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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阐释可全程“数字化”

“在圆明园等遗址公园游览时，游客可以通过增强现实
（AR）眼镜，看到不一样的虚拟景象，比如可以看到复原的海
晏堂等。”合肥工业大学副校长刘晓平以圆明园遗址公园为例
介绍了信息技术为遗址叙事带来的新思路。

针对大家关注的不同文化内涵需要什么样的数字内容和呈
现方式等问题，刘晓平从4个维度来阐释，具体包括智能精准
化提取遗址元素提供数字内容，运用高置信虚拟角色增强用户
互动体验，大场景跟踪定位与大视角呈现硬件设施以适应大遗
址特点，叙事内容挖掘与编排流程以满足观众需求。

借助科技，让文物从历史深处走来，焕发新的生机活力是
学界的共识，也是相关机构正在积极推进的实践。

本月中旬，由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和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协同天津大学建筑学院、长城小站等众多长城保护研究专业机
构及社会团体共同打造的“云游长城”系列公益成果正式上
线。在“云游长城”微信小程序内，基于游戏技术打造的“数
字长城”正式亮相，用户通过手机就能立即“穿越”到喜峰口
西潘家口段长城，在线“爬长城”和“修长城”。这是全球首
次通过云游戏技术，实现最大规模文化遗产毫米级高精度、沉
浸交互式的数字还原。

安防装备凸显低成本、高可靠性

面对地震、洪涝、火灾等，如何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加强文
物保护，找到防灾“密码”一直是相关专家的关注热点并从不
同角度进行了探索。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火灾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纪杰关
注的是“文物建筑火灾蔓延机理与评估预警关键技术研究”。

“文物建筑是人类悠久文化与文明的见证，是不可复生的历史
文化遗产。我国文物建筑多为木结构、砖木结构，加之近年来
活化利用的日益增加，导致当前文物建筑防火形势严峻。”纪
杰说，“我们的项目团队针对文物建筑防火灾蔓延机理、火灾
动态风险评估、电气火灾预警技术、火灾早期探测技术、火灾
综合防控体系及平台，开展了技术攻关和应用示范。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六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李军展

示的是“不可移动文物安防关键技术及装备研究”项目最新成
果。项目针对大遗址（古墓葬群）、古建筑、石窟寺（石刻）3
类典型不可移动文物的特点，从人为盗掘和破坏复杂风险行为
入手，研究易被盗文物构件的艺术价值、位置、形制结构等特
性，从风险行为和防护对象两个维度展开风险分析，把风险要
素转化为可感知的物理、化学变量，从而感知风险行为，指导
文物安防专用装备研制。

李军表示，结合不可移动文物现状和需求，项目重点研究
技术和装备的低成本性、易安装性、易维护性、高可靠性等应
用问题，构建不同类别文物系统解决方案，并开展应用示范，
推动专用标准规范体系建设。

多领域建立关键技术体系

无机质可移动文物的信息如何提取？海洋出水木质文物如
何保护？馆藏脆弱青铜器保护的难点在哪里……在各方努力
下，文物保护的一些关键技术和装备逐渐取得突破，为文物穿
上了科技“铠甲”。

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潜伟的发言从
无机质可移动文物谈起。据潜伟介绍，研究者已建立了无机质
文物分析规范和多元信息提取方法体系，通过构建开放共享的
文物标本库和数据库，尝试开展数据挖掘和智能认知，以解决
长期以来困扰文物科技研究领域的分析数据质量较低、数据集
成不足、文物专用分析技术匮乏的问题，为重建代表中国古代
科技智慧的金属、陶瓷和玻璃的工艺技术体系奠定基础。

海洋出水木质文物具有埋藏环境复杂、降解不均匀、病害
多样、结构脆弱的特性，大型木质沉船体积庞大且结构复杂，
整体保护尤为困难，亟须针对这些关键科学与技术问题开展研
究工作。据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研究馆员张治国介绍，通
过项目攻关，海洋出水木质文物的木材科学理论体系建设初显
成效，为构建适用于海洋出水木质文物综合评估体系奠定了重
要基础。

馆藏脆弱青铜器保护关键技术研究项目则聚焦我国馆藏脆
弱青铜器保护中的关键技术需求。据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
院长陈家昌介绍，针对青铜器材料和工艺特征、展陈环境控
制、病害扩散防控、脆弱青铜器加固材料等研究领域难点，开
展了青铜器无损或微损检测分析技术研究，提出脆弱青铜器腐
蚀程度原位分析及病害量化指标与评价方法体系等。

6 月 16 日，三星堆考古研究团队宣布将 8 号“祭祀坑”
新发现的顶尊蛇身铜人像与1986年2号“祭祀坑”出土的青
铜鸟脚人像残部拼对成功，专家将这件文物重新命名为鸟足
曲身顶尊神像。在“分离”3000年后终于合体，专家认为这

