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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白鹤梁位于重庆市涪陵城北长江之中，因早年白鹤群集梁上而得名。白鹤梁是一砂岩天

然石梁，白鹤梁背脊标高约为 138 米，天然状态下它长年淹没在水中，仅在冬末长江枯水季

节露出水面。题刻记载了唐广德元年起 1200 余年间的 72 个枯水年份的水位资料，堪称保存

完好的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和世界罕见的“水下碑林”。这些题刻每三~五年才会露出水

面一次，白鹤梁题刻是三峡库区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科学、历史和艺术等方面，都

具有极高的价值。三峡库区正常蓄水位提高到 175 米后，位于三峡水库库底的白鹤梁题刻将

永远淹没在长江水下。 

为保证水下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白鹤梁题刻原址水下保护工程采用“无压容器”

原理兴建，集成文物、水利、建筑、市政、航道、潜艇、特种设备等多专业、多学科的技术，

实现了白鹤梁题刻的原址原样原环境保护和观赏。保护工程由水下保护体、交通及参观廊道、

地面陈列馆三部分组成，总建筑面积 8433m2，工程总投资 1.9 亿。白鹤梁题刻原址水下保

护工程于 2003 年 2 月 13 日开工建设。2009 年 5 月 18 日建成开馆，成为世界上唯一在水深

40 余米处建立的遗址类水下博物馆，为水下文化遗产的原址保护提供了成功的工程范例，

也为我国伟大的三峡工程增添了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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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白鹤梁古水文题刻概况 

“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白鹤梁题刻位于正在兴建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水库区涪陵

城北长江之中。从唐朝广德元年(公元七六三年）以来，我国人民用刻石鱼的方式将历年来

的枯水位镌刻在白鹤梁岩壁面上至今已有一千二百多年的历史。“白鹤梁”因早年白鹤聚集

梁上而得名。 

白鹤梁位于重庆市所属涪陵城北江心，距乌江与长江汇合处约 1km，是一道天然石梁，

长约 1600m，宽约 25m，东西向延伸与长江平行。白鹤梁梁脊标高为 138m，比长江 高洪

水位低约 30m。白鹤梁分上、中、下三段，题刻集中在长约 220m 的中段石梁上，特别是约

65m 长的中段东区。白鹤梁的岩面是较平整的浅色薄层砂岩，以 14.5°的倾角北向长江主航

道，为题刻提供了良好条件。据不完全统计：文字题刻 165 段，三万余字，其中唐代 1 段，

宋代 98 段，元代 5 段，明代 16 段，清代 24 段，民国 14 段，年代不详者 7 段。石鱼雕刻

18 尾，其中立体浮雕 1 尾，浅浮雕 2 尾，平面线雕 15 尾。此外，尚有线雕白鹤 1 只，观音

3 尊。这些题刻与浮雕分布于不同位置、没于冬季常年库水位线以下，只有在水位很枯的年

份的冬季，江水枯竭时才显露水面。据统计，每 3、5 年才能露出一次。我国祖先刻石鱼作

为水位标记，每当江水退石鱼现时，就预兆丰收年景来临，即“石鱼出水兆丰年”。历代的

人们将石鱼出水的时间，石鱼距水位线之间的尺度，观察者的姓名，以及石鱼显现时的情景

用诗词、题文等形式刻记在石梁上。 

2 白鹤梁的地理位置 

白鹤梁古水文题刻位于正在兴建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的库区之内，图 1 表示的是三峡水

利枢纽—涪陵—白鹤梁的地理位置关系图。涪陵市地处乌江入长江口，素为川东重要商埠，

乌江流域 大的物资交流中心。涪陵市居住有汉、土家、苗、回、蒙古等民族，历史悠久。

长江三峡库区文物古迹众多，达两千余处，以白鹤梁题刻 为有名，也是长江三峡水库淹没

区内 早的一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长江涪陵河段河势及白鹤梁位置，请参见图 2。白

