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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峪关黑山岩画展现古代羌族在河西走廊
的生活图景，张掖榆木山岩画最早可追溯到石
器时代……甘肃省目前已完成72处岩画文物的
高精度数据采集工作，构建了岩画数字影像数
据库。

甘肃发现的岩画遗迹多分布在人迹罕至的
深山、戈壁或河谷里，保存了较为原始的风貌。
然而，地处偏僻、自然裸露、散点分布的保存现
状也为岩画的保护研究、展示利用等工作造成
诸多不便。

甘肃省文物局副局长仇健介绍，岩画是生

动反映古代先民生活面貌的形象史书，是弥足
珍贵的人类文化遗产。为了把岩画文物中更多
的历史信息及时保存下来，2021年甘肃省文物
局立项安排敦煌研究院实施甘肃岩画保护项
目，对省内发现的 72处岩画开展高精度数据采
集和现场勘查，并编制针对性综合保护方案。

“项目获批后，我们团队历时 1年多完成了
对全省72处岩画文物本体高精度数据采集和加
工处理，构建了甘肃岩画的数字影像数据库，并
对岩画周边环境、地理位置信息等进行了系统
化、规范化记录，为今后甘肃岩画研究保护和传

承利用提供了基础数据支撑。”敦煌研究院文物
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小胜说。

（郎兵兵）
本版稿件均据新华社

甘肃为72处岩画文物构建数字影像数据库

南海沉船第一阶段考古提取文物200多件
一号沉船文物以陶瓷器为主 推测数量超十万件 二号沉船发现大量原木

11日清晨，随着“探索一号”科考船抵达三亚，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第一阶段

考古调查工作宣告顺利结束。

历时20余天，21个潜次工作，一次没有先例可循的考古调查。神秘的古代沉船，历经

500多年等待后，与深海考古队相约在万顷碧波之下。

2023年 5月 20日，南海西北陆坡约 1500米
深度海域。

搭乘“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中国文物
工作者将水下永久测绘基点布放在海底。这标
志着本次调查工作正式启动，我国深海考古的
新篇章由此开启。

这是中国考古史上的重要时刻——
2022年10月23日上午，“深海勇士”号正在

执行第500潜次任务。母船驾驶室里，水声通信
系统忽然传来潜航员发自海底的惊呼：“发现大
片陶罐！”“数以万计！”

近 7个月后，国家文物局、海南省人民政府
等发布消息：

我国南海发现两处明代沉船，分别被定名
为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和南海西北陆坡二号
沉船，保存相对完好，时代比较明确。其中，一
号沉船文物以陶瓷器为主，散落范围达上万平
方米，推测数量超过十万件；二号沉船则发现大
量原木。

国家文物局考古司司长闫亚林说：“这一重
大发现实证了中国先民开发、利用、往来南海的
历史事实，对中国海洋史、陶瓷史、海外贸易史、
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等都具有突破性的贡献。”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国家文物局考古研
究中心、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中
国（海南）南海博物馆 3家单位联合组成深海考
古队，分3阶段进行考古调查工作。

参加本阶段调查的深海考古队成员约 30
人，分别来自考古、文物保护、地球物理探测、海
洋地质、海洋生物、机械电子等领域，大家分为6
个组完成调查任务。

“我们将严格按照水下考古工作规程要求
开展工作，以水下永久测绘基点为基准，进行
三维激光扫描、摄影拼接、影像记录、分类提取
文物等。”副领队邓启江给科学家们“科普”考
古知识。

“我们可以采集不同介质附近的沉积物和
富集水体样本，开展沉积通量和同位素化学的
研究，也可以开展高通量测序和微生物培养，
了解环境中的微生物类群，评估相关微生物可
能对文物产生的影响。”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
与工程研究所副研究员陈顺介绍着自己的工
作计划。

每次8至9个小时的下潜中，考古工作者集
中精力观察、记录、研判，潜航员则根据考古工
作者的要求开展激光标尺测量、多角度影像采
集、操纵机械手提取文物和样品等工作。

“挑战在于，很多工作没有第二次机会。比
如提取文物，操作不当就会造成无可挽回的遗
憾。”潜航员李航洲说，“我们潜航员团队以最高
的标准、最严的要求执行这次任务。”

“在如此深度的海底、对如此规模的古代沉
船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在国际上没有先例可
循。”项目副领队陈传绪说。这位研究地球物理
探测的科学家，也着迷于研究明代航海家郑
和。他期待对沉船的调查能有助于解开郑和下
西洋的航海技术之谜。

但是挑战重重。在深达 1500米的海底，任
何一件看似简单的工作都会变得无比艰难。

比如，文物散落范围达上万平方米的一号
沉船，在哪个位置提取文物最好？

如果在文物散落区提取，则会丢失一些能
研究沉船沉没过程的历史信息。

如果在文物核心堆积区提取，“深海勇士”
号只能悬停在文物堆积处之上，太远机械手够
不着，太近又可能影响文物安全，提取过程万一
引起文物堆积的破坏，后果不堪设想。

没有现成的答案，只有不停地测试、小心地
摸索。

在数据处理中心，资料汇编组队员岳超龙
的电脑彻夜运转。他将一次次下潜带回的影像
素材用于数字影像三维拼接，一张“沉船全景
图”日渐清晰；地球物理探测组队员黄泽鹏反复
观看影像资料，将一件件水下文物的精准定位

标注在图上；
文物保护组队员刘胜和李剑一遍遍检查文

物现场保护所需的各种设备、工具和材料，做好
万全准备……

6月2日，“深海勇士”号在二号沉船遗址成
功提取两根原木；6月 4日，借助新型柔性机械
手，“深海勇士”号在一号沉船遗址成功提取青
花八仙纹罐、青花麒麟纹盘、白釉盖钵、青釉盖
罐等一批文物；6月8日，经过前期多次努力，长
基线信标全部布放入水并在夜间完成标定，准
备启用；在20多天的第一阶段调查中，深海考古
队完成一系列工作——

对一号、二号沉船进行了大范围的水下搜
索和调查，200多件文物被安全提取。文物工作
者将对它们进行全面研究，解读其中蕴藏的历
史信息；

完成一号、二号沉船核心堆积区的三维激
光扫描和摄影拼接；

开展潜载抽沙、吹沙实验，长基线定位、柔
性机械手等“黑科技”应用于深海考古；

深海考古水面日志、深海考古下潜科学报
告、出水文物登记表……深海考古工作规范逐
步建立。

“目前我们尚不清楚船体的状况，下一阶段
要请研究船体的专家加入深海考古队”“接下来
应该对一号沉船进行分区域、分类别的精细化
调查”“根据提取文物的大小，可以开发更多型
号的柔性机械手”……谈起未来的工作，每个人
都有新的想法和思路。

浪潮翻涌，有多少文明传奇还隐藏在浩瀚
深蓝之下。副领队张凝灏说：“这个阶段调查的
结束，只是一个新的起点。” （施雨岑）

开启深海考古新篇章

科技与考古紧密携手

没有先例可循

这是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内部（2022年10月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