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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际、国内文物保护单位的

安全问题日益突出。2011年至2020年十

年间，国家文物局公布的外国被盗文物高

达6900余件。我国也发生了多起文物安

全事故，丽江古城火灾、“亚洲第一高木

塔”烧毁、明十三陵烛台被盗[1]、颐和园

石柱失踪等。据统计，2012年至2016年

五年内，国家文物局接到文物安全事故80

余起，很多重要文物遭到严重损毁甚至全

部灭失，全人类的历史记忆顷刻间化为乌

有，文物安全防护建设工作迫在眉睫。

“十三五”以来，国家和江苏省高

度重视文物安全工作。2017年9月，国务

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安全

工作的实施意见》，要求完善安全防护设

施，尚未建设安全防护设施的要尽快建设

完善，逐步实现全覆盖。2019年5月，江

苏省出台《全省博物馆安全方案建设提升

两年行动计划》，明确在全省范围组织开

展博物馆安防建设提升行动。在出台相

关政策督促和规范安防建设的同时，国

家文物局累计投入近10亿元、江苏省文

物局投入约5000万元用于专项扶持文物

安防建设。

在国家的政策指导和资金扶持下，

各级各地文物保护单位安防建设正逐步启

动实施。然而，目前文物安防应用的研究

对象主要还聚焦在博物馆，以文物保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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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为对象的应用研究还很少。例如，文物

专家袁强亮认为当前博物馆内的安全保护

工作发生了极大改观，但考古现场的安保

技术及方法仍然滞后，亟待解决[2]；学者

杨容珠将当前文物保护单位安防工作的主

要问题归纳为保护范围扩大、保护难度提

升、防范水平不足等三个方面 [3]。随着文

物保护单位安防体系建设的常态化和全覆

盖，其应用研究已是文物安防大课题的应

有之义。有鉴于苏州的文保单位安防体系

建设起步较早、推进有序，本文对其成熟

案例进行研究和思考，以期借鉴。

苏州文保单位安防建设案例

基本情况

苏州是一座具有2500多年历史和典型

江南水乡特色的古城，是国务院首批公布

的24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全市范围

内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59处、省级

文物保护单位130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834处，不可移动文物数量位列江苏省第

一。各级文保单位不仅数量多、分布广，

而且古建筑、古墓葬、古遗址所占比重大

（合计约占总数的72.3%），安全现状不

容乐观。一方面，古建筑大部分为砖木结

构，防火形势严峻、抗风险能力差[4]；另

一方面，古墓葬、古遗址大多地处荒僻，

保护等级低，有些连管理机构都没有，经

常面临盗掘。

面对日益严峻的文物安全形势，苏州

文物主管部门和文物保护单位经过三年多

时间的探索和近十个项目的深入研究及实

践，文保单位安防体系建设取得了一定成

果。截至2020年6月，苏州大市范围内，

申报安防体系建设计划的文保单位有14

处，上报安防体系建设方案的有8处，正

在实施安防建设的有2处，已处于运行阶

段的有2处。

建设案例

2017年初，江苏省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唐寅园作为第一个试点单位，启

动安防建设项目。该项目以《博物馆和

文物保护单位安全防范系统要求》《文

物系统博物馆风险等级和安全防护级别

的规定》为主要参照标准，经过近两年

的设计、施工和试运行，取得了令人满

意的成果，基本解决了不可移动文物安

全中常见的防盗、预警、联动等问题。

2018年，在唐寅园安防体系建设的经验

基础上，又相继开展了“罗汉院双塔及正

殿遗址”“苏州文庙及石刻”两处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安防项目设计，目前都

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

案例一：唐寅园。唐寅园是一处始建

文物保护单位安防体系建设研究
—以苏州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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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明代的古典园林建筑，同时又是“江南