鹤梁紧靠涪陵河段的长江深水航道。图 3 记录的是从涪陵北区南眺白鹤梁的照片。白鹤梁

题刻的某一局部情景照片见图 4。                                 

 

 

 

 

 



 

 - 3 -

 

 

 

 

 

 

 

 

 

 

 

 

 

图1 三峡水利枢纽—涪陵—白鹤梁地理位置图 

 

 

 

 

 

 

 

 

 

 

 

图2 涪陵河段河势及白鹤梁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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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白鹤梁紧靠涪陵河段的长江深水航道 

 

 

 

 

 

 

 

 

 

 

 

 

图4 白鹤梁题刻（局部） 

 

3  白鹤梁古水文题刻的科学价值 

白鹤梁上所刻石鱼，实际上是前人用来记录江水水位 枯的标志，为研究长江水文、区

域及全球气候变化的历史规律提供了极好的实物佐证，具有很好的科学价值。唐广德元年（公

元七六三年）以前，白鹤梁上刻有石鱼两尾，现存一尾，长六十厘米，并有隶书“石鱼”二

字。该鱼刻究竟早在广德元年何时有待继续考证。清康熙二十四年，涪州牧肖星拱命重刻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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鲤石鱼来替代唐鱼，其下题有“重镌双鱼记”（图 5）。据考证，双鱼鱼眼相当于川江航道部

门当地水尺零点，而唐鱼腹相当于涪陵地区现代水文站历年枯水位的平均值。 

根据石鱼及有关题记，我们的先人记录有一千二百年来的 72 个枯水年份的水位，留下

极其珍贵的水文资料，图 5 给出的是 珍贵的一处石鱼水标。古代水文站资料表明，这一千

二百多年来长江的 枯水位发生在宋朝绍兴十年（即公元一一四○年），当时是“水去鱼下

十尺”。 

上述古水文资料对研究长江流域的综合开发、内河航运、农田灌溉、桥梁建设、城市供

水等有着重要的科学价值。设计葛洲坝电站和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时都参考了这些水文资料。

1974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的国际水文会议上，我国代表介绍了白鹤梁题刻古代

水文站的情况，引起了专家学者们的极大兴趣。可以说白鹤梁是世界上目前所发现的时间

早、延续时间 长、数量 多的枯水位水文题刻。埃及尼罗河中虽有类似的水文石刻题记，

但数量及延续时间远逊于白鹤梁。 

 

 

 

 

 

 

 

 

 

图5 石鱼水标 

 

4 白鹤梁古水文题刻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自唐迄今，历代文人雅士、官吏商贾，过往涪陵，值石鱼出水，治舟来白鹤梁上，驻足

流连，吟诗作赋，题铭江心，姓名可考者 300 余人，史有传者如黄庭坚、朱昂、秦九韶、刘

甲、黄寿、王士桢、 公武等人。题记囊括了各派书法，文字有汉字、蒙文，书法篆、隶、

行、草、楷皆备，风格颜、柳、欧、苏具全。尤以宋代大文学家黄庭坚谪居涪州时所书 “元

符庚辰涪翁来”题铭，寥寥数字，永留心态气宇（图 6）。图 7 为元至顺四年（公元一三三

三年）模刻木鱼（46cm×18cm），模拟木刻技法，奉议大夫涪陵守张八歹题有木鱼记。图 8

为清康熙四十五年董维祺石鱼及题刻（140cm×47cm）。图 9 为清嘉庆二十年（公元一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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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张师范高浮雕鱼，体长 280 厘米。图 10 为孙海题刻(97 cm×47cm)，是清光绪七年(公

元一八八一年)所刻，镌刻点划有神、结构端庄，内含奔放，气势纵横。图 11 是白鹤梁镌刻

的送子观音。图 12 是白鹤时鸣图。 

白鹤梁以其水下碑文之多、历史之悠久、水情记录之翔实、题记内容之丰富、形式之多

姿多彩，与长江及环境之混成一体，堪称一大水下奇观，称为“水下碑林”也不为其过。 

 

