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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外墙的米黄色水刷石饰面的脏污、龟裂、裂缝、空鼓、脱落、

色差等问题。水刷石是一项传统的施工工艺，墙面上有小石子

半露。1916 年开始，水刷石在上海逐步推广使用，成为上海近

代建筑主流的外墙装饰形式，也是上海展览中心外立面的主要

材料。

历经两次大修之后，外立面除了时间留下的沉淀外，还有

以前大修留下的痕迹，需要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修缮工艺。

“水刷石是上海展览中心外立面最主要的材料，把它修复好了，

修缮工程才算真正成功。”闵欣介绍，针对水刷石的修复，华

建集团历保院邀请同济大学团队做了清洗实验和水刷石复配实

验，力求完美还原建筑的本来面目。记者在现场看到，东一馆、

西一馆的外立面修缮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其他场馆的外立面修

缮也在积极推进中。

新技术助力历史建筑焕发新生

百米钢塔和红五星率先完成修缮背后，智能化监测技术、

多种数字化测绘查勘手段等新技术的应用起到了重要作用。

修缮钢塔，需要在空中搭起分量不轻的脚手架。在这次修

缮中，上海建工装饰集团采取的盘扣式钢管脚手架重达170吨，

立在本就没有打桩的主体建筑之上，不少专家都提出了不同意

见。“因为上海展览中心本身就有不均匀沉降现象，曾经广为

使用的毛竹脚手架因为安全不符合要求已经退出上海的建设工

地舞台，并且2001年大修时的脚手架搭建方案无法直接复制。”

好在，上海建工装饰集团根据模型设计出变截面盘扣式脚

手系统方案，对脚手架立杆稳定性、水平杆强度、节点最大压

力和底托反力等计算复核，打消了专家们的疑虑。

同时，基于 5G 通信技术的实时监测技术也是项目成功的

重要因素。百米钢塔高达 110.4 米，在建筑物最高点如果有大

风吹过，脚手架晃动的同时，钢塔本身也会晃动，两个晃动之

间会发生耦合作用，存在巨大结构隐患。如果按照以往三天一

读数的监控方式，显示不满足这个在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下的

施工全过程监控。为此，除了按照传统方式对结构本身进行监

控以外，在集团工程研究院的协助和支撑下，项目采用了带 5G

模块的监测仪器对脚手架以及脚手架和建筑本体的连接部位进

行实时的数据监控，24 小时实时监测沉降和倾斜度，一旦超过

警戒线，立即启动应急措施 .

从 2021 年 3 月 1 日正式进场开始施工，到 6 月 15 日前序

馆钢塔部分修缮工作全部完成，6 月 18 日前脚手架全部落下。

可以说，是数字化信息化技术的应用改变了这幢优秀历史建筑

百米高塔只能搭毛竹脚手架的宿命。

据介绍，这也是全过程数字化建造和管理控制技术第一次

应用在上海的历史保护建筑中，而这次的成功经验，将作为集

团在历史保护建筑修缮与数字化领域融合应用的经典案例记入

史册，为今后的历史建筑保护提供借鉴。

邹翔坦言，工作十余年，上海展览中心之前，他从未对一

个建筑投入如此多的精力和情感，而这座建筑前后穿梭 60 余年

的时空变幻感也令他着迷，“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座建

筑周围的一切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它还在那个位置，一切

都还是原来的模样”。

令人高兴的是，红五星变得更加耀眼的同时，上海展览中

心也在变得更加亲民，从去年 9 月起，按照“一次规划、分步

实施”的开放计划，上展中心的公共区域开始逐步向社会公众

开放。

今年早些时候，原本封闭的铁围栏已全部拆除，根据规划，

未来整个区域按功能将划分为：景观区、休闲区、互动区、绿

植区、停车区，市民可近距离欣赏这座建于 1955 年的优秀历

史建筑。

此外，在靠近延安中路的公共活动空间计划增设市民服务

中心，提供咨询、零售、展示等服务；在东北角规划市民广场，

打造漫步休闲林荫道与活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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