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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是世界上文明起源最早的国家之一，在古丝绸之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遗存下大量具有很
高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的土遗址。
如长江流域的河姆渡遗址、中原地区的大河村遗址，蜿蜒北部和西北苍茫戈壁上的长城、烽燧，新疆
的交河、高昌故城，楼兰、尼雅遗址。
可谓上下万年，纵横万里，遍布中华。
　　由于我国西北地区气候干旱、少雨，土遗址才能幸存下来。
但是，千百年来，在戈壁荒野中年复一年强劲风沙的风蚀和集中式强降雨的雨蚀破坏下，这些幸存下
的土遗址也处于濒危之中，现正以惊人的速度毁坏成一堆堆沙土，消失在我国西北苍茫的戈壁荒野中
。
另外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全面铺开，大量的土遗址被发掘出土，面临
急剧干裂和风化破坏的威胁。
因此，这些新出土的土遗址及遗存在地面上历经千百年沧桑的土遗址都亟待加固保护。
　　土遗址的保护是一个世界性难题，虽然我国对土遗址保护工作开展较晚，但是，我国文物保护工
作者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努力，在土遗址保护中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1983年，李最雄等尝试用PS渗透的方法加固了甘肃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的居住遗址，取得了明
显的防风化效果。
1990年，在美国新墨西哥州召开的第六届土遗址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了“用高模数硅酸钾加
固中国新石器时代土遗址的研究”的论文，引起国际土遗址保护界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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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介绍了交河故城的保存现状及布局、建造工艺及技法特点；研究了交河故城的地质环境、风
场、温度、降雨等环境特征和遗址土的工程特性；分析了遗址的主要病害及其成因；总结了PS加固土
遗址的室内和现场研究成果；研究了土遗址锚固灌浆技术，重点是以楠竹加筋复合锚杆对危土体进行
锚固技术，同时，对灌浆效果进行了现场检测；归纳了加固遗址本体和崖体的主要工程措施及技术方
法；介绍了部分典型遗址本体和崖体加固工程实例。
    本书适合大专院校文物保护专业的学生和研究生参考使用，对有关文物保护科技工作者及广大文物
爱好者也有一定的阅读、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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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主要介绍了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交河故城（土遗址）的保护加固的技术研究，包括
建造工艺及结构；主要病害；加固实验及加固工程；PS加固稳定性及强度问题；PS加固的机理研究。
对于交河故城的保护及其他土遗址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交河故城保护加固技术研究》一书是李最雄研究员等在土遗址保护研究方面近20年来所取得成
果的汇集，代表了近年关于土遗址保护研究的最新进展。
该书以交河故城保护加固工程为典型实例，介绍了敦煌研究院过去十多年来在这方面的科研工作与及
实践成果，充分反映了中国科研工作者在保护古代土建筑方面进行的不懈努力和因此取得的重大突破
。
相信该书的出版，将为土遗址保护加固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持，促进我国土遗址保护工作向新的高
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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