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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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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黄山市徽派古建产业发展促进会提出。

本文件由黄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城市管理局）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安徽大学士建设有限公司、黄山市徽派古建产业发展促进会、黄山学院、安徽省

经涂设计集团有限公司、黄山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黄山市城建设计院有限公司、黄山市黟县琢

艺堂三雕工艺有限公司、黄山市徽派古建产业集团有限公司、黄山市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黄山徽建

工程有限公司、黄山新睿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歙县耕木堂徽雕工艺品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程长进、程鹏、陆笑旻、周文辉、余焕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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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了促进徽派建筑产业高质量发展，规范本行政区域内徽派建筑石雕制作的设计、制作、施工、检

测、验收，做好徽派建筑活化利用，通过研究分析黄山市徽派建筑石雕制作现状，参考国内石雕制作的

经验，提出了徽派建筑石雕制作的设计、制作、施工、检测、验收的基本原则和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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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派建筑石雕制作技术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徽派建筑石雕制作的设计、制作、施工、检测、验收的基本原则和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徽派建筑石雕制作的设计、制作、施工、检测、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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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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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13890 天然石材术语

JC/T 204 天然花岗岩荒料

GB/T 51330 传统建筑工程技术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徽派建筑 Huizhou-style architecture
徽派建筑又称徽州建筑。平面采取中轴线对称布置内设天井采光、通风，以砖、木、石为主材并作

为承重结构体系，外墙以青砖砌筑围护墙且高出屋面的封火墙，屋面铺盖青瓦、饰以各类脊饰构件，融

砖、木、石雕为一体，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建筑。

3.2 石雕

以黟县青、茶园石、红麻石

门墙、牌坊等处的构造及装饰

等各种石材为原材料，具备徽派雕刻风格的雕刻制品，主要用于廊柱、

。

4 基本要求

4.1 徽派建筑中的各类石雕的手法、风格、纹样、特点都应与建筑的历史时代特征、地域特色以及

建筑的性质相符合。

4.2 应绘制1:1画稿。石雕塑工程都应按画稿进行制作。

4.3 应分类编号存放。石雕应储存在通风、干燥、无腐蚀性物质的场所。应保持雕件的完整。

4.4 雕件应按图纸安装，位置正确，不得碰坏和沾污。

4.5 各种雕件的制作、安装应牢固。造型色泽应符合设计要求。

4.6 雕件施工完成后应立即对构件表面进行包装，用胶布等绑扎好，在转角处应采取包角保护措施。

4.7 徽派建筑构件的雕刻形式与图案设计应满足结构与功能的要求，应符合构件的形态和传统民族

审美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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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材料与制作

5.1 石料的品种、规格、质量、颜色应符合设计要求。应选择外观色彩质地均匀一致，边棱完整，

无裂隙和隐残的石料。

1 用于建筑时，不宜使用带有明显花纹的石料；同一建筑中，石料的颜色应相近。

2 同一块石料上，花纹明显且色差较大不宜选用。

3 带有裂缝和隐残的石料一般不宜选用。若裂缝和隐残不甚明显，可考虑用在不重要的部位，尤其

不可用作悬挑构件。

4 石纹的走向应符合构件的受力要求。用于阶条、踏跺、压面等的石料，石纹应为水平走向。用于

柱、角柱石等的石料，石纹应为垂直走向。用于中间悬空、悬挑构件以及雕刻的构件石纹宜用顺纹石料。

5.2 石料的雕作工艺应按备料、放样、雕刻、修整打磨的工序进行，应在每道工序检查合格后再进

行下道工序。

1 石料加工的基本工序是:确定荒料、打荒，弹扎线，打扎线，打大底，小面弹线、大面装线抄平，

砍口，齐边，刺点或打道，扎线，打小面，截头，砸花锤、剁斧，刷细道或磨光。

2 凿活石雕图案简单的，可直接把花纹画在经过一般加工的石料表面上，较复杂的图案可用画、打

糙、见细依次处理。

3 透活操作程序与凿活近似。层次较多时，画、穿、凿等程序应分层进行，反复操作。

4 圆身由于形象各异，手法和程序难于统一。以石狮子为例可按照出胚、凿荒，打糙，掏挖空当，

打细程序进行。

5 注意消除现代机械工具加工痕迹，文物建筑或有文物价值的建筑修缮中不宜使用有现代机械工具

加工痕迹的构件。

6

5.3 当石料由若干块拼接而成时，块与块衔接处应选在隐蔽位置，并用粘结材料进行粘合组装。拼

接缝隙处应用原石质的粉末状石屑拌合适宜的透明胶粘剂，勾抹严实，待干后应将填缝处剔凿随型。

5.4 石料的安装方式宜采用榫卯连接，并应灌注粘结材料进行加固，安装应坚实牢固，粘结材料应

饱满。

5.5 石雕工程质量检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石雕材料的质量、品种、规格，应符合设计要求和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石料的纹理走向应符合构件的受力要求，不得有裂纹、炸纹、隐残；

