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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管理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

物保护法》，制定本工作规范。 

  第二条 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划定必要的保护范围、作出标志说明、建立记录

档案和分别设置专门机构或专人负责管理等，是国家依法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实施

保护管理的基本措施和保证，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实施。 

  第二章 划定保护范围 

  第三条 保护范围是对文物保护单位本体及周围一定范围实施重点保护的区域。在

保护范围内不得在地面、地下及空中从事危害文物保护单位安全的活动。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占地面积较大或情况复杂的，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在保护范围内划分重点保护区

和一般保护区。 

  第四条 保护范围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类别、规模、内容及周围环境的历史与现实

情况合理划定。确定保护范围的原则是保证下列文物的完整性，并在文物保护单位本体

之外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 



  （一）革命遗址、纪念建筑物、古建筑、石窟寺等的单体、群体及附属建筑。 

  （二）古遗址的文化堆积和相关遗迹现象。 

  （三）古墓葬封土或已探明的墓葬、墓群及陵园或其他地面建筑等。 

  （四）石刻、碑碣及其他文物的单体、群体和相关遗迹。 

  第五条 根据文物保护的实际需要划定建设控制地带。建设控制地带是指保护范围

外需要保护环境风貌及对建设项目加以限制的区域。建设控制地带根据保护对象的格

局、安全、环境和景观的需要合理划定。建设控制地带内不得安排直接或间接从空中或

地下对文物构成危害和破坏文物保护单位环境风貌的建设项目。在这一地带内修建新建

筑物或构筑物时，其形式、高度、体量、色调等应与文物保护单位的气氛相协调。 

  第三章 树立标志说明牌 

  第六条 标志须标示该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名称、公布机关、公布日期、树标机

关以及树立日期等。树标机关为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第七条 标志形式采用横匾式，自左至右书写。标志牌比例为横三竖二。标志牌最

小为 60×40厘米，最大为 150×100 厘米，可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具体情况选择比例适

宜的尺度。除文物保护单位的名称可用仿宋字体或楷书、隶书等外，其余一律用仿宋字

体。 

  第八条 保护标志应采用石材等坚固耐久材料，颜色要庄重朴素、显明协调。 

  第九条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说明可书写在标志牌的背面，也可另立说明牌。

说明文字为简要介绍文物保护单位名称、时代、性质、内容、价值和保护范围等，其内

容应经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审定。 

  第十条 民族自治地方应同时树立用当地少数民族文字书写的标志牌和说明牌。 



  第十一条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范围较大或文物分布点多线长的，可设置若干分

标志。 

  第十二条 对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可视实际需要设置坚固耐久的保护界桩。 

  第四章 建立记录档案 

  第十三条 记录档案包括对文物保护单位本身的记录和有关文献史料，内容分为科

学技术资料和行政管理文件，形式有文字、摄影（照片、幻灯片、电影胶片）、录像、

绘图、拓片、摹本、计算机磁盘及其他信息载体。 

  第十四条 记录档案必须科学、准确、翔实。记录档案分为主卷、副卷和备考卷。

主卷以记录保护管理工作和科学资料为主。副卷收载有关行政管理文件及日常工作情

况。备考卷收载与该文物保护单位有关、可供参考的资料。 

  以上各卷记录档案应不断充实，力求做到系统、完整。 

  第十五条 主卷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部分 

  1.《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登记表》。 

  2.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详细记述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经纬度、地理位置、

周围山脉、河流、植被、土壤、居民点等情况。 

  3.历史沿革。 

  4.保存现状。 

  5.历史、艺术、科学价值。 

  6.历次维修或发掘情况。 



  7.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范围。 

  8.保护标志、说明牌和界标的位置、数量和编号。 

  9.重要文物藏品登记表，文物数量较多的可做目录索引。 

  10.有关文献，数量较多的可做摘要或目录索引。 

  11.有关文物、考古调查记录。 

  12.文物保护单位专门管理机构和群众性保护组织的基本情况。 

  13.使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非文物部门设置的专人及保护机构情况。 

  第二部分 

  图纸、照片、拓片、摹本等。 

  图纸包括地理位置图、总平面图；建筑群体和主要单体的平、立、断面图；历次重

要维修的实测、设计、竣工图。遗址的发掘区遗迹平面图、典型地层剖面图、重要遗迹

的平、剖面图；重要文物藏品的平、剖面图及其他必须绘制的图纸等。对其余有关图纸

可做目录索引。 

  照片包括全景或航测照片。建筑群体和主要单体外景、内景照片及重要部位照片，

重要藏品照片，建筑物历次重要维修前后照片及保护标志、说明牌、界标的照片等。对

其余有关照片可做目录索引。 

  拓片包括石刻、碑碣等文物的主要铭刻内容。 

  第三部分 

  电影片、录像、磁盘及其他信息载体等。 

  电影片规格为 35 毫米，录像带规格为 VHS，磁盘规格为 5.25英寸。[3 



  第十六条 副卷包括以下内容： 

  （一）各级政府或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关于该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有关保护文

件、布告、通知等。 

  （二）有关该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奖励和惩罚情况。 

  （三）文物保护管理机构与群众性保护组织签署的保护合同。 

  （四）文物档案建立情况，包括建档时间、参加人员和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第十七条 备考卷包括以下内容： 

  （一）有关该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出版物等。 

  （二）与主、副卷各项内容有关的详细资料。 

  （三）其他对了解该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参考价值的资料。 

  第十八条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记录档案，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行政管

理部门指定机构负责管理，并制定收集、整理、借阅、利用档案制度。记录档案的主卷

必须报送国家文物局和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各一套。保存记录档案必

须有安全的场地和设施，并有专人负责。 

  第十九条 记录档案的装帧： 

  上报国家文物局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记录档案主卷统一使用国家文物局印制

的卷皮、登记表和专用纸。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可自行确定其余档

案资料的装帧规格。 

  第二十条 要及时把有关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新发现、新成果或原记录档案需

要变更的内容补充到档案中，并按第十八条规定及时上报，以保证各记录档案完整与一

致。 



  第五章 建立健全保护机构 

  第二十一条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必须区别情况分别设置专门的保护管理机构，

或设专人管理，负责文物保护管理工作。 

  第二十二条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专门管理机构，如文物保护管理所（处）等

是国家对该文物保护单位直接实施保护管理的事业机构。负责该项文物保护单位的调查

征集、保护管理、维护修缮、藏品保管、宣传陈列和科学研究等工作，并可根据不同情

况建立多种形式的群众性保护组织。对于设有博物馆、纪念馆等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根据需要下达有关的保护管理任务。 

  第二十三条 对于尚不具备条件设置专门管理机构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应由

当地人民政府指定有关文物机构根据不同情况委托专人管理或建立多种形式的群众性

保护组织、聘请义务保护员。 

  上述各种保护管理形式都应签订具有法律效力的保护合同。 

  第二十四条 非文物部门的单位使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应指定法人代表为

文物保护负责人，并与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签订保护合同。其文物保护管理工作接受文物

行政管理部门的指导和监督。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五条 本规范由国家文物局负责解释。 

  本规范自发布之日起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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