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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皇城范围

北京旧城范围

大高玄殿院落范围

C001

区位图

大高玄殿在北京旧城的位置

大高玄殿

大高玄殿在北京城区的位置

西城区在北京市的位置

大高玄殿

北京

北京市在中国的位置

西城区



大高玄殿院落范围

规划范围

C002

规划工作范围图

大高玄殿

景        

 

山        

西         

街

景         山        前         街

景 山

北 海

景         山        后         街

景         山        前         街



其他全国重点文保单位

大高玄殿院落范围

市级文保单位

区级文保单位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故宫、
景山、北海及团城、中南海、北
京大学地质馆旧址、大高玄殿共
6处。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雪池冰窖、
清稽查内务府御史衙门、福佑寺、
宣仁庙、京师大学堂建筑遗存、
嵩祝寺及智珠寺、毛主席故居共
7处。

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万寿兴隆寺、
吉安所 2处。

C003

周边文物分布图
景 山

故  宫

北海及团城

大高玄殿

福佑寺

万寿兴隆寺

中南海

京师大学堂建筑遗存

毛主席
故居

吉安所

蒿祝寺及智珠寺

北京大学
地质馆旧址

宣仁庙

清稽查内务府
御史衙门

雪池冰窖



院落围墙边界

现已不存的院落围墙

格局保留至今的古建筑

已不存的古建筑

根据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康熙中叶
《皇城宫殿衙署图》，这一时期
大高玄殿前设有三进院落，南门规
模较小，第一进院落东西两侧设
有牌楼。大高玄殿为单层庑殿屋
顶，5 开间，殿前院内设有影壁。
雷坛为单层庑殿屋顶，5 开间，雷
坛前两侧配殿为 5 间，规模小于
当前。无上阁两侧设有耳殿，明
代称始阳斋、象一宫，阁前两侧
分别设有两排配殿，开间 7 间。

根据完成于乾隆十五年的《京城全
图》，南门已改建为牌楼，大高玄
门为第四进院落入口，第三道门前
两侧设有配殿。大高玄殿改建为重
檐庑殿屋顶，殿北侧东西配殿则被
改建为 7 间。乾元阁前配殿于乾隆
八年拆除。

乾隆十七年，乾元阁两侧耳房（分
别称为伏魔殿、北极殿）拆除，第
三道门改为庑殿顶大高玄门。

根据清光绪时期的《大高玄殿等拟
建各工情形立样全图》，大高玄
门前院的格局较《京城全图》更
加清晰，大高玄门两侧设侧门，
前院两侧设侧院，院内有 7 间硬
山侧殿。院落内道路联系清晰。