 

 

 

 

 

图6 黄庭坚题铭“元符庚辰涪翁来” 

 

 

 

 

 

 

 

 

 

 

 

 

 

 

 

图7 元至顺四年（1333年）模刻木鱼 

 

 

 



 

 - 7 -

 

 

 

 

 

 

 

 

 

 

图8 董维祺石鱼及题刻 

 

 

 

 

 

 

 

 

图9 清嘉庆二十年（1875年）张师范高浮雕鱼 

 

 

 

 

 

 

 

 

 

图10 清光绪七年（1881年）孙海题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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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送子观音图 

 

 

 

 

 

 

 

 

 

 

 

 

 

 

 

 

图12 白鹤时鸣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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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长江三峡工程和白鹤梁古水文题刻 

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自一九九二年动工兴建，在二〇〇九年基本建成，历时十七年。

三峡工程是世界上 宏伟的水力发电工程、双线五级船闸航道工程。三峡大坝建成后形成的

三峡大水库长达 600 余公里，尾水达重庆市，图 13 是三峡回水示意图。从图 13 可以看出，

长江三峡工程建成后的白鹤梁位于涪陵区段的水库库底，永无见天日之时。根据科学实验得

知，大概在三峡工程完工后的三十年左右白鹤梁古水文题刻将葬身在三峡水库的淤泥之中。 

 

 

 

 

 

 

 

 

 

 

 

 

   图13  三峡水库回水示意图 

 

本文对我国的长江三峡工程仅作一极为简要的介绍。图 14 是长江三峡工程鸟瞰图。她

的溢流坝段剖面，如图 15 所示，她的水力发电厂有三个部分组成，即左坝后式厂房（14 台

机组）、右坝后式厂房（12 台机组）和右岸地下厂房段（6 台机组），总装机容量 22400MW。

坝后式厂房的剖面见图 16。三峡水利枢纽有双线五级船闸，保证 5000 吨船队能从宜昌直达

重庆。图 17、18 给出了它们的剖面图和运行情况。三峡水库可调节蓄洪库容约 330 亿立方

米，能在百年一遇的洪水情况下保证下游各大城市的安全。三峡水库长度达 600 公里，淹没

面积见图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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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长江三峡工程鸟瞰图 

 

 

 

 

 

 

 

 

 

 

图15 溢流坝段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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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坝后式厂房剖面图 

 

 

 

 

 

 

 

 

 

 

图17 船闸和升船机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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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船闸照片 

 

 

 

 

 

 

 

 

 

 

 

图19 三峡水库淹没区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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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多年来研究过的保护白鹤梁方案简介和评述 

自 1994 年以来由国家主管部门组织对白鹤梁的保护方案作过大规模深入研究，为了节

省篇幅，这里只简要介绍两种典型的保护方案。 

第一种方案为天津大学提出的“水晶宫”方案。方案建议建造水下保护壳将主要的题刻

罩起来。图 20 为“水晶宫”方案示意图。这个水下保护壳采用钢筋混凝土的双层拱壳，尺

度为 20m×120m，壳体内无水，为了防渗、阻漏、保护基岩，沿基础进行帷幕灌浆，设有

过江通道。这个方案的特点是：人可以进入到白鹤梁古水文题刻处，直接观赏。但众所周知

这样大的壳体将承受 40 余米水头的高压，实质上是一种“压力容器”。壳体尺度大，作用荷

载大，内部是“大通仓”，壳体在建造时在某处有损伤将导致整仓溃坏，无可挽救，人员将

无可幸免。运行时如遇到船队对壳体碰撞或有重物坠落到壳体上可导致壳体破裂，仓内人员

无法逃脱。另外，帷幕施工过程的高压注浆可能危及白鹤梁题刻安全。因为是在薄砂岩上的

镌刻，即使建成帷幕，由于内外的压力差很大，总是会有地下水渗流场，地下水会从层状岩

体的层间出露渗漏，导致白鹤梁被毁的可能性极大。白鹤梁古水文题刻在一千多年来能保存

完好主要原因是它处在长江水保护的环境中，很少暴露在空气中。水晶宫方案如实现的话由

于这些镌刻长期暴露在空气中必将风化而且很快都会损毁。此外，价格昂贵，施工周期长，

也将对航运造成严重影响。虽作了方案研究并经多次会议讨论，“水晶宫”方案在 1998 年被

彻底否定，但随之带来了严重的后遗症：似乎修建白鹤梁水下保护工程的路是一条“绝路”。 

 

