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物建筑预防性保护试点项目

结项报告体例要求

文物建筑预防性保护试点项目的业主单位应对试点周期内各项工作进行整理、分析

和总结，提交《结项报告》和相关附件材料，由专家组进行评估，并经省级文物行政部

门报国家文物局备案和审查。《结项报告》用纸规格为 A4，所附图纸需装订折叠成 A4。

参考格式：字体以宋体小四为主，行距 1.25 倍。

第一部分：结项报告正文

一、试点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基本信息

（1） 纳入试点的文物保护单位名称、级别、地址、规模和现状使用功能等。

（2） 本次试点文物保护单位上一次修缮工程的完成时间、具体内容和范围。此项需附

图说明，附图应在文保单位总平面图中标注试点文物建筑位置、范围及试点文物

建筑上一次修缮工程完成时间、范围等内容。

（3） 以文物行政部门最终批准的项目设计方案为依据，说明方案修改情况、计划开展

的各项工作内容、范围、完成时间和拟解决的主要问题。此项应附试点文物建筑

原始总平面图、设计总平面图。

（4） 说明各项计划工作内容的最终实施完成情况，包括工作内容、范围和完成时间，

评估是否达到预期目标。此项应附项目实施总平面图，并标注和项目设计方案不

同的部分，反映实际实施与设计方案的偏差和调整。

（5） 如存在实施内容、范围和完成时间的调整，应阐述具体调整情况、说明调整原因。

项目最终实施完成情况如未达到预期目标，应分析说明主客观原因。信息较简单

项目名称

文物保护单位

文保单位级别

文保单位地址

文保单位规模

现状使用功能

管理使用单位



的，可标注在总平面图中。

2.工作组织方式

（1） 参与单位组织

项目业主单位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项目起止时间

（2） 说明项目各方的组织协调机制、分工模式和工作程序。

二、巡查工作情况

1.巡查工作内容总结

（1） 说明本试点如何界定日常、定期、专项巡查，各项巡查如何开展。

（2） 分别说明实际开展日常、定期、专项巡查的频次、工作内容、时间表（周期）；

各类巡查的人员构成、工具设备；各类巡查的工作流程、对象等。

（3） 说明巡查中的病害勘察方法，包括病害成因和病害严重程度的判断方法。

（4） 总结发现的典型病害类型、部位、范围、成因、严重或紧急程度，并总结其规律

性、特殊性和重点、难点问题，说明对各类巡查工作的建议和应重点关注的问题。

各试点单位可根据各自实际情况自行确定此项的病害分类指标，可附相关图表。

2.巡查评估诊断情况

说明实际工作中对病害的诊断过程，如何评估巡查结论并决策（如不作干预、开展

专业检修、转为修缮工程另行申报）和专业检修方案，阐述如何确定专业检修对象、内

容、范围、时间等，可在附件中提供能说明评估诊断工作流程的详细资料。

三、专业检修工作情况

（1） 汇总针对各类病害完成的检修工作内容和工作量汇总，附件中应提供详表。

（2） 分类阐述典型问题的检修施工材料、工艺流程。

（3） 施工脚手架、登高作业、文明施工等相关技术措施，设施设备使用情况及其费用。

（4） 说明检修工作中如何确保小修工程质量，是否有监理或其他验收评价措施，小修

完成后是否有持续观测、复查或保修措施。

（5） 总结评价检修措施干预程度的合理性、是否解决病害问题、如何评价短期及长期

检修效果。



四、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1.收入情况

预算评审数、实际下达数和地方配套数（如有）

2.支出情况

（1） 提供项目资金使用情况、账户管理情况，可附支出详表（例：工程费、措施费，

巡查费等可附详表）。

（2） 提供已完成的内部验收及工程结算情况，如完成财务决算可提供财务决算情况。

并列举项目主要工作内容的综合单价。

3.经费使用问题

列举经费使用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五、问题和经验建议

（1） 列举在方案编制、组织方式、经费拨付、项目委托等方面遇到的问题，总结分

析和解决上述问题的经验，说明难以解决的困难和疑问，并提出对各级管理机

构的建议。

（2） 列举在具体巡查、检修工作中遭遇的各种管理和技术问题，总结分析和解决上

述问题的经验，说明难以解决的困难和疑问。总结巡查、检修工作的重点、难

点问题及相关经验和教训，包括但不限于：干预程度界定依据；传统材料；建

筑工艺；设施设备；登高作业的措施（内容较为复杂的部分可作为附件）。

六、大事记

预防性保护项目大事记，记录项目推进的关键时间节点和事件，如历次巡查和检修

工作开展时间和主要内容，项目讨论会、专家会等重要会议时间和主要结论，媒体报道

的时间及公众关注度、反馈等。



第二部分：结项报告附件

一、预防性保护试点实施方案

附实施方案，应明确根据国家局评审意见对原申报设计方案的修改和深化内容。

二、承担单位的相关资料

包括委托或招投标文件，项目实施单位（含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的具

体名称、资质，各单位派驻试点项目的实际负责人及其职称、执业资格，各单位实际投

入本项目的人员数量和专业配置等内容。

三、历次巡查报告

历次巡查的记录表格、检修工作方案和反映巡查评估工作过程、文物建筑现状和病

害情况等的照片和图纸。

四、历次检修报告

历次检修工作的记录表格和反映施工前情况、检修病害面积、检修措施、各关键工

序和最终效果等的照片和图纸。

五、巡查评估案例

从实际开展的日常、定期、专项巡查中，分别举出 2个或以上具有代表性的完整巡

查工作案例，提供详细现场巡查表和实景照片等资料，说明人员、工具、线路、内容和

工作流程、处置决策的情况，对工作成效加以说明。

六、专业检修案例

从历次检修工作中举出2个或以上的典型案例，提供详细检修工作表和工程量清单，

说明确定检修对象、内容、时间、目标和具体措施的过程，提供能反映检修前病害现状

和严重程度、检修施工的各关键过程、检修完成后的实际效果的照片和图纸，评价是否

达到预期目标。

七、项目结算资料

项目经费使用支出表、结算表，决算表可待编制完成后补充。

八、其他相关附件

其他可说明本项目相关工作的图文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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