根据 1950 年代勘测图，两座习礼
亭已经拆除，不过院落范围仍可判
定。大高玄门两侧院墙也被拆除。

主要建筑名称变迁

已不存的历史道路

C004

平面格局变迁示意图

清康熙时期 清乾隆初期 清光绪时期 1950 年代院落格局

大高玄殿

九天万法一炁雷坛

乾元阁

天
乙
之
殿

涌
明
之
殿

演
奥
殿

阐
玄
殿

鼓楼
钟楼

山门

山门

习礼亭 习礼亭

无上阁

南牌楼

西牌楼 东牌楼

大高元殿

九天雷祖殿

乾元阁

鼓楼
钟楼

山门

山门

高元门

西
值
房

东
值
房

音乐亭 音乐亭

大高玄殿

九天万法雷坛

始阳斋 象一宫

福静门

康生门

苍精门 高玄门

黄华门

西牌楼 东牌楼
炅明阁 灵 轩

始青道境

鼓楼
钟楼

北极殿 伏魔殿

东
配
殿

西
配
殿

东
配
殿

西
配
殿

南牌楼

西牌楼 东牌楼

大高玄殿

乾元阁

九天应元雷坛

天
乙
之
殿

涌
明
之
殿

演
奥
殿

阐
玄
殿

鼓楼
钟楼

大高玄门

西
值
房

东
值
房

山门

山门

南牌楼

西牌楼
东牌楼

大高玄殿



文物建筑

保护树木

重檐庑殿顶

庑殿顶

歇山顶

圆形攒尖顶

黄色琉璃

绿色琉璃

绿色琉璃黄剪边

一层黄琉璃
二层蓝琉璃

建筑屋顶形式

文物构成

非文物建筑

桧柏

国槐

保护树木树种

历史格局示意

C005

文物构成图
建筑屋顶形式图

文物构成 建筑屋顶形式

大高玄殿

大高玄门

九天应元雷坛

乾元阁

天
乙
之
殿

涌
明
之
殿

演
奥
殿

阐
玄
殿

鼓楼
钟楼

山门

山门

南牌楼

旗杆基座

大高玄殿

大高玄门

九天应元雷坛

乾元阁

天
乙
之
殿

涌
明
之
殿

演
奥
殿

阐
玄
殿

鼓楼
钟楼

山门

山门

南牌楼



基本完好

轻微残损

中度残损

重度残损

C006

文物建筑台基
残损评估图

06，雷坛东南角台基构件缺失、坍塌05，雷坛台基部分表面铺有水泥砖且杂草生长

02，阐玄殿台基散水缺失，整体保存状况较好

04，一道门内侧台阶栏板大部分缺失，踏跺、
御路石局部、散水埋于铺地之内

01，乾元阁修复后的台基栏板

03，涌明之殿前踏步、台基基本保存完好

07，08，大高玄殿台基栏板部分缺失，破损严重；台基铺面、御路石保存尚好

大高玄殿

大高玄门

九天应元雷坛

乾元阁

天
乙
之
殿

涌
明
之
殿

演
奥
殿

阐
玄
殿

鼓楼
钟楼

山门

山门

南牌楼



基本完好

轻微残损

中度残损

重度残损

墙体严重残损

墙体拆改严重

C007

文物建筑大木构件
及墙体残损评估图

01，乾元阁大木结构保持完好

07，雷坛后檐柱劈裂 08，雷坛后檐大木结构
存在变形

09，大高玄殿横梁的劈裂和变形

03，演奥殿檐柱漆皮脱
落，根部糟朽

06，雷坛西侧因与加建建筑临近，墙体潮湿，
地仗大面积脱落

02，山门墙体保存较好

04，阐玄殿东侧院墙
表面破损，墙砖局部
酥碱

05，演奥殿檐柱间新建砖墙，南侧加建建筑对
原有墙体完整性的破坏

10，钟楼东墙存在明
显结构性裂缝

11，鼓楼四边墙基都存
在明显的水渍、酥碱，
局部墙砖缺失

大高玄殿

大高玄门

九天应元雷坛

乾元阁

天
乙
之
殿

涌
明
之
殿

演
奥
殿

阐
玄
殿

鼓楼
钟楼

山门

山门

南牌楼



基本完好

轻微残损

中度残损

重度残损

方砖

瓷砖

条砖

架空木地板

水泥

室内铺地材料

室内装修残损评估

C008

文物建筑室内装修
和铺地残损评估图

01，乾元阁二层精美
的木作楼阁

04，雷坛殿内西侧用砖墙分割出的放映室 05，雷坛门窗破损，内部隔扇不存

07，大高玄殿门窗破损缺失严重

02，演奥殿原有隔扇门窗均已不存 03，鼓楼原有隔扇门窗均
已不存

06，雷坛在原有地砖上铺设有架空地板

09，涌明之殿内部改造较大，现为水泥铺地08，大高玄门室内地面经改造，在原有地面上铺
有红色地砖

大高玄殿

大高玄门

九天应元雷坛

乾元阁

天
乙
之
殿

涌
明
之
殿

演
奥
殿

阐
玄
殿

鼓楼
钟楼

山门

山门

南牌楼



基本完好

中度残损

重度残损

C009

文物建筑彩画油饰
残损评估图

04，雷坛中央的鎏金藻井鎏金基本完好

06，大高玄殿内檐彩画保存基本完好

09，阐玄殿外檐彩画
破损严重

10，鼓楼内部彩画因长期潮湿而变得图案模糊08，涌明之殿内部装
修受到后期改造的极
大影响

01，乾元阁二层藻井精美的雕刻 02，乾元阁一层修复后的内檐彩画

03，雷坛内檐精美的和
玺彩画保存较好

05，雷坛内檐彩画严
重褪色，图案模糊

07，大高玄门内檐彩画部分缺失，现存状况保
