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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DB11/T 889《文物建筑修缮工程操作规程》分为四部分： 

——第 1部分：瓦石作； 

——第 2部分：木作； 

——第 3部分：油作； 

——第 4部分：彩画作。 

本部分为DB11/T 889的第3部分。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北京市文物局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由北京市文物局组织实施。 

本标准由北京市文物工程质量监督站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齐东发、王乃海、林其浩、路化林、高连芳、孙艳群、李粮企、孙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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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建筑修缮工程操作规程 第 3部分：油作 

1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文物建筑修缮工程中油作操作的基本要求，以及地仗、油饰、饰金、烫蜡、匾额、粉

刷工程等的材料、工具、作业条件、操作工艺、质量检验和成品保护等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北京地区明清官式作法的下列建筑的修缮施工： 

a) 被各级政府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建筑物、构筑物； 

b) 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但被区、县级政府文物行政部门登记公布为不可移动文物的建
筑物、构筑物； 

c) 尚未列为不可移动文物，但经各级政府确定公布为历史建筑的建筑物、构筑物； 

d) 尚未确定公布为历史建筑，但确有保护价值的建筑； 

其他符合或部分符合官式作法的建筑可参照使用。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2.1  

油作 

古建筑行业中地仗、油饰、饰金、粉刷、烫蜡等的操作工艺，包括对颜料、油料、浆料等原材料的

预加工。 

2.2  

    闸线 

使用竹子或铁皮按装饰线的形状制作闸子闸出灰线的操作过程。 

2.3  

楦窜角 

翼角椽当部位的处理。 

2.4  

细灰 

砖灰和地仗用灰的一种。在细灰工序中，“细”指操作。 

2.5  

抿尺 

做椽望窜角地仗时使用的竹制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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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飞翅 

各遍灰干后凸起的灰刺。 

2.7  

修线角 

地仗钻生后，对细灰线的肩角、拐角、线脚等部位规整。 

2.8  

砍线口 

对槛框木线口的修整。 

2.9  

潲生 

使麻工序中的一个步骤。 

2.10  

磨头 

砂轮按手使方便的尺寸打成碎块，制成的打磨工具。 

2.11  

线胎 

闸细灰混线之前的中灰线。 

2.12  

溜布条 

在木件接缝处的粗灰上局部糊布条。 

2.13  

包金土色 

内墙常用的土黄色或深米黄色。 

3 基本要求 

3.1 文物建筑修缮遵循不应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 

3.2 文物建筑修缮应保持文物建筑的原形制、原结构、原材料、原工艺。 

3.3 从事文物建筑油饰工程的专业管理人员、技术工人应持有相应工种的岗位资质证书后，方能上岗

作业。 

3.4 工程做法应符合设计要求。修缮做法的改变应经设计部门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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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施工时，应对文物本体及附属文物采取保护措施，保护设施应牢固。 

3.6 施工时，不应破坏或扰动文物建筑周边原有的自然环境。对古树和水源应采取保护措施。 

3.7 施工时，应遵守安全生产、环境保护、职业健康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3.8 施工脚手架应符合油作的操作要求，并支搭防护罩棚。 

3.9 冬季施工应搭建保温棚，温度应在 5℃以上。地仗、浆活操作完成至干燥前，还应采取相应的保

温措施。 

3.10 炎热季节施工，不应使用变质发霉的血料、胶液和色浆。 

3.11 雨期施工时，应对油漆彩画及室内附属文物采取保护措施。雨天不应进行外檐作业，并设专人防

护遮盖。 

3.12 油作使用的架子应按专业的使用要求配备。 

3.13 保护性修缮内外檐构件上的旧地仗，应在瓦作、木件更换前做好保护；应在支搭脚手架前支搭防

雨罩棚。 

3.14 施工现场应设有专用料房，专人管理，远离火源和电源。调制好的颜材料应备好色板、样板，经

设计及相关部门认定后方可施工。颜材料应分类码放。颜料调配操作时，应带好口罩、手套。非料房人

员不应私自调兑材料。 

3.15 工程使用的材料应符合设计要求和国家标准的规定。 

3.16 施工中未经批准不应拆改水、电、消防、避雷等配套设施。 

3.17 拆卸施工中应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重新安装的构件，应逐一标识。 

3.18 施工过程中出现异常情况时，应停止施工并及时通知相关部门。 

4 地仗工艺 

4.1 材料要求 

4.1.1 生桐油：应使用市场销售的二级以上、无混入其它油类的纯生桐油。外观清澈透明、浅棕黄色、

清香、无杂质和其它异味。生桐油存放温度不应低于 5℃，低温环境下“睡了”（凝固）的生桐油应“苏

醒”（自然溶化）后再用。 

4.1.2 砖灰： 

a) 砖灰应包括粗、中、细 3类，楞籽灰、大籽灰、中籽灰、小籽灰、鱼籽灰、中灰和细灰 7种规

格，见表 1。 

b) 砖灰应以烧制的旧青砖、瓦为原料，干燥粉碎后按规格目数过箩并按级配使用。砖灰级配见表
2。 

c) 料房存放的砖灰应按规格标识，不应使用受潮砖灰。 

4.1.3 白面：应使用无杂质、受潮霉变的小麦面粉。 

4.1.4 生石灰：应选择易溶解粉化的块状生石灰，宜存放在干燥的铁桶内。 

4.1.5 牲畜血：应使用颜色为暗红色牲畜鲜血，手捻应有粘性、微有弹性、呈嫩豆腐状，搅拌后呈稠

粥状。不应使用或掺用血料渣、硬血料块、血料汤。备用血料宜存放在阴凉处，变质后不应使用。应采

用纯鲜猪血。特殊施工地点可用牛、羊血替代。 

表1 砖灰规格                                                  

项目 细灰 中灰 
粗灰 

鱼籽 小籽 中籽 大籽 楞籽 

粒径/mm 0.25 0.64 1.06 1.27 1.59 2.1～2.54 3.1～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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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砖灰级配 

灰遍 砖灰级配 

捉缝灰、通灰、衬灰 大籽 70%（可含 20%中籽） 中灰 30% 

第一道压麻灰 中籽 65%（可含 20%小籽） 中灰 35% 

第二道压麻灰 小籽 60%（可含 20%鱼籽） 中灰 40% 

压布灰、槛框填心 鱼籽 55% 中灰 45% 

轧中灰线 鱼籽 45% 中灰 55% 

中灰 鱼籽 25% 中灰 75% 

4.1.6 麻：应为人工梳理线麻和机制盘麻，颜色应为白中微黄、略有光，拉力强、柔软的线麻，不应

使用麻绒、发霉和含有大麻披、麻秸、麻疙瘩的线麻。 

4.1.7 夏布：应使用苎麻纤维织成的布，布丝应柔软、清洁。应根据使用部位选择厚薄、布丝粗细、

孔眼大小。 

4.1.8 入灰光油：也称熟桐油，颜色应为浅棕黄色，清澈透明，无杂质，搅动时有粘稠感。 

4.1.9 土籽：应为干燥的豆粒状或块状。豆粒状应为黑褐色；块状应为褐色。使用前，应碾碎成土籽

面并过 60目箩。 

4.1.10 樟丹：也称红丹、铅丹。颜色应呈橙红色、干燥，无杂质。 

4.2 材料预加工 

4.2.1 熬灰油 

4.2.1.1 熬炼方法：应将土籽面和樟丹粉放入锅内加热搅拌去潮，呈开锅冒泡状，颜色变深潮气消失

后，倒入生桐油继续熬制，应随时搅拌并扬油放烟，油开锅前后颜色由黄中偏红色变驼色至黑褐色，油

温至 180℃时即可试油，成熟后撤火出锅。继续扬油放烟凉后待用。熬灰油材料季节配合比见表 3。 

表3 熬灰油材料季节配合比（重量比） 

季节 
材料 

生桐油 土籽面 樟丹 

春、秋季 100 7 4 

夏季 100 6 5 

冬季 100 8 3 

4.2.1.2 试油方法：应将油滴入冷水碗中，成油珠不散，下沉水底后慢慢返回水面，即可撤火出锅，

油珠不返回水面为过火，应立即撤火出锅。 

4.2.2 发制血料 

4.2.2.1 应使用碎藤瓤子或干稻草揉搓鲜生猪血或牛、羊血，将血块、血丝搓成稀粥状血浆后，加入

清水均匀搅动，待稠度同原血浆后过箩，放置洁净的容器内。应在稀稠适度的血浆内，加入适当浓度的

温石灰水，石灰水占血浆的比例应为 4%～7%，随点随搅动，顺一个方向均匀搅动。放置约 2h，凝固成

微有弹性、黏性的熟血料，即可使用。 

4.2.2.2 初次发制血料，应先试验，按血浆稀稠度调整石灰水的温度、浓度和石灰水的加入量，试验

成熟再批量发血料。其中细灰专用血料要求老嫩适中，其它如捉缝灰等用料可适当老些。 

4.2.2.3 生猪血或牛、羊血在揉搓前不应加水和盐。应在血浆搓好后再加入比例为 15%～20%的清水，

血浆起泡沫时，可滴入适量的豆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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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梳理麻 

4.2.3.1 初截麻：梳麻前，应用斧子剁掉麻根部分，两头拧紧，剁段成肘麻，长度约为 700mm。 

4.2.3.2 梳麻：应将肘麻搭在绳套上，使用麻梳子从根部梳理成细软的麻丝。 

4.2.3.3 截麻：梳好的线麻，应根据柱、枋、隔扇等用麻部位的具体情况确定尺寸剁成段。 

4.2.3.4 择麻：应将梳麻中漏梳的大麻披、麻秸、麻疙瘩以及杂物等清除干净。 

4.2.3.5 弹麻：应使用弹麻杆将麻弹顺、蓬松，干净后，整理成“铺，码放在席上，满 1席后卷捆待

用。 

4.2.4 打油满 

4.2.4.1 地仗油满的油水比：2油 1水、1.5油 1水、1油 1水等，宜使用 1.5油 1水。打油满的重量

比和容积比见表 4。 

表4 打油满材料配合比 

灰油 石灰水 白面 

重量比 容积比 重量比 容积比 重量比 容积比 

150 1.5 100 1 67～75 1 

注：人工或机械打油满时，每150kg灰油其白面用量应控制在67kg～75kg之间。 

4.2.4.2 配制油满： 

a) 调制石灰水：应按每 100kg灰油不应少于 25kg石灰块配制油满。打油满前，应将生石灰块放

入半截铁桶内，泼入清水，粉化后再加入清水搅匀，过 40目铁纱箩即可。石灰水的稠度应以

全覆盖铁锹(黑色金属）呈白颜色为准，石灰水的温度应为 40℃～50℃或以手指试蘸石灰水略

高于手指温度为准。 

b) 打油满：应将底水倒入溶器内，放入定量的白面粉，加入稠度、温度适宜的石灰水，搅拌成糊
状。无疙瘩、颜色淡黄色，即为白坯满时，加入定量的灰油搅拌均匀即成“油满”，将油满表

面倒入盖水待用。底水和盖水占配比的 10%，打白坯满的石灰水约占配比的 90%。 

c) 打油满应按油水配比统一计量配制，不应随意撤油增水或增油撤水，不应胡掺乱兑。 

d) 打油满的底水和盖水应使用配合比之内的石灰水，不应用配合比之外的石灰水。 

e) 使用的灰油，应在打油满前搅匀过 10孔/英寸～12孔/英寸铁筛，并将桶底有沉淀的土籽、樟

丹收刮干净过筛应用，不应用过嫩的及过老的灰油。 

f) 打油满应根据工程进度随用随打，夏季应防止油满结皮、长毛、发酵、发霉。 

g) 灰油皮子在阳光爆晒及夏季闷热高温天气受热易自燃，不应随便乱扔，应随时清除并妥善处理。 

4.2.5 地仗灰料（油灰）配制 

4.2.5.1 应按各部位的地仗做法的灰遍进行配比调制，并符合表 2、表 3、表 4、表 5的要求。地仗灰

料配制时，应根据工程进度随用随调配。 

4.2.5.2 调配细灰时，应使用合格的细灰专用血料。 

4.2.5.3 木构件面麻布油灰地仗材料配合比见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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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木构件面麻布油灰地仗材料配合比 

项目 

油满 
血

料 
砖灰级配 

光

油 

清

水 

生

桐

油 

汽油 
各工序流程的材料配比所对应的 

麻布地仗做法 

容

量 
重量 

重

量 

容

量 
重量 

重

量 

重

量 

重

量 
容量 重量 

两

麻

一

布

七

灰 

两

麻

六

灰 

一

麻

一

布

六

灰 

一

麻

五

灰 

一

布

五

灰 

一

布

四

灰 

四

道

灰

糊

布

条 

支油浆 1 0.88 1     12    ● ● ● ● ● ● ● 

木质槽朽

水锈操油 
        1 3～4 2～3 ● ● ● ● ● ● ● 

捉缝灰 1 0.88 1 1.5 
大籽

0.9 

中灰

0.4 
     ● ● ● ● ● ● ● 

衬灰 1 0.88 1 1.5 
大籽

0.9 

中灰

0.4 
     ● ● ● ● ● ● ● 

通灰 1 0.88 1 1.5 
大籽

0.9 

中灰

0.4 
     ● ● ● ● ● ● ● 

使麻浆 1 0.88 1.2         ● ● ● ●    

压麻灰 1 0.88 1.2 2.3 
中籽

1.3 

中灰

0.7 
     ● ●      

使麻浆 1 0.88 1.2         ● ●      

压麻灰 
1 0.88 1.2 

2.3 
小籽

1.2 

中灰

0.8 
     

●  ●     

1 0.88 1.5  ●  ●    

糊布浆 1 0.88 1.2         ●  ●  ● ● ● 

压布灰 1 0.88 1.5 2.3 
鱼籽

1.2 

中灰

0.9 
     ●  ●  ● ●  

闸中灰线 1 0.88 1.5 2.5 
鱼籽

1 

中灰

1.3 
     ● ● ● ● ●   

填槽灰 1 0.88 1.5 2.3 
鱼籽

1.2 

中灰

0.9 
     ● ● ● ● ●   

中灰 1 0.88 1.8 3.2 
鱼籽

0.7 

中灰

2.2 
     ● ● ● ● ●  ● 

闸细灰线 1 0.88 10 40 
细灰

37.8 
 2 6           

细灰 1 0.88 10 39 
细灰

36.9 
 2 6           

潲生 1 0.88      12    ● ● ●     

注1：此表以传统二麻一布七灰地仗做法材料配合比安排。闸细灰线、细灰的油满比例不应小于10%，不加入油满时

应适量增加光油的比例。麻布地仗做法等级低于此表时，其砖灰级配应根据地仗做法与木件具体情况选择籽

灰目数。 

注2：一布四灰和四道灰糊布条做法，轧中灰线和槛框填心时执行表格中对应的配比，压布条灰执行中灰的配比。 

4.3 主要工具 

配备的工具应包括：铁板、皮子、板子、麻轧子、闸子、长短尺棍、斧子、挠子、铲刀、粗细磨头、

盒尺、剪刀、铁剪子、钳子、鸭嘴钳子、拔搂子、抿尺、灰扒、大小水桶、大小缸盆、大小油刷、油勺、

大小笤帚、把桶、半截大铁桶、铁锹、布、生丝、抽油器、麻袋片、布掸子、大碗、粗细箩、筛子、磨

刀油石、0.5mm～1mm厚度的镀锌白铁、1m长的细竹杆、竹板、铜丝刷、钢丝刷、席子等，1号、1.5号

砂布、砂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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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作业条件 

4.4.1 砍活完成后，应进行核查，发现相关工种遗留问题应及时处理。 

4.4.2 砍活前后的各种线形和尺寸不一致或与设计不一致时，应处理，做好记录并制作成轧子保存。 

4.4.3 天花板砍活前需拆卸时，应核查编号。砍活后需整修加固时以及地仗施工全过程不应损毁号码。 

4.4.4 施工的环境温度不应低于 5℃，相对湿度不宜大于 60%，且通风良好，相邻的土建工程湿作业已

完成并具备一定的强度，室内环境干燥。 

4.4.5 施工部位应干燥。传统油灰地仗，木装修含水率不宜大于 12%，大木构件不宜大于 16%。 

4.4.6 室内外地仗同时施工前，应将固定的门窗扇安装完毕。搭设脚手架前，将大型活隔扇、槛窗、

板门等拆卸后，应在通风良好、防雨淋的地方搭设脚手架并固定，以方便操作为准。拆卸时应编号，地

仗施工全过程不应损毁号码。 

4.4.7 板门、博缝板基层处理前，应拆卸门钉、梅花钉并保存好，以待地仗钻生后安装。山花博缝与

博脊交接处应事先钉好铁皮条或油毡条防止漏雨水后，再进行地仗施工。 

4.4.8 地仗施工前，检查松动的和髙于木材面的铁箍、铆钉等加固铁件，应恢复原位，使其低于木材

面 5mm～10mm。 

4.4.9 施工砍活前，应将铜铁饰件拆卸完毕，按部位记录清楚，并完整无损地保管以便按原位恢复。 

4.5 麻布地仗 

4.5.1 工艺流程 

工艺流程见表6。 

表6 旧地仗清除和新木构件麻布地仗工艺流程 

工 艺 流 程 

麻布地仗做法工艺流程 

一

布

七

灰 

两

麻

六

灰 

一

麻

五

灰 

一

麻

一

布

六

灰 

一

布

五

灰 

一

布

四

灰 

四

道

灰

糊

布

条 

砍

修

八

字

基

础

线 

基

层

处

理 

砍活 1 旧地仗清除、砍修线口，新木构件剁斧迹、砍线口 ● ● ● ● ● ● ● 

撕缝 2 撕缝 ● ● ● ● ● ● ● 

下竹钉 3 下竹钉、楦缝，木件检查及整修、铁件除锈、刷防锈漆 ● ● ● ● ● ● ● 

支油浆 
4 相邻土建的成品保护工作，水锈、木件表面糟朽操油 ● ● ● ● ● ● ● 

5 清扫、支油浆 ● ● ● ● ● ● ● 

捉

裹

掐

闸

八

字

基

础

线 

捉缝灰 
6 捉缝灰、掖、垫、找、裹、贴、补缺、捉闸灰线口 ● ● ● ● ● ● ● 

7 磨粗灰清扫湿布掸净、衬灰 ● ● ● ● ● ● ● 

通灰 
8 磨粗灰、清扫湿布掸净 ● ● ● ● ● ● ● 

9 通灰、（过板子）、拣灰 ● ● ● ● ● ● ● 

使麻 
10 磨粗灰、清扫、湿布掸净 ● ● ● ● ● ● ● 

11 开头浆、粘麻、砸干轧、潲生、水翻轧、整理活 ● ● ● ●    

磨麻 12 磨麻、清扫掸净 ● ● ● ●    

 
压麻灰 13 压麻灰、（过板子）、拣灰 ● ● ● ●    

使麻 14 磨压麻灰、清扫、湿布掸净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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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开头浆、粘麻、砸干轧、潲生、水翻轧、整理活 ● ●      

磨麻 16 磨麻、清扫掸净 ● ●      

压麻灰 17 压麻灰、（过板子）、拣灰 ● ●      

糊布 
18 磨压麻灰、清扫、湿布掸净 ● ●      

19 开头浆、糊布、整理活 ●   ● ● ● ● 

压布灰 
20 磨布、清扫掸净 ●   ● ● ● ● 

21 压布灰、（过板子）、拣灰 ●   ● ●   

闸

鱼

籽

线

胎 

中灰 

22 磨压布灰、清扫、湿布掸净 ●   ● ● ●  

23 抹鱼籽中灰、闸线、拣灰 ● ● ● ● ●   

24 磨线路、湿布擦净、刮填槽灰（用压布灰或压麻灰） ● ● ● ● ●   

25 磨填槽灰、湿布掸净、刮中灰 ● ● ● ● ●  ● 

轧

修

细

灰

定

型

线 

细灰 
26 磨中灰、清扫、潮布掸净 ● ● ● ● ● ● ● 

27 找细灰、闸细灰线、溜细灰、填刮细灰 ● ● ● ● ● ● ● 

磨细灰 28 磨细灰、磨线路 ● ● ● ● ● ● ● 

钻生桐油 

29 钻生桐油、擦浮油 ● ● ● ● ● ● ● 

30 修线角、找补钻生桐油 ● ● ● ● ●   

31 闷水起纸、清理 ● ● ● ● ● ● ● 

注1：表中“●”号表示应进行的工序。 

注2：本表均以下架大木槛框麻布地仗起线所进行的工艺流程设计，上架大木或不闸线的部位应依据实际情况减去

相应的工艺流程。 

注3：一布四灰做法和四道灰溜布条做法进行闸线时，可参照一布五灰做法的工序。 

注4：支条、天花、隔扇、槛窗、栏杆、垫栱板等木装修不进行第3项的下竹钉。 

4.5.2 操作要求   

4.5.2.1 砍活 

4.5.2.1.1 旧地仗清除、砍修线口： 

a) 斩砍俗称砍活，旧地仗清除应用锋利的小斧子，横着木件的木纹斩砍旧油灰皮，砍时用力应均
匀，斧刃与构件夹角成 40°～45°，斧刃以见（触）木为度，每斧间距约 15mm，斧刃应由下至