 

 

 

 

 

 

 

 

 

 

 

 

图20 水晶宫方案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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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方案可概括为“就地保护，异地陈展”方案。这类方案的所谓“就地保护”实质

就是“就地淤埋”。这就是说这种方案认为，在目前的施工技术水平与经济条件下只宜采取

水下泥沙淹没自然保护（预先对水文题刻采用局部加固和保护措施），以便将来在经济与施

工技术等条件有了长足的进步，且具有开发价值时，也就是说再过一二百年后再挖掘出来使

它的原始风貌重现于世人面前。方案的另一部分是在防汛堤消落区某一高程上（图 21）用

模拟材料按 1∶1 的尺度复建白鹤梁（模型）陈列馆，和在岸上建白鹤楼以期再现白鹤梁的

某些景观。这种保护方案必将在国际和国内对伟大的三峡工程和我国的文保工作带来严重的

负面影响。何况经过长时期泥沙淤埋过的白鹤梁古水文题刻是否会安全无损也无科学定论。

此方案也不符合世界上公认的文物保护方面的原则。但由于时间紧急，三峡水库蓄水在即，

而且又没有别的合理的新保护方案在各次全国性会议上提出过，在二〇〇一年二月，国家在

涪陵召开的评审会时事先已确定要按这个方案实施，并要求作相关的工程设计了。 

 

 

 

 

 

 

 

 

 

 

 

 

 

 

图21  白鹤梁复建平台示意图 

 

7 具有创新性的原址保护白鹤梁古水文题刻方案即“无压容器”方案的提出 

笔者非常偶然地有幸参加了二〇〇一年二月的涪陵会议。这是他第一次参加白鹤梁会

议，也是第一次知道各种保护方案及其演变过程。从他本人内心中是很不同意这次会议要采

取的方案。所以白天开会，晚上一直考虑有否新方案可以更好地保护白鹤梁？一种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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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形成了。在会议快结束时，并经大会组织者同意，笔者在会议通过了“就地保护，异地

陈展”方案后，做了半小时发言，提出了一种基于“无压容器”概念的新的原址水下保护工

程方案。我很庆幸“无压容器”方案经讨论获得了全体评委一致赞同，他们还建议有关部门

对此新方案能予以认真研究和考虑。 

在此作一简要说明：这里把原址保护体看作一个容器，所谓“无压容器”不是指什么压

力都没有，而是指作用在水下保护体外面的水压力压强与内壁面上的水压力压强相同，或基

本相同，只差一个很小的量。这样有关损伤破裂、渗流破坏、帷幕灌浆等工程难题全可排除

了，这就是说在保护体内有水、且压力强度与当时作用在外壁面上的长江水压力压强同步变

化。当时已是 2001 年的 2 月，根据三峡工程的进度，在 2006 年汛期前必须将水下保护体工

程全部竣工，否则，将丧失施工的可能性，虽然大家都很赞同“无压容器”是一个好方案，

但普遍感到“为时已晚”了。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若想此新方案能被采纳，必须在较短时期内得到国家领导人和各主

管领导部门的支持。因此，我在 2001 年 3 月 23 日给当时的朱镕基总理写了封建议信，阐述

“无压容器”方案原理。后来又得到中国工程院支持给国家有关部门发出建议信。在 2001

年 8 月终于得到国家主管部门同意可以对“无压容器”方案进行可行性研究的指示。 

 

