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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缓石窟消失的脚步，为后代留下精美文物”系列报道（下篇）

▲

“西方三圣”，以后有望免受淋雨之苦
龙门石窟首次采用截水帷幕方式治理潜溪寺渗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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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砺瑾 实习生 白银龙/文 记者 赵朝军/图

潜溪寺是龙门石窟中漏水最严重的洞窟之一，一下雨就成了水帘洞。
从去年开始，龙门石窟研究院开始对潜溪寺进行多年来规模最大的治理行
动，首次在龙门使用截水帷幕的方式来治理渗漏水，工程目前已经基本完
工。让我们来看看专家们是如何给洞窟戴上“隐形帽子”的吧。

潜溪寺是龙门西山北端的第一个大洞
窟，已有1300多年历史。

走进潜溪寺，看到窟内造有一佛二弟子、
二菩萨、二天王。本尊阿弥陀佛，左右有观世
音，大势至二胁侍菩萨，三像合称“西方三
圣”。其中南壁的大势至菩萨，造型丰满敦
厚，在故宫博物院有1∶1的复制品陈列。

就是这个造像精美的洞窟，1300多年
来，受人为破坏和自然风化等原因影响，出现
了严重的环境地质病害，石窟雕刻艺术品破
坏较严重。

龙门石窟研究院保护中心副主任高东
亮说，在洞窟四壁和雕像表面，形成了颜色

深浅不一的印记，有些石像表面还长出了白
色的藻类和绿色的苔藓类生物，造成窟壁和
雕像表面石块层状剥离等现象，有些甚至用
手一捏就成粉末。

造成潜溪寺破坏的原因中，最主要的是
石窟渗漏水病害。高东亮说，潜溪寺是下大
雨大漏，下小雨小漏。雨水顺着山体的渗漏
水通道流入洞窟内，不仅壁面上是水，洞窟顶
上还有二三十个滴水点，一下雨洞窟里就积
水，严重时整个洞窟就变成了水帘洞，积水也
使洞窟地面变得凹凸不平。

目前，潜溪寺是龙门石窟中渗漏水危害
最严重的洞窟，也是治理次数最多的洞窟。

去年7月之前，如果您去龙门石窟游览，
也许能发现潜溪寺顶部的山体和周围山体有
些不同。龙门石窟研究院保护中心主任陈建
平介绍，这是为治理潜溪寺渗漏水病害。

1990年前后,文物保护工作者曾对潜溪
寺进行过保护治理，在洞窟上面的山体上加盖
一层人工防水层，就好像给潜溪寺戴上了一个

“帽子”。不仅如此，文物保护工作者还给洞窟
配了一个“帽檐”，潜溪寺原为外室内窟结构，现
在大家在洞窟外看到的古色古香的建筑，正是
在当时建造的仿唐木结构样式窟檐。

1992年后，潜溪寺的渗漏水情况得到一
定改善，但随着时间推移，这里的渗漏水情况
又出现反弹。

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启动龙门石窟
保护维修工程，潜溪寺、路洞和皇甫公窟作为3
个实验洞窟，开始进行渗漏水治理。来自国内
和日本的专家，前期对潜溪寺进行环境监测、地
形测绘、地质勘察，取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从2008年开始，对潜溪寺的治理工作进
行到实质阶段。当时有专家提出，应该把潜
溪寺上面的“帽子”摘除，找到渗漏水通道，然
后再进行治理，但由于当时工程量太大未能
施行，作为折中方案，在潜溪寺南面修了一个
排水沟，但效果并不理想。

从2010年开始，龙门石窟研究院申请国
家文物保护资金，重新进行勘察和设计，去年
7月开始进行新一轮渗漏水治理工作。

既然已经治理了多次，为何潜溪寺的水患还是屡治不
绝呢？陈建平说，龙门石窟所在山体中形成各种不同类型
的裂隙，如层面裂隙、构造裂隙、卸荷裂隙等，它们之间相
连形成网络，为大气降水渗入洞窟内部提供通道。山体中
长年累月积聚的水从洞窟后方也能透过裂隙进入洞窟。

在之前的治理渗漏水工程中，文物保护工作者采取在
窟顶铺设防渗排水层、裂隙灌浆、窟内裂隙封堵等治水措
施，在当时起到较好的治水效果，但由于没有从源头上治
理，石窟后来重新出现渗水病害。

龙门石窟研究院保护中心工作人员范子龙主要参与
了此次潜溪寺渗漏水治理工程，他说，要彻底治理潜溪寺
渗漏水病害，必须弄清楚石窟水的渗漏通道，并从源头阻
断它。

因此，龙门石窟研究院工作人员下了很大力气，把之
前的人工防水层揭掉，并在山体合适位置进行钻孔和压水
实验，最终锁定了渗水通道的位置。

1300多年的潜溪寺，一下大雨就变成水帘洞

已经动过两次“手术”，效果仍不理想

为了弄清渗漏通道，摘掉戴了多年的“帽子”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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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钻孔和压水实验，工作人员发现，在位于潜溪寺上
方山坡里存在一条呈南高北低走势的破碎带，此外，在它的
下边还有多条卸荷裂隙，这几条卸荷裂隙将破碎带与洞窟
连通，一直延伸到洞窟内部。

范子龙介绍，经过前期的监测、实验、设计等环节，进入
施工阶段后，在山坡上的破碎带与石窟顶之间确定合适位
置，并在计算出合适的钻孔深度和角度之后，通过钻孔和注
浆，在破碎带与窟顶之间形成一道截水帷幕，从而截断破碎
带与石窟的连接通道。截水帷幕在水利工程中较常用到，
但在龙门石窟的保护中还是首次使用。

何谓截水帷幕？范子龙说，这是在保证洞窟稳定的情
况下，在洞窟上方打了两排孔，并在孔中注浆，目的是阻断
渗水通道，这样山体中的水就渗漏不到洞窟中了。此外，工
作人员还在截水帷幕与窟檐之间修建一个排水沟，达到阻
断自上而下以及从后面向石窟渗水的目的。

近日，洛阳晚报记者在龙门石窟看到，潜溪寺前搭了半
年多的脚手架已经去掉，潜溪寺内部已经悄然发生了变
化。截水帷幕在洞窟上方，如同给洞窟戴上了“隐形帽子”，
既不影响景区环境，又阻断了山体里的渗漏水通道。

潜溪寺里，已经受人朝拜1300多年的“西方三圣”，以
后有望免受淋雨之苦了。

首次采用截水帷幕，给洞窟上戴个“隐形帽子”

潜溪寺

排水沟

洞窟上方打300
个孔，每个直径9厘米，
呈两排排列。这些圆孔
排列成一道截水帷幕，
里面再被灌浆，这样就
阻断了渗漏水通道。

截水帷幕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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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溪寺施工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