上从左至右逆木纹砍，砍挠旧地仗清除应做到横砍竖挠、砍净挠白，不应损伤木骨。 

b) 有水锈的部位应将水锈和糟朽的木质挠净见新木。 

c) 楠木构件，应随凹就凸掏着挠净灰垢见新木即可，不应挠伤木骨。  

d) 砍修线口：当槛框混线的规格、尺寸及锓口不符合设计和传统要求时，其八字基础线口宽度及
锓口同“砍线口”工艺要求。 

4.5.2.1.2 新木构件剁斧迹、砍线口： 

a) 新木件表面进行斩砍剁出斧迹，应用锋利的小斧子横着或稍斜木件木纹由下至上，从左至右进
行剁出均匀、深度一致的斧迹。剁斧迹时，斧刃与构件夹角成 45°，用力应均匀，斧迹间距

应为 15mm，木筋粗硬的构件斧迹间距应为 25mm，斧迹深度应为 2mm～3mm，不应漏剁斧迹。 

b) 砍线口：砍修八字基础线，在槛框的看面和进深上弹出墨线，用锋利的小斧子和铲刀，沿槛框
的正侧两面的墨线进行砍修，由下至上、从左至右砍，用力应均匀，砍的深度应应一致，不应

过深。砍一段修平找直一段，槛框交接处的线角应方正、交圈。槛框起混线时砍线口，按槛框

混线线路规格的要求和设计的规格尺寸，确定八字基础线口宽度应是混线规格的 1.3倍，正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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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看面）为混线规格的 1.2倍，侧视面（进深）为混线规格的 1/2。砍线口尺寸见槛框混线

与八字基础线口尺寸见表 5。 

4.5.2.2 撕缝 

应用锋利的铲刀或挠子，将木件表面 2mm以上宽度的自然裂缝，其两侧的硬楞撕挠掉，形成“V”

字形，撕成的缝口应为原缝隙宽度的 1.5倍～2倍，撕缝深度不应少于 3mm～5mm，清除缝隙内的旧油灰

和活动木条及缝口灰迹，大缝大撕，小缝小撕，不应遗漏。 

4.5.2.3 下竹钉 

4.5.2.3.1 制作：应使用锯将厚度不应少于 10mm的干燥毛竹，锯成长为 25mm～40mm的竹筒，用锋利

的小斧子将竹筒劈成 3mm～12mm宽度不等的小竹棍，将小竹棍一头砍削成宝剑头形。 

4.5.2.3.2 操作： 

a) 应在宽度为 3mm以上裂缝处的大木构件上下竹钉。下竹钉时，应按缝隙宽窄度和深度选择竹钉，

将选择的竹钉按 150mm间距插入缝隙中，允许偏差应为±20mm，用小斧子由缝隙两头的竹钉向

中间的竹钉同时下击。1尺左右长的缝隙竹钉不应少于 3个，并列缝隙竹钉应错位，成梅花型，

不应漏下竹钉，不应有松动的竹钉。 

b) 构件截面应小于 200mm×100mm的矩形构件，先下扒锔子后下竹钉，两个扒锔子中间下竹钉，

不应硬撑硬下，竹钉长度约 25mm，扒锔子应剔槽卧平不应高于木件表面。应用 10号～12号铅

丝作扒锔子，扒锔子的长度应为 20mm～25mm，宽窄度应为缝隙宽度的 3倍。 

c) 楦构件的连接缝：应用锋利的小斧子和锋利的铲刀及备齐的干竹扁或干木条，将竹钉之间 10mm

以上的缝隙楦竹扁或楦木条，有翘茬者应钉牢固。楦缝应楦实、牢固、平整，不应高于木件表

面。 

4.5.2.4 支油浆 

4.5.2.4.1 应将砍挠下的旧灰皮及污垢杂物清理干净。在支油浆工序前，应将地仗施工面相邻处的墙

腿子、坎墙、柱门子、夹杆石、抱鼓石、柱顶石等成品的部位进行糊纸保护。糊纸的浆糊应用普通面粉

加清水搅匀加热打成，待凉略加一点羧甲基纤维素溶液浓度为 5%，浆糊稀稠应适度，不应用化学成分

的浆糊和胶粘剂，粘糊纸宽度不应少于 150mm，易污染的砖石墙心应满糊纸。台明、踏步、砖石地面等

相邻部位，刷有粘性的黄土泥浆或用塑料布进行保护。地仗施工中及第一道油漆和粉刷之前，如有脱落

的纸或泥应及时补盖塑料布及补刷黄土泥浆进行保护。油活完成后，应清除保护措施。 

4.5.2.4.2 水锈、木件表面糟朽操油：水锈部位和木件糟朽（风化）部位挠至不掉木残渣后，清扫表

面的灰尘、杂物。涂刷操油 1道，操油配比为生桐油：汽油为 1:1.5～3装入油桶内混合搅拌均匀，用

刷子涂刷水锈和木质糟朽部位表面时，涂刷应均匀，不应遗漏。操油的浓度应根据木质水锈及糟朽（风

化）程度调整，干燥后表面不应结膜起亮。 

4.5.2.4.3 清扫、支油浆：应用小笤帚将木材表面的泥土、灰尘等杂物清扫干净。支油浆时由上至下、

从左至右进行，用糊刷或大刷子顺着木件木纹满刷 1遍，缝隙内应刷到，表面涂刷应均匀，不应遗漏，

不应结膜起皮；不应使用机器喷涂代替手工支浆。 

 

 

4.5.2.5 捉缝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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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5.1 油浆干燥后，应用小笤帚由上至下、从左至右清扫木件表面浮尘，应使用油工铁板操作。

捉灰先上架后下架，从左至右横排进行，捉完一部分再捉另一部分，捉完一步架再捉另一步架。捉缝灰

以整铁板灰捉刮成滚籽灰或靠骨灰，应根据木件表面的缺陷实际情况而定，不宜捉刮成鸡毛灰，不应连

捉带扫荡。技术要点如下： 

a) 捉缝隙时应竖拿铁板横着（垂直）木缝将油灰掖入缝隙，再用铁板角顺缝来回划掖油灰，应掖
实捉饱满再竖着铁板顺缝刮平油灰，并将野灰收净，不应捉蒙头灰。遇竖缝从下至上捉，缝隙

应大于 10mm以上，应掖满油灰后楦入干木条，再用铁板顺缝填灰刮平成整铁板灰，收净野灰、

飞翅。 

b) 捉缝灰还应将木件的檩背子、梁枋滚棱、柱头、柱根等处用铁板裹灰垫平、借圆、找直、找规
矩，柱窝抱肩处的两侧捉裹灰应规矩；木件的边（含与土建成品相邻处）棱角、秧角用铁板补

缺、贴齐、掐直、找规矩；山花结带、道僧帽（挑尖梁）、霸王拳、博缝头等部位残损处用铁

板补缺、贴齐、找规矩，基本随形不应走样；木件表面缺陷处用铁板借垫基本平、直、圆；木

件的铁箍处用铁板捉灰的灰层一次不应过厚；捉好一处随时收净野灰、飞翅，再捉另一处。 

c) 捉上架大木缝隙时，梁、枋合棱处有缝隙应先捉缝，进行闸合棱找直、找规矩，闸合棱应按梁、
枋木件“滚棱”大小找直、找规矩。合棱缺陷大者可先捉裹缺陷再闸合棱，或先进行闸合棱，在
衬灰时用铁板或闸子再将合棱的缺陷处衬垫成型应规矩。闸合棱的闸坯厚度不宜小于 1mm，梁、

枋有明显弯曲、变形缺陷者，其合棱平直度应顺平顺直。 

d) 捉裹灰线口，应用铁板将八字基础线、平口线、梅花线等线口按线形尺寸捉裹成形，并垫找基
本直顺。制作闸子先闸基础线找好规矩，闸线的油灰应稍棒（硬）些，八字基础线口尺寸、锓

口应找准，闸线应直，宽窄一致，线角处应交圈方正不走线型，线脚处拣出线口，不应拣高。

不应增加使麻或糊布以上灰层厚度，槛框口内不应长灰。 

e) 捉隔扇、槛窗缝灰时，用铁板按云盘线、绦环线、皮条线、泥鳅背等线形和心地补缺、贴齐、
找规矩；遇边抹窄的两柱香隔扇，用铁板按木胎线补缺、找规矩，遇边抹较宽的隔扇，用铁板

将两柱香木胎线填平，捉或闸成的泥鳅背应规矩、整齐；井口线先捉裹或闸成八字线口。 

4.5.2.5.2 衬灰 

a) 捉缝灰干燥后，应用 700mm～1000mm长的靠尺板，检查木件的直顺度和平整度及圆度，有偏差

处、或对捉缝灰一次不能成形的部位（如山花结带、霸王拳等）的缺陷进行衬灰。衬灰前先将

缺陷处打磨清扫掸净，大面用皮子抹衬灰进行过板衬垫，小面用铁板衬垫。灰层每次不宜超过

3mm，用楞籽调灰每次不宜超过过 5mm，施工部位应分层、分次衬垫至平、直、圆，山花结带

等衬垫基本成形，收净周边野灰、飞翅；梁、枋合棱处有缺陷者，应用铁板或闸子将合棱衬垫

成型。 

b) 衬灰后，凡闸过八字基础线、平口线、井口线、梅花线的灰干燥后，其心槽处有亏灰缺陷者，
应进行分层填槽衬垫。 

c) 木件个别处有缺陷大者先填灰，再楦入形状大小相似的干木条，并钉牢再填灰捉好刮平。木件
的局部缺陷在楦活、捉缝灰、衬灰时，应达到随木件原形的要求。 

4.5.2.6 通灰 

4.5.2.6.1 磨粗灰（划拉灰）：应用铲刀尖或大钉子扎等方法，检查捉缝灰、衬垫灰的灰层干透后，

应用磨头由上至下、从左至右通磨 1遍，将飞翅、浮籽等打磨掉。对影响通灰质量缺陷的余灰、野灰等

用铲刀铲修整齐。打磨后，用由上而下扫净表面浮灰，再用湿布掸子掸净灰尘，不应遗漏。不应随划拉

灰随通灰。 

4.5.2.6.2 通灰后，应能准确辨认铁箍处拉麻位置。衬灰干燥后，应在铁箍处使麻。麻丝长度应为铁

箍宽度约 2倍，麻丝应顺木纹围绕铁箍与垂直粘麻，再顺麻丝挤浆轧实，干后磨麻出绒再通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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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6.3 通灰前，木件表面的浮尘应事先清扫干净。通灰顺序是先上架后下架，由上而下，由左至

右横排步架进行，通完一步架再通另一步架，通灰工序应掌握“竖扫荡”的技术要点。 

a) 搽灰：应用搽灰皮子抹灰，以灰板长度抹 1板或 2板为宜，搽灰应分两次先造灰后覆灰，抹竖

时应先横后竖，抹横时应先竖后横，覆灰应均匀，不应厚薄不一致。风大时和阳光爆晒部位搽

灰面积不宜过大。 

b) 过板：应使用板子的板口应直顺，凡平面木件应顺着木纹过板，平面木件宽度窄于大铁板长度
时用铁板通灰。上架大木通灰先通上桁条完成后，再通垫板、枋子代柁头和柱头及角梁。过板

时手持灰板过上桁条应上下将灰让均匀，板子在秧内左右稍错、板口由下向上一板刮成、应秧

直面平。抱框上下将灰让均匀，由下向上一板刮平。柱子、枋子及槛过板由左向右将灰让均匀，

由右向左一板刮平。过板中木件缺陷处应松板衬平、找直、借圆。遇木件平、直、圆的表面灰

层厚度，应以滚籽灰成活。圆柱竖板口接头应放在阴面，不应有喇叭口、漏板缺陷。过板要领

是手持灰板应稳、劲始终、倒脚步（架子上倒脚步应准），换手不停板。 

c) 拣灰：拣灰者应横使铁板，将板口与板口之间的接头、野灰用飘浮手法刮平，有划痕、个别漏
板应填灰刮平，板子不易刮到处以铁板刮平，拣净野灰、飞翅。拣粗灰不应拣高，应掌握“粗
拣低”的技术要点。 

d) 大木构件上下架通灰不同步完成时，上架大木柱头处的通灰，应先通到下额枋或下枋子下皮一
铁板长度。 

4.5.2.6.4 隔扇通灰分四步骤操作：  

a) 应用铁板先通樘子心（裙板）云盘线地和海棠盒（绦环板）绦环线地，将心地中填灰刮平，秧
角干净利落。 

b) 应用马口铁制成泥鳅背闸子或两柱香闸子或皮条线闸子闸大边、抹头基础线，闸线前用小皮子
抹灰应来回通造严实，覆灰应均匀。闸线横平、竖直、饱满，拣灰不应拣高，湿拣或干拣线角

处应交圈方正，不应走线型，线路两侧的野灰、飞翅应拣净。闸线时不宜用闸子抹灰造灰，以

防闸子磨损快、易变形。 

c) 宜用毛竹挖修成云盘线和绦环线闸子闸基础线，闸线前用小皮子抹灰应来回通造严实，覆灰应
均匀，闸线时轧直线应直，闸弧线应流畅，线路宽窄一致，肩角和风路应均称，线肚高为线底

宽的 40%，拣净野灰、飞翅。 

d) 应用铁板将边抹的五分、口、碰头、门肘刮平，裹圆，秧角、棱角整齐。 

4.5.2.7 使麻 

4.5.2.7.1 磨粗灰（划拉灰）：通灰干燥后，遇通灰表面有龟裂时，用铁板补刮通灰将龟裂填平，补

灰干燥后，用磨头由上至下、从左至右进行通磨 1遍，将飞翅、浮籽打磨掉，有余灰、野灰用铲刀铲修

整齐。打磨后用小笤帚将表面浮灰清扫干净，随后再用湿布掸子掸净灰尘，不应遗漏。 

4.5.2.7.2 使麻分六个步骤进行，开头浆→粘麻→砸干轧→潲生→水翻轧→整理活。应根据木构件、

木装修部位的不同和施工面积的大小确定使麻的人员。使麻前应事先准备好符合使麻要求的成铺的线

麻，放在使麻的地点。使麻顺序是先上架大木后下架大木，从上而下，由左至右横排步架进行，使麻完

成一步架再进行另一步架直至使麻完成。使麻工序操作不宜戴手套，操作前可将双手打肥皂晾干。使麻

的麻轧子后尾应打眼拴绳，操作时应套在手腕上。 

a) 开头浆：头浆应正兜反甩通长轻顺均匀，应先拉当少开，选秧多节点，浆匀浸麻面，便于水轧
整理。气候干燥和刮风时不应多开。 

b) 粘麻：应在开好头浆的位置粘麻，按木件的木纹横粘麻丝。麻丝应与木件节点缝交叉垂直，麻
丝不应顺木纹和顺缝粘，柁头、檩头等断面均宜粘乱麻，粘麻应拉秧、拉节点，拉拼接、拉连

接木件，木件粘麻的麻应搭粘在与不使麻的连接仔屉边、雀替边、楣子边、正心栱的缝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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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度不应少于 20mm。木件粘麻的麻丝应搭粘在与不粘麻的连接木件相应粗灰上，宽度不应少

于 50mm。粘麻数量应以定额为准。横木件拿麻由上向下甩麻尾，折按时随时薄厚抻匀，亏补

打找。竖木件拿麻向左甩麻尾，随之将麻尾按住前，放松纵折，随时薄厚抻匀，亏补打找。 

1) 上架大木粘麻按部位分六步骤： 

步骤 1：上桁条、垫板、柱头与（含挑尖梁头）柁帮，柁底节点处粘麻。 

步骤 2：先粘裹柁头麻再裹粘柁底至柁帮麻，挑尖梁头粘裹麻的麻应应上裹棱。 

步骤 3：柱头与下枋子抱肩处或与霸王拳粘麻拉接。 

步骤 4：上桁条与垫板粘麻或与压斗枋粘麻拉接其麻丝应裹底口。 

步骤 5：下枋子或小额枋裹粘麻，遇有上槛应同时粘麻拉接；坐斗枋粘麻的麻应应裹上灰

棱，麻丝应搭粘在额枋合棱上，大额枋与垫板同时粘麻拉接。 

步骤 6：仔角梁和老角梁粘裹麻。当上下架大木使麻不同步完成时，上架大木柱头处使麻，

应使到下额枋或下枋子下皮处不应少于 50mm。 

2) 下架大木粘麻应先粘上槛后粘腰槛的麻到柱秧，粘上槛和腰槛的麻，麻丝应搭粘在间柱上。
粘柱子抱框和间柱的麻，粘风槛和下槛的麻到柱秧，粘风槛的麻，麻丝应搭粘在踏板上。

粘柱子抱框的麻，每步架先使柱子抱框的麻时，应先粘好抱框与上槛、腰槛、下槛和风槛

节点缝的麻，粘接点缝的麻丝应顺抱框木纹拉接，再粘柱子抱框的麻其麻丝应裹框口和粘

踏板麻应裹边口。当粘框、槛、间柱的麻时，麻应搭粘在横披窗仔边框缝灰上和死隔扇死

槛窗仔边抹缝灰上。 

3) 隔扇粘麻分四步骤：粘大边麻裹口拉抹头；粘抹头麻；粘云盘线的麻和粘绦环线的麻；粘
心地麻。隔扇边抹粘麻的麻应搭粘在仔屉边抹缝灰上及死扇过秧处。隔扇粘麻的麻丝长度，

应分别按边抹、云盘线、绦环线、心地的尺寸截麻，边抹的麻丝长度应让出裹 5分拉秧的

尺寸。 

c) 砸干轧：应粘好一段麻，再在粘好的麻上用麻轧子砸横木件。横着麻丝由右向左先顺秧砸，后
顺边砸，再砸大面，砸竖木件时横着麻丝由下向上顺秧砸，边和秧砸好，最后砸大面横着麻丝

砸，逐次砸实以挤出底浆为度。不应先砸大面后砸秧角处否则易出现抽筋、崩秧缺陷。遇边口、

墙身、柱根等用手拢着麻应往里砸，随砸随拢不应窝边砸，砸干轧时遇有麻披、麻秸、麻梗、

麻疙瘩等杂物应择出。刮风时应紧跟粘麻者，快速砸秧砸边棱砸中间，防止将麻刮走。 

d) 潲生：砸干轧后有干麻处应潲生。用糊刷或大刷子蘸生顺麻刷在砸干轧未浸透麻层的干麻上，
以不露干麻为宜，洇湿闷软浸透干麻与底浆结合后，应水翻轧整理活。潲生不可过大，应轧实

轧平。不宜用头浆潲生，不应有麻包。不应用头浆加水代替生使用。 

e) 水翻轧：水翻轧时应“横翻顺轧”。水翻轧者应用麻轧子尖或麻针横着麻丝波动将麻翻虚，用
干麻、干麻包随时补浆浸透，并将麻丝拨均匀，麻薄漏籽处应补浆补麻，随后用麻轧子将翻虚

的麻，从秧角着手轧实后，顺着麻丝来回擀轧至大面，挤净余浆轧密实、轧平整。轧不倒的麻

披、麻梗应用麻针挑起抻出。局部囊麻层和仰角窝浆处可补干麻或用干麻蘸出余浆再进行擀轧

挤净。 

f) 整理活：水翻轧后应用麻轧子复轧（擀轧）1遍，复轧过程中检查、整理麻层中的缺陷，秧角

线棱出现浮翘麻，应整理轧实。囊麻层处、秧角窝浆处应整理挤净轧实轧平。露籽、脱截处应

抻补找平轧实。麻疙瘩、麻梗、麻缕应整理轧平，抽筋麻应抻起落实再轧实，柱根处线麻应离

开柱顶石 20mm～30mm。使麻后，麻层应密实平整，麻层厚度应为 1mm～2mm，不应少于 1mm。

麻层整理好后多余的浆应擦净，不应将麻层表面涂刷头浆。 

4.5.2.8 磨麻 

使麻后，应放置 2d即可磨麻，麻层不结实不应磨麻，麻层应在九成干时磨麻，磨麻应出麻绒。磨



DB11/T 889.3—2014 

13 

麻应先上后下，由左至右横排步架。应用磨头平直的小面横着麻丝磨寸麻，将浆皮磨破断斑、起浮绒，

不应遗漏。长磨麻不应断斑、出浮绒。遇长麻坯或抽筋麻时，应用铲刀割断，不可用手拽。遇空鼓、崩

秧处，应用铲刀割断挑开处理清净补浆补麻，磨麻不应磨断麻丝。磨麻后，应按先上后下、由左至右将

表面的浮绒、浮尘清扫干净。风吹晾干 1d～2d后，再进行下道工序。 

4.5.2.9 糊布 

4.5.2.9.1 工艺流程：开头浆→糊布→整理活。 

4.5.2.9.2 开头浆前，应扫净木件通灰或压麻灰表面的浮尘。糊布应按先上架大木后下架大木，从上

而下，由左至右横排步架，完成一步架再进行另一步架。糊布不宜戴手套。操作要求如下： 

a) 开头浆：应由左上方向右开浆，正兜反甩、通长轻顺应均匀。开浆者应按糊布要求开浆，应依
据糊布速度开浆，不应多开。气候干燥和刮风时，不应多开。 

b) 糊布：糊布者应先用剪子将布幅的硬边剪掉，再根据布幅宽度按木件长短宽窄裁剪。糊布时，
应将布粘糊在头浆上，放正位置，拉秧角缝、拉节点缝、拉拼接缝、拉连接木件缝，棱角、线

