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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 2011 年工程建设标准

规范制订、修订计划〉的通知》（建标［2011] 17 号）的要求，

规程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际

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编制了本

规程。

本规程的主要技术内容是： 1. 总则； 2. 术语； 3. 基本规

定； 4. 材料； 5. 工程设计； 6. 制作安装； 7. 质量与验收。

本规程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由中国建筑文化中心

（全国城市雕塑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

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中国建筑文化中心 709

室（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 13 号，邮编： 1000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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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 0.1 雕塑 sculpture 

通过雕、刻、塑等手段对硬质材料进行加工，形成立体的造

型艺术。

2.0.2 城市雕塑 public sculpture 

设立于城乡公共空间的雕塑。

2. o. 3 城市雕塑工程 public sculpture project construction 

通过协作将某些材料转化为雕塑作品的制作与建造过程。

2.0. 4 城市雕塑规划 public sculpture plan 

指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对城市雕塑空间布局、主题内容及所在

空间环境等的系列安排和总体要求。

2.0.5 金属铸造雕塑 metal casting sculpture 

将熔炼的金属溶液浇注到模具中，待其冷却、凝固、清砂和

表面处理后，获得雕塑铸品的制作方法。

2.0.6 金属锻造雕塑 metal forging sculpture 

对金属板材、型材等采用折、剪、割、熔、哪、焊、拼接、

敲制、模具成型、打磨等工艺，获得雕塑锻制品的制作方法。

2.0. 7 石材雕刻 stone carvi吨

石材经过雕、琢、刻、磨等工艺，获得雕塑造型的制作

方法。

2.0.8 制作加工 production processing 

根据选定方案，由小稿到定稿，由定稿通过工艺技术加工成

硬质材料的制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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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 GB 50068 执行。

3.0.8 城市雕塑工程周边设施、建筑物等环境发生改变时，应

对原有城市雕塑工程主体结构进行检测，必要时进行维护、

加固。

4 



4 材料

4. 1 金属类

4.1. 1 金属类城市雕塑材料牌号、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检验

规则以及包装、运输、贮存等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铸造铜及铜

合金》 GB/T 1176、《铸造铝合金链》 GB/T 8733、《不锈钢棒》

GB/T 1220 、 《灰铸铁件》 GB/T 9439 、 《球墨铸铁件》 GB/T

1348 的规定。

4.1. 2 对金属材料有特殊要求的城市雕塑工程，应对合金成分

构成、物理性能、抗腐蚀性能等各项指标进行综合分析后确定，

以保证选材符合环境要求。

4.1. 3 金属材料表面应光沽，有较高可塑性、韧性和机械强度。

黄铜、紫铜的牌号、状态、规格、力学性能、化学成分等应符合

国家现行标准《加工铜及铜合金化学成分》 GB/T 5231、《铜及

铜合金拉制管》 GB/T 1527 和《铜及铜合金挤制棒》 YS/T 649 

的规定。黄铜宜选用 H62 及以上牌号材料。紫铜宜选用 T2 牌号

材料。不锈钢牌号、化学成分、力学性能等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不锈钢和耐热钢 牌号及化学成分》 GB/T 20878 的规定。不

锈钢板宜选用 304 、 316 L 牌号材料。

4.2 石材类

4.2.1 石材类城市雕塑应选用孔隙分布均匀、孔径小、吸水率

低、不易风化、硬度及抗压强度高的材料。

4.2.2 大理石材料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天然大理石荒料》

JC/T 202 的规定。

4. 2.3 花岗岩材料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天然花岗石荒料》

JC/T 204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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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石材含辐射成分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材料放射性

核素限量》 GB 6566 的规定。

4.2. 5 有特殊视觉效果要求的石材硬度，可根据设计要求和作

品需要选择。主要石材应具有供货方提供的物理性能检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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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工程设计

