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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

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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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中国-葡萄牙文化遗产保护科学“一带一路”联合实

验室、苏州大学、安徽财经大学。 

本文件参与起草单位：太原理工大学、长江师范学院、安徽师范大学、安徽

工程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建筑大学、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政府漕湖街道办事

处建管办。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吴永发、纪旭、郭恒杰、居瑶、王维柱、滕育梅、曹如

姬、王科、方新、荣金金、王薇、陈宜瑜、徐健。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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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建筑现状调查标准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古建筑现状调查的工作内容、工作程序、工作方法和现状调查

报告的相关格式。 

本文件适用于使用中国传统建筑形制、材料（如木材、砖、土、石、瓦等）、

风格和技术的皇家及民间建筑现状的普查、复查、重点及专项调查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

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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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T 0035-2012 田野考古制图 

WW/T 0070-2015文物保护评估规范 

WW/T 0024-2010文物保护工程文件归档整理规范 

WW/T 0024-2010文物保护利用规范 名人故居 

UDC 014.1/.5（083.73）GB 6447—86 文献编写规则 

UDC 025.32 GB 7714—87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 

 

3 术语和定义 

古建筑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使用中国传统建筑材料（如木材、砖、土、石、瓦等、风格和技术的皇家及

民间建筑。 

调查 Identification and investigation 

包括普查、复查和重点调查。一切历史遗迹和有关的文献，以及周边环境都

应当列为调查对象。遗址应进行考古勘察，确定遗址范围和保存状况。 

现状调查 Condition survey  

是指对古建筑当前状态进行详细调查和分析的过程。旨在了解和记录古建筑

现有情况，包括一切历史遗迹和有关的文献，以及周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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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现状调查 

古建筑的现状调查共有六个部分组成。 

1. 目的和范围：确定调查目的、明确调查范围和信息类型，为调查提供清晰的

方向和目标。 

2. 历史资料：收集、分析一切有关联性的历史资料，掌握调查对象的历史嬗变。 

3. 实地考察：根据调查目的、范围及所需信息的类型，实地观察了解。 

4. 编写调查报告：对调查的过程、内容、问题、结论等进行科学编撰，以报告

形式呈现。 

5. 存档与发表：对调查所获得文字、影像、报告等进行科学的存档，并根据需

要适时发表调查成果。 

6. 审查和更新：建立审查与更新机制，确保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实时性。 

4.1 调查目的和调查范围 

4.1.1调查目的 

古建筑现状调查首先要确定调查目的、明确调查范围和信息类型，为调查提

供清晰的方向和目标，确保调查信息的针对性，以便制定调查计划，提高和保障

调查的高效性和有效性。 

调查目的是调查研究的前提和基础。调查目的应当明确、具体、实用，对调

研工作的实施具有指向性功能，通常包括以下几个类型： 

a) 研究：研究古建筑文化和技艺，贯通古建筑设计理念、营造技艺和文化内涵。

丰富文化资源：深度挖掘古建筑文化资源，探析关联文化，丰富文化层次，为文

化产业的发展提供支持。 

b) 教育：为教育提供支撑性材料，推动学科发展、扩大科普覆盖面。  

c) 建设：梳理城市迭代规律，保持城市建设风格、持续发展城市特色，提升城

市的文化品位。 

d) 更新：更新古建筑的实时信息，为古建筑保护与相关活动提供最新的信息与

数据。 

e) 传播：弘扬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自强。 

4.1.2调查范围 

调查范围是以调查目的所确定的信息类型，包括对时间跨度、空间区域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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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信息的界定。 

根据不同的调查目的和需要，所要获取的信息的不同类型。通常情况下包括

以下几种类型： 

a) 形制信息：依据建筑规模、屋顶样式、屋顶装饰、台基、面阔开间等对建筑物

进行分类。 

b) 结构和构件信息：包括结构形式、构件保存情况、损坏程度、维修情况等方面

的信息。用于评估古建筑的结构稳定性、了解结构技艺，辅助修缮。 

c) 装饰信息：包括雕刻、绘画、装饰等方面的信息。用于评估古建筑的艺术价值

和修缮需求。装饰信息所包含的人文、历史、艺术等信息，有助于评估其文化

价值和历史意义。 

d) 环境信息：包括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以及历史变迁，是了解古建筑与多重环境

