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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遗产的预防性保护研》

内容概要

内容推荐
《中国建筑遗产的预防性保护研究》围绕“建筑遗产的预防性保护是什么？”以及“建筑遗产的预防
性保护作为一个外来概念如何在中国现有保护体制下实现可行性应用？”这两个关键问题展开。《中
国建筑遗产的预防性保护研究》试图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进展：（1）预防性保护的发展脉络研究—
—对预防性保护的各个发展阶段进行了梳理，并尝试从西方建筑遗产保护史的角度分析预防性保护最
初出现的社会历史背景以及后来预防性保护被建筑遗产保护界所重视的缘由；（2）构建建筑遗产的
预防性保护的框架，（3）现阶段建筑遗产的预防性保护的应用性探讨——从建筑遗产的灾害预防、
病害分析及其基础上的监测和日常维护等方面对预防性保护在我国的可行性应用进行探讨。此外，《
中国建筑遗产的预防性保护研究》也尝试对古今中外与预防性保护相关的实践进行梳理，以作为对预
防性保护研究的现有基础资料的一个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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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美萍，旅欧学者，常驻比利时，从事建筑遗产的预防性保护历史城市遗产管理、世界文化遗产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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