5.1 基础与结构

5. 1. 1 基础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GB 50007 的规定。

5. 1. 2 结构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

50009、《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 50011 及《钢结构焊接规范》

GB 50661 相关规定。

5.1. 3 对容易引起造型变形及对支撑结构有特殊要求的城市雕

塑，应设置金属结构支撑系统，金属结构支撑系统设计应按现行

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7 和《铝合金结构设计规

范》 GB 50429 等有关规定执行。

5. 1. 4 大型及特大型山体城市雕塑工程，设计应按现行国家标

准《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范》 GB 50330 执行。

5. 1. 5 结构工程设计制图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制图

标准》 GB/T 50105 的规定。

5.2 照明与避雷

5. 2. 1 城市雕塑工程夜景照明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照明

设计标准》 GB 50034 的规定。

5. 2. 2 灯光设计应充分运用灯光的强弱、明暗以及色彩的变化，

表现城市雕塑工程体量和空间等基本特性，并应避免光污染。

5. 2. 3 光源应选择环保节能型，白天效果应符合城市雕塑工程

设计效果要求。

5. 2. 4 城市雕塑工程设计应根据材质和高度需要设置避雷装置。

避雷装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

50057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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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制作安装

6.1 制 f乍

6.1.1 城市雕塑制作应符合审批部门确认的设计文件和模型

要求。

6.1. 2 雕塑造型表面肌理、质感、色彩、形态应符合原创设计

要求。重要节点应经原创设计者确认。

6.1. 3 金属类城市雕塑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金属材料使用前应做钝化处理和稳定处理；

2 金属铸造类城市雕塑，其制作工艺应符合原创，无特殊

要求的表面浇冒口余根、披缝、毛刺、多肉以及铸造缺陷的补焊

处均应修饰与其型面相符，并应减少浇铸内浇道与产品的接触

面积；

3 铸件表面着色时，应以色泽样标及设计约定为依据；

4 采用金属类材料，特别是在高温、潮温环境下，应根据

材质和环境对金属的电化腐蚀进行有效处理；

5 内部钢结构应进行除锈处理，除锈后需喷涂防锈漆；除

锈防腐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工业建筑防腐蚀设计规范》 GB

50046 执行；

6 钢结构支撑系统，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工程施

工规范》 GB 50755 的规定。

6.1. 4 石材类城市雕塑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石材类城市雕塑加工宜使用点线仪，所点间距应根据内

容、材质、体量和部位选择；

2 石材类城市雕塑应进行抗渗、防污处理，必要时应进行

防腐蚀和抗风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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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安装

6. 2. 1 城市雕塑工程安装，应按国家现行标准《钢结构工程施

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05 和《金属与石材幕墙工程技术规范》

JGJ 133 执行。

6. 2. 2 分体或分块制作的大型、特大型城市雕塑工程或组雕工

程，应由原创设计者监督组装过程。

6.2.3 钢结构焊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焊接规范》 GB

50661 的规定。

6.2.4 城市雕塑工程灯光安装，应根据雕塑材料和造型，按现

行国家标准《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303 执行。

6. 2. 5 城市雕塑吊装应按现行行业标准《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

全技术规范》 JGJ 80 执行；安装现场环境与卫生应符合现行行

业标准《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环境与卫生标准》 JGJ 146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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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质量与验收

7. 1 一般规定

7.1.1 城市雕塑工程每个阶段工作完成后应由建设单位组织设

计、制作、安装等单位进行检查验收，合格后方可进行下道

程序。

7.1. 2 城市雕塑工程隐蔽工程质量验收应在隐蔽前进行，验收

文件应在最终验收时提交。

7.1. 3 城市雕塑工程使用的主要材料应符合材料供货清单和质

检报告的规定。材料牌号、合金成分、力学性能等应符合本规程

及设计要求。

7.1. 4 城市雕塑基础工程质量验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

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02 的规定。安装工程

质量验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标

准》 GB 50300 的规定。

7.1. 5 城市雕塑工程验收合格后，相关资料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设工程文件归档规范》 GB/T 50328 要求归档。

7.2 外观质量验收

7. 2.1 城市雕塑的造型体面、线条、图案、色泽、文字、照明、

环境等艺术效果和最终成品质量验收应符合设计要求和合同

规定。

7.2.2 金属铸造类城市雕塑质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焊接结构的城市雕塑工程，应保证整体造型视觉艺术效