口应裹布糊，圆柱应缠绕糊布。木件糊布应顺木纹，不应有出现对接缝和搭槎。秧角、棱角、

线口处不应出现对接缝和搭槎，木件糊布应搭粘在与不糊布的连接木件相应性质的粗灰上，其

宽度不应少于 30mm。 

c) 整理活：应用硬皮子将底浆挤净刮平，布面压实平整，粘糊应严实牢固不翘边、不露籽灰，宽
度不应大于 3mm，不应露白（布面无浆迹）、空鼓。对接缝应严紧，不应搭槎。秧角应严实，

不应窝浆、崩秧等。整理好布面后，应擦净多余的浆。 

4.5.2.10 磨布 

    糊布后应放置 2d，待布层九成干时可磨布。磨布应先上后下、由左至右横排步架，应用磨头将浆

皮磨破断斑、微有浮绒，不应磨破布层或遗漏。遇空鼓、崩秧处，应用铲刀挑割开处理清净补浆补布。

磨布后应先上后下、由左至右横排步架将表面的浮绒、浮尘清扫干净。磨布后应在 1d～2d后，再进行

下道工序。 

4.5.2.11 压麻灰或压布灰 

4.5.2.11.1 压麻灰前，应扫净木件表面的浮绒、浮尘。压麻灰顺序应为先上架后下架，由上而下、由

左至右横排步架进，压完一步架再压另一步架，压麻灰工序应为“横压麻”： 

a) 搽灰：应用搽灰皮子抹灰，以灰板长度抹 1板或 2板为宜，抹灰应分 2次，先造灰后覆灰。抹

竖时，应先横后竖。抹横时，应先竖后横。应使灰与麻绒揉在一起，覆灰应均匀，不应厚薄不

匀。风大时和阳光曝晒部位搽灰面积不宜过多。 

b) 过板：应使用板子的前板口，厚度宜在 3mm，并应直顺。过板时，应顺着麻丝刮滚籽灰厚度，

不应檩、柱的横板口与通灰的板口位置错开，不应重叠板口。过檩、垫、枋应上下将灰让均匀，

平稳的由枋子（小额枋）仰面向上一板刮平，合棱裹直，再由垫板刮到檩（大额枋）秧停板，

左右微错板口切直檩秧，向上一板刮平。过柱子、抱框板子垂直由左向右将灰让均匀，再由右

裹切框口（或线口）向左刮到右柱秧稍停板，上下微错板口切直柱秧，再裹刮柱子到左柱秧稍

停板，上下微错板口切直柱秧，刮到左框口（或线口）裹切成活。圆柱竖板口接头应放在阴面。

过板应平、直、圆，不应有喇叭口、漏板缺陷。过板要领是手应稳、倒脚步（架子上倒脚步应

准），换手不停板。 

c) 拣灰：应横使铁板，将板口与板口之间的接头、野灰用飘浮手法刮平，划痕、漏板应填灰刮平，
板子不易刮到处应以铁板刮平，拣净野灰、飞翅。拣灰应符合“粗拣低”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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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11.2 隔扇压麻灰或压布灰应分两步骤岔开进行操作： 

a) 应用铁板顺着麻丝压樘子心（裙板）云盘线地和海棠盒（绦环板）绦环线地，将心地中填灰刮
平，拣净野灰、飞翅。再用大铁板顺着麻丝将大边、抹头滚籽裹刮平，线角处交圈方正，秧角、

棱角整齐干净利落，线型不走样。 

b) 应用毛竹挖修成云盘线、绦环线闸子和闸基础线，直线应直顺，曲线应流畅，线路饱满宽窄一
致，肩角和风路应匀称。 

4.5.2.12 中灰 

4.5.2.12.1 磨粗灰（划拉灰）：灰层干燥后，压麻灰或压布灰表面龟裂缺陷处，应采用同配比的油灰

用铁板来回刮平。干燥后，用磨头由上至下、从左至右通磨 1遍，将飞翅、浮籽打磨掉。用铲刀铲修余

灰、野灰。在打磨过程中，遇发虚声音的部位，应用铲刀将干麻包挖开，处理干净补灰。打磨后，由上

而下清扫表面浮灰，用湿布掸子掸净灰尘，不应遗漏。各种线口由闸线者细致穿磨。 

4.5.2.12.2 中灰前，应扫净木件表面的浮尘，按先上架后下架，由上而下、由左至右横排步架，中完

一步架再中另一步架，柱子中灰工序应符合“连根倒”的要求： 

a) 上架大木中灰应分两步骤岔开操作：中圆木件应用硬皮子由上至下、从左至右，应攒刮上桁条
中灰，去抹回收，接头处的灰层不宜重复。后攒刮柱头中灰，不应有皮柳，不应长灰，灰层厚

度以鱼籽灰粒径为准，收净野灰、飞翅；平面木件应横着用铁板直刮，应一去一回克骨刮平，

拣净野灰、飞翅。秧角、棱角干净整齐落，合棱处可根据缺陷过中灰闸子或用硬皮子攒刮中灰。 

b) 下架大木起线（装饰线）分三个步骤岔开进行操作： 

1) 闸鱼籽中灰线的部位应制作闸子，中灰线（粗灰）闸子的线形、尺寸应小于细灰 1mm～2mm，

混线、平口线正、反闸子对口应一致。闸线（混线、平口线、井口线、梅花线）干后填槽。

搽灰用皮子抹灰，应抹严造实，覆灰应薄厚均匀，用闸子将灰让均匀，靠长于闸线长度的

尺棍，试闸找准锓口位置，固定尺棍稳住手腕一气闸成。闸鱼籽中灰框线胎应三停三平，

线肚许低不应高，锓口正视面宽度为线口宽度的 90%，平口线、井口线符合木作规制，梅

花线肚大小应均称一致，表面饱满、直顺，无明显接头。拣灰用铁板随时拣净野灰、飞翅，

湿拣或干拣线角方正、随线形，线脚处规矩，应拣低不应拣高。 

2) 槛框、支条、梅花柱子经闸线胎干后，不应有横裂纹，中间不平应填槽，填槽灰厚度为
lmm以上时，应调整砖灰级配的粒径。用皮子抹灰抹严造实，覆灰应薄厚均勻，再用灰板

刮灰填平，支条用铁板抹严刮实再填灰刮平，灰不应厚，以防出龟裂纹。填槽灰干燥后，

用磨头块穿磨平整，扫净浮灰 ,湿布掸净。 

3) 中灰前，应扫净表面浮尘，用湿布掸净。平面木件横着使用铁板，由下往上直刮一去一回
克骨刮平，拣净野灰、飞翅，秧角、棱角整齐干净利落。圆柱用硬皮子由下往上连根倒攒

刮中灰，接头应错开细灰的预留接头，灰层厚度以鱼籽灰粒径为准。 

c) 隔扇槛窗边抹需闸皮条线、两柱香时，应制作闸子，粗灰闸子线形、尺寸应小于细灰线闸子
1mm。搽灰用皮子抹灰，应抹严造实，覆灰应薄厚均匀；闸两柱香时应靠长于轧线长度的尺棍，

用闸子让灰均匀后试闸找准位置，固定尺棍稳住手腕一气轧成，应横平、竖直、饱满；拣灰用

铁板随时拣净野灰、飞翅，湿拣或干拣线角处应交圈方正、随线形，应粗拣低不应拣高。线胎

与压麻灰（压布灰）粘接牢固，不应有明显接头及错位、断条、线角倾斜等缺陷。 

1) 隔扇、槛窗边、抹两侧有窝角线中间为平面时，先闸卧角中灰线，干后磨光清扫干净，再
进行中间平面的中灰，横着使用铁板直刮中灰，应一去一回克骨刮平，拣净野灰、飞翅，

棱角整齐。 

2) 应用铁板中樘子心（裙板）云盘线地和海棠盒（绦环板）绦环线地将心地和五分克骨刮平，
拣净野灰、飞翅，棱角、秧角整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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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应用毛竹挖修成云盘线和绦环线闸子，闸中灰线胎，直线应直顺，曲线应流畅，线路饱满
宽窄一致，肩角和风路应均称，拣净野灰、飞翅。 

4) 隔扇槛窗边、抹闸皮条线、两柱香干燥后，应用磨头通磨清扫干净，用大铁板克骨裹刮两
柱香两侧泥鳅背及大边口，拣净野灰、飞翅，棱角、秧角整齐。 

4.5.2.13 细灰 

4.5.2.13.1 磨中灰（划拉灰）：灰层干燥后，中灰表面龟裂纹缺陷处，应用铁板刮中灰来回刮平。干

燥后，磨灰者应用磨头由上至下、从左至右进行透磨 1遍，接头处穿磨平整，各种线路、线口、线角等

处由闸线者细致穿磨平整，并修整规矩整齐，不应有缺陷影响闸细灰线。打磨后，由上而下、从左至右

扫净表面浮灰、浮尘，用糊刷或大刷子支水浆 1遍或用湿布掸子掸净灰尘，不应遗漏。 

4.5.2.13.2 细灰前，由上而下，从左至右清扫木件表面浮尘，再按顺序用湿布掸子掸净灰尘，不应遗

漏。闸细灰线的细灰应稍棒些，增加细灰面 1个配比。细灰应先上架后下架，由上而下、由左至右横排

步架，细完一步架再细另一步架。每次细灰的面积不宜过多，细的面积干燥后，磨细钻生。细灰工序应

符合“细灰两头跑”和“细拣高”的要求： 

a) 上架大木细灰分四步骤岔开进行操作 

1) 找细灰：应用铁板进行找细灰，由上而下，从左至右裹贴檩背子和裹细檩头边棱及贴檩仰，
裹细柱头边棱和柱窝及裹细枋子、梁、额枋抱肩，贴细角梁边棱、压斗枋、坐斗枋边棱等，

矩形小木件应隔一面细一面，找细灰薄厚应为 1mm～2mm，不应有龟裂纹。上下架大木不

应同步完成时，小额枋或下枋子下皮应裹贴一铁板。 

2) 闸合棱（滚棱）、棱角：搽灰用皮子抹合棱灰、抹严抹实、覆灰饱满均匀，用闸子将灰让
均匀，再稳住手腕闸合棱，一气轧成。拣灰用铁板拣净两侧余灰。轧合棱应随木件滚棱大

小直顺规矩，细灰薄厚应为 1mm～2mm。柁头、坐斗枋、挑尖梁头、角梁、将出头等棱角

不可找细灰，应用闸子轧棱角，干后细大面。 

3) 溜细灰：应用细灰皮子溜上桁条细灰，根据开间大小分两皮子活、三皮子活等。开间的上
桁条溜细灰留一个接头时，为两皮子活。溜细灰时，先溜左边的细灰，后溜右边的细灰，

接头应放在偏中。开间为 4 m以上的上桁条溜细灰留两个接头时，为三皮子活，采取“细

灰两头跑”的操作方法。先溜中间的细灰，再溜两头的细灰；先溜两头的细灰，后溜中间

的细灰。上桁条和柱头溜细灰时，从左插手，一去一回将细灰抹严抹实，不应拽灰、代响，

覆灰均匀让滋润再收灰成活，细灰薄厚应为 1mm～2mm，不应有蜂窝麻面、砂眼、扫道（划

痕）、龟裂纹。不应有空鼓、脱层、裂纹等缺陷。 

4) 填刮细灰：平面木件大于大铁板时用灰板细灰，抹灰由上至下，由左至右，用皮子通长一
去一回抹灰，抹严抹实，覆灰均匀，不应拽灰、带响。过额枋或下枋子时，左右坡着板口

将灰让滋润均匀后，由右向左垂直戳起板口，用力均匀一板刮平，过板中不应松劲停顿。

拣灰用铁板飘浮轻抿板口接头，有扫道、砂眼补灰轻抿， 应细拣高不应拣低，并将合棱、

柱秧等处野灰、飞翅拣净。凡平面木件小于大铁板时用铁板细灰、由左插手，由右向左来

回将细灰抹严刮实后，在填灰覆匀让滋润后，由左向右刮细平整，将野灰、飞翅拣净，细

灰应与中灰结合牢固，细灰薄厚应均匀（1mm～2mm)，不应有蜂窝麻面、砂眼、扫道（划

痕）、大面不应有龟裂纹，不应有空鼓、脱层、裂纹等缺陷。 

b) 下架大木细灰分四步骤岔开进行操作：即找、闸、溜、填，找细灰和闸细灰线同步进行，找细
灰和闸线灰干后，再前后分别进行溜细灰，填细灰。 

1) 闸细灰线应制作闸子、再闸线（混线、平口线、井口线、梅花线）、后填槽。闸混线操作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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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抹灰应根据闸线使用的闸子种类，采用不同的操作方法。采用铁片闸子时，应从左框
上至下用小皮子抹灰，再由左上至右转圈抹下来。采用竹闸子时，应由左框下至上抹

灰，再从左上至右转圈抹下来。用小皮子抹灰，应抹严抹实，覆灰饱满均匀。应与闸

线者配合抹灰，细灰抹多少应闸多少，不可多抹。 

(2) 闸线应带灰碗、清水桶，应将闸子的内线膀膀臂卡住框口，坡着闸子让灰，让灰均匀
后靠尺棍，闸子在尺棍的上端和下端找准锓口后，固定尺棍。由上戳起闸子稳住手腕

向下拉闸子一气闸成，再由上槛或腰槛向右转圈至右框闸下来；使用传统竹闸子闸线

时，应由左框下起手，将闸子大牙卡住框口，坡着闸子让灰，从左框下戳起闸子稳住

手腕向上提闸子一气轧成，再由上槛或腰槛向右转圈至右框闸下来。槛框闸线的线路

锓口应一致，交圈方正。 

(3) 拣灰用铁板将闸过线路两侧的野灰和飞翅刮净，不应碰伤线膀肩角；拣线角分“湿拣”
和“干拣”。湿拣线角用小铁板，在未干的槛框两条线路交接处，填灰飘浮刮平线角

的外线帮，再用小铁板顺着线路由外线膀以 45°角向里线膀斜顿拣角，然后顺着线路
由里线膀以 45°角向外线膀斜顿拣角，线角处应随线路的线形。干拣线角应在所有线
路轧完干燥后，进行拣线角，方法同湿拣，应“细拣高不应拣低”。 

(4) 轧细灰混线见混线规格尺寸参照表 7，表面应饱满、直顺，线角交圈方正，曲线自然

流畅，肩角匀称。隔扇的云盘线、两柱香的线肚高为线底宽的 40%，允许偏差应为±5%；
混线应“三停三平”、正视面宽度为线口宽度的 90%,允许偏差±3%；梅花线应为柱径
的 1/10，线肚匀称；平口线应为槛框宽度、厚度的 1/10；皮条线总宽度应为 4份，

两侧窝角线尺寸之合与凹槽尺寸相等，两个凸平面尺寸应为皮条线总宽度的 2/4，凹

槽尺寸应为皮条线宽度的 1/4、允许微小于 1/4。不应有错位接头、断条、龟裂等缺

陷。 

2) 找细灰：应由上而下，从左至右用铁板进行贴柱秧、角柱边、八字墙柱边、裹柱根、细踏
板棱等，找细灰薄厚应均匀控制在 1mm～2mm，不应有龟裂纹。 

3) 溜细灰：溜圆柱子细灰应按“细灰两头跑”的操作方法，先溜膝盖以上至手抬高处细灰，
待此段细灰沏干时，分别溜柱子的上段（上步架子）细灰和柱根处（膝盖以下）的细灰。 

(1) 溜细灰时用搽灰皮子由圆柱里面插手（看前皮口收灰时），由左至右抹灰，应上过顶、
下过膝、上下打围脖，通长一去一回将细灰抹严抹实，覆灰均匀，不应拽灰、代响。 

(2) 收灰者紧随抹灰者后面，由左至右用细灰皮子，将灰让滋润均匀。竖收灰腕子稳、蹲
膝、坐腰看前皮口应直。溜细灰的接头与中灰接头位置应错开，竖接头或半皮子活不

应放在檐柱明显处，金柱应放在柱秧处，溜细灰薄厚应均匀控制在 1mm～2mm，细灰

应与中灰结合牢固，不宜有明显蜂窝麻面、砂眼、扫道，大面及明显处不应有龟裂纹，

不应有空鼓、脱层、裂纹等缺陷。 

4) 填槽细灰，平面木件尺寸大于大铁板时用灰板细灰： 

(1) 抹灰应由上至下，由左至右，用皮子通长一去一回将细灰抹严抹实，覆灰均匀，不应
拽灰、带响。 

(2) 过抱框时，应上下坡着板口将灰让滋润均匀后，由下向上平着戳起板口，用力均匀一
板刮成，过板中不应松劲停顿。 

(3) 拣灰用铁板飘浮轻抿板口接头，应有扫道、砂眼补灰轻抿，并将线路、柱秧等处野灰、
飞翅拣净。 

(4) 踏板、上槛、腰槛、风槛宽度窄于大铁板长度时，应用铁板细灰，由左插手、由右向
左来回将细灰抹严刮实，再填灰让滋润均匀后，由左向右细刮平整，将野灰、飞翅拣

净。用铁板细平面木件时，应用皮子抹灰铁板细刮平整。细灰应与中灰结合牢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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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平整，细灰薄厚应为 1mm～2mm,不宜有明显蜂窝麻面、砂眼、扫道，大面及明显处

不应有龟裂纹，不应有空鼓、脱层、裂纹等缺陷。 

c) 隔扇细灰分三步骤岔开进行操作：细灰应稍棒（硬）些。云盘线、绦环线闸中灰线时较规矩，
在无阳光暴晒时许用布条勒闸，应防止龟裂纹。 

1) 隔扇槛窗边、抹需闸皮条线、两柱香、泥鳅背时，应制作闸子： 

(1) 抹灰应用皮子抹灰，应抹严造实，覆灰薄厚均匀； 

(2) 闸两柱香时，应靠长于闸线长度的尺棍，用闸子让灰滋润均匀后试轧找准位置，固定
尺棍稳住手腕一气轧成； 

(3) 拣灰应用铁板随时拣净野灰、飞翅，湿拣或干拣线角处应交圈方正、随线形，应细拣
高不应拣低。细灰线应与鱼籽中灰线胎粘接牢固并符合线形要求。不应有明显接头及

错位、断条，线角倾斜等缺陷。隔扇、槛窗边、抹两侧有窝角线中间为平面时，先闸

卧角细灰线，干后用铁板将表面飞翅轻碰刮掉，再进行中间平面的细灰，横着使用铁

板来回将细灰抹严刮实，再填灰让滋润均匀再刮细凭证，直切棱角应整齐，细灰薄厚

应均匀不应少于 1mm，拣净野灰、飞翅。 

2) 闸细灰线应用毛竹挖修成云盘线和绦环线闸子，直线应直顺，曲线应流畅，线路饱满宽窄
一致，肩角和风路应均称，拣净野灰、飞翅。 

3) 应用铁板细樘子心（裙板）地、云盘线地和海棠盒（绦环板）绦环线地，应将心地和五分
及边口细好刮平，拣净野灰、飞翅，棱、秧角整齐。隔扇、槛窗细灰不应有明显蜂窝麻面、