3 石雕安装所采用的砂浆品种、质量应符合设计要求；

4 石雕安装所采用的铁件品种、型号、规格、质量应符合设计要求和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5 石雕安装应接榫牢固、图案完整、无缺棱掉角；

6 石雕图案的内容、形式应符合设计要求；

7 石雕雕刻的纹样、刀法、风格应符合相应建筑的历史时代要求；

8 石雕表面外观应图样清晰完整，线条丰满圆滑，表面光滑无錾印；不应有裂纹、色斑、色线、

凹坑、棱角缺损等缺陷；

9 石雕件的制作允许偏差和检查方法应符合表5.3.9的规定；

表5.3.9 石雕件的制作允许偏差和检查方法

序号 项目 允许偏差（mm） 检查方法

1 雕件长度 ±5 尺量检查

2 雕件宽度 ±3 尺量检查

3 雕件厚度 ±5 尺量检查

4 雕件边角方正 2 用方尺和楔形塞尺检查



DB 3410/T XX—2024

3

5 雕件翘曲 2 拉通线尺量检查

10 石雕件安装的允许偏差和检查方法应符合表5.3.10的规定。

表5.3.10 石雕件安装允许偏差和检查方法

序号 项目 允许偏差（mm） 检查方法

1 位置偏移 ±10 尺量检查

2 上口平直 5 拉通线和水平尺检查

3 拼缝宽度 1 尺量检查

4 接缝高低差 用直尺和楔形塞尺检0.5 查

6 质量控制

6.1 石材的挑选。

1 徽州石雕选用的石材通常有黟县青、茶园石、麻石等。建筑门楼、柱础、牌坊等多选用茶园石，

抱鼓石、碑刻等多选用黟县青，建筑台基、牌坊底座等承重结构多选用红麻石。

2 在挑选石料时，应先将石料清除干净，仔细观察有无上述缺陷，然后可用铁锤仔细敲打，如敲打

之声“噹噹”作响，即为无裂缝、隐残之石。如作“叭啦”之声，则表明石料有隐残。还应仔细观察石

料的纹理走向，石纹的走向应符合构件的受力要求。用于阶条、踏跺、压面等的石料，石纹应为水平走

向，称为“卧碴”。用于望柱、角柱石等的石料，石纹应为垂直走向，称为“立碴”。

6.2 天然石材的主要技术性能应符合表6.2的规定，所用石材应符合设计规定的强度等级和岩种的

要求，并应质地坚实，无风化、剥落和裂纹。当抗压强度不足时，需进行崩解预处理，以满足强度需求。

表6.2 天然石材主要技术性能

序号 石材名称 表观密度(kg/m³) 抗压强度(MPa)

1 黟县青 2800 180~200

2 茶园石 2600～2800 80～150

3 红麻石 2600～2900 ≥100

6.3 建筑石材加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石材按后的外形规则程度可分为料石和毛石。石材应按工厂出厂检验的规定进行组批检验、抽样

检测，检测内容包括规格尺寸偏差、平面度极限公差、角度极限公差、外观质量、表面光洁度等。

2 料石石材看面的外观质量应符合表6.3.1的规定。

表6.3.1 料石石材看面外观质量标准

项次 外观缺陷 规定内容 优等品 一等品 合格品

1 缺棱 长度不超过10mm,长度小于5mm不计，周边每米长(个) 不允许 1 2

2 缺角 面积不超过5mm×2mm,面积小于2mm×2mm不计，每块板 (个) 不允许 1 2

3 裂纹
长度不超过两端顺延至板边总长度的1/10,长度小于20mm的不计，

每块板(条)
不允许 1 2

4 色斑 面积不超过20mm×30mm。面积小于15mm×15mm不计，每块 板(个) 不允许 1 2

5 色线
长度不超过两端顺延至板边总长度的1/10,长度小于40mm的不计，

每块板(条)
不允许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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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坑窝 粗面板材的正面出现坑窝 不允许 不明显
出现，但不影响

使用

3 料石表面的加工质量应符合表6.3.2的规定。

表6.3.2 料石表面加工质量要求

序号 种类 外露面及相接周边的表面凹入深度(mm) 叠砌面和接砌面的表面凹入深度(mm)

