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门塔千年文物启动大修并用上高科技

33DD打打印印技技术术助助力力佛佛像像修修复复

2015年3月12日 星期四

本版编辑：翟恒水

组版：韩舟

C13-C17

记者11日从济南市四门塔景区了解到，景区内唐代遗留文物龙虎塔、
千佛崖摩崖佛造像近日已启动文物保护前期工作，该项工作计划本月前
完工。不久后将进入实施保护阶段。据省文物局介绍，四门塔千佛崖保护
受到国家文物局的高度重视，目前对野外石质文物的保护还面临一定的
技术难题，省文物局已经开始保护方案的研究和编制工作。龙虎塔前期已
经进行了抢救性保护工作。

3月11日，记者在四门
塔景区唐代龙虎塔、千佛崖
遗址前看到，现场搭起了很
多的脚手架，多名专业技术
人员正在测量施工。为配合
信息采集和文物保护工作，
现场有人着手对文物覆盖
植被的清理。

记者与现场工作人员
交流获悉，他们来自北京一
家专门从事文物古建测绘
的公司，3月5日起进驻开始
施工。任务是采集龙虎塔、
千佛崖的详细数据，制作成
几套保护方案，为下一步全
面进行文物保护做准备。预
计整个测绘和信息采集工
作将于本月底之前结束。

“四门塔这些古建和雕
塑的精美程度很高，拿到全

国也很牛。”正在现场施工
的北京中兵勘察设计研究
院文物保护公司王韬说，但
这些文物的保护状况不太
好，尤其是千佛崖摩崖造像
已经“非常危险”。山体石
质风化严重，佛像龟裂很
多，每年开春之后，山上
植被的根系顺着雨水、泥
浆 往 下 扎 ，如 果 放 任 不
管，将导致石块一点点剥
落，若干年后这些佛造像
也就不存在了；另外龙虎
塔的保护现状也不理想，
此次工作人员在采集信息
时，发现残损严重，历史
信息丢失不少。龙虎塔中
有一尊菩萨像雕刻在中央
的石柱上，人搬不出来，
但是面部却不知何时被人

砸毁。菩萨像四周，古代彩
绘仍比较清晰。另外，雕塑
表面还到处留有上世纪九
十年代前“ⅹⅹ到此一游”
的涂鸦，有的还留下时间。

正在龙虎塔上测绘的
工作人员殷先生说，四门塔
这些唐代遗物的文物价值
很高，但破坏比较严重。
由于近代文物周围的气候
和生态环境都发生了较大
的改变，像酸雨侵蚀、藤
蔓以及植物生长扰乱都比
较厉害，亟需尽快施以保
护。龙虎塔信息采集工作
3 月底前结束后，文物部
门将很快公开招标文物保
护方案，预计4-5月份即可
实施对四门塔古建和佛造
像的保护工作。

作为景区内与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四门塔比
肩的一座唐代佛塔遗物，龙
虎塔为砖石结构，目测高度
逾10米，其中下部石块上布
满唐代风格的深浅浮雕，十
分精美。中兵勘察设计研究
院文物保护公司王韬说，根
据他多年从事文物整体测
绘经验，针对如此大体量的
文物古建进行扫描，可以说
在全国也属首次。

另外千佛崖摩崖造像
长约60米，其中最高的一尊
佛造像，高出地面10米以
上，造像与造像之间的分布
比较分散。根据四门塔景区

《千佛崖维修保护方案》，千

佛崖的前期电子地图测绘、
三维扫描基础工作已经完
成。目前工作人员正准备进
行地勘工作，将详细勘察崖
体的石质疏密情况、裂缝的
长度等第一手信息。

据王韬介绍，这次采集
龙虎塔、千佛崖的文物信
息，他们使用了目前行内先
进的一些高科技设备。如
3D扫描仪、高像素数码相
机等。可以全方位采集古建
以及细部雕塑的详细信息，
利用这些采集到的信息，他
们将制作出一个逼真程度
极高的虚拟3D模型，通过
电脑，可以展示文物的全貌
以及任何细微的地方。按照

文物信息采集的技术标准，
展示出的虚拟3D模型，可
以与肉眼见到的实物几乎
分毫不差。

众所周知，随着野外文
物逐年风化，其承载的历史
文化信息也将随着时间损
失。王韬介绍，目前，随着
3D打印技术的发展，为今
后文物保护修复提供了更
多的可能性，理论上，今后
在解决所需要的材料之后，
利用目前采集信息掌握的
数据，完全可以“打印”出缺
损建筑或佛造像构件来，让
人们看到文物的历史原貌。
因此，目前进行文物的信息
采集非常重要。

文 片/本报记者 乔显佳

文物价值很高，但风化破坏较严重

龙虎塔信息采集，全国体量最大

▲龙虎塔搭起了脚
手架。

千佛崖也同步进
行大修前的信息采集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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