果，不得有明显色差、变形；

2 焊缝表面应无气孔、无裂缝；界面为线、面接触的材料，

不应影响其焊缝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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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型、特大型金属类城市雕塑工程，焊缝应做无损探伤

检测；

4 表面不应有可见裂纹、冷隔等穿透性缺陷；

5 铸造表面应无明显混砂和砂眼现象，材质结构均匀、紧

密度高；

6 焊材成分宜与母材匹配，焊缝与母材不应有色差。

7. 2. 3 金属锻造类城市雕塑质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锻造金属材料成品表面应去污、去油；

2 拉丝工艺表面应饱满、均匀、无断线、无凹凸不平；拉

丝距离应保持一致并平行；

3 镜面工艺表面应映像清晰无虚影，映射形象外形轮廓应

流畅无起伏，光影的波纹线无断开，波纹上下不得超过 20mm;

4 锻造面板与内部骨架的焊接点不应少于接触面的 50%;

5 表面批灰着色的雕塑焊接面积不得低于焊缝的 60%;

6 锻造板锻造后，厚度、延展性和强度应满足设计要求。

7.2.4 石材类城市雕塑质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石材材质应均一、完整，不得有明显暗裂、黑疤与色差；

2 石材分块应满足设计要求，根据石材表面粗细效果要求

分块组合后，拼缝及偏差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金属与石材幕墙

工程技术规范》 JGJ 133 的相关规定。

7.3 基础及内部支撑结构质量验收

7. 3.1 城市雕塑工程基础与内部支撑结构系统，应符合设计及

国家现行相关工程质量验收标准的规定。

7.3.2 城市雕塑工程金属类支撑系统的除锈、防腐应符合国家

现行相关工程质量验收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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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气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

“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

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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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灰铸铁件》 GB/T 9439 

27 《不锈钢和耐热钢牌号及化学成分》 GB/T 20878 

28 《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 JG] 80 

29 《金属与石材幕墙工程技术规范》 JG] 133 

30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环境与卫生标准》 JG] 146 

31 《天然大理石荒料》 JC/T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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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雕塑工程技术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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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



编制说明

《城市雕塑工程技术规程》 JGJ/T 399 - 2016 经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 2016 年 12 月 15 日第 1389 号公告批准、发布。

本规程编制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总结了

我国城市雕塑工程的实践经验，同时参考了国外的工程实践经

验，确定了城市雕塑工程的各项技术要求。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

本标准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城市雕塑工程技术规程》

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规程的条文说明，对条文规定

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但是，

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规程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

理解和把握规程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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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 o. 1 随着全球艺术交流和我国城市文化的繁荣发展，城市雕

塑建设迎来了新的机遇期，正在经历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城市雕塑作为城市景观的一部分，在使人们感受文化魅力和精神

力量的同时，也创造了对于环境的投资潜能。

近年来城市雕塑工程建设规模日渐增大，城市雕塑体量、占

地空间、建设投资量已相当于城建工程规模。因此，加强城市雕

塑工程建设顶层设计，制定出台城市雕塑工程技术标准，将有利

于保证城市雕塑工程的艺术质量、工程质量；有利于城市雕塑工

程的建设安全；有利于引导城市雕塑行业和城市雕塑工程建设的

健康发展。

1. 0. 2 本规程主要针对以下类型城市雕塑工程：

1 城乡规划区域内公共空间的城市雕塑工程。城市雕塑一

般具有立体、三维、硬质等特征。

2 城市雕塑工程中占主导的金属类、石材类的城市雕塑

工程。

3 以上范围内城市雕塑工程的设计、制作安装与质量验收。

城市雕塑工程后期的维护、迁移不在本规程规定范围内。

1. 0. 3 城市雕塑工程规划、设计应充分考虑时间、空间环境。

位于道路两侧和道路节点上的城市雕塑，应做交通分析。将城市

雕塑规划和道路交通规划相结合，既要满足交通安全、便捷，又

要确保城市雕塑景观整体作用的最大限度发挥，还要研判未来交

通拥堵变化，以此来确定雕塑的选址和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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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 0.1 雕塑：一般具有立体、三维、硬质等特征，以区别于植

