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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明秦王府城墙遗址修复
保护砌体8日发生坍塌。专家现场
勘察表示，坍塌部分为原城墙遗
址新筑保护性土体和外包砖砌
体，未伤及原明代城墙夯土。坍塌
原因为近期连续大雨所致。文物
部门正对全市文物保护单位进行
全面排查。事故发生后，西安市文
物局、西安新城区已成立工作专
班处理相关事宜。

陕西省社会科院专家在接受
采访时表示，明秦王府城墙属于
宫城，价值更高，城墙主要是夯土
和砖块结构，后期修复难度不大。

陕西省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
长王伟表示，此段坍塌区域为明
秦王府城墙南墙遗址西段修复保
护砌体，并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西安城墙。坍塌前，当地相关
部门已按规范在现场设立警戒
线，并准备雨后进场加固。

记者采访获悉，2019年9月，
明秦王府城墙便出现了浸水病
害。据当地媒体报道，发生浸水病
害的原因是城墙顶部海墁沉降开
裂，致使雨水浸入城墙土体；土体
膨胀致使城墙北侧护面砖砌体向
外侧移。在本段墙体东端有零星
土块滑落，并在北侧墙体腰部出
现渗水病害。当时有关部门拟定
在城墙顶部支撑简易防雨棚、城
墙底部加设围挡并派专人巡护、
对现有墙体裂缝贴石膏条等临时
保护措施。

公开资料显示，2020年6月，
西安市新城区文化和旅游体育局
委托相关机构，发布了《明秦王府
南墙及东墙抢险加固工程采购结
果公告》，内容包括对部分南城墙
塌陷海墁抢修、基础加固、墙体裂
缝修补和另一段城墙本体抢险加
固等。

据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教授陈
平介绍，经现场勘察，判定明秦王
府城墙遗址南墙西段修复保护砌
体全长130余米，坍塌部分长约20
米，是近期连续大雨直接导致坍
塌。坍塌部分为原城墙遗址新筑
保护性土体和东北侧外包砖砌
体，未伤及原明代城墙夯土。

目前，当地文物部门已组织
专家组进行勘察会商，并制定险
情处置预案，对保护层进行加固
和恢复处理。按照专家组会商意
见，将及时清理北侧坍塌区域坍
塌土体及砌块，对坍塌区域对应
保护砌体进行局部卸荷，勘察渗
水范围、深度，对拆除部位进行临
时性防雨、防护措施。

目前现场已安排专人进行24
小时监测，同时，文物部门正在对
西安市文物保护单位进行全面排
查。 据中青网等

去年9月城墙
便出现浸水病害

保护性土体、砖体为何先于遗址本体严重损坏？质量是否过关？

记者了解到，秦王府是明
藩王府第，建于明洪武年间，距
今已有600多年历史，2003年被
列为陕西省第四批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

现场专家组成员、西安建
筑科技大学教授陈平表示，在
此前的修复工程中，为保护裸
露的明代夯土，在其外层加筑
了保护性土体和外包砖。专家

组现场勘察后判定，坍塌部分为
原城墙遗址新筑保护性土体和
东北侧外包砖砌体，未伤及原明
代城墙夯土。专家组认为，西安
近期连续大雨导致雨水下渗，将
墙内黄土泡软后产生侧压力，把
墙挤向外侧引发相关墙体坍塌。

但记者了解到，2007年到
2011年多年间，当地均对明秦
王府残存墙体实施包砖和夯土

填充加固。近十年来，墙体也曾
经历过多次修缮。在西安众多
与之时代相近的露天遗迹中，
此次却唯独它倒在了雨中。

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与考
古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古建筑
修缮工程有其特殊性、针对性
和不确定性。近年来，为进一步
加强修缮工程管理，提升修缮
工程质量，主管部门在《文物保

护工程管理办法》基础上出台
了多部规范性文件。记者发现，
相关文件中确有部分内容对文
物遗迹修缮施工设计在防洪、
排水方面作出要求。

该城墙修缮工程在设计结
构规范方面是否存在不足？工
程质量是否过关？记者就此联
系了西安市文物局，该局并未
作出说明。

邻近城墙的多座非文物建筑是否会增加隐患？

记者发现，明秦王府南
侧有多栋酒店、办公楼等建
筑物，其中部分距离墙体不
足十米。专家表示，《西安市
不可移动文物保护条例》等
规范对文保单位保护范围内

以及邻近文保单位的建筑物
有严格规定，就是为了避免
增大保护风险。

陕西省文物局向记者表
示，这些建筑在该遗址2003
年列入陕西省第四批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之前就已存在，
属历史遗留问题。

陈平表示，经专家现场
勘察研判，认为周边建筑不
会对此段遗址安全造成不利
影响。

此前出现裂痕，主管部门应急措施是否充分？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此前
当地文物部门已发现该城墙相
关墙体出现裂缝，并于8月初在
城墙北侧拉起了隔离带，禁止
行人进入城墙下的人行道。记
者从居住在城墙附近的市民周
先生处了解到，这段城墙出现
裂缝并非第一次。去年夏季也
曾因雨水冲刷出现过裂缝，进
行过维修。

《陕西省文物保护条例》要
求县级以上文物行政主管部门
应当制定重大文物安全事故防
范预案，落实相关安全防护措

施。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与考
古司有关负责人也向记者表
示，主管部门要求相关建设
项目实施和后续运行过程中
要制定应急预案，进行安全
评估，做好防护措施，确保古
建筑安全。