共生、演变的重要信息。 

e) 历史信息：历史背景、历史意义、历史环境、历史事件等方面的信息。用于评

估古建筑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 

f) 保护信息：古建筑的保护状况、保护计划、保护措施等方面的信息。用于评估

古建筑的保护情况和保护需求，进而了解古建筑的保护需求，也有助于更好地

制定保护策略。 

g) 使用信息：包括归属单位、用途、使用方式等方面的信息。用于评估古建筑的

适用性和使用价值，进而有助于更好地保护古建筑和提高其使用效率。 

h) 变化信息：调查过程中发现的与文献、早期调查存在出入的部分。包括 a）-

e)类型的所有信息种类。 

4.2 文献资料现状 

文献资料现状是从文史资料的角度对古建筑的现状进行调查。通过研究古建

筑的历史、文献、修缮史料、社会历史等方面的资料，深入了解古建筑的文化价

值和历史意义。文献资料应包含以下四点： 

a) 建筑历史：古建筑的历史是评估和保护古建筑的重要前提。通过研究古建筑自

身以及所处环境的历史，关联相关资料，形成对古建筑历史的全面了解。 

b) 建筑文献：古建筑文献是研究古建筑的重要资料，包括历史文书、古籍、建筑

史料、建筑图纸、照片等。通过研究建筑文献，了解古建筑的建筑过程、建造

目的等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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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建筑维修记录：古建筑的维修记录是评估和保护古建筑的重要内容之一。通过

研究古建筑的维修记录、维修方式、材料使用等方面的内容，了解古建筑的维

修历史和维修方式。 

4.3 实地考察 

4.3.1前期准备 

前期准备是指在进行古建筑现状调查前，应做好的准备工作，以确保调查过

程顺利、结果准确、数据完整。这些准备工作包括但不限于： 

a) 调查目的和调查范围：明确调查的目的和任务，确定调查的范围和内容，制定

调查方案和方法，确定调查对象的类型、规模、历史、文化、艺术、技术、所

属单位等方面的特点和价值，对其进行分类、编号等工作。 

b) 调查人员：确定调查人员的数量、专业背景、工作分工等方面的要求，确保调

查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c) 调查工具和设备：准备标尺、色卡、相机、录像机、绘图工具、文献资料等调

查工具和设备，确保调查工作的准确性和全面性。 

d) 调查资金和时间：确定调查的资金和时间，确保调查工作的顺利进行。 

e) 编写调查计划：根据调查对象的情况及调查的目的等，对调查对象进行预调查，

确定调查具体内容，形成事项清单，依据事项清单确定调查工具和设备，汇总

上述内容形成调查计划。见附录：A。 

f) 天气：提前了解当地的气候和天气预报，做好防晒、防雨、防蚊虫等措施。 

g) 应急预案：制定应急预案，包括紧急情况下的安全措施和救援措施。 

4.3.2实地考察 

实地考察是由调查目的和调查范围所决定的，具有针对性的现场作业工作，

需要严格按照调查计划和操作清单进行，确保调查信息的准确性和针对性。 

a) ：形制与结构、构件信息： 

外观：调查古建筑的朝向、面阔、进深、屋顶、墙面等基本信息，判断古建

筑的建筑风格、建造年代、艺术风格等外部特征，调查古建筑外观受损程度及受

保护情况。调查方式：测量面阔、进深、开间、柱子数等基本数据。对古建筑的

多个面进行调查，按 5 k)进行拍摄记录。记录古建筑外观基本信息，记录方式

见附表 C. 