1 细料石 ≤2 ≤10

2 半细料石 ≤10 ≤15

3 粗料石 ≤20 ≤20

4 毛料石 稍加修整 ≤25

4 砌筑用料石的宽度、厚度均不宜小于200mm;长度不宜大于厚度的4倍。料石规格尺寸的加工允

许偏差应符合表6.3.3的规定。

表6.3.3 料石规格尺寸加工允许偏差

序号 种类 宽、厚度(mm) 长度(mm)

1 细料石、半细料石 ±3 ±5

2 粗料石 ±5 ±7

3 毛料石 ±10 ±15

7 石雕的种类

7.1抱鼓石

抱鼓石是作为承托和稳定门板门轴、加固或安装门槛的构件，在徽州也是门第的象征，常见于祠堂、

牌坊、显赫宅邸门前。

1 造型与结构

造型：鼓身圆形，基座方形。以“螺蚌抱鼓石”为典型代表，模拟螺壳或蜗牛外壳自然卷曲、抱合

之态。

核心特征：高度常在160CM左右，呈不对称造型，抱鼓部分向外突兀起势，形成强烈的动感和视觉

张力。

结构样式：一般为三段式结构。下部为基座多须弥座样式，体现稳固与庄严。装饰常雕刻莲花瓣边

刻、锦铺纹样，象征根基稳固、尊贵祥瑞；中部为承托件，连接基座与鼓身，过渡自然。装饰卷草纹、

如意纹等吉祥纹饰。上部为抱鼓石主体，多为圆鼓型，鼓面微凸或平缓。

2 工艺技法

雕刻手法多采用以浮雕、透雕为主，局部辅以圆雕。

深浮雕技法常用于表现基座或其他需要突出立体感的部位，鼓面部分则多采用浅浮雕手法。

透雕常用于基座装饰，基座束腰多用透雕手法雕刻复杂花窗或锦地纹镂空背景，使纹饰呈现出通透、

灵动的效果。

圆雕用于局部突出、强调立体感的独立元素如鼓顶小兽、基座角部瑞兽等的立体塑造。

阴刻线用于基座锦铺纹、莲花瓣的筋脉以及文字题刻等部位。通过线条的深浅、粗细变化，勾勒出

图案的轮廓并表现细部纹理。

3 艺术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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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鼓石纹饰题材与构图受徽州文化影响应疏密有致，繁复处（如锦铺、卷草）与疏朗处（如光洁鼓

面）形成对比；应写实与写意结合，如：螺蚌形态追求自然生动，纹饰则多经艺术提炼，富有装饰性；

应做到刚柔并济，如石材的坚硬与卷草纹、螺蚌曲线的柔美流畅形成和谐统一。

7.2 柱础

柱子的基础，亦可称为柱顶石，是古建筑重要的石构件之一。雕刻柱础以莲花和覆盆状最为常见。

主要作用是承载上部的荷载，防止地面湿气对木柱的侵蚀。

柱础雕饰也有说明：“其所造花纹制度有十一品：一曰海石棉花；二曰宝相花；三曰牡丹花；四曰

蕙草；五曰方文；六曰水浪；七曰宝山；八曰宝阶；九曰铺地莲花；十曰仰覆莲花；十一曰宝装莲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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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于花纹之间，间以龙、凤、狮兽以及化生之类者，随其所宜分布用之”。但宋代有“非宫室寺观，毋

得凋镂柱础”的规例，所以柱础雕刻发展着重在宫室及寺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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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石门框

石门框指以石材构筑的门框体系，常见于传统建筑砖墙或土墙中，用于固定门扇并增强整体稳固性。

其种类从位置上分有：大门石门框、侧门石门框与过道石门框三种。

门洞采用整块青石切成，门框顶部常做拱券或平顶结构。

石门框的尺寸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槛高度宜为檐柱柱径的4/5或2/3,厚度宜按本身高度 的1/2或檐柱柱径的4/10确定。

2 抱框高度应为门洞的高度加榫的长度，宽度应为下槛高度的4/5或檐柱径的2/3,厚度应按本身高

度的1/2或柱径的2/5确定。

3 门框、腰枋的宽度及厚度应与抱框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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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石牌坊