8 “无压容器”原址水下保护白鹤梁古水文题刻方案的成立、批准和开工 

2001 年 9 月经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文物局及重庆市政府同意，由

本文作者负责，由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以下简称长江设计院）配合，

用三个月时间编制相关的可行性研究报告。2002 年 3 月，可行性研究报告的修改稿得到有

关领导部门的正式批准后，随即进行工程设计。设计工作由长江设计院负责，笔者任设计院

该项目的顾问并兼任投资方的顾问。由于此项工程的复杂性，设计单位还邀请了中科院武汉

岩土力学研究所、上海交大岩土力学与工程研究所、铁道部第四勘测设计院、武昌造船厂、

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重庆西南水科所、重庆交通学院等单位分工开展了九项专题研究，

这九项专题名称如下：（1）涪陵白鹤梁题刻原址水下保护工程（以下简称水下保护工程）对

流态、流势影响的实验研究；（2）水下保护工程三维非线性结构分析；（3）水下交通廊道（沉

管方案）专题研究；（4）水下保护工程参观廊道设计的专题研究；（5）水下照明及 CCD 遥

控观测系统；（6）水下保护工程内外压平衡和滤清的循环水系统；（7）水下保护工程安全健

康监测系统；（8）水下保护工程施工方法研究；（9）航道航运问题研究。2002 年 10 月总体

设计完成，同年 12 月工程设计和概算得到国家有关部门批准。 

2003 年 2 月 13 日，白鹤梁原址水下保护工程正式开工（见图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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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白鹤梁水下保护工程开工 

特别是经过 2004 年 11 月至 2005 年 4 月这一个枯水季节的紧张施工，白鹤梁古水文题

刻原址水下保护工程中的主体工程终于抢在三峡水库蓄水到 156 米以前修建完成，为整个工

程奠定了坚实基础。 

9 白鹤梁古水文题刻原址水下保护工程的基本内容 

白鹤梁古水文题刻原址水下保护工程采用无压容器方案的基本要点如下： 

（1）水库水位与水下保护壳体内的水位基本保持相同。 

（2）长江水水质好，是保护白鹤梁 理想的介质，一千二百余年历史就是明证，但需

要适当滤去悬移质，以防淤积，并使水质透明度高，利于参观者观看题刻。 

（3）白鹤梁中段东部 65 余米区段上集中有大部分主要题刻，修建水下保护工程主要在

这个区段。 

 

 

 

 

 

 

 

 

图23 白鹤梁工程地质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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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围住白鹤梁题刻的是平面上呈椭圆型、厚度为 3.5 米左右的钢筋砼墙——称之为

导墙，石刻密集区段被导墙及穹顶保护着（见图 23）。 

（5）导墙上覆盖有厚度为 1 米左右高配筋砼穹顶壳体、不拆卸的内模板采用由爆炸成

形的不锈钢复合板。 

（6）由于是“无压容器”，机理上保证不会出现严重事故，这种主体保护工程具有可修

复性，造价相对便宜、施工期短等特点。 

（7）在任何时候参观人群可进入岸上陈列馆通过耐压的斜坡交通廊道和耐压的水平交

通廊道（约 140 米长）进入位于保护壳体内部的耐压的钢质参观廊道，外径约 3.8 米的钢质

参观廊道按耐 60 米水头的潜水设计规范设计，通过观察窗直接观赏白鹤梁古水文题刻（如

图 24 所示）。图中所示是 2006 年前枯水时的情况。 

（8）备有 LED 大功率水下灯光照明及先进的水中摄像装置，参观者可在参观廊道内（按

承受 60 米水头的潜水器设计）通过玻璃窗观看可操纵设备对白鹤梁题刻进行观赏。 

 

 

 

 

 

 

 

 

 

 

 

 

 

 图24 涪陵白鹤梁题刻原址水下保护工程方案示意图 

 

（9）特设蛙人进出口，特定游客可由蛙人导游引导到题刻前参观。 

（10）按规划在三个枯水季节将水下关键工程部分完成，符合国家做出的三峡工程提前

蓄水的进度。施工期碍航不严重。 

（11）与“水晶宫”方案相比，费用相对要低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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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述的基本要点可以看出白鹤梁原址水下保护工程遵循了如下原则： 