砂眼、扫道。大面及明显处不应有龟裂纹，不应有空鼓、脱层、裂纹等缺陷。  

4.5.2.14 磨细灰 

4.5.2.14.1 磨细灰用细磨头块，表面平整、两个侧面棱角直顺、整齐，依据木件面积选用大小尺寸。 

4.5.2.14.2 磨细灰应由下至上、从左至右横排步架磨，并应符合“长磨细灰”的要求。先轻磨再穿磨

硬浆皮直至断斑后，透磨（不应露籽）应横穿竖磨或竖穿横磨。大平面可斜穿、圈磨 1遍。然后再顺木

件穿直、平。圆木件表面穿磨断斑后，应随磨随以手感找圆、平、直。应做到接头穿平，秧角穿磨找直

顺，棱角穿磨整齐、方正，五分穿磨宽窄一致。 

4.5.2.14.3 线口处应先磨好线口两侧，再用麻头磨线口。各类线型的线口尺寸，肩角、线肚及山花结

带纹饰不应磨缺走样变形。 

4.5.2.14.4 磨细灰应表面应平、直、圆、光滑，不应碰伤棱角、线口，大面及明显处不应有龟裂纹、

接头、漏磨、露籽、划痕等缺陷，不应有空鼓、脱层、裂纹等缺陷。 

4.5.2.15 钻生桐油 

4.5.2.15.1 钻生桐油应以丝头或刷子蘸生桐油搓涂或刷涂。磨好的细灰不应晾放，磨好一段应钻好一

段。钻生时，其他部位磨细灰落下的粉面应随手清扫干净，搓刷生桐油由下至上，从左至右，应搓刷均

匀，连续钻透细灰层，不应间歇。钻生桐油后表面应颜色一致。遇细灰未干处和未磨的细灰交接处及线

口，应闪开 10mm～20mm。室内钻生后应通风良好，不应有遗漏、龟裂纹、裂纹等缺陷。生桐油内不应

掺兑稀释剂及其它材料，不应喷涂法操作。 

4.5.2.15.2 钻完的生桐油部位，应在当日内应用麻头通擦 1遍，并将浮油和流痕擦净，不应有漏擦、

挂甲等缺陷。 

4.5.2.15.3 修整线角与线形，应在地仗全部钻生七八成干时，用斜刻刀对所闸线形的肩角、拐角、线

角等处进行修整。对槛框交接处的线角修整，需用斜刻刀和规格 2寸半的铁板应直顺、方正。将铁板的

90°角对准槛框交接处横竖线路的外线膀肩角，用斜刻刀轻划 90°角白线印。再用斜刻刀在方形的白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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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内按线型修整。先修外线膀找准坡度和 45°角，再修内线膀坡度和 45°角，最后修圆线肚接通 45°角。
线角的线路交圈方正、平直，线形和纹饰处应修整规矩，全部修整后应对修整处进行找补生桐油。 

4.5.2.15.4 应将柱顶石清理干净，将墙腿子、槛墙、柱门子等糊纸处，进行闷水起纸、清理干净。踏

板下棱不整齐者，用铲刀和磨头铲修整齐穿磨直顺。 

4.5.3 各灰遍工序的闸线操作要求 

4.5.3.1 地仗工程的下架槛框起混线时，线路规格尺寸应以明间立抱框的面宽或大门门框的面宽，同

时参考柱高和建筑面阔。立抱框的宽度应距地 1200mm处为准。 

4.5.3.2 地仗工程施工，下架槛框需起框线时，槛框线路的规格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文物古建筑槛框线路规格应符合文物原貌。 

b) 抱框面宽尺寸较窄时，槛框线路的规格尺寸做适当调整。遇此种情况时，其槛框线路规格尺寸
均以 80mm框面/20mm框线为基本模数，抱框面宽尺寸按每增 10mm，其框线宽度应增宽 1mm。 

c) 槛框线路规格应结合建筑的主次协调框线宽度。 

d) 各间的上槛、小抱框、小间柱及中槛的上线路的规格尺寸，应于立抱框的规格尺寸一致，迎风
板（走马板）和象眼等四周另起套线的规格尺寸，应略窄于立抱框的线路规格。 

e) 槛框混线均以大木彩画主线路饰金为起混线和贴金的依据。古建槛框混线与八字基础线尺寸见
表 7。 

表7 槛框混线与八字基础线口尺寸对照表                                                               

项目 

混线宽度与锓口 

mm 

八字基础线口宽度与锓口 

mm 

线框规格 正视面 侧视面 基础线 正视面 侧视面 

明间抱框宽度 

128 20 18 7 26 24 

157 23 21 9 30 27 

176 25 23 10 33 30 

205 28 25 11 36 33 

224 30 27 12 39 36 

253 33 30 13 43 40 

272 35 32 14 46 42 

301 38 35 15 49 45 

320 40 37 16 52 48 

349 43 40 17 56 52 

368 45 42 18 59 54 

注1：表中抱框宽度尺寸，以清营造尺（折320mm）为推算单位。线型正视面尺寸为看面尺寸，侧视面尺寸为进深的

小面尺寸。 

注2：木框架结构的混线规格尺寸应参考和运用表中尺寸，既能避免大量的剔凿或斩砍，又能确保结构和地仗油饰

的质量。 

4.5.4 修补一麻五灰地仗操作工艺 

4.5.4.1 修补一麻五灰地仗工艺流程见表 6。 

4.5.4.2 旧地仗局部斩砍保留麻层或压麻灰层时，应用小斧子颠砍局部旧地仗的龟裂，按龟裂的深度

颠砍，龟裂深度于压麻灰层应颠砍到麻面，颠砍用力应均匀，以斧刃触压麻灰为度，再用挠子逐步将旧

压麻灰基本挠净，砍挠不应损伤麻面，基本平整，边缘砍出坡口；龟裂深度于中灰层或细灰层应颠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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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麻灰层，颠砍用力应均匀，以斧刃触中灰为度，再用挠子逐步将旧中灰或细灰挠净，砍挠不宜损伤压

麻灰，基本平整，边缘砍出坡口；斩砍旧地仗表面的裂缝、节点裂缝、脱层、翘皮，颠砍用力应均匀，

以斧刃见（触）木为度，裂缝底宽度不应少于 60mm，并将边缘砍出坡口（灰口），砍挠到位不留松软

灰皮，砍净挠白无灰迹，不应损伤木骨；砍挠后将表面清扫干净。 

4.5.4.3 砍挠裂缝、脱层、翘皮处，未撕缝隙、竹钉松动丢失，应进行撕缝、补下竹钉应符合麻布地

仗各条中相应操作工艺要求。 

4.5.4.4 支油浆操作工艺应符合麻布地仗各条中相应操作工艺要求。 

4.5.4.5 灰口处支油浆干后，进行找补捉缝灰、通灰操作工艺应符合麻布地仗各条中相应操作工艺要

求。 

4.5.4.6 局部保留麻层有砍断麻层处和裂缝灰口内找补通灰干燥打磨扫净后，找补使麻操作工艺应符

合麻布地仗各条中的相应操作工艺要求。 

4.5.4.7 磨麻操作工艺应符合麻布地仗各条中相应操作工艺要求。局部保留麻层和裂缝灰口内进行压

麻灰操作工艺应符合麻布地仗各条中相应操作工艺要求。局部保留的压麻灰层支油浆干后，进行捉缝灰

操作工艺应符合麻布地仗各条中相应操作工艺要求。 

4.5.4.8 中灰、细灰、磨细灰、钻生桐油的操作工艺应符合麻布地仗各条中相应操作工艺的要求。 

4.5.5 支条旧地仗清除和节点使麻（糊布）四道灰操作工艺 

4.5.5.1 支条节点使麻或糊布条四道灰工艺流程见表 6。 

4.5.5.2 旧地仗砍挠清除和新木构件剁斧迹及撕缝操作工艺应符合麻布地仗各条中相应操作工艺的要

求。支条砍活后依据保留完整的井口线型，制作成轧子备用。 

4.5.5.3 支条修整：砍活完成后，应在地仗灰操作前，如有残缺、松动、拔榫、大翘茬、大裂缝等遗

留问题，应对遗留问题，按原状修整配齐。 

4.5.5.4 支油浆操作工艺应符合麻布地仗各条中相应操作工艺要求。 

4.5.5.5 捉缝灰：支条捉缝灰时，应用铁板从一头边楞开始，由左至右捉灰，先捉支条边楞缝、节点

缝应横掖竖划，缝内油灰饱满，并刮成十字整铁板灰，线口、边棱补缺贴齐，秧角整齐，凹面刮平。捉

缝灰干燥后用磨头通磨粗灰，不应遗漏，清扫干净湿布掸净。 

4.5.5.6 闸井口线：闸线前用小皮子抹灰应来回通造严实，覆灰应均匀。闸线应直顺饱满，每一圈井

口线的锓口角度一致。拣灰不应拣高，湿拣或干拣线角处应交圈方正，不走线型，线路两侧的野灰、飞

翅应拣净。不应有横裂纹，闸线时不宜用闸子抹灰造灰，以防闸子磨损快、易变形。闸线干燥后，用磨

头通磨线口两侧，不应遗漏，应用湿布掸净。 

4.5.5.7 支条节点（含小面四秧）处使麻或糊布条操作工艺：支条节点处一条缝粘麻的麻丝和布条长

度不应少于 100mm，两条缝粘麻的麻丝和布条长度不应少于 200mm 。支条宽度不一时，应以两条缝的外

侧不应少于 50mm为宜。粘麻的麻丝不应顺缝，应拉缝拉秧。上架大木粘麻时其麻应应搭粘在支条边棱

上。 

4.5.5.8 支条通灰（含压节点麻或布灰）：应用湿布掸净表面，根据情况可选中籽。横着使用铁板从

一头边楞开始，由左至右通大小面灰，刮严刮平，拣净线口野灰、飞翅，秧角、棱角整齐。通灰干燥后，

用磨头块通磨平整，扫净浮灰，湿布掸净。 

4.5.5.9 中灰、细灰、磨细灰、钻生桐油的操作工艺应符合相应操作工艺的要求。 

4.5.6 隔扇、槛窗旧地仗清除和节点糊布四道灰操作工艺 

隔扇、槛窗旧地仗清除和木构件节点糊布条四道灰操作工艺： 

a) 隔扇、槛窗边、抹节点糊布条四道灰工艺流程见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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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旧地仗清除和木构件、撕缝、下竹钉、支油浆、捉缝灰、通灰的操作工艺应符合相应操作工艺
的要求。 

c) 应糊布条的部位有：隔扇、槛窗边、抹节点处、槛框与不开启的隔扇或槛窗之间的连接缝、不
开启的隔扇与隔扇之间、槛窗与槛窗之间连接缝。糊布条应拉秧缝、拉节点缝、拉拼接缝、拉

连接木件缝的两侧搭接宽度各不应小于 30mm (不含缝的宽度）。 

d) 中灰、细灰、磨细灰、钻生桐油的操作工艺应符合条中相应操作工艺的要求。 

4.5.7 质量检验 

4.5.7.1 主控项目 

4.5.7.1.1 麻布地仗的做法、工艺及所选用材料品种、规格、质量均应符合设计要求和现行材料标准

的规定及满足操作工艺的要求。 

4.5.7.1.2 麻布地仗的原材料、熬制材料、自制加工材料的油水比、计量，灰料调配工艺、贮存时间

和塑性的控制应符合设计要求和满足操作工艺的要求。 

4.5.7.1.3 麻布地仗使麻的麻丝长度应与木件长度或木件节点缝交叉垂直，麻层应密实，圆柱应缠绕

糊布，无变质麻、漏籽、干麻、干麻包、崩仰、窝浆等缺陷。磨麻应断斑出绒，无漏磨。 

4.5.7.1.4 麻布地仗的各遍灰层之间和麻或布之间与基层应粘结牢固，磨细灰应断斑，钻生桐油应一

次性连续钻透，不应间歇。无脱层、空鼓、翘皮、漏刷、挂甲、裂缝等缺陷。 

4.5.7.1.5 修补新旧麻布地仗灰接槎处与各遍灰层之间和麻布之间与基层应粘接牢固，磨细灰应断斑，

钻生桐油应一次性连续钻透，不应间歇。无脱层、空鼓、翘皮、漏刷、挂甲、裂缝等缺陷。 

4.5.7.2 一般项目 

4.5.7.2.1 表面平整，光滑，颜色一致，接头平整，棱角、秧角整齐，合棱大小与木件协调一致。圆

面手感无凹凸缺陷，无龟裂纹，表面洁净，做彩画部位无麻面、砂眼、划痕。 

4.5.7.2.2 线口表面规矩光滑，颜色一致，线肚饱满匀称，线仰清晰，秧角、棱角整齐，线角交圈方

正、规矩，曲线圆润自然流畅，风路均匀对称，肩角匀称、规矩；云盘线肚高为线底宽的 43%，允许偏

差应为±2%；框线三停三平，正视面宽度不应小于线口宽度的 90%，不应大于 94%；当梅花线、两柱香

线的线肚凸凹一致；皮条线的凸凹线面等分匀称、中间凹面允许微窄于两侧凸面、凸凹线面的两侧窝角

线宽窄一致；无接头、断裂、龟裂纹、断条，表面洁净、美观。 

4.5.7.2.3 山花结带表面平整光滑，颜色一致，秧角、棱角整齐，纹饰层次清晰、阴阳分明、自然流

畅，无龟裂纹、窝灰等缺陷，表面美观、洁净，纹饰忠于原样、无走形。 

4.5.7.3 检验方法及允许偏差 

检验方法及允许偏差见表8。 

 

 

 

表8 麻布地仗的检验方法和允许偏差 

序号 项目 
允许偏差 

mm 
检  验 方 法 

1 斧痕 
间距（15mm） ±3 

观察尺量检查 
深度（3m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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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下竹钉 间距≤300mm ±10 观察尺量检查 

3 通灰 表面平整度 3 一米靠尺检查 

4 使麻 厚度≥2.0mm -0.5 观察尺量检查 

5 糊布 布搭接严密度 3 尺量检查 

6 压麻灰 
大面平整度 

线路直顺度 

3 

±2 

靠尺检查 

拉线尺量检查 

7 
中 

灰 

大面平整度 3 靠尺检查 

线路直顺度 ±2 拉线尺量检查 

线路宽度 ±1 尺量检查 

8 
细 

灰 

大面平整度 2 靠尺检查 

线路直顺度 ±2 拉线尺量检查 

线路宽度 ±1 尺量检查 

9 磨细灰 秧角整齐度 ±2 尺量检查 

4.5.8 成品保护 

4.5.8.1 在施工完成后遇下雨时，应移动檐下脚手板防止溅湿。 

4.5.8.2 完成的地仗不应暴晒。山花博凤等处地仗钻生桐油干燥后，不宜长久搁置，应对爆晒的部位

搓刷 1遍～2遍颜料光油。 

4.5.8.3 应固定好活动的门扇窗扇。 

4.5.8.4 麻布地仗不应碰伤棱角、线口。 

4.5.8.5 天花板麻布地仗施工完成后，应轻拿轻放，存放地点应通风良好。 

4.5.8.6 下架地仗位于通道等处应防止表面污染、磕碰、撞击。 

4.6 单披灰地仗 

4.6.1 工艺流程 

单披灰地仗工艺流程见表9。 

表9 单披灰油灰地仗工艺流程                                                      

工  艺  流  程 
工程做法 

四道灰 三道灰 二道灰 

砍

修

八

字

基

础

线 

砍活 1 
砍挠旧地仗清除、砍修线口、除铲等 ● ● ● 

新木构件剁斧迹、砍线口、除铲等 ● ● ● 

撕缝 2 撕缝 ● ● ● 

下竹钉 3 
下竹钉、揎缝、木件检查修整、树脂节疤点漆片、铁件除锈、刷

防锈漆 
● ● ● 

支油浆 4 
清扫、相邻土建成品保护（糊纸、刷泥），水绣、木件槽朽操油、

支油浆 
● ● ● 

捉

裹

掐

闸

八

字

基

础

捉缝灰 
5 捉缝灰、掖、垫、找、裹、贴、补缺、捉闸灰线口 ● ●  

6 磨粗灰、清扫、湿布掸净、衬灰 ●   

通灰 

7 磨粗灰、清扫、湿布掸净 ● ●  

8 抹通灰、（过板子）、拣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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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 

闸

鱼

籽

线

胎

闸

修

细

灰

定

型

线 

中灰 

9 磨粗灰、清扫、湿布掸净 ●   

10 抹鱼籽中灰、闸线、拣灰 ●   

11 磨线路、湿布擦净、填刮鱼籽灰 ●   

12 刮中灰 ● ● ● 

细灰 

13 磨中灰、清扫掸净 ● ● ● 

14 
找细灰、闸细灰线 ●   

填刮细灰、溜细灰 ● ● ● 

磨细灰 15 
磨细灰 ● ● ● 

磨线路 ●   

钻生油 

16 钻生桐油、擦浮油 ● ● ● 

17 修线角、找补钻生桐油 ●   

18 闷水、起纸、清理 ● ● ● 

注1：表中“●”号表示应进行的工序。 

注2：本表均以上下架大木槛框、隔扇、槛窗三道灰、四道灰地仗闸线所进行的工艺流程设计。 

注3：表中二道灰、三道灰做法中，其椽望、斗栱、花活等部位，不进行剁斧迹、下竹钉工序。 

4.6.2 上下架大木和隔扇、槛窗等木装修四道灰地仗操作工艺 

4.6.2.1 上下架大木和隔扇、槛窗等木装修四道灰地仗工艺流程见表 9。 

4.6.2.2 上下架大木和隔扇、槛窗等木装修四道灰地仗除不进行使麻、糊布、压麻灰、压布灰操作工

艺外，其他工艺流程和操作工艺应符合表 6中相应工艺流程和操作工艺。 

4.6.3 檐头部位操作工艺 

4.6.3.1 连檐瓦口、椽头四道灰地仗操作工艺 

4.6.3.1.1 檐头部位旧地仗清除和新旧木构件除铲，连檐瓦口、椽头四道灰地仗与椽望三道灰地仗操

作工艺： 

a) 檐头部位方圆椽工艺流程：旧地仗清除、新旧活铲除→揎翼角→支油浆→椽望捉缝灰→连檐
瓦口、椽头捉缝灰→连檐瓦口、椽头通灰→连檐瓦口、椽头中灰—椽望中灰→连檐瓦口、椽
头细灰→椽望细灰→磨细灰、钻生桐油。 

b) 擔头部位方椽工艺流程：旧地仗清除、新旧活铲除→揎翼角→支油浆→连檐瓦口、椽头捉缝
灰→连檐瓦口、椽头通灰→椽望捉缝灰→连擔瓦口、椽头中灰→椽望中灰→连擔瓦口、椽头

细灰→椽望细灰→磨细灰、钻生桐油。 

4.6.3.1.2 檐头部位旧地仗清除和新旧活除铲： 

a) 旧地仗清除：应用铲刀或挠子由左至右分别将连檐瓦口、椽头和椽望的旧地仗灰及灰垢挠干净
见新木面，灰垢和灰迹不易挠掉时，应刷水闷透再挠干净。应将椽秧、缝隙内的灰垢剔挠干净。

连檐瓦口、椽头有水锈处挠至见新木。椽望有外露钉尖应盘弯击入木内。再将表面清扫干净。 

b) 新旧活除铲打扫： 

1) 新活除铲打扫：应用铲刀或挠子将表面树脂、沥青、灰浆点、泥点、雨淋水锈铲挠干净，
或用钢丝刷子及挠子刷挠干净，见新木面。有翘木茬应钉牢，将表面清扫干净，不应遗漏。 

2) 旧活铲除（满过刀）打扫：应用铲刀或挠子将油皮表面的油斑、蛤蟆斑、油痱子铲挠干净，
无油斑、蛤蟆斑处可用砂纸打磨 1遍成粗糙面，并将翘裂的椽秧、裂缝、柳叶缝内的灰垢

剔挠干净,翘皮、空鼓、脱落、松散的旧地仗铲挠干净，边缘铲出坡口。连檐瓦口、椽头

有水锈处挠之见新木。再将表面清扫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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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基层处理后，如有松动的燕窝、闸档板及糟朽的椽头、望板等现象，应由木工修补好。 

4.6.3.1.3 揎窜角(翼角)：窜角部位揎活，先计算揎窜角的尺寸，窜角部位梯形错台尺寸计算方法为：

以挨着老角梁的第一根老檐斜椽的总长度除以斜椽的档数为每斜椽档的错台尺寸。揎斜椽档时，根据计

算好的梯形错台尺寸，用锯和小斧子将干木条锯劈成长短、宽窄适宜的尺寸，钉揎在老檐斜椽的椽档上。

一般先揎老角梁与第一根斜椽的窄档，应揎到距离老檐椽头 10mm～20mm处，再由最长的斜椽档揎起， 揎

至挨着正身椽最短的斜椽档为止，所揎干木条应钉揎牢固。每个窜角梯形错台尺寸分配应一致，斜椽档

的错台长短允许偏差应为 20mm，揎斜椽档的错台凹面位置应在椽高（径）的 1/2 处，凹面位置应高于

绿椽肚上线 3mm～5mm，老檐方圆椽揎斜椽档凹面不应与椽肚平行，四角八面的椽档凹面应高低一致。 

4.6.3.1.4 支油浆： 

a) 水锈操油：连檐瓦口、椽头、椽子水锈处清除后、木质糟朽（风化）挠之不掉木残渣后应进行
操油，先将表面的灰尘、杂物等清扫干净，涂刷操油 1 道，操油配比为生桐油:汽油为 1:1.5