1 形制与结构

样式可分为两类。一类叫“冲天式”，也叫“柱出头”式。顾名思义，这类牌楼的间柱是高出明楼

楼顶的；另一类则叫“不出头”式。这类牌楼的最高峰是明楼的正脊。如果分得再详细些，可以每座牌

楼的间楼和楼数多少为依据。无论柱出头或不出头，均有一间二柱、三间四柱、五间六柱等形式。顶上

的楼数，则有一楼、三楼、五楼、七楼、九楼等形式。

2 文化内涵

中国传统建筑中非常重要的一种建筑类型，用石材修建的牌坊，是封建社会为表彰功勋、科第、德

政以及忠孝节义所立的建筑物。

3 构造与设计

通常采用仿木构造，由立柱、夹柱石、额枋、楼顶等部分组成。这些构建多装饰有雀替、题字牌、

龙凤榜、花板、斗拱、吻兽等构件。

4 雕刻艺术

雀替位于额枋下部与立柱连接处，多起装饰作用，雕刻简洁，造型精巧，整体美观大方。

额枋是将立柱连接成间的横梁，早期多为简单矩形，明末清初开始出现月梁形，形似冬瓜，又称“冬

瓜梁”。

题字牌额枋的匾额上刻有题字，即为题字牌，题刻内容主要为所旌表者的官名或姓氏、表彰内容或

标识信息。

夹柱石多置于立柱底部前后侧，起支撑加固作用。外观上，有的为曲线形或卷云形，有的为狮子状，

有的为鼓形。

5 材质与工艺

材质主要有青石和花岗岩，这些石材经过精心挑选和雕琢，保证了牌坊的坚固与美观。

雕刻工艺精细，包括浅浮雕、深浮雕、圆雕、透雕和镂空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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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歙县雄村镇雄村村，建于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四柱三间三楼冲天柱式，是为了旌表曹氏一

家四世而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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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歙县许村，建于明正德二年(1507)，是四柱三间五楼的石坊。五马坊由砂岩雕刻而成，雕工十

分精美。这是为明代洪武年间曾在福建汀州府任知府的许村人升立而建造的。古代给当太守或知府的官

员取了一个雅号叫"五马"。明代早期的重要建筑上雕有"哺鸡兽"的图案，在五马坊上也存有一处，是研

究明朝的古典建筑的宝贵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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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石狮

1 造型特征

遵循“十斤狮子九斤头，一条尾巴拖后头”的造型口诀，头部占比较大，额头宽阔，双目圆睁，鼻

梁高挺，嘴部张开且露出牙齿，整体呈现出憨态可掬的灵动感。其头部鬃毛常雕刻为螺旋状卷毛，形似

“铜铃眼”，搭配方宽的嘴型和大蒜鼻，既威严又灵动。

狮子姿态多样，常见戏绣球、耍绶带、倒挂等动作。如明代石坊中的狮子或卧于石条上戏球，或双

目圆睁、张牙舞爪戏舞绶带，萧条流畅且富有张力；清代狮子则注重于繁重纹饰，如倒挂狮子的草叶状

纹饰和倒挂姿态的灵动感。

2 艺术风格

采用浮雕、透雕与圆雕相结合的工艺，明代以平面浮雕为主，清代逐渐发展为多层透雕，细节刻画

精细（毛发、绶带纹理）。

3 文化寓意

狮子被视为镇邪护宅的瑞兽，常见于宗祠、宅邸门前、寓意驱灾纳福。狮子鬃毛的卷毛疙瘩数量代

表官阶等级。

4 材质工艺

其材质多采用当地花岗岩、砂岩或黟县青石，质地坚硬且色泽古朴，经雕刻后纹理自然，耐久性强。

其工艺包括选材、粗雕、细刻、打磨等步骤，注重“欲严谨取对称，要轻巧保平衡”的美学原则。

例如石狮底座常雕刻瓶、牡丹等图案，谐音“平升三级”“富贵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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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石栏杆

1 形式有两种：一种是重台勾阑，其等级较高，尺寸较大，每段阑板高4尺、长7尺；另一种是单勾

阑，其尺寸和等级都低于前者，每段阑板高3.5尺、长6尺，单勾阑出现较早，是重台勾阑产生的直接形

式。

清式勾阑清式石栏杆的构成形态多样，主要有寻杖栏杆、栏板式栏杆、罗汉栏板式栏杆三种。

2 由望柱、寻杖、阑版、盆唇和地栿等构成。纵木为阑，横木为干，为楯，唐时合称“阑楯”，宋

代称“勾阑”。一层阑版为“单勾阑”，二层为“重台勾阑”。勾阑以构造不同可分为望柱型、寻杖型、

直棂型、棂型、实板型、靠背型等。以使用位置可分为台基栏干、柱间栏杆、平座栏杆、扶梯栏杆等。

3 石栏杆的制作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栏杆的各部尺寸应符合大样及设计要求；

b )当栏杆用于底层且有防护功能时，其总高度不应小于900mm;当用于2层以上且有防护功能时，其

总高不应小于1100mm; 栏杆芯子厚度不应小于50mm;

c) 栏杆望柱宽、厚(径)宜为3/10柱径或100mm~150mm, 高度宜为1200mm～1600mm;