整体平面：调查建筑物的整体平面布局，包括主体建筑物与附属建筑、构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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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位置关系、比例等。测量古建筑的长宽数据，依据所测量的数据绘制整体平

面简图。除调查对象之外的构筑物，需分层绘制。多个建筑物调查时，按照调查

计划所确定的顺序逐一进行调查。 

内部平面：按照整体平面信息调查的顺序，对建筑物内部空间的平面布局、主要

承重构件的位置、墙体厚度等信息进行调查、测量。依据所测量的数据绘制内部

平面简图。 

构件：调查对象的结构（穿斗式、抬梁式、井干式等），按照下分、中分、

上分的顺序对古建筑的重要构件进行调查。下分主要包括台基、阶、地面等；中

分主要包括柱、柱础、墙体、斗拱等；上分主要包括梁、枋、椽等。非房屋类建

筑根据所调查对象的特点进行划分。调查方式：调查构件的位置、外部形态、数

量、功能以及与之相衔接的其他构件，测量结构的基本数据，按照 5 k)的对结

构进行拍摄。记录结构的相关信息，记录方式见附表 C. 

b) 建筑装饰信息： 

装修：古建筑室内外用于完善古建筑形体、增添房屋气势、美观的配套设施，

包括小木作、瓦作、彩画作等。依据结构调查的顺序，对室内外的装修进行逐一

调查。调查装修的位置、材质、外部特征、数量、功能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结构，

测量结构的基本数据。调查方式：调查装修的位置、材质、外部特征、数量、功

能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结构，测量结构的基本数据。按 5 k)进行拍摄记录。 

书画：调查古建筑中的匾额、楹联、壁画、碑刻等进行逐一调查，调查书画

的位置、尺寸、内容、作者等信息，按照调查计划的顺序对书画进行逐一调查、

记录，拍摄方法见 5 i)。如遇碑帖、石刻等需要拓印的书画形式时，可酌情进行

拓印。 

雕塑：调查古建筑中的圆雕、浮雕、透雕等雕塑进行逐一调查，调查雕塑形

式、材质、内容、尺寸等信息，作者等信息，按照调查计划的顺序对雕塑进行逐

一调查、记录，拍摄方法见 5 k)。 

c) 古建筑环境信息： 

自然环境：调查与古建筑密切相关的地形地貌、水文信息。地形地貌包括地

形起伏、地貌类型、山脉的名称、位置、走势以及调查对象的空间位置、朝向等。

水文信息包括水源、水脉、水质、水塘、瀑布等。调查方式：俯拍古建筑所处的

自然环境，拍摄方式见 5 j)。以俯拍画面为参照，绘制自然环境简化平面图，对

山脉、水流的名称、位置、走势等进行标注。如遇关键拍摄对象被遮挡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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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进行分图层绘制。绘制方式见附表 B。绘图标准按田野考古制图 WW/T0035-2012

标准执行。 

人工环境：因调查对象而建造、改造或与调查对象密切相关的人工环境，包

括道路、人工植被、景观、构筑物等；调查人工环境与被调查对象之间结构、空

间、功能、人文关系等。对处于建筑群中的调查对象，需对建筑群的整体布局进

行调查，绘制简化平面图，标注被调查对象及重要人工环境。调查方式：俯拍古

建筑所涉及的人工环境，拍摄方式见 5 j)。以俯拍画面为参照，绘制整体人工

环境简化平面图，对重要的人工环境进行编号标注。如遇关键对象被遮挡的情况，

可进行分图层绘制。绘制方式见附表 B。 

按照编号标准的顺序，进行逐一调查，调查方法依据本文件外观、平面、结

构、装修、书画、雕塑内容。绘图标准按田野考古制图 WW/T0035-2012标准执行。 

d) 建筑历史信息： 

建筑物的建造年代和历史背景：建筑物的建造年代和历史背景，包括建筑物

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以及建筑物建造的背景和目的。 

建筑物的维修历史和改建情况：建筑物的维修历史和改建情,包括历史上的

维修、改建、扩建和重建情况。 

建筑物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建筑物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包括建筑物所处时代

的重要历史事件和人物，以及他们与建筑物的关系。 

建筑物的文化内涵和艺术特色：建筑物的文化内涵和艺术特色，包括建筑风

格、装饰特色、雕刻技艺等方面的艺术特点，以及他们所反映的文化内涵。 

建筑物的遗存和文物：建筑物的遗存和文物，包括历史遗存、文物和文物保

护情况等方面的信息。 

e) 古建筑保护信息： 

古建筑的价值：古建筑价值包括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社会价值、

文化价值。 

古建筑的历史价值是指古建筑作为历史历史见证的价值。 

古建筑的艺术价值是指古建筑作为人类艺术创作、审美趣味、特定时代的典

型风格的实物见证的价值。 

古建筑的科学价值是指古建筑作为人类创造性和科学技术成果本身或创造

过程的实物见证价值。 

古建筑的社会价值是指古建筑在知识的记录和传播、文化精神的传承、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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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力的产生等方面具有的社会效益和价值。 