〜3，装入油桶内混合搅拌均匀，用刷子涂刷水锈和木质糟朽（风化）部位表面时，涂刷应均

匀，不遗漏。操油的浓度以干燥后其表面既不应结膜起亮，又应起到增加木质强度为准。 

b) 支油浆：表面有泥土、灰尘等杂物先用小笤帚从左至右清扫干净。连檐瓦口、椽头汁浆配比为
油满:血料:清水为 1:1:8～12；椽望汁浆配比为油满：血料：清水为 1:1:20，装入桶内混合搅

拌均匀，支油浆时由上至下、从左至右进行，用糊刷或大刷子顺着木件木纹满刷 1遍，燕窝、

椽秧、缝隙内应刷到，表面涂刷应均匀，不应遗漏，不应脏底瓦，不结膜起皮，不应使用机器

喷涂支浆。 

4.6.3.1.5 椽望捉缝灰：应用带铲刀，捉窜角椽望应带大小抿尺，捉缝灰配比应为油满:血料:砖灰为

1:1.5:2.3 (小籽 60%:中灰 40%)，捉椽秧根据椽径可调整籽灰粒径。捉椽望先贴椽秧，后捉望板柳叶缝，

再捉椽子带燕窝、闸档板（里口木）、盘椽根。老檐圆椽贴椽秧时，用铁板由燕窝处将油灰掖人椽秧，

逐步捉严掖实至小连檐，再稍斜铁板顺椽帮贴刮饱满直顺，贴刮到小连檐处微有收头。椽子直径较大者，

捉椽秧时先掖人油灰再揎人似三角形干木条，然后将椽秧贴严刮直顺。捉望板柳叶缝和椽子缝隙时，竖

铁板横着捉缝掖油灰，随后顺缝划掖饱满再顺缝刮平，不应有蒙头灰，旧望板有柳叶缝卷翘处以横铁板

掐借顺平。捉老檐圆椽用铁板或抿尺先将燕窝处黑缝捉好，檐椽凹陷处衬平、借圆，盘橡根时用小窄铁

板将油灰掖严掖实再抿抹成马蹄形，方檐椽抿抹成坡形。捉飞檐椽用铁板将缺棱掉角处补缺贴齐，凹陷

处刮平，并将闸档板黑缝捉好。窜角（翼角）处专人捉灰，老檐椽揎椽档凹面位置捉裹成凹圆面，下不

去铁板的旮旯处和斜椽档用大小抿尺捉规矩，捉整齐。捉好一处随之将野灰、飞翅拣收干净。椽望捉缝

灰时不应污染椽头处和上桁条、角梁、柁头等相邻木件。 

4.6.3.1.6 连檐瓦口、椽头捉缝灰：连檐瓦口椽头捉缝灰由单人独立操作，捉缝灰配比为油满：血料：

砖灰为 1：1：1.5（中籽 70%:中灰 30%)籽灰粒径应根据连檐瓦口椽头具体情况调整。用大小适宜的铁

板由左至右捉灰，先捉瓦口和水缝，捉水缝由左至右掖灰捉实，稍斜铁板刮直坡度约 35°角左右，水

溜坡度应一致，不应脏底瓦。同时由左至右捉连檐和雀台及飞檐椽头至老檐椽头，连檐凹陷处应衬平，

雀台缝应捉实似有坡度，连檐椽头缺棱掉角应裹补贴齐，找正找方、借圆。捉好一处，将野灰、飞翅拣

收干净。 

4.6.3.1.7 连檐瓦口、椽头通灰： 

a) 磨连檐瓦口、椽头缝灰（划拉灰）：捉缝灰干燥后，应用带铲刀，用磨头由左至右通磨 1遍，

将飞翅、浮籽等打磨掉，有余灰、野灰等影响通灰质量的缺陷用铲刀铲修整齐，下不去磨头处

用铲刀铲掉野灰、浮好，打磨后用小笤帚由左至右将表面浮灰、灰尘清扫干净，不应遗漏。 

b) 连檐瓦口椽头通灰配比为油满:血料:砖灰为 1:1:1.5:中籽 70%：中灰 30%，由左至右横用铁板，

大小应适宜，先将瓦口刮平，刮直水缝坡度一致，拣净野灰、飞翅，再刮连檐通灰应通长一去

一回滚籽刮平，少留接头并刮平，下棱切齐，收净水缝处野灰、飞翅，不应脏底瓦。再上下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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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檐椽头灰，由正面向四棱备灰，左右刮平，直铁板贴帮切四棱。后通老檐椽头由左至右进行，

以铁板由右向左下再向右转刮灰，由正面向圆棱备灰，左右刮平， 直铁板贴帮切圆棱。 

4.6.3.1.8 连檐瓦口、椽头中灰： 

a) 磨连檐瓦口橡头通灰（划拉灰）：通灰干燥后，用磨头由左至右通磨 1遍，接头处穿磨平整，

将飞翅、浮籽等打磨掉，有余灰、野灰等影响通灰质量的缺陷用铲刀铲修整齐，打磨后用小笤

帚由左至右将表面浮灰、灰尘清扫干净，随后再用湿布掸子掸净灰尘，不应遗漏。 

b) 连檐瓦口、椽头中灰以单人独立操作，由左至右分 2次返头进行，中灰配比为油满:血料:砖灰 

为 1:1.8:3.2 (鱼籽 25% ：中灰 75% )： 

1) 第一次由左至右进行裹老檐椽头帮，横用铁板转圈抹灰刮圆椽头，正面野灰切齐刮净；同
时刮瓦口水缝，刮水缝应斜着铁板直刮，水溜坡度一致，切齐连擔上棱收净瓦口飞翅；随

着用铁板刮飞檐椽头四帮，正面横刮找方野灰切齐，不应污染瓦，到头返回。 

2) 第二次由左至右进行刮老檐椽头，横用铁板由右向左下再向右转刮灰，由正面向圆棱备灰，
左右刮平，直铁板贴帮切圆棱。同时进行刮连檐中灰，横用铁板一去一回刮克骨灰，收净

水缝处野灰、飞翅，下棱切齐。随着刮飞檐椽头灰，横用铁板左右刮灰，由正面向四棱备

灰，上下刮平，直铁板贴帮切四棱。 

4.6.3.1.9 椽望中灰： 

a) 磨椽望缝灰：捉缝灰干燥后，望板、椽子有缺陷处，应进行衬垫规矩，干燥后再磨。用磨头由
左至右通磨 1遍，将飞翅、浮籽等打磨掉，用铲刀对影响中灰质量缺陷的余灰、野灰等铲修整

齐，打磨后用小笤帚由左至右将表面浮灰、灰尘清扫干净，不应遗漏。 

b) 中灰配比为油满:血料:砖灰为 1:1.8:3.2 (鱼籽 25%:中灰 75% )。 

1) 老檐椽望应用微硬的皮子中灰，分两次进行，先中椽子后中望板，在每根椽子上中灰应由
椽根至椽头一气贯通，不应出竖接头，椽子干后再返回中望板，不应放竖接头或横接头，

不应长灰，灰层厚度以中灰粒径为准。并将椽秧、燕窝野灰、飞翅收净， 

2) 飞檐椽望用铁板中灰，分两次进行，先中椽帮后中望板带椽肚，椽帮中灰横着铁板抹灰靠
骨刮平，切齐底棱，拣净望板野灰、飞翅。刮完椽帮后返回，再刮望板及椽肚，望板中灰

以直铁板上抹灰下刮灰，并将接头和两秧野灰、飞翅收净，中椽肚横铁板上抹灰下刮灰，

靠骨刮平切直两棱，最后刮闸挡板及小连檐，拣净野灰、飞翅。 

4.6.3.1.10 连檐瓦口、椽头细灰： 

a) 磨檐头中灰：用磨头由左至右进行通磨连檐瓦口椽头和椽望中灰 1遍，接头处穿磨平整，将飞

翅、浮籽等打磨掉，用铲刀铲修整齐，打磨后由左至右将表面浮灰、灰尘清扫干净，随后再用

湿布掸子掸净连檐、椽头灰尘，不应遗漏。  

b) 连檐瓦口、椽头细灰应由左至右分三次返头进行，细灰配比为油满（适量）:血料（用细灰专

用料）：光油:细灰:清水为 1:10:2:39:6，细灰厚度约为 1mm，应均匀，不应脏底瓦。连檐瓦

口、椽头细灰工作量不宜过多，以所细的细灰干燥后，应在 0.5d内或 1d内磨细钻生完成为宜： 

1) 第一次由左至右用铁板细水缝时，先将细灰刮严抹实抹匀，再斜插水缝稳住手腕一气刮直， 
坡度一致，切齐连檐上棱拣净瓦口野灰。随着用铁板细雀台和飞檐椽头底帮，到头返回。 

2) 第二次由左至右横用铁板进行老檐椽头打围脖，裹圆切棱，随着横用铁板细飞檐椽头的两
帮灰，刮平切齐棱角，到头返回。 

3) 第三次由左至右进行老檐椽头，横用铁板由右向左下抹灰，向右转圆棱备灰，左右刮平，
直铁板贴帮切圆棱。同时直铁板进行细瓦口灰，再横用铁板由左至右抹连檐细灰，让均匀

一气刮平，直切上下棱，拣净雀台野灰。再细飞檐椽头灰，横用铁板上下抹灰，向四棱备

灰，左右刮平，直铁板切四棱。 

4.6.3.1.11 椽望细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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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椽望细灰配比为油满（适量）:血料（用细灰专用料）:光油:细灰:清水为 1:10:2:39:6，细灰

中均可不加入油满，清水的比例均可适量增加 0.5，细灰厚度约为 lmm应均匀。帚细灰时所用

的细灰应单独调配，不应拿用剩的细灰做帚灰用。帚细灰以血料:光油:细灰:清水为 10:2:39:

适量，调配均匀后涂刷以覆盖力强，干后以手指用力擦不宜掉粉为准，涂刷中应随时搅拌。 

b) 细老檐椽望用细灰皮子细灰，分两次进行，先细椽子后细望板，每根椽子上细灰由椽根至椽头
一气贯通，应俩人对面操作不易出竖接头。椽子干后再返回细望板，不应放竖接头或横接头，

不应放厚灰，应将椽秧野灰收净。燕窝处用刷子帚细灰应帚均匀，帚到帚严。 

c) 细飞檐椽望用铁板细灰，分 2次进行，先细椽帮后细望板带椽肚，椽帮细灰横着铁板上抹下刮，

一气刮平，不应放接头、厚灰，直切底棱，拣净望板野灰。细完椽帮返回，再细望板及椽肚，

细望板以直铁板上抹灰下刮灰并将两秧刮严，椽肚横着铁板上抹灰下刮灰，一气刮平，不应放

接头，直切两棱，最后将闸档板及小连檐细严实，拣净野灰。 

4.6.3.1.12 磨细灰、钻生桐油： 

a) 檐头磨细灰，应选用棱角直顺、整齐、平整适宜的细磨头块，进行磨细灰，并应带铲刀。应掌
握长磨细灰的技术要点： 

1) 连檐瓦口、椽头磨细灰应由左至右先从瓦口开始磨断斑、光滑后，穿磨水缝断斑再穿坡度
一致、磨直顺，再拉长穿磨连檐断斑再穿磨平整，并将上下棱角穿磨直顺、整齐。不应有

明显麻面、露籽、划痕、砂眼。接着磨椽头细灰，由外向内转圈磨面断斑磨平，再磨四帮

和圆帮，方椽头磨帮找方穿平穿直四棱，圆椽头磨帮找圆磨棱，然后轻穿四棱和圆棱（俗

称倒棱，磨去硬尖棱）。方椽头方正，圆椽头成圆形规矩，大小一致，棱角直顺整齐，不

应碰伤棱角，不应有漏磨、龟裂、露籽、砂眼、麻面、划痕、不断斑缺陷。 

2) 椽望磨细灰应由左至右磨老檐椽望，用铲刀和 1.5 号砂布或砂纸将燕窝和窜角处打磨光

滑。再用磨头拉长穿磨望板和圆椽子，基本断斑后，用砂布或砂纸放平长磨望板取平、椽

子取圆，磨光滑，盘椽根磨修规矩整齐；由左至右磨飞檐椽望，用铲刀和 1.5号砂布或砂

纸将闸档板和小连檐及窜角处打磨光滑，然后用磨头拉长穿磨望板和方椽子，穿磨基本断

斑后，用乏砂布或砂纸放平拉长趟磨取平。椽秧顺直整齐、方椽棱角直顺整齐，不应有漏

磨、龟裂、不断斑等缺陷， 基本无露籽、砂眼、麻面、划痕、缺陷。 

b) 檐头钻生桐油，先钻好连檐瓦口、椽头后再钻椽望,或钻飞檐椽望时先甩开椽头 40 mm～60mm，

由磨连檐瓦口椽头者钻生。以丝头或刷子蘸生桐油搓涂或刷涂，细灰磨好一段钻生者应及时钻

好一段，磨好的细灰晾放控制在 1h以内，搓刷生桐油应均匀，应连续钻透细灰层，搓刷不应

间歇，连檐瓦口椽头钻生桐油的表面应颜色一致，椽望钻生桐油的表面应颜色均匀，钻生桐油

遇细灰未干处和未磨的细灰交接处，应闪开 10 mm～20mm，待细灰干后和细灰交接处磨好后再

钻透。不应有遗漏、龟裂纹、裂纹等缺陷，不应使用喷涂法。 

c) 生桐油钻好钻完的部位，在当日内应用麻头通擦 1遍，并将浮油和流痕擦净，不应有漏擦、挂

甲等缺陷。 

4.6.3.2 檐头部位局部旧地仗清除，连檐瓦口、椽头找补四道灰地仗与椽望找补三道灰地仗操作工艺 

4.6.3.2.1 檐头部位局部旧地仗清除，连檐瓦口、橡头找补四道灰地仗与椽望找补三道灰地仗工艺流

程：檐头部位局部旧地仗清除→找补揎翼角→找补支油浆→椽望找补捉缝灰→连檐瓦口、椽头找补捉

缝灰→连檐瓦口、椽头找补通灰→连檐瓦口、椽头找补中灰→椽望找补中灰→连檐瓦口、椽头找补细

灰→椽望找补细灰→连檐瓦口、椽头、椽望找补磨细灰、钻生桐油。 

4.6.3.2.2 檐头部位旧地仗清除和新旧活除铲： 

a) 檐头部位个别处或局部翘皮、空鼓、裂缝、脱落、松散等旧地仗的清除，用铲刀或挠子分别将
檐瓦口、椽头和橡望局部的旧地仗灰及灰垢挠干净见新木面，局部灰垢和灰迹不易挠掉时，刷



DB11/T 889.3—2014 

26 
 

水闷透灰垢和灰迹再挠干净，并将翘裂的椽秧、裂缝、柳叶缝内的灰垢剔挠干净，边缘铲出坡

口。并将椽望的外露钉尖盘弯击入木内，不应将钉尖直着砸回。连檐瓦口、椽头有水锈处挠之

见新木。再用铲刀或挠子将油皮表面的油斑、油痱子铲除干净或用新砂纸满磨 1遍，然后将表

面清扫干净，不应有遗留的松散旧地仗灰、灰垢、灰尘现象。 

b) 基层处理后，如有松动的燕窝、闸档板及椽头外形损坏应由木工修补好。 

4.6.3.2.3 檐头部位找补揎翼角，找补支油浆，椽望找补捉缝灰，连檐瓦口、椽头找补捉缝灰，连檐

瓦口、椽头找补通灰，连檐瓦口、椽头找补中灰，椽望找补中灰，连檐瓦口、椽头找补细灰，椽望找补

细灰，连檐瓦口、椽头、椽望找补磨细灰、钻生桐油的操作工艺应符合 4.6.3.1.1～4.6.3.1.12的相应

操作工艺的要求。 

4.6.4 斗栱三道灰地仗操作工艺 

4.6.4.1 斗栱旧地仗清除和新木构件除铲三道灰地仗工艺流程：旧地仗清除、新活铲除→垫栱板斩砍

至钻生桐油→支油浆→斗栱捉缝灰→斗栱中灰→斗栱细灰→斗栱磨细灰、钻生桐油。 

4.6.4.2 斗栱旧地仗清除和新活铲除打扫： 

a) 斗栱旧地仗清除，应采取湿挠法为主。用刷子蘸清水刷于表面，以逐步闷透颜料和灰皮及灰垢
为宜，刷水不应过量，不应喷水。从里到外，由上至下闷透一部分，用挠子挠净一部分，挠时

由趋斗板至盖斗板向下，一小件一小件的顺着木纹将闷软的旧地仗灰挠干净。斗栱有雕刻部位

先刷水闷软灰皮及颜料，用锋利的小挠子或小刻刀顺着雕刻纹饰的走向掏着挠、剔、刮干净，

不应损伤木骨的雕刻纹饰。待斗栱干燥后再过锋利的挠子将木毛挠净。如遇斗栱部位颜料不明

显，灰皮基本脱落者采取干挠法时应戴口罩，防尘防中毒。斗栱旧地仗清除后,将表面清扫干

净。 

b) 新活斗栱清除打扫，应用铲刀或挠子将表面树脂、泥点、泥浆等铲挠干净。将表面清扫干净,

不应有遗漏。 

c) 发现有丢失、缺损、变形、松动的木件等缺陷应修补、拨正、加固。 

4.6.4.3 斗栱部位的垫栱板应使麻地仗，斩砍至钻生桐油操作工艺应符合表 6中相应操作工艺的要求。

垫栱板应与正心栱五分（帮）处同时完成，使麻时其麻须应搭粘在正心栱五分上。 

4.6.4.4 斗栱支油浆：应扫净表面的泥土、灰尘等杂物。汁浆配比为油满:血料:清水为 1:1:20，装入

桶内混合搅拌均匀，支油浆用糊刷或刷子由左角科开始，支完平身科支柱头科，支斗栱油浆时，从里到

外，由上至下顺着木件木纹满刷 1遍，表面涂刷应均匀，刷严刷到不应遗漏，不应结膜起皮，不应使用

机器喷涂支浆。 

4.6.4.5 斗栱捉缝灰：捉缝灰配比为油满:血料:砖灰为 1:1.5:2.3（小籽 60% ：中灰 40%)。斗栱捉缝

灰应在垫栱板压麻灰后进行，正心栱棱角和五分(帮)处，由垫栱板压麻灰者操作。斗栱捉缝灰用铁板从

里到外，由上至下进行捉裂缝、节点缝、木件连接缝，以竖铁板横着捉掖油灰，随后顺缝划掖饱满再刮

平，捉整齐，不应有蒙头灰。捉缝隙掖油灰时遇微有松动的木件应嵌入木条，牢固后再刮平。升、栱、

翘、昂、斗、蚂蚱头、雕刻纹饰等部位残缺处用铁板补齐棱角，凹面刮平，残缺处补缺、贴齐、找规矩、

随形不应走样，捉好一处随时收净野灰、飞翅，再捉另一处，不应遗漏。 

4.6.4.6 斗栱中灰： 

a) 磨斗栱缝灰（划拉灰）：捉缝灰干燥后，应随手带铲刀，用磨头由左至右通磨 1遍，将飞翅、

浮籽等打磨掉，用铲刀对影响中灰质量缺陷的余灰、野灰等铲修整齐，下不去磨头处用铲刀铲

掉野灰、浮籽，打磨后将表面浮灰、灰尘清扫干净，不应遗漏。 

b) 斗栱中灰应从里到外、由上至下进行，中灰配比为油满:血料:砖灰为 1:1.8:3.2 (鱼籽 25%:

中灰 75%)。斗栱中灰时先用铁板将盖斗板和趋（斜）斗板及以下平面靠骨刮平，收净野灰、

飞翅。升、拱、翘、昂、斗、蚂蚱头、雕刻纹饰等部位中灰用靠骨灰一去一回刮平，直铁板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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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棱角，收净野灰、飞翅。侧面中灰干后，一去一回刮平升、栱、翘、斗的正面，再一去一回

刮平昂、蚂蚱头的底面，直铁板切齐棱角，收净野灰、飞翅。再用皮子将昂的上面抹严收圆，

最后用铁板和皮子抹刮栱眼中灰。单材栱清式烂眼边刮斜棱，足材栱明式荷包凹面刮平，秧角

野灰收净；单材栱明式烂眼边抹成圆棱，足材栱清式荷包抹成凸圆面，秧角野灰收净。棱、秧

角整齐利落。斗栱有雕刻纹饰部位用皮子和铁板随形抹刮中灰，棱角，秧角整齐，纹饰规矩，

随形不应走样。 

4.6.4.7 斗栱细灰： 

a) 磨斗栱中灰：中灰干燥后，应用磨头由左至右通磨 1遍，将飞翅、浮籽等打磨掉，用铲刀对影

响中灰质量缺陷的余灰、野灰等铲修整齐，清扫干净，随后再用湿布掸子掸净灰尘，不应遗漏。 

b) 斗栱细灰应由从里到外、由上至下进行。细灰配比为油满（适量）:血料(用细灰料）:光油:

细灰:清水为 1:10:2:39:6，细灰中均可不加入油满，清水的比例均可适量增加 0.5，细灰厚度

均匀约为 lmm。细灰时盖斗板和趋（斜）斗板及以下平面，可用皮子将灰抹严抹均再用铁板刮

平。升、栱、翘、昂、斗、蚂蚱头、雕刻纹饰等部位用铁板细灰隔一面细一面，先将侧面细灰

刮平，直铁板切齐棱角。侧面细灰沏干后，再抹严刮平升、栱、翘、斗的正面细灰，然后将昂、

蚂蚱头的底面细灰刮平，直铁板切齐棱角。用皮子将昂的上面、圆棱烂眼边、凸圆面荷包抹严

收圆，收净野灰。用铁板将斜棱烂眼边刮整齐、凹面荷包刮平，收净野灰。斗栱有雕刻纹饰部

位用皮子和铁板随形贴五分，干后抹灰细面，纹饰规矩，随形不应走样。斗栱部位的棱角允许

先用轧子轧细灰棱角，再用皮子细好圆面，用铁板将平面抹严细平。 

4.6.4.8 斗栱磨细灰、钻生桐油： 

a) 斗栱磨细灰应用棱角直顺、整齐、平整适宜的细磨头块磨细灰，并带铲刀，掌握长磨细灰的技
术要点。应由从里到外、由上至下先从盖斗板和趋斗板及以下平面，磨基本断斑后用 15号砂

布或砂纸打磨平整、光滑。凡升、栱、翘、昂、斗、蚂蚱头磨细灰时，浆磨头放平由外向内磨

面，按件长短穿磨断斑磨平整，棱角秧角直顺、整齐，下不去磨头处用 1.5号砂布或砂纸打磨

平整、光滑。雕刻纹饰不瞎不乱随形不应走样，不应碰伤棱角，不应有漏磨露籽、砂眼、麻面、

划痕、不断斑缺陷，盖斗板和趋斗板及荷包基本无露籽缺陷。 

b) 斗栱钻生桐油，应以丝头或刷子蘸生桐油搓涂或刷涂，细灰磨好五攒左右钻生者应及时钻好，
磨好的细灰晾放控制在 1h以内，搓刷生桐油应均匀，应连续钻透细灰层，搓刷不应间歇，钻

生桐油的表面应颜色一致，钻生桐油遇细灰未干处和未磨的细灰交接处，应闪开 10mm〜20mm。

待细灰干后和细灰交接处磨好后再钻透。不应有遗漏、龟裂纹、裂纹等缺陷，不应喷涂法操作。 

c) 生桐油钻好钻完的部位，在当日内应用麻头通擦 1遍，并将浮油和流痕擦净，不应有漏擦、挂

甲等缺陷。 

4.6.5 花活三道灰地仗操作工艺 

4.6.5.1 花活旧地仗清除和新木构件除铲三道灰地仗工艺流程：旧地仗清除和新木构件除铲→支油浆

→捉缝灰→中灰→细灰→磨细灰、钻生桐油。 

4.6.5.2 花活旧地仗清除和新木构件除铲： 

a) 雕刻花活部位的旧灰皮应采取湿挠清除，边框采取挠的方法，雕刻纹饰采取挠、剔、刻、刮的
方法。边框用锋利的挠子进行旧灰皮清除时，用刷子刷清水闷透旧灰皮顺木纹挠干净，边框木

纹短者应轻挠干净，见新木面。雕刻花活部位和落地处的旧灰皮、污垢先刷水闷软灰皮，再用

特制的锋利小挠子顺着雕刻纹饰的木纹细致的掏着轻挠干净，小挠子下不去犄角旮旯处或不易

挠掉的灰垢和旧油皮，用小刻刀将颜料、灰垢、旧油皮剔刻和剔刮干净，见新木面。刷清水不

应过量，以闷透闷软灰皮为宜，不应损伤木骨和雕刻纹饰，雕刻纹饰旧地仗清除过程中如有掉

损应及时用胶粘好，并将表面清扫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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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新雕刻花活木构件除铲打扫，应用铲刀或挠子将表面树脂、泥点、泥浆等铲挠干净。将表面清
扫干净，不应有遗漏。 

c) 雕刻花活旧地仗清除后和新雕刻花活铲除打扫后，有雕刻纹饰缺损、松动等缺陷应修整补齐、
加固。 

4.6.5.3 花活支油浆： 

a) 操油：雕刻花活表面有水锈处或木质有糟朽（风化）应进行操油，先将表面的水锈、糟朽、残
渣、灰尘、杂物等小心清除干净，涂刷操油 1道，操油配比为生桐油:汽油为 1:1.5〜3，装入

油桶内混合搅拌均匀，用刷子涂刷水锈和木质风化部位表面时，涂刷应均匀，不遗漏。操油的

浓度以干燥后，表面不应结膜起亮。 

b) 应扫净雕刻花活表面的泥土、灰尘等杂物，汁浆配比为油满:血料:清水为 1:1:20；装入桶内

混合搅拌均匀，支油浆时由上至下、从左至右进行，边框用大刷子支油浆，雕刻纹饰选用合适

的刷子顺着纹饰满刷 1遍，纹饰和缝隙内应掏严刷到，表面涂刷均匀，不应遗漏，不应结膜起

皮，除透雕外不宜使用机器喷涂支浆。 

4.6.5.4 花活捉缝灰：雕刻花活捉缝灰配比为油满:血料:砖灰为 1:1.5:2.3 (小籽 60%:中灰 40%)。雕

刻花活的边框与麻布地仗连接木件，在压麻灰前应事先将缝隙做好、边框做好。雕刻花活和边框捉缝灰

时，用铁板由上至下将边框和落地找刮平整，边框棱角和落地五分找贴直顺，纹饰残缺处顺纹饰走向捉

找成形，棱角补齐，纹饰侧面找刮流畅，并按纹饰层次、阴阳找规矩，随形不应走样，棱角、秧角整齐，

收净野灰、飞翅，不应遗漏。 

4.6.5.5 花活中灰： 

a) 磨雕刻花活缝灰（划拉灰）:捉缝灰干燥后，用金刚通磨 1遍，将飞翅、浮籽等打磨掉。下不

去磨头处的余灰、野灰等影响中灰质量的缺陷用铲刀铲修整齐，清扫干净，不应碰损雕刻纹饰。 

b) 雕刻花活中灰由单人独立操作，由上至下，从左至右进行，中灰配比为油满:血料:砖灰为

1:1.8:3.2 (鱼籽 25%:中灰 75%)。雕刻纹饰部位中灰时，选用中小铁板将边框和落地平面靠骨

刮平，边框落地五分及纹饰侧面用小铁板随形靠骨贴刮整齐，纹饰的表面为平面时用小铁板顺

纹饰靠骨刮平，纹饰的表面为凸圆面时用小皮子顺纹饰刮圆。纹饰走向规矩，层次、阴阳清楚，

随形不应走样，棱角、秧角整齐，收净野灰、飞翅，不应遗漏。 

4.6.5.6 花活细灰： 

a) 磨雕刻花活中灰：捉缝灰干燥后，用磨头通磨 1遍，将飞翅、浮籽等打磨掉。下不去磨头处的

余灰、野灰和影响细灰质量的缺陷用铲刀铲修整齐。清扫干净，再用湿布掸子掸净灰尘，不应

碰损雕刻纹饰。 

b) 雕刻花活细灰应由上至下，从左至右进行，细灰配比为油满（适量）:血料（用细灰专用料）:

光油：细灰:清水为 1:10:2:39:6，细灰中均可不加入油满，清水的比例均可适量增加 0.5，边

框有闸线细灰应棒些，细灰厚度均匀约为 1mm。帚细灰时所用的细灰，不应用使用中剩余的细

灰做帚灰用。帚细灰以血料（用细灰专用料）:光油:细灰:清水为 10:2:39:适量，调配均匀后

涂刷以全覆盖不透底、手指用力擦不宜掉粉为准，涂刷中随时搅拌。雕刻花活部位细灰时，雀

替边框和多平面处用铁板细灰隔一面细一面，边框有线者先轧细灰线再用铁板细面，落地平面

用小铁板抹刮平整，边框五分及纹饰侧面用小铁板随形贴刮整齐，纹饰的表面为平面时用小铁

板顺纹饰刮平，纹饰的表面为凸圆面时用小皮子顺纹饰细平，收净野灰。下不去小铁板和小皮

子处及透雕花活，用小刷子帚细灰，帚严帚到、帚均匀。不应手擦掉粉、透底、遗漏。 

4.6.5.7 花活磨细灰、钻生桐油： 

a) 雕刻花活磨细灰，选用棱角直顺、整齐、平整适宜的细磨头块、竹刀和用 1号、1.5号砂布或

砂纸，由多人独立操作，由上至下用 1号、1.5号砂布或砂纸先打磨雕刻纹饰部位，按纹饰走

向打磨平整、光滑，棱角、秧角整齐。边框平面用细磨头块穿磨基本断斑后，再通长穿磨平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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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滑、棱角线直顺、 雕刻纹饰走向规矩，层次、阴阳清晰，随形不应走样，不应碰伤棱角，

不应有漏磨、露籽、麻面、砂眼、划痕、不断斑缺陷。 

b) 花活钻生桐油，以丝头或刷子蘸生桐油搓涂或刷涂，细灰磨好一部分钻生者应及时钻好一部分，
磨好的细灰晾放控制在 1h以内，搓刷生桐油应均匀，应连续钻透细灰层，搓刷不应间歇，钻

生桐油的表面应颜色一致，不应有遗漏、龟裂纹、裂纹等缺陷，除透雕花活外不应喷涂法操作。 

c) 生桐油钻好钻完的部位，在当日内应用麻头通擦 1遍，并将浮油和流痕擦净，不应有漏擦、挂

甲等缺陷。 

4.6.6 仔边、楣子边框三道灰地仗操作工艺及菱花、棂条二道灰地仗操作工艺 

4.6.6.1 仔屉、楣子旧地仗及油皮清除和新木构件除铲，仔边、楣子边框三道灰地仗与菱花、棂条二

道灰地仗工艺流程：旧地仗及油皮清除和新木构件除铲→支油浆→捉缝灰→中灰→细灰→磨细灰、钻

生桐油。 

4.6.6.2 仔屉、楣子旧地仗及油皮清除和新木构件除铲： 

a) 旧地仗及油皮清除：分两种清除方法。 

1) 地仗灰松散、油皮基本脱落的清除，应用铲刀或挠子将仔屉、楣子表面的旧地仗灰垢和灰
迹及旧油皮挠干净见新木面，灰垢和灰迹不易挠掉时，刷水闷透灰垢和灰迹再挠干净，见

新木面，菱花侧面和小孔用 1.5号砂布或砂纸打磨和细木锉掏锉干净。 

2) 仔窗屉的菱花、棂条表面的旧油皮应使用水质脱漆剂洗挠清除，应先拆卸、钉牌编号，在
场地进行洗挠见新木面。应用清水将木材面的残留的酸、碱液反复冲刷，以木材面干后表

面不泛白霜为干净。洗挠不应损伤木骨。待木材面干燥后，再次用锋利的挠子或用 1.5

号砂布或砂纸打磨将木毛清除干净。如使用有机溶剂脱漆剂清除旧油漆膜时，应远离易燃

物和建筑物，旧油漆膜清除干净后，用稀释剂擦洗 1遍晾干。最后将表面清扫干净。操作

时戴好橡皮手套和防护眼镜及护鞋。 

b) 新活铲除打扫，用铲刀或挠子将表面树脂、沥青、灰浆点、泥点、雨淋流痕铲挠干净，见新木
面，再将表面清扫干净，不应遗漏。 

c) 仔屉、楣子旧地仗清除后和新活铲除打扫后，菱花和菱花扣、棂条有缺损、松动等缺陷应通知
有关工程人员进行修整补齐、加固。 

4.6.6.3 仔屉、楣子支油浆：油浆配比为油满:血料:清水为 1:1:20；装入桶内混合搅拌均匀，支油浆

时由上至下，从左至右进行，边框用大刷子，菱花、棂条选用合适的刷子满刷油浆一遍，表面应掏严刷

到，涂刷均匀，不应遗漏，不应结膜起皮，除菱花外不宜使用机器喷涂支浆。 

4.6.6.4 仔屉、楣子捉缝灰：仔屉、楣子捉缝灰配比为油满:血料:砖灰为 1:1.5:2.3（小籽 60%:中灰

40%)。边框捉缝灰时，应用铁板由上至下将边框及缝隙捉严、找刮平整，边框棱角线残缺处补缺、贴齐、

找直顺，收净野灰、飞翅，不应遗漏。 

4.6.6.5 仔屉、楣子中灰： 

a) 磨捉缝灰（划拉灰）：捉缝灰干燥后，用磨头由左至右通磨 1遍，将飞翅、浮籽等打磨掉，用

铲刀对影响中灰质量缺陷的余灰、野灰等铲修整齐，打磨后将表面浮灰、灰尘清扫干净，不应

遗漏。 

b) 仔屉、楣子中灰应由上至下进行，中灰配比为油满:血料:砖灰为 1:1.8:3.2(鱼籽 25% :中灰

75%)，菱花、棂条根据缺陷实际情况掺加鱼籽灰。边框中灰时用铁板靠骨刮平，切齐棱角线，

新旧菱花、棂条用铁板将节点缝捉严捉整齐，缺棱角和戗茬处补缺刮平，收净飞翅。洗挠的旧

菱花、棂条细灰达不到质量要求时，以中灰用铁板将正侧平面满克骨刮平，棂条正面为凸圆面

时用微硬的小皮子刮圆，棱角线和秧角应整齐利落。 

4.6.6.6 仔屉、楣子细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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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磨中灰：中灰干燥后，应用磨头由左至右通磨 1遍，将飞翅、浮籽等打磨掉，菱花用 1.5号砂

布将飞翅、浮籽等打磨掉，将影响细灰质量的缺陷铲修整齐。清扫干净，用湿布掸子掸净灰尘，

不应遗漏。 

b) 细灰配比为油满（适量）:血料（用细灰料）:光油:细灰:清水为 1:10:2:39:6，细灰中可不加

入油满，清水的比例可适量增加 0.5，边框闸线细灰应棒些，细灰厚度均匀约为 1mm。帚细灰

时所用的细灰，不应使用用剩的细灰做帚灰用。帚细灰以血料（用细灰料）:光油:细灰：清水

为 10:2:39:适量，调配均匀后涂刷以全覆盖不透底、手指用力擦不宜掉粉为准，涂刷中随时

搅拌。仔屉、楣子部位细灰时，边框窝角线先轧细灰线干后，边框平面处用铁板刮细平整，拣

净飞翅。新菱花、棂条用小刷子帚细灰，帚严帚到、帚均匀。不应手擦掉粉、透底、遗漏。旧

菱花、棂条的平圆面用铁板和皮子刮细平圆，拣净飞翅。 

4.6.6.7 仔屉、楣子磨细灰、钻生桐油： 

a) 仔屉、楣子磨细灰，应用棱角直顺、整齐、平整适宜的细磨头块和用 1号、1.5号砂布或砂纸，

进行磨细灰，边框掌握长磨细灰的技术要点。应由从下至上用 1号、1.5号砂布或砂纸先打磨

菱花、横条部位，按走向打磨断斑平顺光滑，棱角线、秧角应直顺、整齐。边框平面用细磨头

块穿磨基本断斑后，再通长穿磨平整、光滑，棱角线、秧角、整齐，不应有漏磨、碰伤棱角、

不断斑缺陷，不应有麻面、露籽、砂眼、划痕。 

b) 仔屉、楣子钻生桐油，以丝头或刷子蘸生桐油搓涂或刷涂，细灰磨好一部分钻生者应及时钻好
一部分，磨好的细灰晾放控制在 1h以内，搓刷生桐油应均匀，应连续钻透细灰层，搓刷不应

间歇，钻生桐油的表面应颜色均匀，不应有遗漏、龟裂纹、裂纹等缺陷，除菱花外不应喷涂法

操作。 

c) 钻完生桐油的部位，在当日内应用麻头通擦 1遍，应将浮油和流痕擦净，不应有漏擦、挂甲等

缺陷。 

4.6.7 质量检验 

4.6.7.1 主控项目 

4.6.7.1.1 单披灰地仗的做法、工艺及所选用材料品种、规格、质量应符合设计要求和现行材料标准

的规定及满足操作工艺的要求。 

4.6.7.1.2 单披灰地仗的原材料、熬制材料、自制加工材料的油水比、计量，灰料调配工艺及储存时

间和塑性的控制应符合设计要求和满足操作工艺的要求。 

4.6.7.1.3 单披灰地仗的各遍灰层之间与基层应粘结牢固，磨细灰应断斑，钻生桐油应一次性连续钻

透，不应间歇。无脱层、空鼓、翘皮、漏刷、挂甲、裂缝等缺陷。 

4.6.7.1.4 修补新旧单披灰地仗灰接槎处与各遍灰层之间和基层应粘接牢固，磨细灰应断斑，钻生桐

油应一次性连续钻透，不应间歇。无脱层、空鼓、翘皮、漏刷、挂甲、裂缝等缺陷。 

4.6.7.2 一般项目 

4.6.7.2.1 上下架大木和隔扇、槛窗等木装修四道灰地仗的质量同第 2.5.2条一般项目的要求，允许

偏差项目见表 8. 