d )栏杆望柱贴圆柱外侧应做室内弧形抱豁，贴方柱外侧应做呈平面抱豁，望柱里口应垂直于地面；

e )栏杆望柱一侧应剔出溜销榫卯，槽卯长度不应少于望柱高的4/5;

f )栏杆、扶手、下枋与望柱应采用双通透卯榫连接，腰枋与望柱宜采用双直半透卯榫连接；

g )栏杆地袱宽度宜为望柱厚度的1.2倍，高度宜为望柱厚 的1/3～1/2,长度应为柱间净尺寸；

h )栏杆腰枋、下枋宽度宜为望柱宽度的1/2或50mm~ 70mm,厚度宜为宽度的1.2倍~1.4倍，长度应为

柱间净距；

i )栏杆花心边抹宽度宜为50mm～70mm, 厚度宜为宽度的1.2倍；

j )栏杆框心棂条宽度宜为30mm～50mm,厚度宜为宽度的1.3倍～1.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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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石漏窗

徽派漏窗作为徽州古建筑的重要装饰元素，其风格融合了地域文化、工艺技法与人文意蕴，与其他

地区的漏窗相比具有鲜明的独特性。

1 徽派漏窗的核心风格特征

造型多样与视觉统一性。徽派漏窗的窗框形态丰富，包括方、圆、扇形、六边形等几何形，以及仿

生形态（如葫芦、宝瓶等），内部纹饰则采用植物（藤蔓、梅兰竹菊）、动物（蝙蝠、鹿）、器物（书

卷、古钱）等题材。尽管形式多变，但通过线、面、块的对比与组合，在变化中形成“乱中有序”的和

谐美感，体现徽州文化中“中和雅致”的审美理念。

雕刻工艺的精致性。漏窗多采用青砖雕刻，工匠以浅浮雕、透雕技法呈现细腻图案，注重线条的流

畅与构图的疏密。例如，松鹤象征长寿，石榴寓意多子，蝙蝠与“福”谐音，通过隐喻、象征手法传递

吉祥寓意。雕刻内容常结合地域文化符号，如徽州三雕（砖雕、木雕、石雕）的融合，强化了建筑的艺

术价值。

功能与美学的结合。漏窗兼具通风、采光与框景功能。其位置多设于院墙或回廊，通过虚实对比形

成“隔而不绝”的视觉效果，使内外空间交融。例如，高墙上的漏窗引入自然光影，低处的漏窗则框出

庭院景致，体现“借景”手法，营造“移步换景”的园林意境。

文化意蕴的含蓄表达。漏窗图案常以传统典故、道德教化为主题，如“四君子”象征文人品格，“渔

樵耕读”反映田园理想。其装饰风格追求“含蓄美”，通过隐喻手法传递儒家伦理与道家自然观，如“四

水归堂”的天井设计呼应徽商“肥水不流外人田”的价值观。

2 与其他地区漏窗的差异

（1）与江南园林漏窗对比

形式：江南漏窗更注重几何纹样的抽象组合（如万字、冰裂纹），追求光影变化与空间通透感；徽

派漏窗则偏重具象与象征性图案，强调文化符号的叙事性。

工艺：江南漏窗多用灰塑或薄砖拼接，造型轻盈；徽派漏窗以青砖雕刻为主，工艺复杂，立体感更

强。

功能：江南漏窗侧重园林意境营造，徽派漏窗兼具安全防御功能（如高墙小窗设计）。

（2）与苏派建筑漏窗对比

苏派漏窗常见于园林，图案以花鸟、山水为主，风格婉约；徽派漏窗则融入建筑立面，与马头墙、

粉墙黛瓦形成整体性，风格更显古朴厚重。

苏派漏窗注重装饰性，徽派漏窗则强调实用性与象征意义的结合（如“五谷丰登”图案）。

（3）与北方建筑漏窗对比

北方漏窗较少使用砖雕，多为简单格栅或镂空窗棂，功能以通风为主；徽派漏窗则通过精细雕刻体

现地域文化，且多与天井、回廊等空间结合，形成独特的“点窗”景观。

北方建筑色彩对比强烈（如红墙绿瓦），徽派漏窗则以黑白灰为基调，凸显素雅气质。



DB 3410/T XX—2024

16

8 产品的验收

8.1 规格尺寸

A 级产品规格尺寸的相对允许偏差不超过 1%。

B级产品规格尺寸的相对允许偏差不超过2%。

特殊要求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8.2 外观质量

产品应无裂缝、无明显瑕疵、表面光滑、平整，线条流畅、细腻。

各部位的色调花纹应基本一致，外观缺陷（如色斑、裂纹等）应符合相关标准规定。

表8.2 外观缺陷技术要求

项目 A级 B级

裂纹 主要部位不允许 允许，但不影响整体外观和安全性

色斑 主要部位不允许 允许，但不影响整体外观

色线 主要部位不允许 允许，但不影响整体外观

凹坑 主要部位不允许 允许，但经修正后不影响整体外观

棱角缺陷 主要部位不允许 允许，但经修正后不影响整体外观

8.3 工艺要求

雕刻工艺应精湛，造型、细节等应符合设计要求。

倒边必须上下平行，大小宽窄一致，手感平滑，不得有沟痕。

研磨面应光滑平整，不能有凹凸不平。