件充满想象力的珍贵文物堪称中国青铜文明的“巅峰之作”。
“这不是人像，应当是神像。”现场见证两件文物“合璧”的

专家无不惊叹。“合璧”而成的这件鸟足曲身顶尊神像，头顶
尊、手撑罍、脚踏鸟，身体向后翻起，完成了一个高难度“动
作”，反映了当时祭祀行为中非常重要的仪式、行为。五绺立
发的人像造型，与之前三星堆发现的辫发铜人像和髻发铜人
像不同，可能代表着三星堆又一种身份的人群。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拼积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冉宏林介绍，跨坑文物拼对，证实了
以前的推测，对后续文物修复有重要指导意义。这件合体成
功的青铜器预示，三星堆“祭祀坑”的许多器物有可能是

“一家子”，到底还有多少青铜器可以拼合，值得期待。
8 号“祭祀坑”新发现的顶尊蛇身铜人像分为三部分，

中间是一个人首蛇身、凸目獠牙、戴有牛角面具的铜人像，
它的双手撑在一个带方座的青铜罍上，头上还顶着一个朱砂
彩绘觚形尊，但在坑里没找到它的下半身。

早就推测几个“祭祀坑”器物存在拼对关系的专家通过
研究，找到了铜人像的下半身——青铜鸟脚人像。青铜鸟脚
人像已在三星堆博物馆展出过，人像只有下半身，穿着云雷
纹紧身短裙，两腿健壮，小腿有“文身”，双足似鸟爪突
出，又踩在两只怪鸟上。

三星堆博物馆官网上之前对它的评价是：“鸟脚人像大
概算是怪得最出奇的一件。非常可惜的是，如此精绝的器物
偏偏缺了上半截，其本来面目到底是一副什么模样？真是让
人百思不得其解。”

冉宏林认为，两件青铜器的“合璧”也说明2号和8号
“祭祀坑”同时形成，文物在埋藏之前就被“分离”，这对了
解几个“祭祀坑”的年代关系、器物被破坏的原因、当时的
社会背景等，都有重要价值。

神 眼 力 ！
——三星堆鸟足曲身顶尊神像“合璧”记

新华社记者 童 芳 肖 林

考古工作者从最新一期出土
的三星堆 1.3 万件文物中，发现
了36年前发掘的青铜鸟脚人像的
局部。

两件文物珠联璧合，重新命

名为“鸟足曲身顶尊神像”。
与令人眼花缭乱的出土文物

数量、规模和贵重程度相比，考
古工作者的智慧、细心和研究成
果更值得尊敬与称赞。

复原的三星堆鸟足
曲身顶尊神像。

鲁海子摄

上图：新发现的顶尊蛇身铜人像在出土时，与8
号“祭祀坑”中的众多青铜残件混列在一起。

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摄

上图：新发现的顶尊蛇身铜人像在出土时，与8
号“祭祀坑”中的众多青铜残件混列在一起。

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摄

下图：三星堆博物馆内先前展出的青铜鸟脚人像
残部。 （国家文物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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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城市在积极申请

目前，已有更多的中国城市开始积极申请成
为“国际湿地城市”。

苏州有太湖、阳澄湖等300多个湖泊，有长
江等 2 万多条河流，自然湿地面积约 403 万亩，
内陆城市湿地面积占比全国第一。近日，苏州市

人民政府印发《苏州市申报国际湿地城市工作方
案》，正式启动“国际湿地城市”创建工作。

苏州的湿地保护工作起步较早。2009年4月
就成立了苏州市湿地保护管理站，还曾荣获了第
二届“生态中国湿地保护示范奖”。所以，当地
提出“打造国际湿地城市‘苏州模式’”。通过
创建湿地城市，不仅更有效加强生态修复和环境
治理，同时也依托独特的生态资源形成生态休闲
旅游品牌，让城市的生态价值得到最大体现。

日前，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举办的“第二届文物科技创新论坛”上，
专家学者介绍了我国文物保护利用的最新科研进展与成果。

中国科技文保渐入佳境
本报记者 赵晓霞

“国际湿地城市”
成为优质生态名片

本报记者 齐 欣

中国拥有最多的“国际湿地城市”

“国际湿地城市”须依照 《关于特别是作为
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简称《湿地
公约》）决议规定的程序和要求，先由缔约国政
府提名并经《湿地公约》国际湿地城市认证独立
咨询委员会批准后，获得认证证书。

目前，全球共有43个“国际湿地城市”，中
国城市有13个，数量排名第一。

2018年，在《湿地公约》第十三届缔约方大
会上，有7个国家的18座城市获得全球首批“国
际湿地城市”称号，其中包括中国常德、常熟、
东营、哈尔滨、海口、银川6座城市。