第一才子”唐伯虎的墓葬所在地，至今已

有四百余年历史，1956年被列为江苏省文

物保护单位。唐寅园目前作为景区对外开

放，主要安全隐患在于非法闯入、墓葬盗

挖等。

2017年，苏州市文物局斥资165万元

启动唐寅园安防体系建设，成为江苏省首

个按照国家相关安防规范建设的不可移动

文物安防项目。唐寅园安防体系采用纵深

防护设计[5]，以唐寅墓为重点保护区域，

通过周界入侵报警系统、视频监控系统、

门禁管理系统、电子巡更系统层层布防。

同时，针对唐寅墓的盗掘隐患，采用专业

隐形探测设备—泄露感应电缆埋地绕墙

敷设的方式，形成不可见的柱形电磁场防

护区。当人体或金属体在此区域移动时，

就引起电磁场扰动而被探测器检测到，进

而产生报警信号。

在此技防基础上，还有针对性地制定

了一套包括园区安防规范、24小时值班制

度、应急预警及处置制度等制度在内的配

套人防规范，为唐寅园安防体系的长期运

行提供保障。2018年8月，唐寅园安防项

目顺利通过国家、省文物局验收并进入运

行阶段。 

案例二：罗汉院双塔及正殿遗址。

罗汉院建于唐咸通二年（861年），初名

般若院，五代吴越时改称罗汉院。北宋太

平兴国七年建砖塔一对，称双塔。清咸丰

十年(1860年)寺院毁于战火，仅存双塔及

正殿遗址，具有古建筑和古遗址的双重属

性，现作为景区向公众开放。1996年，罗

汉院双塔及正殿遗址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

2018年，江苏省文物局投入163万元

用以扶持罗汉院双塔及正殿遗址安防体系

建设项目，目前仍在建设中。罗汉院双塔

及正殿遗址现存的石柱、石罗汉残像、碑

刻、砖石雕等文物价值极高，且面临严重

的盗掘、偷窃风险。因此，其安防体系设

计中采用多角度固定式图像抓拍仪，内置

DAVINCI处理器，构成嵌入式视频分析系

统，通过后检索服务器实现对异常行为的

智能识别、提前发现和自动报警。同时辅

助应急广播系统，将危害文物安全的行为

制止在萌芽阶段。

同时，首次将软件功能提升列入安防

体系建设内容中，开发建设罗汉院双塔及

正殿遗址不可移动文物安全监管平台，主

要功能包括：设备运行状态及环境动力状

态监控、数据分析及可视化、多路线视频

远程监控及管理等，有效降低了人员投入

和设备维护成本。

案例三：苏州文庙及石刻。苏州文庙

府学由北宋名臣范仲淹于景祐二年（1035

年）创建，迄今已有980多年历史，历史

上有“东南学宫之首”之誉，目前保留有

明代棂星门、戟门、大成殿、明伦堂等重

要历史建筑。1981年苏州市政府拨款重修

文庙，同时在原址上建苏州碑刻博物馆，

馆藏文物7400余件，其中以1961年国务院

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四

大宋碑”最具代表性。2001年，苏州文庙

及石刻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9年初，苏州文庙及石刻安防项目

通过江苏省文物局批复，2020年下半年起

实施，总投入180余万元。该项目重点加

强三个方面：一是针对“四大宋碑”“明

清工商经济碑廊”等珍贵文物展示区、文

物库房等重点区域加强实体防护；二是结

合博物馆对公众开放的实际，增加出入口

控制、流量监控、防爆安检、专线通讯等

技防系统；三是在传统安防手段基础上，

集成红外探测器、微波探测器、振动光纤

等智能硬件，着力提升智能化水平。

总结分析

上述三个案例在设计及建设施工中，

也发现了一些难点甚至有争议的问题，经

过反复研究、论证和修改完善，其中不少

得以解决，获得宝贵的实践经验。

第一，施工工艺的确定。不同项目

的设计方案须根据文保单位的特点来确定

施工工艺，在保证系统可行的基础上，最

大限度减少施工量。例如在罗汉院双塔及

正殿遗址项目中采用POE技术，不仅满足

供电和数据传输的双重需求，而且施工量

少、成本更低。尤为重要的是POE技术采

用弱电供电，系统安全性更高。

第二，周界报警方式的选择。在设

计阶段就要充分考虑周界报警方式[6]。三

个案例中的文保单位都面向公众开放，但

围墙大多高低不平，区域内部绿化率高，

树木干扰较多，因而选择合适的周界报警

方式是个难点（红外对射不适合布设在高

低不平的围墙上；传统的电子围栏对风貌

影响大也不宜采用）。罗汉院双塔及正殿

遗址项目在周界报警方式上独辟蹊径，尝

试采用振动光纤（光纤沿墙体安装，当受

到沿线外界震动干扰后，会形成基于双环

Mach-Zehnder干涉的光信号相位调制传

感信号，传送至光电探测器，实现光纤振

动报警），取得了理想的效果。

第三，展示文物的实体防护方式。

苏州文庙及石刻项目在设计之初就碰到

争议问题，即：对于展示的碑刻文物是否

要加罩保护、保护罩材质又如何选择。如

果不加罩保护，不能完全避免游客触摸、

涂鸦、划写等破坏行为；如加装玻璃保护

罩，南方地区的潮湿气候可能导致水汽挥

发不畅，对石质文物造成损坏，同时也会

使游客观赏体验度下降。在最终方案中

还是秉承“保护为主”的方针，根据每

个碑廊的特征单独设计玻璃保护罩，保

护罩既要通风、防雨、坚固耐用，也要

与现场风貌和谐统一，同时罩内还加装

玻璃破碎探测器，为珍贵的文物穿上美

丽的“防护衣”。

苏州文保单位安防主要问题

安全意识不足，信息渠道不畅

文物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

承载着民族的历史，维系着文化的认同，

有丰富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

值。然而，一方面，限于知识体系的局限

性，很多文物保护单位的管理人员对文物

的认知不足[7]，无法理解文物所承载的丰

富价值，故而对文物安全重视不够[8]；另

一方面，那些对文物安全有足够认知的单

位和人员，却因为信息渠道不畅而对文物

安防标准、国家和省相关扶持政策以及安

防项目申报流程等无从知晓，导致安防水

平整体偏低，安防效果不尽如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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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广量大，资金不足