古建筑的文化价值包括：古建筑因其体现民族文化、地域文化、宗教文化的

多向性特征所具有的价值；古建筑的自然、景观、环境等要素被赋予了文化内涵

所具有的价值；与古建筑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具有的价值。 

建筑保护措施：古建筑保护措施包括加固、修缮、改建、保养、文物保护

等方面的措施。 

建筑保护规划：古建筑保护规划包括保护目标、保护范围、保护等级、保护

措施、保护管理等方面的规划。 

建筑保护管理：古建筑保护管理包括管理机构、管理人员、管理制度和保

护基金等方面的内容。 

f) 建筑使用信息： 

古建筑的使用信息是指古建筑物的使用情况和使用方式，包括建筑物的功能、

使用范围、使用历史、使用现状等方面的信息。 

4.4 编写调查报告 

古建筑调查报告是依据对古建筑现状调查系统、全面、客观的记录，具有重

要的资料价值。调查报告内容应依据调查目的和调查类型的不同而编写，应严格

按照报告书写的标准和要求进行编写。 

4.4.1报告构成 

序号 内容 事项 记录形式 

 封面 

1) 题目 

2) 单位 

3) 日期 

文字 

 封二 

1) 题目 

2) 单位 

3) 日期 

文字 

 目次页 1) 目录 文字 

 图目录 1) 图片目录 文字 

 表目录 1) 表格目录 文字 

一 前言 

1) 调查目的 

2) 调查范围 

3) 信息类型 

文字 

二 历史资料 

1) 建筑历史 

2) 建筑文献 

3) 建筑修缮史料 

4) 建筑社会历史 

文字 

三 调查计划 1) 调查时间 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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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调查单位 

3) 调查人员 

4) 人员职责 

5) 调查事项 

6) 设备登记 

7) 计划审核 

 古建筑环境信息 

自然环境调查 1) 整体自然环境俯拍 

2) 平面简图绘制 

1) 重要环境标注 

图像 

绘图 

文字 

四 

古建筑形制、结构

和构件信息 

人工环境调查 1) 整体人工环境俯拍 

2) 平面简图绘制 

3) 重点目标标注 

2) 单个目标调查 

平面 1) 位置关系 

2) 比例 

构件 1) 位置 

2) 外部形态 

3) 数量 

4) 功能 

5) 衔接构件 

古建筑装饰信息 

装修 1) 外观 

2) 功能 

3) 特点 

4) 保存情况 

书画 1) 位置 

2) 尺寸 

3) 形式与内容 

4) 作者 

5) 保存情况 

雕塑 1) 位置 

2) 尺寸 

3) 形式与内容 

4) 保存情况 

古建筑保护信息 

a) 古建筑价值 

b) 保护措施 

c) 保护规划 

d) 保护管理 

文字 

古建筑使用信息 

e) 建筑功能 

f) 使用范围 

g) 使用历史 

h) 使用现状 

文字 

五 结论与建议 i)  文字 

六 参考文献 j)  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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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附录 k)  文字 

八 封底 l)  文字 

4.4.2古建筑现状调查报告编写格式 

a) 报告的中英文稿必须用白色纸单面打字。 

b) 报告宜用 A4（210×297mm）标准大小的白纸，应便于阅读、复制和拍摄缩微

制品。 

c) 报告在打字或印刷时，要求纸的四周留足空白边缘，以便装订、复制和读者

批注。每一面的上方（天头）留 30mm，左侧（订口）留边 35mm 以上，下方

（地脚）应留 25mm，右侧（切口）应留边 20mm以上。 

d) 报告的正文一般采用 4号宋体字，中文题名、篇题、章题可适当增大并采用

黑体。 

e) 封面、书名页的字应采用黑体字，参考附录 F 

f) 报告的装订顺序参考本规则的附录 G。 

报告行文见 UDC 014.1/.5（083.73）GB 6447—86 文献编写规则 UDC 025.