西安市文物局向记者表
示，省、市、区均对汛期文物安
全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提出
了工作要求，并进行督导检查。
涉及此次坍塌的明秦王府城墙
修复保护砌体段落，前期当地
新城区文物部门已安排组织进

行了临时性防护，在城墙顶部
搭设了雨棚、增加排水沟、设立
隔离设施。

但对记者提出的“是否依
规编制了重大文物安全事故防
范预案”“已采取的相关措施应
对风险等级是否足够”等问题，
西安市文物局等部门相关负责
人未予答复。

有文保专家认为，面对墙
体反复出现的损坏信号和明显
的灾害环境，仅采取搭雨棚、加
排水沟等措施，而未对有明显
隐患的地方采取防护措施。

后续文物排险、修缮工作该如何展开？

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与考
古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国家文
物局要求各地文物部门及时发
现古建筑安全隐患，提前做好
应急预案。对于存在险情的古
建筑，一方面要做好相关措施，
确保人员安全；另一方面，要编
制古建筑抢险方案，及时消除
文物险情。

据了解，西安文物部门8日
已组织专家组进行勘察会商，
对相关城墙保护层进行加固和
恢复处理。按专家组会商意见，
在清理北侧坍塌区域坍塌土体
及砌块后，将对坍塌区域对应
保护砌体进行局部卸荷，勘察
渗水范围、深度，并对拆除部位
进行临时性防雨、防护措施。陕

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化专家王晓
勇认为，应借鉴古代沿用的建
筑材料、传统工艺和维修程序
对明秦王府城墙进行修复，以
解决文物的排水渗水、承压等
技术问题。同时西安市已开始
对全市文物保护单位进行全面
风险排查。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
此前就汛期文物安全工作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一些地
方，文物修缮中防灾减灾措施
缺少针对性指导，许多文物自
身的防灾抗灾功能尚未很好发
挥。一些地方文物防灾减灾工
作未得到应有重视，文物防灾
减灾尚未作为重要和专项内容
纳入地方自然地质灾害监测预

警和防灾减灾体系当中。同时，
各地基层文物部门和文物保护
管理机构队伍建设薄弱，人员
力量普遍不足。

记者了解到，2019年西安市
文物局机构职能被并入市文化
和旅游局，直至今年上半年才获
重新组建。目前官方网站仍未上
线，其在文物保护、修缮等方面
投入等相关信息也无法查询。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高级工程师万金红建议，借助
互联网、云计算、区块链、地理
信息系统和大数据分析等技术
手段，搭建文物灾害风险线上
线下监测系统，形成不可移动
文物灾害风险专题数据库，开
发文物灾害风险专题评估系统

和专家诊断系统，建立在线风
险诊断云支持平台，进而整体
提升文物灾害风险管控水平。

宋新潮表示，要加强开展
文物灾害风险评估，将建筑加
固、防震、防渗、泄洪等文物防
灾抗灾措施，作为文物修缮内
容予以同步考虑、同步设计、同
步实施。完善文物灾害险情监
测预警、风险评估研判、灾情防
范、受灾处置、信息报告、灾后
修缮修复等一系列应急处置程
序和措施，开展应急培训和演
练，切实增强文物安全应急处
置能力。加大投入，中央和各级
政府财政设立文物防灾减灾专
项经费，增强文物抗灾能力和
抢险救灾保障。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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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秦王府
据西安市新城区政府官微介

绍，秦王府建成于明洪武十年
（1377年），是朱元璋二儿子朱樉
的府第，距今已有六百多年的历
史。范围大抵是今天北大街以西，
东大街以北的新城广场和陕西省
政府一带。秦王府城规模宏大，它
有城墙、城壕，与西安大城一起形
成了“城中之城”的重城格局。

明秦王府现存城墙遗迹中，
南面城墙保存相对最好，东面城
墙紧邻皇城东路，有两段保存较
完整的夯土墙。北门城墙较隐蔽，
隐藏在居民小区和省政府办公楼
之间。西面城墙夯土基本不存，但
内侧砌砖保存较完整。

2003年，明秦王府城墙遗址
被列为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城城墙墙坍坍塌塌，，谁谁之之过过

四四大大疑疑问问有有待待当当地地有有关关部部门门作作答答

城墙倒塌的一刻附近有行人车辆。

视频截图

西安明秦王府城墙遗址

修复保护砌体图示

保护性土体 包砖砌体

城墙遗址
本体

未受损

88日日，，西西安安市市中中心心
新新城城广广场场西西南南角角的的明明
代代秦秦王王府府城城墙墙部部分分墙墙
体体发发生生坍坍塌塌，，造造成成44辆辆
汽汽车车受受损损，，44名名群群众众擦擦
伤伤。。坍坍塌塌原原因因为为近近期期
连连续续大大雨雨所所致致。。

经经多多年年反反复复维维修修
的的城城墙墙保保护护性性土土体体、、
砖砖体体为为何何先先于于遗遗址址本本
体体严严重重损损坏坏？？距距离离遗遗
址址不不足足1100米米的的多多座座非非
文文物物建建筑筑是是否否影影响响遗遗
址址安安全全？？城城墙墙墙墙体体汛汛
期期中中已已出出现现裂裂痕痕，，主主
管管部部门门是是否否依依规规编编制制
并并落落实实了了应应急急预预案案？？
后后续续排排险险、、修修缮缮工工作作
如如何何展展开开？？这这些些问问题题
均均有有待待当当地地有有关关部部门门
明明确确回回答答。。

88月月88日日，，西西安安明明秦秦王王府府

城城墙墙部部分分墙墙体体发发生生约约2200

米米坍坍塌塌。。 据据新新华华社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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