存一般

大高玄殿

大高玄门

九天应元雷坛

乾元阁

天
乙
之
殿

涌
明
之
殿

演
奥
殿

阐
玄
殿

鼓楼
钟楼

山门

山门

南牌楼



基本完好

轻微残损

中度残损

重度残损

C010

文物建筑屋面瓦顶
残损评估图

04，天乙之殿瓦顶局部塌陷需要支顶，瓦
面脱釉

02，阐玄殿绿色琉璃瓦部分脱釉

05，演奥殿瓦顶局部
塌陷需要支顶，瓦片
缺失

06，大高玄门屋顶局部瓦件缺失、脱釉 07，大高玄门屋角下
沉需支顶

01，第二道山门的绿色琉璃屋顶

03，大高玄殿琉璃瓦件残损
严重

大高玄殿

大高玄门

九天应元雷坛

乾元阁

天
乙
之
殿

涌
明
之
殿

演
奥
殿

阐
玄
殿

鼓楼
钟楼

山门

山门

南牌楼



水泥砖

水泥铺地

原有院落铺地勘探区域

防空洞入口

已消失建筑基址

C011

院落铺地材料现状图

01，第一进院落的水泥铺砖地面 02，第二进院落东侧的水泥地面和西侧的水泥铺砖

03，涌明之殿东侧的水泥铺砖 04，乾元阁前的水泥铺砖

已探明甬道宽 3 米，
中间石板宽 1.1 米。

05，第一进院内御道和甬道的保存状况 06，大高玄门南侧的甬道保存状况

已探明甬道宽 3 米，
中间石板宽 1.1 米，
部分石板已缺失。

埋入台阶保存较完整，
地面石板宽 0.75 米。

07，阐玄殿前台阶和御道的保存状况

大高玄殿前甬道部分
保留，宽 5 米，中间
石板宽 1米。

大高玄殿

大高玄门

九天应元雷坛

乾元阁

天
乙
之
殿

涌
明
之
殿

演
奥
殿

阐
玄
殿

鼓楼
钟楼

山门

山门

防空洞入口

南牌楼

发现东值房建筑基
址，平面格局清晰。



基本完好

轻微残损

中度残损

重度残损

C012

文物建筑保存状况
评估图

01，刚刚修复结束的乾元阁保存状况基本完好 02，第二道山门整体状况保持相对较好

04，涌明之殿立面经过较大改造，屋顶翼角下
垂，外檐彩画保存状况较差，内檐尚好

05，阐玄殿大木保存状况较好，室内彩画保存
较好，台基受到加建围墙影响

06，大高玄殿台基栏杆受损严重，大木结构保
存一般

07，大高玄门大木结构变形严重，屋顶翼角下
垂，原有墙体门窗大部分被改造

08，雷坛大木结构存在严重结构问题，台基铺
地大面积不存，墙体受损严重

大高玄殿

大高玄门

九天应元雷坛

乾元阁

天
乙
之
殿

涌
明
之
殿

演
奥
殿

阐
玄
殿

鼓楼
钟楼

山门

山门

03，鼓楼大木结构保存状况一般，墙基酥碱较
严重，屋顶瓦面脱釉较严重

南牌楼



后期添建围墙

墙体残损严重

已死亡的古树

存活状况较差的古树

C013

院落围墙和古树
保存状况评估图

01，乾元阁北侧院墙破损严重 02，阐玄阁东侧院墙下部残损情况

03，演奥殿前加建的围墙对文物建筑造成破坏

07，08，大高玄殿前和大高玄门前生长状况较差
的古树

05，06，大高玄殿北侧和雷坛北侧已经死亡的
古树

04，山门北第一进院落西墙涂层严重脱落

大高玄殿

大高玄门

九天应元雷坛

乾元阁

天
乙
之
殿

涌
明
之
殿

演
奥
殿

阐
玄
殿

鼓楼
钟楼

山门

山门

南牌楼



一层

二层

非文物建筑建筑高度

一般

较差

非文物建筑建筑质量

C014

非文物建筑高度和
建筑质量现状图

01，院落东南角的一层加建建筑 02，大高玄门西侧二层非文物建筑，建筑质量相对
较好

03，大高玄门东侧的一层非文物建筑 04，大高玄殿前位于中轴线位置的二层建筑

05，大高玄殿后二层轻质建筑 06，雷坛西侧的二层加建建筑，曾用作浴室，对
雷坛西墙的保存具有明显的负面影响

07，雷坛东侧的二层加建建筑，曾用作车库 08，乾元阁西侧锅炉房，影响乾元阁俯视景观

大高玄殿

大高玄门

九天应元雷坛

乾元阁

天
乙
之
殿

涌
明
之
殿

演
奥
殿

阐
玄
殿

鼓楼
钟楼

山门

山门

南牌楼



给排水设施

文物建筑

非文物建筑

上水管线

雨水管线

架空管线
雨水井

给水井

污水井

雨水篦子

文物建筑电力设施设置

有供电的文物建筑

无供电的文物建筑

电力管线

电力设施

变电箱

电力井

通讯井

管沟线路

污水管线

架空管线

C015

给排水、电力电信
设施现状图

给排水设施现状图 电力电信设施现状图

配电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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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力、燃气设施现状图