8.4 验收方法

在收到产品后应在规定时间内组织验收，包括外观质量、尺寸测量、工艺检验等。

对质量有异议的，可委托有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

8.5 材质物理性能

产品材质的物理性能应按相应种类分别符合下列规定。

表8.5 材质物理性能技术指标

项目 花岗岩石雕 大理石石雕 石灰石石雕 砂岩石雕 其他材质石雕

体积密度/（g/cm³） ≥ 2.56 2.60 2.56 2.40 2.16

吸水率/% ≤ 0.60 0.50 3.00 3.00 7.5

干燥
压缩强度/MPa ≥ 100 50 55 69 28

水饱和

干燥
弯曲强度/MPa ≥ 8.0 7.0 6.9 6.9 3.4

水饱和

抗冻系数/% ≥ 80 80 80 8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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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石料常见的缺陷

A.1 石料常见的缺陷有：裂缝、隐残（即石料内部有裂缝）、纹理不顺、污点、红白线、石瑕、石

铁等。

A.2 带有裂缝和隐残的石料一般不可选用；

A.3 石瑕是指石料虽无裂缝和隐残，但仔细观察时，可发现石面上有不明显的干裂纹。带有石瑕的

石料容易由石瑕处折断，因此一般不易用作重要构件，尤其不可用作悬挑构件；

A.4 石铁是指在石面上出现局部发黑（或为黑线），或是局部发白（即白石铁），而石性极硬。带

有石铁的石料不但外观不佳，而且不易磨光磨齐。选用带石铁的石料时，应尽量安排在不需磨光的部位，

尤其应避开棱角；

A.5 石料纹理的走向可分为顺柳、剪柳（斜纹理）和横活（横纹理），纹理的走向以顺柳最好，剪

柳较易折，横活最易折断。因此，剪柳和横活石料不易用作中间悬空的受压构件和悬挑构件，也不宜制

作石雕制品。

附录 B 石料加工的常用传统工具

B.1 錾子 錾子是打荒料和打糙的主要工具。普通的錾子直径可为0.8~1厘米，粗錾子直径可为

1~2.5厘米，尖錾子的直径可为0.6~0.8厘米。

B.2 楔子 楔子主要用于劈开石料。

B.3 扁子 即扁头錾子，又叫卡扁或扁錾。主要用于石料的齐边或石料表面的扁光。宽度为1.5~2.6

厘米的为大卡扁，宽度为1~1.5厘米的为小卡扁。

B.4 刀子 刀子用于雕刻花纹。用于雕刻曲线的叫圆头刀子。

B.5 锤子 可分为普通子、花、双面锤和两用锤。普通锤子用于打击錾子或扁子等。花锤的锤顶带

有网格状尖棱，主要用于敲打不平的石料，使其平整(这一工序称为砸花锤)。双面锤一面是花锤，一面

是普通锤。两用锤一面是普通锤，一面可安刃子。因此两用锤既可以当锤子用，也可当斧子用。

B.6 斧子 用于石料表面的剁斧(占斧)工序的操作。较大的斧子重约1~1.5千克。小斧子重约0.8~1

千克，用于表面要求精细的剁斧。

B.7 剁斧 形状与锤子相仿，但下端形状介于斧子与锤子之间。专门用于截断石料。

B.8 哈子 一种特殊的斧子,专门用于花岗石表面的剁斧。它与普通斧子的区别是，斧子的斧刃与

斧柄的方向是一致的，而哈子的斧刃与斧柄互为横竖方向。普通斧子上的“仓眼”（安装斧柄的孔洞）

是与斧刃平行的，而哈子上的仓眼应外低里高，安装斧柄后，哈子下端微向外张，这样就可使剁出的石

碴向外侧溅，而不至伤人面部。

B.9 剁子 用于截取石料的錾子。

B.10 无齿锯 与木工大锯相同，但无齿。多用于薄石板的制作加工。

B.11 磨头 一般为砂轮、油石等，用于石料的磨光。

B.12 其他用具 如尺子、弯尺、墨斗、平尺、大锤、画签、线坠等。

附录 C 石料的雕刻工艺

C.1 剔地起突：亦称“剔空雕”，也就是现代石雕所说的“高浮雕”或“突雕”。浮雕凸起面超过

200mm以上，去地。这是石雕构件表面突起较高、层次较多、起伏较大的一种雕刻技法。高浮雕由于起

位较高、较厚，形体压缩程度较小，因此其空间构造和塑造特征更接近于圆雕，甚至部分局部处理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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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圆雕的处理方式。由于高浮雕高高突于石面，清晰明朗，很富有立体感，因此所雕刻的各种动植物