32 GB 7714—87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 

4.5 存档与发表 

存档：调查计划、调查报告、图片、绘图、登记表等，全部分类保存，统一编号，

所有资料均作纸质与数字两种版本，每种版一式三份。 

发表：古建筑现状调查资料可酌情进行发表、出版。 

4.6 审查与更新 

古建筑现状调查是一个持续且漫长的工作，需要持续的进行，记录古建筑在

不同时期的状态和情况，确保资料的更新。调查结果需要严格审查，并建立对应

的审查机制。 

5 图像要求与拍摄方法 

a) 设备选择。使用数码照相机、数码摄像机、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测量

仪、记录建筑。 

b) 镜头选择。建筑外观摄影时，宜采用移轴镜头，局部及细节拍摄时宜选择 35mm

或 50mm定焦镜头进行，同焦段镜头优先选择非球面镜头，防止产生畸变。 

c) 拍摄精度。图片记录分辨率不低于 300dpi，单张照片不低于 5mb。影像记录

宜选择 720p或 1080p。 

d) 画幅比例。图片记录宜选择 16:9或 4:3，全景或外观拍摄时，画幅比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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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的需要进行调整。影像记录宜选择 16:9。 

e) 光源要求。拍摄时应使用恒定色温光源，宜采用 5500k-6500k。拍摄区域布

光应均匀。拍摄前需使用灰阶卡进行测试。 

f) 图片记录时应保持相机与被摄物体水平或垂直，使用三脚架、云台等稳定设

备进行辅助。影像记录应使用稳定器稳定设备进行辅助。 

g) 对于建筑物面积过大或因拍摄场地限制不能满足精度或画面要求时，应对拍

摄物体分区域拍摄并编号，按照一定的顺序进行拍摄。 

h) 拍摄记录。进行图片记录时，需填写拍摄登记表，记录每张照片的对应信息，

方便存档与调取，见附录 D。 

i) 提示板，按照调查顺序进行拍照时，每张照片拍摄前需拍摄提示板，或将提

示板与拍摄物体同框拍摄，提示板上应出现项目名称、项目编号、拍摄对象、

编号、拍摄角度、照片编号等信息，见附录 E。 

j) 无人机拍摄。 

无人机进行俯视角度拍摄时，被拍摄物体处于画面正中心，无人机与被拍摄

物体成垂直。实际拍摄范围比需要拍摄范围四周向外延伸 100m，拍摄高度依据

拍摄范围而定。拍摄时要避免云层或其他干扰物进入画面。 

图 1：无人机俯拍示例 

k) 多视角拍摄 

多视角拍摄结构、构筑物、装饰等物体进行拍摄时，需对被摄物体前后左右

上五个角度进行分别拍摄，基本视图配置关系如图 2 所示（以顶视图为 B 面，B

面中心为坐标中心，06点钟方向为正面-A面、03点钟方向为 D面、09点钟方向

为 C 面、12 点钟方向为 E 面）。拍摄时，被摄物体居中，四周留部分空白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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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拍摄环境较暗的情况可适当进行补光。 

图 2：多视角拍摄示例 

i)书画拍摄方法与机位 

图 3：书画拍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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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XXXX（调查对象） 

古建筑现状调查计划 

 

 

 

 

 

 

 

 

 

 

 

 

 

 

 

 

XXXX（承担单位） 

X年 X月 X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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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XX（调查对象）古建筑现状调查计划 

调查时间： 承担单位： 

负责人： 负责人职务/职称： 

调查人员： 

调查人员职责 

人员姓名 职务/职称/专业 职责 

   

   

   

调查事项 

序 具体事项 编号 负责人 

1 例：自然环境航拍 ZR-0001 XXX 

2 例：自然环境简图绘制 ZR-0002 XXX 

3 … … … 

…    

设备登记表 

序 设备名称 型号 对应事项 

1 例：无人机 DJ-MINI3 ZR-0001 

2    

3    

…    

计划审核 

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章） 

X年 X月 X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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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B 