4.6.7.2.2 连檐瓦口地仗的表面平整、光滑，接头平整，颜色一致，水缝坡度一致，棱角直顺、整齐，

无龟裂，无明显麻面、露籽、划痕、砂眼等缺陷，表面洁净。 

4.6.7.2.3 椽头地仗表面平整、光滑，颜色一致，方椽头四棱四角平直、方正、整齐，圆椽头成圆规

矩、棱角整齐，大小一致，无龟裂、露籽、砂眼、麻面、划痕，表面洁净。 

4.6.7.2.4 望板椽子地仗表面平整、光滑，颜色均匀，望板柳叶缝平整、柳叶缝卷翘处顺平，椽秧严

实顺直，盘椽根严实规矩整齐，闸档板、小连檐、燕窝处严实光滑，方椽棱角直顺、整齐，翼角椽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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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台长短允许偏差 lOmm，凹面规矩深度不低于橡径 1/2的位置、四个翼角一致，无龟裂，无明显麻面、

露籽、砂眼、划痕，表面洁净。 

4.6.7.2.5 斗栱地仗表面平整，光滑，颜色一致，棱角直顺整齐、秧角整齐，无龟裂、露籽、砂眼、

麻面、划痕等缺陷，表面洁净。 

4.6.7.2.6 花活地仗表面颜色一致，边框平整，光滑，棱角线直顺、整齐，纹饰层次、阴阳清晰，棱

角、秧角整齐，纹饰随形不应走样，无龟裂、露籽、麻面、砂眼、划痕，表面洁净。 

4.6.7.2.7 仔屉、楣子地仗表面颜色均匀，边框平整，光滑，棱角线直顺、整齐，菱花、棂条光滑、

棱角线、秧角直顺、整齐。无龟裂，无明显麻面、露籽、砂眼、划痕，表面洁净。 

4.6.7.3 检验方法与允许偏差 

表10 单披灰地仗的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 

序号 项  目 
允许偏差 

mm 
检验方法 

1 
通灰 

大面平整度（每延长米） 
3.0 观察、尺量检查 

中灰 2.0 观察、尺量检查 

2 细灰 

大面平整度（每延长米） 2.0 观察、尺量检查 

框线、大边线直顺度 ±2.0 拉线、尺量检查 

线路宽度 ±1 观察、尺量检查 

4.6.8 成品保护 

4.6.8.1 施工完成后遇下雨时，应移动檐下脚手板。 

4.6.8.2 完成的单披灰地仗不应暴晒。山花博凤等处地仗钻生桐油干燥后，不宜长久搁置，应将易爆

晒的部位搓刷 1遍～2遍颜料光油。 

4.6.8.3 应固定好活动的门扇窗扇。天花板单披灰地仗施工完成后，应轻拿轻放，存放地点应通风良

好。 

4.6.8.4 单披灰地仗不应碰伤棱角、线口。 

4.6.8.5 下架地仗位于通道等处应防止表不应面污染、磕碰、撞击。 

5 油饰（油皮） 

5.1 熬制光油 

5.1.1 材料要求 

5.1.1.1 生桐油：应使用市场销售的二级以上、无混入其它油类的纯生桐油。外观清澈透明、浅棕黄

色、无杂质和其它异味。 

5.1.1.2 土籽粒：应粒径均匀、无杂质，过 40目萝筛除去小颗粒及粉尘杂质后使用。 

5.1.1.3 陀僧：又称蜜陀僧，主含氧化铅(PbO)。使用时碾碎过箩。现应使用黄丹粉（Pb3O4）。 

5.1.1.4 松香：松树所含油脂凝固后成棕色块状半透明体。应选用市售无杂质优良品。 

5.1.1.5 苏子油：植物苏子果实榨取的液体。应选用清亮透明无杂质优良品。 

5.1.1.6 光油材料配合比参见表 11。 

 



DB11/T 889.3—2014 

32 
 

表11 光油材料配合比（重量比） 

项目 生桐油 土籽粒 黄丹粉∕陀僧 松香 

春秋 100 4 2.5 0.5 

夏 100 3 2.5 0.5 

冬 100 5 2.5 0.5 

5.1.2 主要器具 

主要器具：灶、大锅、大勺、半截桶、水桶、开刀、温度计、铁盘。 

5.1.3 作业条件 

5.1.3.1 灶身应于室外搭砌完好，装好烟筒。 

5.1.3.2 安全防护、灭火器材及消防措施应有效，并设专人负责防火工作。 

5.1.3.3 器具应清理干净、干燥无潮气。 

5.1.4 工艺流程 

点火烧锅→炒土籽→熬桐油、炸土籽→试油→出锅。 

5.1.5 操作工艺 

5.1.5.1 点火烧锅：锅具清洁后，点火烧锅。 

5.1.5.2 炒土籽：锅热后，应将土籽倒入锅中，不停翻炒，直至炒干炒得变色后取出备用。 

5.1.5.3 熬铜油、炸土籽：生桐油入锅，应旺火熬炼，油开锅后用大勺扬油放烟，将炒过的土籽分数

次放在大勺内再浸入油中炸 10min，将土籽倒入锅内，改用微火熬炼。随着油温的升高，油沫减少，颜

色由浅变深时，用大勺抄底取净土籽。 

5.1.5.4 试油：试油有以下几种方法： 

a) 应用开刀蘸油，将油滴入水桶中，成珠下沉，并迅速返于水面而不散，立即撤火出锅。如油滴
入水中返于水面缓慢或不返于水面应立即撤火出锅。 

b) 应用开刀蘸油置冷水中片刻，轻轻甩掉水珠，用手指蘸油可拉出 30mm〜50mm油丝不断，俗称

“有皮头了”，熬油火候已到应撤火出锅。 

c) 应用温度表测试，油温升至 180℃〜190℃时，可出锅。油出锅后继续扬油放烟，油温降至 60℃

〜70℃时，按比例加入陀僧调匀，在下陀僧之前可放入少量松香末，油凉后盖好纸掩待用。 

5.1.5.5 应用 20%的苏子油，80%的生桐油熬出的光油称“二八”油。熬炼的方法：点火烧锅炒土籽，

炒干后取出。先将苏子油下锅加土籽粒用旺火熬炼，经试油有”皮头”后倒入生桐油继续熬炼，熬油方

法、试油方法与熬纯光油相同。不宜火太大。二八油比纯光油略稀，宜配置颜料光油用。 

 

5.1.6 质量检验 

5.1.6.1 主控项目 

5.1.6.1.1 材料应符合设计和选定样品的要求及有关标准的规定。 

5.1.6.1.2 应控制熬油火候。出锅后迅速使油温下降。 

5.1.6.2 一般项目 

5.1.6.2.1 应稠度适宜、无杂质。油色微黄、清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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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2.2 结膜时间应为 1h〜3h，干燥时间应为 10h〜24h。 

5.1.6.3 成品保护 

5.1.6.3.1 光油应置于室内阴凉干燥处，不应日晒雨淋。 

5.1.6.3.2 取油工具应干净，取后应将纸掩贴油层盖好，纸掩破损应及时换新。 

5.1.6.3.3 条件不好的施工现场，应加盖密封，妥善保管。 

5.2 颜料光油颜色配置 

5.2.1 材料要求 

5.2.1.1 光油：又称熟桐油，用熬制的“二八”、“三七”油均可。 

5.2.1.2 洋绿：进口绿颜料，文物建筑应采用德国产巴黎绿。 

5.2.1.3 红丹粉：又称铅丹、樟丹，红丹粉应颜料细腻无颗粒感。 

5.2.1.4 佛青：商品名称群青，佛青应颜色纯正无颗粒感。 

5.2.1.5 广红土：属天然红土，广红精最佳，目前代用品为氧化铁红。 

5.2.1.6 银硃粉：又称硃红粉，常用上海银硃，银硃粉应细腻无杂质。 

5.2.1.7 定粉：又称中国铅粉、白铅粉。定粉应细腻无杂质 

5.2.1.8 黑烟子：应使用体轻细腻无颗粒感的松烟。 

5.2.1.9 白酒：应使用酒精度在中度以上的普通白酒或工业酒精。 

5.2.2 主要器具 

主要器具：石磨、盆、勺、铜锣、毛刷、木棒、铁锅、水桶、白布或毛巾、牛皮纸、铁铲。 

5.2.3 作业条件 

5.2.3.1 室内避风处，应有一定的操作空间，地面应做好铺垫保护。 

5.2.3.2 工具应洁净。 

5.2.4 操作工艺 

5.2.4.1 绿油配制：应将巴黎绿放入盆内，用开水浸泡搅拌成浆，自然沉淀 2h〜4h，轻轻倒出清水，

用勺搅匀，一勺一勺地置石磨上研磨，研磨后的色浆流入石磨下置盆中。研磨完毕，继续沉淀 4h〜6h，

倒出清水，然后陆续略加少许光油搅拌。颜料遇光油逐渐成豆渣状，油将水份顶出，用较干的湿布或毛

巾将水份吸出，再陆续加光油搅拌，反复用布吸水，直至水净、再入油至稀稠适宜即可，如在配制过程

中落入杂质，可过箩后使用。 

5.2.4.2 黑烟子油配制，配制方法有二种，分别为： 

a) 应用油勺将烟子轻放箩内，用毛刷轻帚于盆内，用棉纸做纸掩，盖在盆内烟子上。倒入适量白
酒把烟子渗透，去掉纸掩倒入开水，搅至粥状，沉淀 6h〜8h澄净清水，注入少量光油搅拌成

坨，光油将水份顶出，用湿布沾出水份，陆续将光油搅拌，反复用布沾出水份，直至配制成活。

盖纸掩待用。 

b) 烟子过箩后用煤油稀释，加光油搅拌均匀即可 

5.2.4.3 红土油配置：点火烧锅，锅内无水气后倒入广红土，用铁铲勤翻动。用微火将广红土炒干后

灭火出锅，待凉后过箩于桶内，一点点加光油搅拌均匀，像调芝麻酱一样。边搅拌边做虚实度试验，虚

不遮地，太实则光泽度较差。成活后盖纸掩并密封后，在阳光下暴晒一周即可使用。沉淀后盆上部的油

做 2道～3道油或罩油使用，盆下部的油做垫光油使用。沉淀时间应充足，2道～3道油后应细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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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4 朱红油配制：银硃粉置瓷盆中，用煤油洇透后用拐磨研磨，然后再边搅拌边加入光油，经虚

实度试验合格即配制成活。沉淀 1d～2d盆上部的油做 2道～3道油或罩油使用，盆下部的油做垫光油

使用。传统文物建筑因等级原因，在下架大面积使用朱红油仅限于宫廷建筑。 

5.2.4.5 二朱油配制：用朱红光油加红土光油兑成颜色老成一些的朱红色。传统文物建筑因等级原因，

在下架大面积使用二朱油仅限于宫廷建筑。 

5.2.4.6 蓝色油配制：将佛青放人盆中，用开水浸泡搅拌成浆，沉淀约 2h～4h，将清水倒出，反复冲

泡 2次〜3次，去掉佛青颜料中硝的成分。最后倒出清水后用石磨研磨 1遍。继续沉淀 4h～6h，倒出清

水，略加少许光油搅拌，油将水份顶出，用拧干的湿布或湿毛巾将水吸出，再陆续加光油搅拌，再吸水，

直至水净浆成，经虚实试验后加光油调配至稀稠适度，即配制成活。 

5.2.4.7 樟丹油配制：将红丹粉放入盆中，用开水浸泡搅拌成浆，沉淀约 2h～4h，将清水倒出，反复

冲泡 2次～3次，去掉红丹粉颜料中的硝、碱成分。最后倒出清水后用石磨研磨 1遍。继续沉淀 4h～6h，

倒出清水，略加少许光油搅拌，油将水份顶出，用拧干的湿布或湿毛巾将水吸出，再陆续加光油搅拌，

再吸水，直至水净浆成，经虚实试验后加光油调配至稀稠适度，即配制成活。 

5.2.4.8 柿红油配制：用樟丹光油加红土光油兑成熟柿子的颜色；一般在隔扇和窗屉刷朱红油或二朱

油时，打底衬色用。 

5.2.5 质量检验 

5.2.5.1 主控项目 

5.2.5.1.1 材料品种、质量应符合设计和选定样品的要求及有关标准的规定。 

5.2.5.1.2 颜料出水应彻底，光油应耐久，色度纯正，遮盖力、附着力强。 

5.2.5.2 一般项目 

光油应细腻、黏稠度适宜、结膜快，无颗粒感。不应因颜料光油的质量而造成油皮产生“油痱子”。 

5.2.6 成品保护 

5.2.6.1 配制各种颜料光油应避风。 

5.2.6.2 油桶及工具应按颜色专用，干净无潮气。 

5.3 油皮 

5.3.1 材料要求 

5.3.1.1 铁红颜料光油：应细腻无杂质，无颗粒感，沉淀分层后应按各道用油分桶存放，并标注明确。

必要时过箩。 

5.3.1.2 绿色颜料光油：应颜色纯正、细腻无杂质，无颗粒感，必要时过箩。 

5.3.1.3 樟丹颜料光油：应颜色纯正，遮盖力强。 

5.3.1.4 朱红颜料光油：应鲜艳纯正，细腻无杂质。沉淀分层后应按各道用油分桶存放，并标注明确。 

5.3.1.5 二朱油：在朱红油中加入铁红油配制而成，比例应按设计要求及色板统一调配，不应因分次

调配造成同一栋号不同色差。 

5.3.1.6 柿红油：在铁红油中加入樟丹油兑成熟柿子颜色，做木装修、隔扇的二朱红油皮时，垫光头

道油用。 

5.3.1.7 血料：应老嫩适中，不应变质发懈。 

5.3.1.8 细灰：应过箩加细，用作浆灰调配，必要时用澄（淋）浆灰。 

5.3.1.9 浆灰：细灰加血料调制。用于找补细灰钻生后的细小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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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10 土粉子：应无颗粒、无杂质。 

5.3.1.11 血料腻子调配:血料:土粉子:水为 1:1:0.3 

5.3.1.12 滑石粉：作呛粉用及作复找腻子的骨料用，应细腻无颗粒。 

5.3.1.13 砂纸：细砂纸、乏（旧）砂纸、水砂纸。 

5.3.2 主要器具 

主要器具：皮子、铁板、刮板、油桶、油勺、丝头、油栓、油刷、大碗、小线、粉袋。 

5.3.3 作业条件 

5.3.3.1 工作量较大时，施工前应做好样板，经有关人员认可后实施。 

5.3.3.2 清扫环境，地面洒水降尘，对临界作业面做好有效防护。 

5.3.3.3 气温在 8℃以上，湿度不宜大于 60%。宜在每日 10:00～15:00时间段内施工，不应在风、雨、

雾天及春季的柳絮和夏秋季的飞虫的条件下操作。 

5.3.3.4 地仗干透后方能进行油饰。 

5.3.3.5 应在门窗玻璃安装齐全后做最后 1道油。 

5.3.4 工艺流程 

磨生油→刮浆灰→磨浆灰、擦生油→磨砂纸；攒、刮、帚血料腻子→磨腻子、潮布掸净→垫光油

→呛粉、磨垫光→搓第二、三道油→呛粉、磨油皮→扣油→罩光油。 

5.3.5 操作工艺 

5.3.5.1 磨生油：通磨 1遍，不应遗漏。潮布掸净。 

5.3.5.2 刮浆灰：过画作部位及椽头部位的生油地仗有缺陷可用刮浆灰弥补，油活部位小缺陷不应浆

灰，可通过血料腻子解决。 

5.3.5.3 磨浆灰、擦生油：刮过浆灰的地方磨去印记，用少量生油干擦一下。 

5.3.5.4 磨砂纸、攒血料腻子：擦过生油的地方干后再过一下砂纸，针对不同的构件表面形状，采取

不同的手法操作：平面——刮腻子；弧面——攒腻子；雕刻面——帚腻子。过画作部位及椽头部位不应

攒血料腻子。 

5.3.5.5 磨腻子、潮布掸净：腻子干透后，用砂纸遍磨，潮布掸净。 

5.3.5.6 垫光油： 

a) 垫光连檐瓦口：应由左至右，丝头浸油后置于掌心，捏起少许丝头沿瓦口弧形边缘抹油，再抹
瓦口大面，抹几个瓦口后回手再搓大连檐，并稳步前进。拿油栓应先瓦口后大连檐，用油拴先

蹬后顺，将油调理均匀。没油之处找补，油肥了蹬下来，将油置碗内。油皮不流不坠不窝油。 

b) 垫光掏空椽望：应以步架为界，由左至右、由上至下反复调理椽鞅，再顺望板，最后顺椽子，
没有流坠现象。 

c) 垫光老檐椽望：应由左至右进行。应先点抹燕窝，顺势抹椽鞅，搓望板，搓椽肚。先调理燕窝，
顺势抹橡鞅、望板，最后整理椽肚，不应有流坠现象。 

d) 垫光飞檐椽望：应先点抹闸挡板，顺势抹椽鞅，搓望板，最后搓椽帮及椽肚。顺油应用油拴先
调理闸挡板，再顺椽鞅望板，最后整理飞椽，并用油拴涂刷小连檐，涂抹均匀即可。 

e) 垫光上下架大木：搓油的用丝头先抹鞅角，再搓大面，搓到搓匀。应用油拴进行粗顺。竖木件
先横后竖，横木件先竖后横。油肥了将油蹬下来，油少添油找补，做到油均匀肥瘦一致。用油

拴细顺，先整理鞅角，再横于木纹满蹬几遍，最后沿木纹方向反复顺 1遍，不应流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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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垫光装修：视装修情况，用丝头和油刷都可以。应先做芯屉内侧，再做芯屉外侧。刷油的刷到
刷匀即可。打点者用刷子或油拴将油顺理均匀。最后搓大边、套环板、门心板。 

5.3.5.7 呛粉、磨垫光：垫光油干好后先呛粉，用滑石粉粉袋在油皮上连拍带擦 1遍。然后用废旧砂

纸对垫光油满磨 1遍，先横于木纹磨，再顺着木纹磨，磨距应长，用力应轻。对油皮的接头、流坠处等

重点部位局部磨平，表面光滑无疙瘩为止。磨光后打扫干净并过水布 1遍。 

5.3.5.8 搓第二道、第三道油： 

各部位搓第二道、第三道油的操作方法、顺序均参照 5.3.5.6。 

5.3.5.9 呛粉、磨油皮：油干好后先呛粉，用滑石粉粉袋在油皮上连拍带擦 1遍。然后用废旧砂纸对

光油满磨 1遍，磨距应长，用力应轻。对油皮的接头、流坠处等重点部位局部磨平，表面光滑无疙瘩为

止。磨光后打扫干净并过水布 1遍。 

5.3.5.10 扣油：应在贴金后为了齐金再刷末道油，沿着贴金部位的边沿用末道实油压齐。这道工序如

面积较大应分别操作，即先拿油捻子蘸油齐金，再进行大面的搓油顺油。 

5.3.5.11 罩光油： 

a) 应先呛粉，用废旧砂纸打磨油皮并清扫。上架后下架，应先鞅角后大面，装修应先罩内，侧后
罩外侧，先罩芯屉后罩大边。 

b) 油栓沾油后直接涂于油皮上，先蹬后顺，油纹理直顺均匀。 

5.3.6 质量检验 

5.3.6.1 主控项目 

5.3.6.1.1 油饰的颜色、材料、品种、质量应符合设计要求及有关标准规定。 

5.3.6.1.2 油皮不应出现顶生、裂缝、透地、漏刷、抄亮、起皱、变色和翘皮脱落现象。 

5.3.6.2 一般项目 

5.3.6.2.1 油皮应饱满、光亮，无痱子、无栓路、分色直顺。 

5.3.6.2.2 观感应洁净，五金、玻璃及相邻部位无污染。 

5.3.7 成品保护 

5.3.7.1 通道、门口、墙面、地、柱门等处做好防护，人员不应触摸和剐蹭。 

5.3.7.2 油画工交叉作业切勿相互污染，如有污染及时清擦干净并重新找补。 

5.3.7.3 淸理周围环境。 

5.3.7.4 末道油后，窗扇应用挺钩或木楔固定在开启状态，不应粘坏扇框边口的油皮。油饰完成后应

由专人看管，不应触摸油皮。 

5.3.7.5 拆卸架子时，不应磕碰建筑物和弄脏油皮。 

6 饰金 

6.1 贴金 

6.1.1 材料要求 

6.1.1.1 库金：含金量应达到 98%。 

6.1.1.2 赤金：含金量应达到 74%，应防潮。不宜长时间保存以防止变质变色。 

6.1.1.3 铜箔：纯黄铜加少量合金材料制作。宜随用随购，应防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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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4 银箔：由银与少量合金材料制作，因银易氧化变黑，所以宜随用随购，且应干燥保存，以防

止变色。 

6.1.1.5 糊粉：定粉（中国铅粉）炒制后称为糊粉，也有用食用淀粉炒制的。 

6.1.1.6 豆油坯子：将食用豆油入铁锅用文火熬至粘稠、有“皮头”后即为“坯子”。 

6.1.1.7 金胶油：把熬制的光油再放入小铁锅内，用文火熬至粘稠。 

6.1.1.8 土粉子：过 80目～100目铜锣后使用，无颗粒感。 

6.1.1.9 滑石粉：细腻无颗粒感。 

6.1.1.10 光油：纯光油，无杂质。 

6.1.1.11 黄调和漆：中黄和深黄两种。 

6.1.1.12 砂纸：100号细砂纸。 

6.1.1.13 棉花：弹好加工后的新棉，无杂质。 

6.1.2 主要器具 

主要器具：金夹子、金帐子、金帚子、羊毛刷、油刷、箩、碗、毛笔、油画笔、油勺、小线、油捻

子。 

6.1.3 作业条件 

6.1.3.1 各部位的谱子起扎完毕，沥粉经打磨无飞刺疙瘩。 

6.1.3.2 金胶油在施工部位旁用竹板做好试验，掌握金胶油的性能和干燥时间。 

6.1.3.3 沥粉打磨修整利落，无飞刺疙瘩。 

6.1.3.4 雨天、雾天湿度较大及三级风以上不宜操作。 

6.1.3.5 做好防护，挂好金帐子及围挡。 

6.1.4 工艺流程 

磨生过水布→呛粉→ 拍谱子→沥粉→包黄胶→打金胶→贴金→帚金→罩金。 

注：括号内内容属于彩画作内容。 

6.1.5 操作工艺 

6.1.5.1 磨生过水布：应在生油地仗沥粉上贴金，用砂纸将地仗磨 1遍，去杂质，使地仗光洁平整，

并过水布 1遍。 

6.1.5.2 呛粉：在油皮上贴金，应用粉袋装上滑石粉或青粉，应在贴金的周围油皮上轻轻拍擦 1遍。

在生油地和画活地上贴金不应呛粉。 

6.1.5.3 拍谱子、沥粉、包黄胶：操作工艺参见彩画作的相关内容。 

6.1.5.4 打金胶：在金胶油中勾兑少量色油，应在油皮上打 1遍金胶，画活地上应打 2遍金胶。用毛

笔或油画笔蘸金胶涂抹在黄胶上或油皮上，涂抹均匀即可。先上架后下架，先里后外，先打复杂的线条

后打简单的线条。 

6.1.5.5 贴金： 

a) 试金胶：应用手指外侧轻轻接触金胶油，金胶不离手时暂不应贴金。油不沾手可以贴金。 

b) 叠金：无论贴库金、赤金还是铜箔，应将“一把”（十张）金连同隔金纸对折，码放整齐，对
折时，应错开 5mm。除了手使的“一把”以外，其他待用金箔应置于盒内或篮内用重物压住。 

c) 撕金：按贴金部位线条的宽窄，应用金夹子折出印迹后将金撕成条，随贴随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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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贴金： 应用金夹子将折叠的条再打开，将金连护纸一起向上捻，使金与下护纸分开后，夹起

