防护，以避免发生构件脱落甚至结构坍塌。其次，对具有潜在病害问题的建筑进行预防性治理和

保护，即对尚未发生严重病害问题的建筑进行预防性监测。加强对建筑湿环境的监测，定期对遗产现状进行跟踪勘察，对既有建

筑病害问题及时发现和补救，对潜在的病害风险进行预测评估，对建筑结构和构造的潮湿病害实施监测预警模式，以及进行有效

应对和保护，降低次生病害风险；同时，加强相关监管部门的管理力度，提高地方民众的遗产保护意识,实现全民保护，推动遗

产的可持续发展。 

4 结语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乡土建筑遗产的保护与活化是乡村振兴的可持续动力，更是凝聚地

方文化认同的纽带，是乡村发展建设的关键步骤。纵观建筑遗产现状，其病害问题是多样的，形成原因也错综复杂，对于传统村

落的乡土建筑遗产来说，遗产保护的工作任重而道远。俞家村建筑遗产因其特定的自然环境而使潮湿问题成为众多病害类型产

生的关键因素，因此对潮湿病害问题的深入挖掘可以为浙江地区建筑遗产保护提供充足的数据支撑，为后续预防性保护与适宜

性修复的深入探讨提供有力的参考依据，以期进一步深化传统村落的乡土建筑遗产保护，促进乡村遗产旅游的经济发展，推动美

丽乡村建设，实现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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