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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则徐销烟池与虎门炮台旧址属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现由鸦片战争博物馆负责管理，经过多年的发

展，已经成为“全国青少年教育基地”、“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级AAAA旅游景区”。 根据国家文化惠民政策的要求，该遗址

免费对外开放，随着免费开放工作的进一步深入，文物保护工作也进一步加强，本文就林则徐销烟池与虎门炮台（东莞部分）免费开放后，简述

鸦片战争博物馆针对免费开放所采取的具体文物保护措施，以便对其他遗址性博物馆免费开放后文物保护提供借鉴。 

    一、免一、免一、免一、免费开费开费开费开放放放放状况状况状况状况 

     早在2008年春节，为了让因雪灾留粤的外来务工人员过上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林则徐销烟池与虎门炮台旧址于2009年2月5日至2月21日对留

粤过春节的外来务工人员实行免票临时优惠政策。2008年，鸦片战争博物馆被列为全国首批博物馆向全社会免费开放，根据中央、省有关文件精

神和上级要求，该馆采取了科学计划、分步实施、稳步推进的方法，3月28日将虎门林则徐纪念馆对外免费开放。经过8个月的试运行后，2009年

1月1日，海战博物馆、威远诸炮台和沙角诸炮台全面对外免费开放。2008年共接待国内外观众204.98万人，2009年接待游客达394.4万，观众量同

比增长了92%，2010年共接待游客464.4万，观众量同比增长了18%。遗址免费开放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观众反响异常热烈，博物馆的人

气急剧上升，使更多的人走进博物馆，认知博物馆，取得了多方面的积极效果。 

      二、免二、免二、免二、免费开费开费开费开放后放后放后放后遗遗遗遗址址址址现现现现状状状状 

       随着林则徐销烟池、虎门炮台（东莞部分）先后免费开放，参观人数剧增，遗址的负载量倍增，虽然在各级领导和博物馆工作人员的共同努

力下，虎门炮台大多数炮台得到重点保护和维修，整体保护得到控制，但部分遗址在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影响下，保护现状令人担忧，文物本体严

重破坏，主要表现为，墙体倒塌、倾斜、开裂，一些炮台部分坍塌，地面杂草树木丛生，雨水侵袭等，随着时间的推移，文物的损坏还在加剧，

部分文物周边环境破坏严重，虎门炮台的总体规模未得到充分展示和揭示。 

      三、文物三、文物三、文物三、文物遗遗遗遗址保址保址保址保护护护护措施措施措施措施 

      免费开放以来，我们以东莞创建历史文化名城为发展契机，以遗址保护规划为发展蓝图，以文物修缮为重点措施，有效的保护和利用林则徐

销烟池与虎门炮台旧址，主要保护措施如下： 

       （一）制定保护规划。为了使林则徐销烟池与虎门炮台旧址及其历史环境的真实性、完整性得到科学合理有效的保护和延续，2006年我们委

托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编制了《林则徐销烟池与虎门炮台旧址（东莞部分）保护规划》，同年11月，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主持召开了“林则徐

销烟池与虎门炮台旧址保护规划初步方案论证会”， 邀请省文物局领导和有关文物专家对《林则徐销烟池与虎门炮台旧址（东莞部分）保护规

划初步方案》进行了研究论证，形成专家意见。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根据专家的意见，在强化遗址核心区域保护的同时，明确周边地区用地

性质、功能分区、开发强度、道路布局、建筑格调、市政安排等遗址背景环境的控制性要求，细划文物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和文物环境协调

区，对遗址采取总体保护措施、专项保护措施及片区保护措施。几年来，我们与该院多次赴各炮台实地踏勘，进行补充调研，并就文物保护范

围、控制地带、环境协调区多方与各相关部门进行沟通协调，达成广泛共识，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经过多次实地考察、数次论证、屡次修改，

目前，该规划已获国家文物局原则上批准通过。 

       （二）着手文物维修。按照1996年国务院提出“一次规划，分两期建设”的要求，第一期文物维修工程先后维修了镇远、靖远、威远三座炮

台和销烟池旧址。为了满足免费开放对文物遗址的要求，体现文物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妥善保护尚存的文物遗址，我们开展第二期维修工程，重