 
中国-葡萄牙文化遗产保护科学“一带一路”联

合实验室 
项目名称 

 

绘制  
XXXXX 山脉、河流平面图 

图纸编号  

校核  日期  

审定  共 xx 页 第 x 页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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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C 

外观 

文本 例 

XX建筑坐 X朝 X,面阔 XXX间进深 XXX间，

为 XX层建筑。顶为 XX 顶，脊作 XXX，XX

瓦 XX墙。XXX面额书“XXXX”，书者“XXXX”。

建筑整体为 XXX风格。（见图：XXX） 

独乐寺观音阁山门坐北朝南,面阔 3

间进深 2 间，为单层建筑。顶为四

阿顶，脊作鸱尾，青瓦红墙。南面额

书“独乐寺”，书者“严嵩”。建筑整

体为唐宋过渡时期风格。（见图：1） 

平面 

文本 例 

面阔 XX间，进深 XX间，共有柱 XX。（金

柱 XX,檐柱 XX）（如有副阶檐柱可依次增

加） 

通面阔 XX米，明间面阔 XX米，次间面阔

XX 米，稍间面阔 XX 米。（如有尽间、侧

廊、等可依次增加） 

通进深 XX米，两山明间进深 XX米，两山

明间次间进深 XX米。（如有廊等可依次增

加） 

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共有柱 28（金

柱 10,檐柱 18） 

通面阔 20.23米，次间面阔 4.35米，

稍间面阔 3.39米。 

通进深 10.52 米，两山明间进深

3.74 米，两山明间次间进深 3.39

米。 

结构 

文本 例 

台

基 

台基为 XX 材质，为 XX 层台基，外

部 XX装饰材料。长 XX米，宽 XX米，

高 XX米。 

台基前为月台，长 XX米，宽 XX米，

高 XX米。 

月台 XX方，有阶 XX级。 

台基为石头材质，为单层台基，外部

无装饰材料。长 26.66米，宽 20.45

米，高 1.04米。 

台基前为月台，长 16.22米，宽 7.70

米，高 0.84米。 

月台东西方，有阶五级。 

柱

及

殿内共柱 XX根，金柱 XX,檐柱 XX，

皆为 XX 柱。金柱高 XX 米,上径 XX

殿内共柱 28根，金柱 10,檐柱 18，

皆为木质直柱。金柱高 4.33 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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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

础 

米，下径 XX 米，檐柱高 XX 米，上

径 XX米，下径 XX米。金柱下落 XX

上接 XX，中部以 XX相接；檐柱下落

XX上接 XX，中部以 XX相接。 

柱础为 XX质，方 XX米，础上设 XX

柱顶石，高 XX米，直径 XX米。 

径 0.47 米，下径 0.51 米，檐柱高

4.33 米,上径 0.47 米，下径 0.51

米。金柱下落柱顶石上接五架梁，中

部以穿插枋与檐柱相接。檐柱下落

柱顶石上接抱头梁，中部以穿插枋

与金柱相接。 

柱础为青石质，方 0.85米，础上设

圆鼓镜柱顶石，高 0.51 米，直径

1.02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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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D 

拍摄登记表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摄影人员： 登记人员： 

机身型号： 镜头型号： 

拍摄对象 拍摄角度 照片编号 

例子：赑屃（编号：RG-001） A面 RG-001-A 

赑屃（编号：RG-001） B面 RG-001-B 

赑屃（编号：RG-001） C面 RG-001-C 

赑屃（编号：RG-001） D面 RG-001-D 

赑屃（编号：RG-001） E面 RG-001-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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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页，第     页 

附表：E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拍摄对象： 编号： 

拍摄角度： 

照片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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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F 

 

 

 

 

 

XXXX（调查对象） 

古建筑现状调查报告 

 

 

 

 

 

 

 

 

 

 

 

 

 

 

 

 

 

XXXX（承担单位） 

X年 X月 X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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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G 

 

古建筑调查报告装订顺序 

 

封面 

封二 

目次页 

图目录 

表目录 

现状调查计划 

正文 

致谢 

参考文献 

附录 

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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