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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整楼迁移？

要问搬迁的原因，这得从月川楼的“前世”说起。

据了解，月川楼由崖县著名盐商林瑞川于1933年修

建，于1934年竣工，总建筑面积为560平方米，坐北朝

南，二层楼，平面呈工字型，是一幢中西合璧的钢筋混凝

土结构建筑。现存建筑主要有主楼与门楼两座，设计风

格独特，融合了崖州传统民居与西洋建筑的特点，且建筑

材料全部从香港运来，是三亚地区近现代代表建筑之一。

据了解，在1932年前后，三亚陆续出现了三座现代

建筑物，一是七高小学，二是平民医院（在今三亚港附

近），三是月川楼。

1939年，日军入侵海南岛，其间，七高小学与平民医

院成为第一次空炸的目标，现已不复存在。林瑞川带着

家人前往广东湛江避难，月川楼被日军侵占，成为当时驻

守三亚的日军司令部，也正因如此，月川楼躲过了战火的

炮击，并未遭受到严重的破坏。

月川楼是三亚市区内保存最为完整的民国初年民宅

建筑，是月川村近百年来不变的地标，记述着时代的风雨

和历史的变迁，也见证了其修建者林瑞川一代盐商的传

奇经历，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

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月川迎来发展的新机遇，而

对月川楼的保护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因周边棚改项目建

设需要，无法实施原址保护，为了留住这段弥足珍贵的历

史，所以采用异地搬迁保护的方式，对月川楼进行平移及

保护性加固修缮，延续文物价值。

搬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整栋楼房“搬
家”，那更不简单了。

近日，三亚市月川社区一栋老楼迁移的视频
在网上热传。视频中，一栋2层楼的老房子“端
坐”在轨道上，缓缓向前移动了178米，搬迁当天，
引得群众到现场围观。“为什么要平移楼房？”“这
么大一栋楼房怎么才能移动？”10月11日下午，南
国都市报记者带着这些疑问，来到保利天珺项目
月川楼及门楼平移项目施工现场进行实地探访。

□南国都市报记者符彩云

10月11日下午4点，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原位于三

亚市河东区月川村北300米的月川楼，已经整体迁移到

指定位置，为一座新楼的施工腾出了空间。

“项目严格坚持不损坏原结构构件、不降低文物价

值，采取了先进技术和完备措施进行迁移。”月川楼平移

项目负责人吴良伟介绍。本次迁移过程包括土方开挖、

上托盘梁施工、顶升反力基础施工、上部结构加固、原址

整体顶升、SPMT拖车安装、新址筏板基础施工以及平移

就位连接等多个步骤。其中，采用的交替PLC同步顶升

系统和SPMT自行式液压平板车是一大亮点。

“简单来说，就是先挖土，然后把房子顶起来，接着

装上平板车，在既定好的线路上，平移至新址，然后缓缓

将建筑交替降落，最后浇筑混凝土将房子与新址地基相

结合。”吴良伟说。

记者了解到，前期，经过反复技术论证，施工方使用

交替PLC同步顶升系统进行顶推施工，加垫钢支撑，每个

支撑顶点处安装两组千斤顶，每个千斤顶能承载200吨

的重量。通过电脑控制驱动两组千斤顶进行反复交替

顶升，满足SPMT拖车的进车要求，保证整个顶升过程安全

可靠。施工过程中，月川楼顶升1.6米，门楼顶升2.4米。

“另外，我们要进行室外土方开挖，并在平移路线铺满

钢板，增加支撑力，以防平移过程中房子开裂。”吴良伟说，

此前对原建筑进行结构加固处理，对建筑上下两层托换结

构、门窗洞口进行临时加固，每层设置型钢拉结加固措施，

增强横向和竖向稳固程度。平移过程中，月川楼先是向东

平移，接着根据线路旋转，向西北方向平移，呈“L型”走向，

平移了178米后最终抵达新址。与此同时，月川楼也从原来

的朝南改为朝西北向。

“此次使用在历史风貌建筑平移中的SPMT自行式液

压平板车工艺，3条共46轴的平板车当成平移的导轨，每条

滚轴可托起48吨的重量。”吴良伟介绍道，同时，在对原建筑

加固基础上，安装了筏板基础。施工全过程建立自动化监

测体系，以实时掌握建筑各项监测数据。

“此次迁移工作于8月28日开始动工，接下来要进行建筑

的整体降落。”吴良伟说。总重约1280吨，总建筑面积560平

方米的月川楼，不破坏一砖一瓦，最终顺利搬到了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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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址的月川楼由56个千斤顶牢牢托起，这栋91

岁老建筑的“背影”依旧坚定挺拔，伫立在月川中路旁，静

静地望着周边的高楼大厦，在高楼林立中，月川楼有着独

特的质感和历史韵味。

走近月川楼，记者看到，其长条形的木窗较为窄小，

外墙体表面粘贴着黄色瓷砖，内墙体表面有些斑驳脱落，

但整体保存较好，风格简约素雅大方。一眼望去，月川楼

的二层外挑小阳台格外引人注意，采用了白色的罗马柱

和穹顶式的建筑元素，属于西方建筑风格。

“月川楼采用了砖混结构，这在20世纪30年代是很

先进的。现在来看，房子整体的结构和布局都不算过时，

保存得很好。”吴良伟说。

一旁的门楼被社区居民称作“炮楼”。据了解，为防止

土匪来犯，月川楼四周原本配套建有四个门楼，用来夜间放

哨，护卫家宅平安，如今仅剩1座门楼。门楼额上装饰三排乳

钉，两边各置长方形射击孔，楼顶灰塑有同心结纹等图案。

“一座城市，会随着时代的变迁不停地更新，像月川楼

这样的文物代表了一座城市特定时期的文化记忆，对月川

楼的保护和修缮是对历史文化的传承，这对后人来说是一

段宝贵的财富。”吴良伟说。

保护古建筑就是保护一段历史。平移整体搬迁的方

式，让我们看到了历史建筑保护与城市更新能够实现有机

统一，把历史建筑流传下来。

记者了解到，后期相关部门将对月川楼通过“修旧如

旧”的方式进行保护修缮，同时完善文化遗产的保护展示与

利用设施建设。

整楼迁移需要几个步骤？

未来将对老楼保护修缮

▲月川楼被装上板车平移到
新址。(受访者供图)

▲月川楼及门楼平移路线。
(三亚日报微信公众号)

月川楼门楼平移现场。（受访者供图）

月川楼及门楼被整体顶起。（受访者供图）

月川楼历史照片。资料图来源《月川村志》

三亚月川楼
整体平移178米
老楼啥来头？为什么要搬？搬楼要几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