一条金连同上护纸贴于金胶上，向线条方向轻捋。 

6.1.5.6 帚金：应用棉花团沿线条用揉的动作轻轻顺一下，使飞金、散金粘于未贴到之处，金贴应牢

固。再用羊毛刷或金帚子清理金的周边，金色线条应突出、明亮。 

6.1.5.7 罩金：毛笔或油画笔沾光油或金箔封护剂，应在金线条上或贴金部位刷 1遍，不宜过厚，涂

抹均匀。 

6.1.6 质量检验 

6.1.6.1 主控项目 

6.1.6.1.1 材料纯正、质量合格，经有关部门鉴定认可后使用。 

6.1.6.1.2 不应漏打、漏贴、洇。 

6.1.6.2 一般项目 

线路纹饰整齐，色泽纯正一致，无漏地、无绽口、无崩鞅现象，两色金准确，罩金无漏罩现象。 

6.1.7 成品保护 

6.1.7.1 贴金处不应触摸或剐蹭，下架应做好有效防护，设专人看管。 

6.1.7.2 特殊部位需要扣色油时，不应沾污金活。 

6.1.7.3 拆卸架木时，不应磕碰，稳妥操作。 

6.1.7.4 下班后，将剩余的金箔送交库房保管，使用时，应再次办理领料手续。 

6.2 泥金 

6.2.1 材料要求  

6.2.1.1 库金：含金量 98%。 

6.2.1.2 白芨：泥金应用鲜白芨榨汁，也可用干白芨研成粉状，白芨粉应细腻无颗粒感，纯正。 

6.2.1.3 蛋清：鲜鸡蛋去掉蛋黄。 

6.2.2 主要器具 

主要器具：缸盆，又称鲁班盆，陶瓷盆也可。鲁班锤（瓷、石、木质均可）。毛笔、酒盅、碗。 

6.2.3 作业条件 

6.2.3.1 应根据泥金的部位搭设脚手架。 

6.2.3.2 泥金部位地仗、油皮已做好并打磨清理干净。 

6.2.3.3 应有防雨、防灰尘的措施。 

6.2.4 操作工艺 

6.2.4.1 金浆配制：应在盆内放入鲜白芨或白芨粉用鲁班锤捣碎研磨均匀，将库金去掉夹金纸用箩金

筒制成碎金末后放入盆内，陆续放入少许蛋清研磨，研磨精细后再渐入蛋清搅拌均匀，使金、白芨、蛋

清融为一体。 

6.2.4.2 涂刷：混金做法可用毛笔、羊毛刷蘸浆从上至下涂刷，不宜过厚。不漏地，涂刷均匀即可，

一次成活。做线条图案的先拍好谱子，用笔蘸浆沿谱子线描绘。金浆干好后即金色明亮。 

6.2.4.3 描金：应由画工用绘画手法直接用描笔蘸金浆勾勒图案、衣纹等线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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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 质量检验 

6.2.5.1 主控项目 

库金应符合相关质量标准，有出厂合格证明。 

6.2.5.2 一般项目 

泥金表面无流坠、涂刷均匀。干后手摸不应掉金，金色光亮持久，金黄夺目。 

6.3 扫金 

详见 7.2.5.9 匾额饰面中的扫金做法。 

7 烫蜡、匾额、粉刷工程 

7.1 烫蜡 

7.1.1 材料要求 

7.1.1.1 白蜡、黄蜡：又称川蜡、硬蜡、固体蜡，应纯正无杂质，不应使用罐装软腊。 

7.1.1.2 木炭：宜用果木炭，燃烧时不应有崩火现象。 

7.1.1.3 棉丝或擦布：干净无油污。 

7.1.1.4 各种水色用色：应采用碱性色系。 

7.1.2 主要器具 

主要器具：蜡烘子、铁桶、油桶、竹铲、扫帚、铲刀、电热风机、木工刨、油刷、加热炉。 

7.1.3 作业条件 

7.1.3.1 烫蜡部位周边做好防护，不应污染。 

7.1.3.2 烫蜡处木质应干燥，含水率不应大于 12%。除了匾额以外，均应安装完毕验收合格后，才能

进行烫蜡工作。 

7.1.4 工艺流程 

基层处理→套色→ 熬蜡→刷蜡→烤蜡→起蜡→擦蜡→清理。 

7.1.5 操作工艺 

7.1.5.1 基层处理： 

a) 应用扫帚和擦布扫净木件上灰尘。 

b) 应用砂纸顺木纹进行反复打磨，去掉毛刺、墨线、胶迹，磨平磨光，不应有砂纸划痕。有油污
处用碱水擦洗，清水刷净晾干，并将场地打扫干净。 

c) 木件上的钉子眼、砂眼、缺棱、拼缝处，应用带色的石膏腻子刮抹平整，腻子的颜色与木件颜
色相同或略浅一点，楠木上可直接用血料腻子。腻子干好后用砂纸顺木纹打磨，磨好后用潮布

将粉末擦净。 

d) 有旧蜡层的旧活，应将原蜡层及附着物刮除干净，缝隙、坑洼处剔除清理。 

7.1.5.2 套色 



DB11/T 889.3—2014 

40 
 

a) 烫蜡的基层需套色时，应套水色不宜套油色。基层颜色不一样时，应调制水色找补或满刷，干
好后基层颜色应一致，用毛刷清理表面。 

b) 同一木质上做 3种颜色（即仿硬木三色）的做法，分别调制水色，刷于木件上。应先刷内后刷

外、先刷浅色，后刷深色。干好后应用毛刷清理干净。 

7.1.5.3 熬蜡：应将硬蜡块砸成小块放入容器内，移至热源上熬炼。 

7.1.5.4 刷蜡：应将熬好的液体蜡用油刷涂于木件上，刷蜡应均匀有序，按先上后下、先左后右、先

里后外涂刷。 

7.1.5.5 烤蜡：应用电热风机或蜡烘子进行烤蜡，使蜡渗入木质，边烤边刷。 

7.1.5.6 起蜡：烤蜡后即刻用竹铲、木铲顺木纹将浮在木件表面的余蜡铲除干净，露出木质，边铲边

清扫蜡屑。 

7.1.5.7 擦蜡：应用棉丝、擦布先秧角后大面顺其木纹反复擦拭光亮整洁。 

7.1.5.8 清理：检查木件秧角，用干净擦布再次擦拭未擦净的秧角。 

7.1.6 质量检验 

7.1.6.1 主控项目 

7.1.6.1.1 按色标做出样板。 

7.1.6.1.2 烫蜡后，观感应与木质颜色一致，平整光滑无色差，无漏烫。 

7.1.6.2 一般项目 

7.1.6.2.1 烫蜡表面：蜡质纯正，薄厚均匀，无污迹。 

7.1.6.2.2 颜色：结合部直顺无相互污染。 

7.1.6.2.3 牌匾、匾地烫蜡：字秧应无蜡迹，不应影响贴金、扫青、扫绿。 

7.1.7 成品保护 

7.1.7.1 烫蜡处与相邻部位做好防护，烤蜡时应用铁皮遮挡。 

7.1.7.2 木地板烫蜡，操作人员应穿戴布鞋套，不应穿硬底鞋。 

7.1.7.3 不应使用较锋利的工具起蜡。 

7.2 匾额地仗及饰面 

7.2.1 材料要求 

7.2.1.1 灰油：稠度应适宜。 

7.2.1.2 砖灰：各种砖灰符合相关标准，应干净、干燥，无杂质。 

7.2.1.3 血料：纯正、无杂质。 

7.2.1.4 线麻：麻丝顺畅柔软，长度适宜，无硬枇。 

7.2.1.5 生桐油：应使用纯正无杂质油品。不应使用混合油或代用品。 

7.2.1.6 油满：白面、灰油调制而成，稠度适宜，无面团、无疙瘩。 

7.2.1.7 黑磁漆：也可用黑硝基漆或黑平光漆，应在保质期内。如使用腰果漆饰面应做好样板试验。 

7.2.1.8 金胶油：稠度适宜，结膜或干燥时间长，俗称隔夜金胶。 

7.2.1.9 铁红漆：应在保质期内。 

7.2.1.10 金箔：应按设计要求使用库金、赤金或铜箔，库金不应变质、变色。 

7.2.1.11 硃红油漆：颜色应纯正艳丽。 

7.2.2 主要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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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器具：半截桶、把桶、油桶、水桶、碗、油勺、过板、皮子、铁板、油刷、油画笔、毛笔、毛

刷、 刻刀、箩、盒尺、铅笔、炭笔。 

7.2.3 作业条件 

7.2.3.1 匾额木胎预制加工完毕，铁活安装妥当。 

7.2.3.2 字样应按匾额尺寸复制好。各种材料到位。 

7.2.3.3 作业场所通风、干燥、避雨。数量多时，可搭设操作平台，也可用矮木凳、铁凳。应用软物

将接触面缠裹。 

7.2.4 工艺流程 

斩砍→撕缝→楦缝→捉缝灰→扫荡灰→使麻→磨麻→压麻灰→中灰→渗灰→细灰→磨细钻生→

刻字、堆字、做木胎字→钻生→腻子→垫光油→刷多道油→磨褪→打金胶→贴金或扫金、扫青、扫绿。 

7.2.5 操作工艺 

7.2.5.1 地仗做法同一麻五灰、二麻六灰或一麻一布六灰做法。匾额正面地仗的操作工艺为：工序及

材料配合比参照表 5中一麻五灰做法，不同之处是其中在中灰遍后增加了 1道渗灰。渗灰的做法应为满

攒 1道细灰，厚度视刻字的深度而定，应为 3mm～4mm。攒好刮平后立即用糊刷或扫帚在灰的表面走 1

遍，划出大小不等的沟来，沟的深度为 lmm～2mm。渗灰基本干好后用铁板刮去其浮籽及余灰，打扫干

净再满攒细灰、过板子。匾额背面地仗的做法同大木地仗。 

7.2.5.2 匾正反两面的操作顺序：先做匾额的背面，后做正面，穿插施工。背面钻生后再做正面的渗

灰。正面刻字前，背面用铁红油漆油饰完，背面油活做法为：不刮腻子只磨垫光，2遍油即可。 

7.2.5.3 拓字：刻字前，应按下列方法先将事先从旧匾额上翻拓下来的字样拓到匾额上。 

a) 应在匾额刻字处擦上立德粉，挂好横竖中线，字样摆放整齐，垫好复写纸，用铅笔、圆珠笔沿
字的笔画边缘描写，拿掉字样，字的原形就明鲜的留在匾额上了。 

b) 应先试摆字样，位置确定后在匾额地仗上过水布，字样背面擦涂立德粉，摆放于匾额上，用铅
笔沿字的笔画边缘描写，当去掉字样后字的白色轮廓线就展现在地仗上了。 

c) 应先试摆字样，位置确定后，生油地上过水布。在字样的背面用毛笔沾大白浆沿字的边缘描写，
平铺在匾额上，用手轻擦字样，去掉字样后白粉就沾在地仗上了，显露出字的原状。 

7.2.5.4 刻字：应在生油不干时刻字。 

a) 阴刻：用刻刀沿字的轮廓线由左至右，由上至下，深度以笔画大小而定。用平铲刀或半圆型刻
刀去掉字体，底部呈凹型或 U字型。用砂布条打磨平整，再次用油画笔给字体钻生 1遍。 

b) 阳刻：也称落地刻。字的笔画不动，只刻掉字的周边地仗，使字高于地仗。用砂纸打磨平整后，
用油画笔沿字的外轮廓线钻生 1遍。 

c) 锓阳刻：刻刀沿字的笔画外缘垂直下刀，刀柄微向笔画外侧倾斜，把字形刻出。用铲刀去掉笔
画两侧地仗，使笔画上部呈椭圆型。并用砂纸打磨干净，去掉刀痕，字体钻生油 1遍，生油干

好后攒腻子刷油。 

7.2.5.5 堆字：应用刻刀把字体剔除掉，将麻露出，沿字笔画外缘内约 6寸钉～8寸钉，高出地仗为

10mm，钉子上缠沾过浆的麻，再做粗灰、中灰、细灰、钻生。再拓字样，保留字体，去掉多余的灰，刻

磨成型，再次钻生。生油干好后方能攒腻子刷油。 

7.2.5.6 木胎字：精选干燥木板，两面刨光，厚约 20mm～30mm，字拓于木板上，用锼弓锯（钢丝锯）

沿字外沿锼刻，用铲刀、砂纸铲磨字体顶部，使笔画呈椭圆形。再用同一字样将字拓于匾额的地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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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阴刻的方法将字剔出，深度 2mm～3mm。将字安放刻好的凹槽内粘钉牢，字与地仗的缝隙找补中灰、

细灰。为防止木字开裂，可糊布一道并找补细灰，最后打磨，钻生桐油成活。 

7.2.5.7 油饰贴金：地仗清理干净刷油，一般用黑磁漆或黑硝基漆。晾干 1d～2d后磨垫光，再刷数道

油使油膜够厚度，油干好后用 200号水砂纸沾水做磨退。匾额大面及四周侧面反复沽水打磨，基本平整

后用砂蜡揉褪光，直至油皮乌黑均匀“一块晕”后才算成活。把砂蜡擦净晾干后打金胶贴金。库金不用

罩金，赤金、铜箔应罩金。为增加匾额质感，贴金后在磨退的油皮上擦遍核桃油。擦核桃油的方法：将

两个核桃的仁用双层纱布包裹严紧，用锤子捣碎，油就浸入纱布内，即可擦拭。擦完后立即用干纱布沿

一个方向再擦 1遍，去掉擦痕。 

7.2.5.8 扫青、扫绿： 

a) 字扫青扫绿：地仗油饰后，字打金胶，略肥一点，立即将青或绿颜料用箩筛于金上，金胶不浸
透颜料就行。24h后，去掉多余的颜料，用羊毛刷、毛笔清理干净，擦净地仗。 

b) 字贴金，地扫青扫绿：字体包黄胶干好后停下来，地仗用油刷满刷 1道金胶油，即刻将青或绿

颜料用箩筛于金胶上。24h后去掉多余的颜料，用羊毛刷顺木纹轻刷 1遍，以使眼色一致。扫

青扫绿完成后，用毛笔将字体清理干净，打金胶、贴金。 

7.2.5.9 扫金：应在扫金的字或地子上垫光黄油 2道；把金箔用箩金筒制成金末待用，打金胶，用金

帚子或羊毛刷蘸金末往金胶上覆盖，彻底干后扫去浮金。 

7.2.5.10 匾额字的安排处理：匾额种类繁多，形态各异。传统习惯匾上的字应由右至左排列。满汉合

壁满文为上，列在右侧。满、汉、蒙、藏合壁由右至左排列。额的字竖向排列，右为上。匾额的题字如

为皇帝、皇后的墨宝，印章无论几方均置匾的中上方。一般人的题字，迎首章位于右上与匾字平齐，朱

红油饰。落款于左，名章在上，号章在下，名章阳刻，号章阴刻。落款一般姓名贴金，其它字为朱红。

名章字为朱红，地为金。号章字为金，地为红。 

7.2.6 质量检验 

7.2.6.1 主控项目 

7.2.6.1.1 材料质量应合格，符合有关质量标准要求。 

7.2.6.1.2 五金、花边雕饰安装牢固合理。字与匾的比例适当，字排列整齐。 

7.2.6.1.3 各灰层之间粘接牢固，无空鼓、开裂现象。 

7.2.6.1.4 匾额做地仗后应方正，不应变形。磨退后的油皮平整、光滑洁净，无色差。 

7.2.6.1.5 贴金处金色光亮无绽口，无漏贴。 

7.2.6.2 一般项目 

7.2.6.2.1 表面平整，油饰无痱子、无龟裂。 

7.2.6.2.2 雕刻刀工准确，字不应走样。雕刻深度适当，打磨光滑不留刀痕。 

7.2.6.2.3 扫金扫青扫绿无漏地，色泽一致。油漆、颜料与金活不应相互污染。 

7.2.6.2.4 字秧应整齐，罩金无漏罩。 

7.2.7 成品保护 

7.2.7.1 匾额做好后，应封匾额保护。 

7.2.7.2 未挂匾额前，应存放室内，软物垫妥，有序码放。搬运过程中应轻拿轻放，不应挤压、磕碰。 

7.3 粉刷 

7.3.1 材料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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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1 大白：应细腻纯正无杂质。 

7.3.1.2 骨胶：溶化后胶性较好。 

7.3.1.3 土粉子：过箩后使用，应无颗粒感。 

7.3.1.4 滑石粉：应粉末状，不应受潮结块。 

7.3.1.5 各色颜料：应按设计指定矿物质耐侯颜料。 

7.3.1.6 外墙传统色浆的配制： 

a) 山墙红土浆：广红土:血料:胶为 20:3:0.2。 

b) 宫墙红土浆：广红土:光油:石灰水为 20:1:1。 

c) 冰盘沿、下碱、墙裙灰浆：青灰:石灰:胶:盐为 1:6:0.02:0.12。 

7.3.1.7 涂料：市场采购应分清室内还是室外用，应在保质期内，颜色纯正无色差。 

7.3.1.8 大白腻子配合比（重量比）：胶液:大白粉:纤维素为 1:10:0.5，加水适量。 

7.3.1.9 腻子粉、成品腻子：应胶性适中，攒腻子后无收缩感。 

7.3.1.10 砂纸：使用 100号砂纸，垫木块或安在砂纸板上使用。 

7.3.2 主要器具 

主要器具：桶、刮板、托灰板、排笔、油刷、小线、盒尺、箩。 

7.3.3 作业条件 

7.3.3.1 门窗洞口及周边缝隙抹灰堵实牢固，墙面抹灰已基本干燥。 

7.3.3.2 脚手架搭设完好，立杆距墙为 500mm，排木距墙不应大于 200mm，经有关人员验收合格后方可

操作。 

7.3.3.3 刷浆的相邻部位做好遮挡，地面也应做好有效保护。雨季在室外刷浆应有防雨措施，墙面不

应受雨淋。 

7.3.3.4 现场温度不应低于 5℃，冬季施工应有保温采暖措施，温度均衡不应忽高忽低。 

7.3.4 工艺流程 

基层处理→找补腻子→攒磨腻子→刷浆→清理。 

7.3.5 操作工艺 

7.3.5.1 基层处理：应将刷浆处沾污的灰浆、污垢进行清理铲除，并将灰尘打扫干净。 

7.3.5.2 找补腻子：应将刷浆处周边缝隙、棱角缺损处、墙面磕碰及划痕用较稠的腻子堵严找平。腻

子干好后用砂纸打磨平整，将粉末灰尘打扫干净。 

7.3.5.3 攒磨腻子：腻比找补用腻子稀一些，二遍成活。应用刮板从上至下，从左至右满横刮 1遍，

刮距应长。腻子的厚度视墙面平整度而定，应越薄越好。干好后用砂纸打磨，再刮第 2遍腻子则竖刮。

干好后把砂纸用木块衬垫或使用自制砂纸板进行仔细打磨，磨距应长，对边角、线角、棱角应磨直顺，

墙面平整无砂眼，磨完后打扫干净。 

7.3.5.4 刷浆：3遍成活。1遍〜2遍浆，每遍干好后用砂纸打磨，去掉流坠痕迹、疙瘩、刺毛及刷痕。

应用排笔由上至下、由左至右进行，竖向操作。沾浆少蘸、勤蘸，以不流不滴为宜。刷距适度，刷时应

轻，应快。一排笔紧挨一排笔，搭接应小，衔接应一致。整面墙一次成活不应间断。浆应随使随搅拌，

颜色不应沉淀造成浆色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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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5.5 寺庙、宫殿刷色浆，操作方法同上。不同的只是设色，在室内、廊心墙面刷饰包金土色浆，

墙边边刷绿大边及拉色线。刷前先弹线，利用尺板或尺棍刷色浆，然后拉色线。具体工艺流程如下：

基层处理→找补腻子→攒磨腻子→刷包金土色浆→墙边弹线→刷绿大边→拉色线。 

7.3.5.6 清理：应去掉遮挡和防护用具，将墙下碱、地面打扫干净。 

7.3.6 质量检验 

7.3.6.1 主控项目 

7.3.6.1.1 材料品种、颜色符合设计要求，不应掉粉、起皮、漏刷、透底，墙面平整；浆色一致。 

7.3.6.1.2 应与相邻部位界线分明，无相互污染。 

7.3.6.2 一般项目 

7.3.6.2.1 表面应无划痕、无流坠，分色线平直，墙面整洁无粗糙感。 

7.3.6.2.2 阴角方正，阳角不缺棱掉角。 

7.3.7 成品保护 

7.3.7.1 应加强对窗、门、槛框、下碱、地面的防护，避免落浆污染。 

7.3.7.2 拆架子时应小心谨慎，不应磕碰墙面。 

7.3.7.3 浆未干前，不应清扫地面，防止灰尘污染墙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