点修缮沙角炮台、蛇头湾炮台、鹅夷炮台、南山山顶营以及广东水师提督衙署寨墙等损坏严重的文物遗址。由广西文物保护研究设计中心设计的

《东莞虎门炮台旧址第二期维修设计方案》已获国家文物局原则同意，根据批复意见进行完善，目前维修正在申报中，待批复后即可招标维修。



通过文物维修，再现虎门炮台当年的神韵与风采，重现布局严密、气势宏伟的立体“南方海上长城”。 

      （三）保护周边环境。鸦片战争博物馆在做好文物本体保护的同时，充分保护与虎门炮台相关的自然地形、生态环境与水域景观，对部分已

经破坏的文物环境进行适当修复，确保文物遗址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协调性。目前已完成改造林则徐销烟池旧址园林改造工程，督促加固镇口大

人山护坡山体工程等，使得遗址与周围环境和谐、统一。按照规划要求，还要加固威远岛南山、沙角山、捕鱼山等存在滑坡隐患的山体，科学规

划山体排洪工程，确保文物安全。协调部队所属部分建筑的拆除与改造，绿化美化周边环境，恢复销烟池的海滩特征及炮台的原有历史风貌，保

护遗址之间的通视走廊及其景观，并将历史文化符号融入环境整治中，为广大市民营造浓郁的历史氛围。 

      （四）开展日常保养。虎门炮台遗址分布范围广，数量多，严格遵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每年进行一些局部性、规模较小的维护和保养工程，减轻遗址损伤，

切实保障遗址安全。2010年已开展沙角七勇士纪念碑防护挡土墙砌筑工程、山坡围墙防护基础加固工程、林公则徐纪念碑顶修补工程以及威远炮

台露天炮位局部营房渗漏保养工程，使得遗址得到一定有效保护。 

       （五）定期遗址巡查。除了物业公司保安员正常执勤外，我馆定期组织专业人员对遗址进行巡查，建立“重点监控、定点设防、定时巡查、

包片负责”巡查制度，本着“勤巡查、先发现、做记录、常报告” 的原则，认真做好文物遗址例行巡查工作，及时了解文物遗址的最新状况。

遇到文物遗址损坏问题，做好现场资料收集，征得馆领导同意后，首先组织人力对遗址简单加固、支撑，进行抢救性维护，其次根据资料，写好

书面报告上报，待批准后可进行遗址的修缮工程。 

       （六）控制参观人数。为了减少人为因素对遗址及其周边环境的破坏，对参观人数进行控制。该馆坚持观众总量控制原则，根据博物馆的空

间活动场地面积、展线长度以及参观时间等综合因素，从保护观众、文物和公共文化设施角度考虑，实行日观众参观人数总量控制。博物馆免费

开放，除控制人数外，还坚持免费不免票、凭有效证件领票原则，观众进馆参观必须到领票口凭有效证件领取免费参观券，参观者在博物馆大门

领票处按顺序排队领票，凭券入馆参观。100人以上的团体参观原则上必须提前24小时电话预约，当日参观券当日有效，这样就可以合理安排团

体参观，避免游客高峰期。 

     （七）强化文保意识。为了提高和强化文物保护意识，更加有效的做好文物保护工作，该馆先后邀请专家、学者前来讲座，全馆职工积极参

加；在馆内，举办“林则徐销烟池与虎门炮台现状与分析”系列报告、发放遗址保护的问卷调查等系列活动，集思广益，听取了大家的宝贵意见

和建议，通过举办这样的活动，强化了文博工作者的“文物保护、人人有责”的意识，有利于文物保护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林则徐销烟池与虎门炮台旧址免费开放以来，在各级领导、相关部门及全馆职工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广泛的认可及宝贵的经

验，形成了以政府投入为主导、全馆职工参与的保护机制，切实采纳了多重有效的文物保护措施，确保文物遗址得到有效保护和延续。 

采编：管理员 中国文物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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