物等软质造型艺术。

2.0.2 城市雕塑： 20 世纪 80 年代初刘开渠先生提出了城市雕

塑概念，指现代城市公共空间的三维、硬质材料的造型艺术品。

这里的城市雕塑概念是中国特有的、约定俗成的概念。国外称

“户外雕塑”或“公共空间雕塑”。我国之所以叫城市雕塑，是因

为 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的城市雕塑建造地点多限于城市。改革开

放后，全国大、中、小城市将城市雕塑纳入城镇整体规划。至此

城市雕塑的外延得到了扩展，不仅仅限于城市，而是扩展到城乡

规划所覆盖到的范围。因此，今天的城市雕塑指设立于公共空间

的雕塑。但由于历史原因，城市雕塑仍作为特定的专有名词在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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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 0.1 城市雕塑工程应在城市或区域规划设计时就要作整体

考虑。

3. o. 2 为便于统计与测量，本规程将城市雕塑工程按体量划分

为特大型、大型、中型、小型四类。

体量划分包括按高度单一指标和按高度、宽度复合指标以及

按面积兰种类型。

特大型城市雕塑：指高度 30m 及以上；或高度不小于 lOm,

同时宽度不小于 45m；或浮雕展开面积不小于 300 m2 的城市

雕塑。

大型城市雕塑：指高度大于或等于 lOm，小于 30m；或高度

大于等于 5m，同时宽度不小于 30m；或浮雕展开面积大于或等

于 l00m2 ，小于 300旷的城市雕塑。

中型城市雕塑：指高度大于或等于 3m，小于 lOm；或高度

大于或等于 3m，同时宽度不小于 lOm；或浮雕展开面积大于或

等于 60时，小于 100旷的城市雕塑。

小型城市雕塑：指高度在 3m 以下；或高度在 3m 以下，同

时宽度在 lOm 以下；或浮雕展开面积在 60m2 以下的城市雕塑。

城市雕塑是立体空间艺术和三维视觉艺术，是公共环境的有

机组成部分。城市雕塑造型与艺术形式应契合主题，与周边的空

间、色彩、环境、风格相协调，融入整体环境之中。城市雕塑的

颜色、材质、作品摆放位置、朝向以及数量的合理性，应能起到

激活或提升整个区域环境品质的积极作用。

3.0.3 城市雕塑工程设立于户外，并以其艺术性和价值取向影

响着人们对美的追求。城市雕塑工程的艺术性强调了城市雕塑应

能在视觉艺术、造型艺术以及表现形式上，反映积极向上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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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向，避免由于艺术上的低俗带来不好的影响和建后即拆的现象

发生。此外，城市雕塑的主雕和群雕应与周边环境协调，以展示

和谐与美。

3. o. 4 目前越来越多的城市雕塑倾向于与人互动，因此，城市

雕塑工程的安全性和结构的稳固性非常重要。

城市雕塑工程的安全性强调了城市雕塑工程应有抗击各种自

然和人为因素的能力，包括应有可靠的防雷电、抗风雪、抗震等

技术措施和人为攀爬、蹬踏等保护措施，并应能针对不同环境、

地域，选择适宜的材料，避免扎伤、划伤、灼伤人员。

城市雕塑工程结构的稳固性包括结构整体的稳固性和构件自

身的稳固性两种状况。稳固性强调了城市雕塑工程结构在地震或

一般外力作用下应能够承受均匀荷载，不至由于受力不均产生明

塌或毁坏。

3. o. 6 、 3.0.7 由于目前城市雕塑工程体量越来越大，城市雕塑

工程与建筑工程越来越趋于融合。为保证其安全性，其主体结构

要定期监测，并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

标准》 GB 50068 中对设计年限的规定。

3.0.8 城市雕塑工程建成后，当周边环境发生变化时，如新建

建筑的出现、地铁的开通等改变了原有城市雕塑工程周边基础、

风力、风向和强度，要视情况对城市雕塑工程进行检测，如需要

应进行维护、加固，以避免出现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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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材料