形象也就生动传神，具有较强艺术感染力。

C.2 压地隐起：即浅浮雕，浮雕主体突起甚少，浮雕去地，凸起面60～200mm，各部位的高点不超

出石面以上。有边框的雕饰面高点不超过边框的高度, 饰面可以是平面,亦可是多种形状。有的所

雕的图案也凸起于石面，但起伏的高度不如高浮雕，其凹下去的“地”大体是在一个平面上。

C.3 减地平钑：又称“平浮雕”，减地，就是将浮刻花纹以外的“地”凿去薄薄的一层，“平钑”

就是铲平。浮雕凸起面不超过60mm。有的这种雕刻技法所雕刻的凸起的图案和雕刻面所在的凹下去

的“地”都是平的，所以也被成为“平雕”。

C.4 素平阴刻：现在所说的平面阴线刻，不去地，刻线深度不超过0.3mm。这种雕刻技法风格俊秀

细腻，线条流畅圆和，既可用于雕刻写实的花纹图饰，也可用于雕刻写意的花纹图饰，多用于石质

较好的石材上。这种雕刻技法雕刻出的图案花纹主要用于主题雕刻以外的“空地”上，位于次要位

置，增加了整个雕刻的层次感，主要起衬托纹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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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雕工艺有限公司、黄山市徽派古建产业集团有限公司、黄山市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黄山

徽建工程有限公司、黄山新睿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歙县耕木堂徽雕工艺品有限公司

标准起草人

（全部起草人，应与标准文本前言中起草人排序一致）

序号 姓名 单位 职务 职称 电话

1 程长进 安徽大学士建设有限公司 总经理 13905598938

2 程鹏 黄山学院 讲师 13956269080

3 陆笑旻 安徽省经涂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正高级工程师 15005599125

4 周文辉 安徽大学士建设有限公司 非遗传承人 18297683786

5 余焕成 安徽大学士建设有限公司 技术员 18010059882

6

7

8

9



编制情况

1、编制过程简介

成立起草小组：2024年 9月，收到标准编制任务后，立即成立起草小组。成员有石雕非遗传承人、高校讲师、建筑

设计公司等

2024年 9月 10日，收到《关于下达 2025年黄山市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文件后，成立标准编制小组，成员

有程长进、程鹏、陆笑旻、周文辉、余焕成。

。

资料收集与调研：起草小组针对黄山市辖区内县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石雕，选取不同时期的石雕进行图片采集，通

过大量的走走访和调研，通过拜访技艺大师，总结不同类型、梳理不同时期的制作工艺流程、选材及工具使用等内容访，

积极组织石雕行业专家修改讨论和社会的意见征求，确保该项工作能够高质量完成。

征求意见情况：2025年 5月，由黄山市徽派古建产业发展促进会牵头负责通过专家评审、会议等方式公开征求意见，

截止 2025年 5月底，本次征求意见共收到 3家单位 5条意见，最终 3条采纳，2条未采纳，现在拟公开征求意见。

2、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必要性：

徽州石雕是著名的传统雕刻艺术，徽州四雕之一。徽州城乡分布很广，类别亦多，主要用于寺宅的廊柱、门墙、牌

坊等处的装饰。在雕刻风格上，浮雕以浅层透雕与平面雕为主，圆雕整合趋势明显，刀法融精致于占朴大方。充分显示

了古代徽州劳动人民巧夺天工的艺术才能。

意义：

为了促进徽派建筑产业高质量发展，规范徽派建筑石雕制作的设计、制作、施工、检测、验收，做好徽派建筑活化

利用，通过研究分析黄山市徽派建筑石雕制作现状，参考国内石雕制作的经验，提出了徽派建筑石雕制作的设计、制作、

施工、检测、验收的基本原则和技术要求。

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石雕作为一种传统艺术形式，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艺术价值。通过立项支持地方石雕制作技

术的发展，可以进一步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促进文化创意产业的繁荣，有助于提升地方文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石雕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立项支持地方石雕制作技术的发展，有助于保

护和传承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确保石雕技艺得以延续和发展，为后世留下宝贵的文化遗产。

