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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砖墙无损排盐技术及效果评估 
一 以香港牛棚艺术村 PB 570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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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清水砖墙为中国近现代历史建筑最重要的装饰面层，但是几乎所有的清水墙均遭受不同程度的水溶盐危 

害，其修复过程中，重要的手段之一是在尽最大可能地保留历史材料的前提下排除掉这些盐分。采用离子色谱分 

析方法，通过对香港牛棚艺术村PB 570标段的排盐前后粘土砖中的水溶盐含量分析、不同批次排演灰浆中水溶盐 

含量跟踪说明，敷贴灰浆法可以有效地排除大部分盐分。其中溶解性能比较高的C1一、NO；可以只经过一次处理， 

其含量就可以由“严重”降低到中等至轻微，而溶解性能比较低的s0：一则需要2—3次的处理。 

关键词：清水墙；排盐灰浆；水溶盐；修复 

中图分类号：K878 文献标识码：A 

0 引 言 

水溶盐是在水中可以溶解、随水移动并在适合 

的环境中可以结晶的无机盐。从20世纪70年代开 

始，人们逐渐认识到，水溶盐是砖石、抹灰等无机材 

料以及部分木材损坏的主要原因之一 J，而且水溶 

盐被认为是历史建筑材料的“癌细胞”，在最大可能 

地保留历史材料的科学修缮理念指导下，需要在不 

损坏原有材料的基础上除掉盐分。 

清水砖墙为中国历史建筑最重要的装饰面层， 

最常见的病害是水溶盐导致的泛碱、粉化、起壳等。 

修复工程中高效、经济地排除盐分是重要的技术手 

段。 

在国家“十一五”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国家科技 

支撑计划重点项 目“古代壁画脱盐关键技术研究” 

(课题编号 2006038029003) 研究中，对壁画表层 

盐的类型、分布、脱盐材料及效果均进行了广泛的研 

究。但是对清水砖墙等近现代文物建筑的排盐技术 

及效果研究尚缺乏系统的工作。 

本研究通过香港牛棚艺术村PB 570修复保护 

工中对清水墙排盐过程的分析研究，探索出清水墙 

面排盐的有效技术措施。 

1 清水砖墙排盐技术可能性 

1．1 无损排盐技术 

历史建筑清水墙面排除盐分的方法有多种，包 

括替换法、敷贴法、牺牲灰浆法、电化学法等。替换 

法是凿除被盐污染严重的砖、缝等，替换成新的含盐 

低的材料。采用替换法除了要注意历史建筑修复的 
一 些基本原则(如最小干预原则)外，更要注意替换 

材料与原有历史材料之间的兼容性以及避免带人新 

的盐分 J。由于替换法或多或少会破坏原有墙体， 

在重要历史建筑或文物建筑中不建议使用。 

电化学法是利用水溶盐的阴、阳离子在电流作 

用下分别向阳极、阴极运移的原理而排除盐分 。 

此方法的优点是对基层干扰少，适合壁画等重要历 

史构件，但缺点是排盐效果受限制，工期长，且必须 

由极专业公司组织施工，不适合历史建筑清水墙面 

排除盐。 

敷贴法无损排盐是利用水溶盐离子毛细作用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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