（1）符合国际有关文物保护的原则即原址原样，原环境的保护原则。 

（2）由于古水文镌刻分布范围很广，但主要和重要部分集中在白鹤梁中段东区约 65

米的区段内，所以根据重点保护原则，我们保护体的保护范围集中在东区约 65 米地段。如

图 25 所示的为中段东区题刻分布图。 

（3）除了保护外，还能为广大参观者观赏原则。 

（4）实施可行性原则。 

（5）工程完整性原则。 

（6）可持续发展原则。 

 

 

 

 

 

 

 

 

 

 

图25 白鹤梁题刻中段东区题刻分布图 

 

10 白鹤梁古水文题刻原址水下保护工程主体部分的施工 

水下主体工程的施工是白鹤梁水下保护工程成败的关键。由于椭圆形导墙位于斜坡上，

旁边就是深水航道，流速很大，经研究采用整体刚性模板（图 26），浇筑水下砼。保护体导

墙厚 3.5m 左右施工浇筑的情况见图 27。预埋管接头（直径约 4 米）运输情况见图 28。经过

艰苦努力，保护体导墙完工后的状态见图 29。围堰施工时的情况见图 30。图 31 是围堰快接

近完成时的情况。胜利合拢围堰，抽干水后为后续工程干法施工创造了十分有利条件。合拢

后的施工现场见图 32。上下游水平交通廊道的施工情况可参看图 33,34，和 35,36。斜坡交

通廊道施工情况见图 37，图 38，图 39 和图 40。水平和斜坡交通廊道接近完成的夜景见图

41。参观廊道是白鹤梁原址水下保护工程中关键性的金属结构。直径为 3.2m 壁厚 28mm 的

圆形钢结构管要承受 40 多米水头的压力，完全按照潜水艇的标准来设计和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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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 刚性模板 

 

图27 保护体导墙施工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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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 预埋管接头运输情况 

 

 

 

 

 

 

 

 

 

图29 保护体导墙完工后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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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0 围堰施工时的情况 

 

 

 

图31 围堰快接近完成时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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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合拢后的施工现场 

 

 

 

 

 

 

 

 

 

图33 上下游水平交通廊道的施工情况（1） 

 

 

 

 

 

 

 

 

 

图34 上下游水平交通廊道的施工情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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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 上下游水平交通廊道的施工情况（3） 

 

 

 

 

 

 

 

 

 

 

 

 

图36 上下游水平交通廊道的施工情况（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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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7 斜坡交通廊道施工情况（1） 

 

 

图38 斜坡交通廊道施工情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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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9 斜坡交通廊道施工情况（3） 

 

 

图40  斜坡交通廊道施工情况（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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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水平和斜坡交通廊道接近完成时的夜景 

 

图 42 是在成都化工压力容器厂内制造的一节参观廊道从成都起运的情况。图中管道有

五只圆形筒是观察窗口。每只观察窗都安装有双层玻璃，这种特种树脂玻璃的直径为

800mm，厚度为 82mm（图 43）。整条观察廊道共有七节管道组成，装有 23 只观察窗。一

只救生球仓、一只设备球仓（图 44）和七节管道都吊装到导墙腔体内。 大一节管道重量

达 45t。各节管道要准确定位和无水焊接。拼缝的准确度要求十分严格。全部焊缝要经过多

种手段严格检查并必需 100%合格。图 45、46、47 所示的是拼装焊接好的参观廊道安装在

保护壳腔体内的情景。图 48、49 所示的是穹顶钢骨架的安装和浇筑钢筋砼穹顶的钢筋网。 

在上下游、斜坡交通廊道内各装有一台垂直落差 40 余米的隧道式自动扶梯（图 50）。

白鹤梁古水文题刻原址水下保护工程主体部分完成后即将被长江水淹没时的情景见图 51。 

 

