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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普查是指对一定区域内各类不可

移动文物的调查、测量、记录、登记、

建档和公布等工作。

全面了解和掌握区域内不可移动文物

的数量、分布、特征、保存状况和环

境状况，为文物保护和管理提供科学

依据。

文物普查的定义和目的

目的

定义



历史
我国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进行全国性的文物普查工作，已经历了多次不同规模

的普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现状
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旨在全面更新不可移动文物的信息，

提高文物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文物普查的历史和现状



普查工作应遵循科学的方法和

技术标准，确保数据的准确性

和可靠性。

科学性

普查工作应按照统一的规划和
组织，分阶段、分步骤进行，
确保工作的有序性和系统性。

系统性

普查工作应尽可能覆盖整个区

域，不留死角，确保数据的完

整性和覆盖面。

全面性

普查工作应以保护文物为首要

任务，避免对文物造成不必要

的损害和破坏。

保护性

文物普查工作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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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调查

文物调查是文物普查工作的基础，主

要任务是全面了解区域内文物的分布、

保存状况和特点，为后续工作提供依

据。

调查方法包括实地考察、文献资料查

阅和专家咨询等，需确保调查的全面

性和准确性。



文物登记是对普查中发现的文物进行详细记录的过程，包括文物的名称、年代、尺寸、材质、保存状

况等信息。

登记信息需准确、完整，为后续的文物鉴定、分类和数据采集提供基础数据。

文物登记



文物鉴定和分类

文物鉴定是对文物年代、真伪等属性

进行辨别的过程，需要借助专业知识

和科学手段。

分类是根据文物的特点、年代和用途

等因素，将文物归为不同的类别，便

于后续的数据处理和分析。



VS

数据采集是对文物信息进行数字化的

过程，包括文物的图像、尺寸、重量

等信息。

数据处理包括对采集的数据进行整理、

分析和存储，为后续的文物研究和保

护提供支持。

文物数据采集和处理



拍摄文物影像资料是记录文物的重要手段，能够保留文物的

原始面貌和细节。

拍摄过程中需注意光线、角度和清晰度等因素，确保影像资

料的质量和可辨识度。

文物影像资料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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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普查目标
明确普查的目的、范围和预期成果，为后续

工作提供指导。

组建普查队伍
选拔具备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普查人员，并进

行培训和分工。

制定普查计划
根据实际情况，制定详细的工作计划，包括

时间安排、经费预算等。

宣传与动员
通过各种渠道宣传文物普查的意义和目的，

提高公众参与度。

准备阶段



对各类文物进行实地调查，记录其基本信息
和保存状况。

现场调查与记录

对收集到的资料进行整理、分类和汇总，形
成完整的数据库。

资料整理与汇总

对普查数据进行深入分析，评估文物的价值
和保护现状。

数据分析与评估

根据普查结果，制定相应的保护措施和管理
方案。

制定保护措施

实施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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