截至2020年，苏州的市级以上文物

保护单位共有834处，另有控制保护建筑

601处，国家级、省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

21个、传统村落14个，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任务艰巨，文物安全压力很大。国家、省

安防专项扶持资金不仅金额有限，而且申

报流程规范而严格，每年获得立项扶持的

项目屈指可数。市级财政虽然也逐年加大

投入，但对比数量众多的文物单位，短期

内无法实现安防体系的全覆盖，只能按标

准、抓重点、分阶段进行。

工作人员专业水平有待提升

文物保护单位的相关工作人员面广人

多，不仅有内部从业人员，还有担负24小

时文物安全重任的安保人员[9]以及经常性

与文物近距离接触的保洁人员等，各类工

作人员的文物安全意识、文物保护专业技

术水平、文物安防技能等方面参差不齐，

且总体水平不高[10]。主要表现有：其一，

还有相当比例的内部从业人员没有文物及

相关专业背景，部分人员缺少专业知识，

手法简单粗暴易造成文物损伤[11]；其二，

安保人员承担着全时段、全天候文物安防

的重任，但大部分仅参加过公安系统的

安全保卫培训，文物安防方面的专业培

训几乎没有；其三，聘用或外包的保洁

人员，流动性大、安全意识低，未戴手

套触碰文物或采用不当方法清洁文物表

面导致文物受损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些

人员的文物安防专业培训、考核以及持

证上岗制度亟需建立。

思考和建议

加大资金投入，拓宽渠道

一方面，文物安防经费应纳入财政

预算，专款专用。在加大投入力度、保

障重点项目重大工程有序推进的同时，

适当简化文物安防专项资金的申报、使

用 和 管 理 流 程 ， 增 强 资 金 使 用 的 针 对

性、有效性。另一方面，积极拓宽资金

渠道，探索文旅融合新模式，吸引更多

社会资金投入文物保护利用。

引入社会企业和专业机构

充分利用科技企业、专业机构的专

业储备及行业经验，在安防体系勘察、设

计、施工等过程中开展技术咨询、专家鉴

定、应用推广等多元合作，探索建立文保

单位安防体系建设推荐供应商名录，制定

配套的企业入库考核及评估标准，为各级

各类安防体系的建设和管理提供解决方案

和技术支撑。

加快建设安防大数据平台

在市级层面建立一套“高清化、网络

化、智能化、高集成”的文物安防监控平

台和大数据分析系统，并将终端系统作为

文保单位安防体系的必备标准同步建设，

有序接入监控平台，其它有条件的相关单

位也逐步接入。逐步形成具备统一调度、

应急指挥功能的大数据监控中心，全面、

实时、自动掌握辖区文物安全动态数据和

指标信息，实现从监控、预警、分析、决

策、指挥、评估到善后处理的统一指挥和

全程管理。

积极采用新技术新手段

主动对接日新月异的现代科技发展，

积极推动新技术、新手段在安防建设领域

的应用。采用带有人脸识别功能的视频监

控设备，有助于文物违法犯罪后的快速侦

查；采用移动APP代替传统巡更棒进行文

保点巡查，帮助巡查人员录入照片、视频

等更丰富的现场数据，并与安防大数据平

台实时同步；对于盗掘威胁严重的田野文

物（尤其是古墓葬），可采用田野文物智

能防盗系统和红外热成像视频监控系统相

结合的方式，实现全天候监控（特别是盗

掘高发的漆黑夜晚），有效保证田野文物

安全。

结语

在国家和江苏省的大力支持和指导

下，苏州文物保护单位安防体系建设已

迈出坚实步伐。唐寅园、罗汉院双塔及

正殿遗址、苏州文庙及石刻三个案例涉

及了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刻等

文物保护单位及相关可移动文物，建设

单位包括园林、景区和博物馆等，基本

覆盖了江南地区常见的文物类型。通过

这些具有代表性的文保单位安防体系建

设项目的设计、实施及后续研究，基本

明确了文保单位安防体系建设的规划立

项路径、设计和建设思路以及可能面临

的问题和难点，也为后续项目积累了经

验，而其存在的不足和对未来的探索思

考将为今后文保单位安防体系建设提供

有益借鉴。

文保单位安防体系建设方兴未艾。

未来，苏州将在更多案例支撑基础上，

对不同类型文保单位安防体系建设的侧

重点、施工工艺、文物原状保护以及新

技术在安防体系中的适用性等方面进行

深入研究和实践，为文物保护事业的发

展作出更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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