雕塑以物质材料为载体，材料是雕塑本体语言的要素之一。

由于城市雕塑是户外雕塑，要求其材质要适应户外环境，金属材

料和石材因其自身物理属性，质地坚硬，耐风化，有很强的质感

等，适合户外雕塑对环境的选择。《中国城市雕塑建设年鉴（2006～

2008）》对历年获奖城市雕塑工程材质分析表明，获奖作品中，

铜材占 50%左右，不锈钢材料占 18%左右，石材占 16%左右，

三者合计超过 84% 。

除以上材质外还有树脂材料、木材以及合成新材料等，但由

于树脂材质本身易碎、易开裂，放置于户外经过阳光暴晒、风

蚀，一般不超过五年就开始变形了。因此，不适合作为户外城市

雕塑材质的选择。木质雕塑存在同样问题，放置于户外经风吹雨

淋、阳光暴晒，易腐朽、易燃烧，也不适合作为户外城市雕塑材

料选择。合成材料主要以特种水泥为胶凝材料，以石粉、石渣为

集料，依靠模具制作成型。由于合成材料与传统材料相比环保性

和艺术质感稍差，不如金属材料、石材质地坚硬、沉稳、厚实、

具有艺术美感，目前在城市雕塑材料选择中使用尚不广泛。因

此，本规程重点规范了城市雕塑工程中占比较大的金属材料和石

材的技术应用。

金属材料、石材的性能、成分等各项要求应按照本规程中提

及的相关标准执行。

4.1 金属类

4.1. 2 城市雕塑工程选用金属材料最重要的一条是要考虑环境、

气候条件，包括紫外线、臭氧、水汽、酸性水、温度、湿度、盐

风、烟尘、风沙、二氧化硫等因素的影响。建造于海边的城市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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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工程，由于经常受到盐风、海中矿物质、水汽等的侵扰，易锈

蚀，因此应选择防腐蚀材料，如 304 、 316L 不锈钢，或者上漆

保护。

4.1. 3 黄铜： H62 表示平均含铜量为 62%的普通黄锢，其中，

H 是汉字“黄”的拼音字母的第一个字母， 62 是铜元素的平均

含量。 H62 及以上牌号指黄铜含铜量为 60. 5% ~ 63. 5%，杂质

含量＜0.5% 。

紫铜：中国紫铜材料按成分可分为：普通紫铜（Tl 、 TZ 、

T3, T的、无氧铜 CTUL TUZ 和高纯、真空无氧铜）、脱氧铜

CTUP、 TUMn）、添加少量合金元素的特种铜（呻铜、暗铜、

银铜）四类。普通紫铜 TZ：状态为特硬材料。具体状态划分如

下：软 CM）、轻软 CMZ）、硬 CY）、特硬（T）。

无论是黄铜、紫铜的牌号、状态、规格、力学性能等应符合

国家现行标准《加工铜及铜合金化学成分》 GB/T 5231 、《铜及

铜合金拉制管》 GB/T 1527 和《铜及铜合金挤制棒》 YS/T 649 

的规定。

不锈钢牌号、化学成分及力学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不

锈钢和耐热钢牌号及化学成分》 GB/T 20878 的规定。 Cr 之前的

数字表示碳 CC）的万分之几的含量。 304 牌号为 06Crl9Nil0，表

示碳CC）含量万分之六（0. 06%); 316L 牌号为 OZZCrl 7Nil2Mo2, 

表示碳 CC）含量万分之二点二（0. 022% ）。

4.2 石材类

4.2.5 石材的硬度是指石材反抗其他物体机械侵人的能力。它

与石材的矿物成分、结构、构造有关，按其相对硬度大小分为

10 级。

一般来说花岗石是从天然岩体中开发出来的，硬度大，有

6 、 7 度左右，且耐压、耐火、耐腐蚀性能强，但自重较大；青

斗石属于福建地区的石头，有 5 度左右；大理石一般只有 2 、 3

度而己，表面光滑，色彩丰富，纹理清晰，但硬度较低、容易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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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观音山石也是 2 、 3 度。