提升经济价值：石雕作为一种艺术品和装饰品，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通过立项支持地方石雕制作技术的提升，可

以推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从而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

推动技术创新：立项支持地方石雕制作技术的研发和创新，可以推动石雕制作技术的进步，提高石雕的艺术价值和

实用性。通过引进新技术、新材料，可以提升石雕的制作效率和质量，满足市场和消费者的需求。

3、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GB/T 13890 天然石材术语

JC/T 204 天然花岗岩荒料

GB/T 51330 传统建筑工程技术标准

4、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试验验证的论述（详细说明）



主要条款：

本标准的章节由：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材料与制作、质量控制、石雕的种类、产品的

验收等组成。其中“石雕的种类”和“产品的验收”是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

本标准规定了徽派建筑石雕制作的设计、制作、施工、检测、验收的基本原则和技术要求。

主要技术指标、参数：

表5.3.9 石雕件的制作允许偏差和检查方法

序号 项目 允许偏差（mm） 检查方法

1 雕件长度 ±5 尺量检查

2 雕件宽度 ±3 尺量检查

3 雕件厚度 ±5 尺量检查

4 雕件边角方正 2 用方尺和楔形塞尺检查

5 雕件翘曲 2 拉通线尺量检查

表5.3.10 石雕件安装允许偏差和检查方法

序号 项目 允许偏差（mm） 检查方法

1 位置偏移 ±10 尺量检查

2 上口平直 5 拉通线和水平尺检查

3 拼缝宽度 1 尺量检查

4 接缝高低差 0.5 用直尺和楔形塞尺检查

表6.2 天然石材主要技术性能

序号 石材名称 表观密度(kg/m³) 抗压强度(MPa)

1 黟县青 2800 75

2 茶园石 2600～2800 100～300

3 花岗岩 2500～2900 120～250

4 砂 岩 2400～2600 40～250

表6.3.1石材的抗压强度

石料种类 抗压强度(MPa)

毛石、毛料石 ≥30

租料石、半细料石、细料石 ≥40

表6.3.2料石石材看面外观质量标准

项次 外观缺陷 规定内容 优等品 一等品 合格品

1 缺棱 长度不超过10mm,长度小于 5mm不计，周边每米长(个) 不允许 1 2

2 缺角 面积不超过5mm×2mm,面积 小于2mm×2mm不计，每块板 (个) 不允许 1 2

3 裂纹
长度不超过两端顺延至板边总 长度的1/10,长度小于20mm的不计，

每块板(条)

不允许 1 2



4 色斑 面积不超过20mm×30mm。面 积小于15mm×15mm不计，每块板(个) 不允许 1 2

5 色线
长度不超过两端顺延至板边总 长度的1/10,长度小于40mm的不计，

每块板(条)
不允许 2 3

6 坑窝 粗面板材的正面出现坑窝 不允许 不明显
出现，但不

影响使用

表6.3.3 料石表面加工质量要求

种类 外露面及相接周边的表面凹入深度(mm) 叠砌面和接砌面的表面凹入深度(mm)

细料石 ≤2 ≤10

半细料石 ≤10 ≤15

粗料石 ≤20 ≤20

毛 料 石 稍加修整 ≤25

表6.3.4 料石规格尺寸加工允许偏差

种类 宽、厚度(mm) 长度(mm)

细料石、半细料石 土3 ±5

粗料石 士 ⊥7

毛料石 ±10 ±15

表8.2 外观缺陷技术要求

项目 A级 B级

裂纹 主要部位不允许 允许，但不影响整体外观和安全性

色斑 主要部位不允许 允许，但不影响整体外观

色线 主要部位不允许 允许，但不影响整体外观

凹坑 主要部位不允许 允许，但经修正后不影响整体外观

棱角缺陷 主要部位不允许 允许，但经修正后不影响整体外观

表8.5 材质物理性能技术指标

项目 花岗岩石雕 大理石石雕 石灰石石雕 砂岩石雕 其他材质石雕

体积密度/（g/cm³） ≥ 2.56 2.60 2.56 2.40 2.16

吸水率/% ≤ 0.60 0.50 3.00 3.00 7.5

干燥
压缩强度/MPa ≥ 100 50 55 69 28

水饱和

干燥
弯曲强度/MPa ≥ 8.0 7.0 6.9 6.9 3.4

水饱和

抗冻系数/% ≥ 80 80 80 80 80



5、标准中如果涉及专利，应有明确的知识产权说明

无

6、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的，说明采标程度，以及国内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无

7、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8、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实施日期等）

无

9、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10、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黄山市地方标准征求意见反馈表
标准名称：徽派建筑石雕制作技术指南

联系单位：安徽大学士建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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