防雷、消防设施

有防雷设施的建筑

无防雷设施的建筑

井内消防栓

消防箱

热力、燃气设施

文物建筑

非文物建筑

天燃气管线

热力管线

架空管线

热力井

燃气井

C016

消防、防雷设施现状图
热力、燃气设施现状图

消防、防雷设施现状图

上水管线

锅炉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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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支路

步行道路

地下通道

公共汽车站

停车场

停车场出入口

红绿灯

城市次干道

C017

交通流线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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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高玄殿现存文物建筑

保护范围

建设控制地带

其他文物单位保护范围

现状保护区划依据北京市人民政
府 1984 年批准公布的《京政发
[1984]128 号第一批划定文保单位
保护范围及建控地带》中“旧皇城
保护区及其以北城区”范围执行。
保护范围面积 1.57hm2。建设控制
地带管理要求按照《北京皇城保护
规划》的有关规定执行。

其他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以公布
的相关文件为准。

C018

现状保护区划图



大高玄殿现存文物建筑

重点保护区

一般保护区

一类建设控制地带

二类建设控制地带

区划范围及指标根据 2004 年编制
的《故宫保护总体规划大纲》确定。

保护范围           1.67hm2 
重点保护区         1.34hm2 
一般保护区         0.33hm2 

周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
范围

C019

《故宫保护总体规划大
纲》确定的保护范围

故  宫

雪池冰窖

大高玄殿

景  山

北  海

御史衙门

团  城



雪池冰窖

大高玄殿

景  山

北  海

御史衙门

团  城

《故宫保护总体规划
大纲》(2004): 重点
保护区即为大高玄殿
现存院落围墙内范围

《故宫保护总体规划
大纲》(2004): 一般保
护区由防火间距和道
路红线边界围合而成

消防间距

道路红线

《故宫保护总体规划大纲》(2004): 对一类建设控制地带范围内的一
般建筑物、街巷道路、交通广场、绿化水系提出保护要求。
一般建筑物：建筑檐口限高 6米，灰瓦坡顶 ...使用功能限于住宅、
办公、沿街店铺 ...；
街巷道路：道路不得更名，不得拓宽。路面参照历史形象修复或改善，
并立说明牌解说街巷历史沿革 ...；
交通广场：进一步控制并降低 ... 景山前街的交通流量 ...;
绿化水系：... 修复或疏浚外金水河在皇城范围的历史河道 ...。

《故宫保护总体规划大纲》
(2004): 二 类 建 设 控 制 地 带
建设项目报批管理按照《北
京 皇 城 保 护 规 划》 执 行。
后者对皇城内一般建筑的建筑
高度有着明确的控制要求，
并 提 出 来 该 区 域 内 近 期 公
共 绿 地、 建 筑 的 整 治 措 施。

圆景胡同，作为观看大高
玄殿乾元阁的重要对景街
道，在现有保护规划体系
中未受到充分重视。

C020

保护区划范围分析

大高玄殿现存文物建筑

重点保护区（2004 年确定）

一般保护区（2004 年确定）

未充分保护的历史街道

II 类建设控制地带

III 类建设控制地带

其他文物单位保护范围

《北京皇城保护规划》(2003):
采取措施分阶段拆除一些严重影
响皇城整体空间景观的多层建
筑。近期需拆除的建筑有：陟山
门街北侧的 6层住宅楼 ...