不同石材类城市雕塑对石材的硬度要求不一样，一般要根据

作品设计要求和作品所要表达的意境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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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工程设计

5.1 基础与结构

5.1.1 城市雕塑工程基础是否稳固关系到整个城市雕塑的安全。

城市雕塑工程体量、型制、规模越大，对基础安全要求越高。整

体城市雕塑及结构支架等所产生的荷载，要通过基座有效延伸到

城市雕塑基础进行消解。因此，城市雕塑基础特别是地基的地质

情况，直接影响雕塑体量大小。城市雕塑选址必须进行地质分

析，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还要对城市雕塑安全，抗风、抗雨

雪、抗腐蚀等性能方面进行充分考虑，并应按《建筑地基基础设

计规范》 GB 50007 的关规定执行。

5.1. 2 城市雕塑形态复杂多样，其结构受力状况也不尽相同。

城市雕塑工程结构设计除应考虑雕塑自身重量、风荷载、雷击等

问题外，还要针对每座雕塑具体结构进行专门分析、研究、计

算，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 50009、《建

筑抗震设计规范》 GB 50011、《钢结构焊接规范》 GB 50661 的

规定执行，由具有相关设计资质单位出具设计图纸并附计算书，

以确保城市雕塑工程结构安全。

5.1. 4 大型及特大型山体雕塑由于体量大，造型复杂，存在安

全隐患，因此，其设计可参照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边坡工程技术

规范》 GB 50330 执行。其边坡支护结构形式可根据场地地质和

环境条件，边坡侧压力的大小和特点，边坡高度以及对边坡变形

的控制要求和边坡工程安全等级等因素按现行行业标准《建筑边

坡工程技术规范》 GB 50330 中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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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制作安装

6.1 制 f乍

6.1. 3 金属类城市雕塑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钝化是使金属表面转化为不易被氧化的状态，从而延缓

金属腐蚀速度的方法。钝化处理是城市雕塑加工过程的最后一个

工艺步骤，也是关键一步，其目的是为了材料的防腐蚀。

稳定处理是使构件在长期服役的条件下形状和尺寸变化能够

保持在规定范围内的热处理。

3 对雕塑表面着色，应对雕塑进行清沽，着色时最好选择

明亮并通风良好的地方，着色应与色泽样标相符合，以保证雕塑

外观颜色符合原创设计。

4 金属中含有导电且不活泼的杂质，会加快金属的腐蚀。

为延长雕塑作品寿命，保证城市雕塑的质量、安全，应选择合理

的防腐技术。①合理选材。这是防止和控制设备腐蚀的最普通和

最有效的方法之一。②表面防护。金属材料及其制品表面经处理

后形成的防护层，可以使金属表面与外界介质隔开，阻止两者发

生作用，同时还能取得装饰性外观。③环境（介质）处理。即改

变起腐蚀作用的介质的性质，以防止或减轻介质对金属制品或设

备的腐蚀。④电化学保护。即根据电化学原理来控制金属在电解

质溶液中的腐蚀，包括阴极保护和阳极保护。

6.1. 4 石材类城市雕塑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石材类城市雕塑加工制作阶段，主要靠工人完成，因此，

技术环节控制非常重要。

首先要控制好石材的大小和颜色的选择，其次对具象人物雕

塑要督促工人用点线仪，并应根据原模型复杂程度和部位，确定

相应的平方单位点数，以保证加工的雕塑接近原模型。

26 



6.2 安装

6. 2. 2 安装是城市雕塑工程中重要环节之一。大型、特大型城

市雕塑因运输难度大，安装时通常采用分块拼装方法。分块是在

翻制好的模型上，根据制造所要求的尺寸进行严格分割。其重点

是分块的合理性、科学性，分块缝应避开大平面部分，并尽量做

到隐蔽，减少接缝，以保证整体效果。

为保证城市雕塑工程的原真性和雕塑安装质量，安装中应避

免出现错位、错缝、不平整，与周边不一致、起包（不锈钢材

质）等现象，原创设计者应对整体组装效果进行监督。

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