中国“国际湿地城市”阵容不断扩大，显示
了湿地保护进入规范化管理、全社会保护意识逐
步提升的社会风貌。

中国目前有64处国际重要湿地和602处湿地
自然保护区、1600 余处湿地公园。截至 2021 年
底，大部分湿地补给水量稳中有升，总体水质呈
向好趋势，生物多样性丰富度有所提高。

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

自2017 年4 月起，国际湿地公约组织开展了
全球“国际湿地城市”申报认证工作。这一称号代
表了一个城市的生态成就，是目前国际上在城市
湿地生态保护方面规格高、分量重的一项荣誉。

2017年7月，我国出台了《国际湿地城市认
证提名暂行办法》。被推荐的城市不仅要有足量
的湿地资源，而且必须要有综合、严格的保护措
施并取得了相应效果。可以说，“国际湿地城
市”是一张内容丰富、实在的优质“生态名
片”。获得称号的城市以此展现生态文明建设取
得的成就、城市风貌和生活品质。

列入第二批“国际湿地城市”的山东济宁市，
于2018年启动创建工作。济宁市制定了《关于创建
国际湿地城市的实施意见》《创建国际湿地城市责
任分工》，先后成立“济宁市南四湖自然保护区管
理委员会”“济宁市湿地保护协调领导小组”。济宁
湿地资源丰富，遍布河流湿地、人工湖湿地。几年
来，当地的人民公园湿地、南池公园湿地、太白湖
湿地、高新区廖河湿地，城北任城翠湖湿地，城西
嘉祥吉祥湖湿地都得到了重点保护修复并完善设
施建设，成为济宁的全新名片。

近日，全球共有25个城市入选第二批“国际湿地城市”，其中包括中国

的合肥、济宁、梁平、南昌、盘锦、武汉、盐城7座城市。

应当有一处（含以上）国家重要湿地
（含国际重要湿地） 或者国家级湿地自然
保护区或者国家湿地公园等，并且湿地率
在10%以上，湿地保护率不低于50%。

已经把湿地保护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规划，编制了湿地保护专项规
划，基本保障了湿地保护修复投入需求。

已经成立湿地保护管理的专门机构。
已经颁布湿地保护相关法规规章，并

且将湿地面积、湿地保护率、湿地生态状
况等保护成效指标纳入城市生态文明建设
目标评价考核等制度体系。

已经建立专门的湿地宣教场所，面向
公众开展湿地科普宣传教育和培训。建立
了湿地保护志愿者制度，组织公众积极参
与湿地保护和相关知识传播活动。

—— 摘自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国际
湿地城市认证提名暂行办法》

“湿地城市”往往也是“遗产城市”

值得注意的是，围绕着湿地保护和“国际湿
地城市”成为城市名片，许多城市呈现的湿地资
源和内容，也“覆盖”了已有的遗产地。人们开
始从更多的角度来重新理解文化和自然遗产项
目，同时也为城市发展提出了更为宏观、综合的
要求。

此次获得“国际湿地城市”的济宁、正在启
动申请工作的苏州，都是大运河沿线重要的遗产
城市。大运河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人们
多从“文化”的视角去阐释大运河遗产价值，建
立大运河文化带，延续大运河的活态功能。但
是，这条世界上著名的千年人工运河，还为保持
水运条件而不断开凿了大量“水柜”。除著名的
洪泽湖和微山湖外，现在我们仍然能够看到的西
湖、西溪、莺脰湖、太湖、高邮湖、骆马湖以及

另一处世界遗产北京颐和园中的湖泊，事实上都
可视为大运河相关历史遗存。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人工、半人工的工程，逐步构建出新的自然
环境和生物多样性。

“南四湖”位于济宁市微山县境内，是微
山、昭阳、独山、南阳4个相连湖泊总称，也是
山东省第一大湖。它的形成与大运河历史演变密
切相关，至今都是重要的京杭运河航道，同时也
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尤其是湿地资源。在申报

“国际湿地城市”过程中，南四湖国际重要湿
地、大运河世界遗产点段、南四湖省级自然保护
区与35处市级以上湿地公园，共同构成了济宁的
湿地城市基础。

这些随“湿地”和“湿地城市”而被全新呈
现的自然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特征，使得大运河文
化遗产沿线叠加出自然遗产要素。这不仅为正在
建立的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增加了新的体验内
容，也考验着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城市协同发展能
力和水平。

被提名为国际湿地城市

应当满足以下条件：

南四湖入湖河流53条,是
山东省乃至我国重要的粮棉
生产基地、能源基地及淡水
渔业生产基地。南四湖生物
多样性丰富，是众多候鸟的
越冬地、繁殖区及中转站。

南四湖及京杭运河的水
运航道，对区域经济发展起
到了极大的拉动作用。图为
微山县境内的京杭运河。

（微山县人民政府网站）

重庆市梁平区拥有近
2 万公顷湿地资源，湿地
率近 11%，湿地保护率达
52%。图为梁平的梯塘小
微湿地。

熊 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