对该地区一般建筑物的保护要
求 :
14.0.2　... 对现状为 1-2 层的
传统平房四合院建筑...更新时，
建筑高度应按照原貌保护的要求
进行，禁止超过原有建筑的高度。
14.0.3　对现状为 3 层以上的建

筑...新建筑高度必须低于9米。 

14.0.4　必须停止审批 3 层及 3
层以上的楼房和与传统风貌不协

调的建筑。 

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范围及建设
控制地带管理规定（2007 年修
订）：二类地带为可保留平房地
带。地带内现有的平房应加强维
护，不得任意改建添建。不符合
要求的建筑或危险建筑，应创造
条件按传统四合院形式进行改
建，经批准改建、新建的建筑物，
高度不得超过 3.3 米，建筑密度
不得大于 40％。



A2 文化设施用地

R1 一类居住用地

G1 公园绿地

U2 环境设施用地

S4 交通站场用地

位于景山西街东侧的停车场

园景胡同内的屋顶加建

陟山门街北侧 6层居民楼

景山前街南侧复建的南牌楼

大高玄殿西侧院落的多层建筑

A1 行政办公用地

C021

周边环境用地性质
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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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高玄殿文物建筑

文化设施

公园绿地

1-3 层建筑

4-6 层建筑

C022

周边建筑高度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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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高玄殿文物建筑

文化设施

公园绿地

与传统风貌较协调的建筑

与传统风貌不协调的建筑

C023

周边环境建筑风貌
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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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园景胡同看乾元阁

大高玄殿文物建筑

文物古迹

公园绿地

历史街道

视觉景观要素

眺望景观视线

街道对景

历史水系

从乾元阁眺望北海白塔

从乾元阁眺望景山万春亭

从景山万春亭眺望乾元阁

周边对视觉景观影响
较大的建筑

C024

周边环境重要历史
要素分布图

雪池冰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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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观出入

夜间访问出入口
后勤出入口

停车场

大高玄殿文物建筑

大高玄殿功能用房

院内绿化

公共卫生间

P001

大高玄殿规划总图

P

P

P

P

周边文物古迹

公园绿地

大高玄殿

景  山

北  海

御史衙门

团  城

冰窖



建设控制地带沿用现有保护区划
及管理规定，按照《北京皇城保
护规划》的有关规定执行。

待《故宫保护总体规划》批准后，
建设控制地带范围和管理要求以
《故宫保护总体规划》的表述为
准。

大高玄殿保护范围

文物建筑

其他国保单位保护范围

P002

规划保护区划图

B（505417.15,307165.86）

D（505335.46, 307404.55）

C（505346.12, 307162.99）

A（505404.73, 307407.46）

大高玄殿

景  山

北  海

团  城



文物建筑修缮措施

日常保养

现状修整

重点修复

非文物建筑整治措施

文物建筑

拆除建筑

新建功能用房

P003

文物建筑修缮措施及
非文物建筑整治措施

文物建筑修缮设施图 非文物建筑整治措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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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落墙体修缮措施

修缮围墙

修复围墙

拆除围墙

恢复御道

给排水线路

上水管线

盖板暗沟

雨水管线

污水管线

供水建筑

雨水篦子

排水沟

P004

院落墙体修缮措施图
给排水线路规划图

院落墙体修缮措施图 给排水线路规划图

接市政雨水

接市政污水 接市政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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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线路

电力管线

热力管线

变电室

热力管线

有电力供应的建筑

无电力供应的建筑

有热力供应的建筑

无热力供应的建筑

热力设备间

P005

电力及热力
管线规划图

电力管线规划图 热力管线规划图

接陟山门街
市政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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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防设施

重点安防区

一般安防区

防雷、消防设施

内部消防供水线路

外部消防道路

消防栓

消防箱

消防、安防中控室

需设防雷设施的建筑

P006

防雷、消防及安防
设施规划图

防雷、消防设施规划图 安防设施规划图

接市政消防
供水管线

3.5 米宽
消防道路

消防
中控室

安防
中控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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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建筑使用功能示意

原状展示

皇家道教文化展示

资料阅览

会议讲坛

办公、设备用房

近期管理分区

白天免费开放

白天限定开放重点安防

白天和晚间限定开放

内部管理

展厅

办公室

设备间

监控室

数字资料

讲坛

信息问询

P007

近期展示利用功能
和管理分区图

近期展示利用功能示意图 管理分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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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活动区域

皇家道教文化
展示区



主要参观出入口

辅助出入口
后勤出入口

车行路线

周边步行路线

主要参观流线

特殊文化活动流线

临时停车位

P008

游线及游客服务设施
规划示意图

内部流线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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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保护历史道路

降低建筑高度

屋顶恢复和立面改造

迁建基础设施

建议中期拆除建筑

周边环境绿化

P009

周边环境整治措施图

冰窖

大高玄殿

景  山

北  海

御史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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