 

 

 

 

 

 

 

 

图42 参观廊道从成都起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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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 观察窗 

 

 

 

 

 

 

 

 

 

 

图44 救生球窗与设备球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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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 参观廊道安装在保护壳腔体内（Ⅰ） 

 

 

 

 

 

 

 

 

 

 

图46 参观廊道安装在保护壳腔体内（Ⅱ） 

 

 

 

 

 

 

 

 

 

图47参观廊道安装在保护壳腔体内（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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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8 穹顶钢骨架 

 

 

 

图49 浇筑钢筋砼穹顶的钢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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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0 隧道式自动扶梯 

 

 

 

 

 

 

 

 

 

 

 

 

 

图51 水下保护工程主体部分完成后又将被长江水淹没时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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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在水下保护体内主要有如下八大系统：  

（1）循环水系统——保证保护体内外水压差很小，符合设计要求，并滤去悬浮质使水

质如自来水一样洁净，并在一定周期内自动更换水体。 

（2）水下照明系统——共计有 150 套 LED 大功率灯具，每套水下 LED 白色光灯具功

率达 63 瓦。 

（3）水下摄像系统——共计有 28 套能自动跟踪目标水下摄像装置，以供参观者使用。 

（4）消防系统。 

（5）救生和供高压气系统。 

（6）参观廊道及交通廊道的空调及通风系统。 

（7）保护体内低压供电照明系统。 

（8）保护体健康诊断系统。 

 

11 地面陈列馆 

白鹤梁古水文题刻陈列馆修建在涪陵城区主开道旁边的防汛堤上以节省用地，地面陈列

馆的效果图见图 52。地面陈列馆鸟瞰图见图 53。限于篇幅，对地面陈列馆在本文中就不作

详细介绍了。 

 

 

 

 

 

 

 

 

 

图52 地面陈列馆的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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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 地面陈列馆鸟瞰图 

 

12 白鹤梁原址水下保护工程的社会影响很大 

该工程受到全国的关心，各类媒体纷纷做了大量报道。在文中仅举两个例子。 

（1）近年来全国义务教育标准实验教科书小学六年级下学期语文课本中列入一篇课文，

这篇课文名称叫作“白鹤梁的沉浮”，具体介绍白鹤梁的科学和人文艺术价值和“无压容器”

方案。此课文本的封面和目录见图 54、55。据有关部门告知，至今已有近 1 亿小学生念过

此文。 

（2）2004 年全国高考语文试卷第二试题（12 分，每小题 3 分）阅读下面一段文字，完

成 7-10 题：该段课文以白鹤梁为主题。据说有大约 400 万考生用过此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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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 小学六年级下学期语文课本封面    图55 小学六年级下学期语文课本目录 

 

 

13 结  论 

（1）白鹤梁古水文题刻是我国古代科学文明成就的优秀代表，在国际上举世无双，白

鹤梁水下碑林也是文化瑰宝。伟大三峡工程兴建将使其位于三峡水库库底。进行科学的保护

十分必要，白鹤梁古水文题刻原址水下保护工程的建成将为三峡工程和我国的文物保护工作

树立范例。 

（2）由于这一古代水文站是以石鱼水标为指示器，如果脱离母岩、进行搬迁的方法是

不可取的，就地淤埋的方法也是不妥的。 

（3）对白鹤梁古水文题刻采用以“无压容器”概念为基础的原址水下保护的原则是科

学和合理的。 

（4）“无压容器”概念克服了修建原址水下保护工程在力学、结构和岩土力学和施工方

面的重大技术难题，技术上是可行和合理的。 

（5）科学创新是我们科研工作的灵魂，是我们提出“无压容器”型白鹤梁原址水下保

护工程的指导方针。 

（6）“无压容器”水下保护工程方案之所以得以成立是各级领导和各方人士大力支持的

结果。立项的“过程也说明党和政府对文物保护和科学建议是重视和采纳的”（引自全国人

大路甬祥副委员长的批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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