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箭扣长城141至145号敌楼 （台） 段，是此次协同
考古修缮长城本体的重点区段，取得了丰硕研究成
果，为后续研究性修缮提供了实践经验。在这一区段
的修缮中，不仅有新的考古发现，而且采用多学科、
多技术协同的方式。其中，常态化的数字影像采集不
仅应用于安全监测，而且开始将长城文化遗产与三维
影像、人工智能等结合起来。

154 号至 162 号敌楼
（台），是箭扣长城第四期
修缮工程段，于2021年8
月开始施工。据工程技术
指导程永茂介绍，待完工
后，箭扣长城的修缮工作
将完成近半。

（延庆方向）
.

（慕田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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箭扣长城
维修工程进展

▲已完成考古发掘的145号敌楼。
（本文配图除署名外均来自新华社）

▲8月正在进行考古发掘的142号敌楼。 ▲已完成考古发掘的143号敌台。

▲已完成考古发掘的144号敌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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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新雨后，蜿蜒盘旋在山峦间的箭
扣长城被薄雾笼罩，平添一份神秘气息。
经过一个多月的多学科考古，这段明长城
解开更多谜团。

“我们首次在北京长城的敌楼顶部发现
明代火炕和灶址等生活设施遗迹，还出土
了锅、盘、碗、剪刀、铲子等生活用具。”
箭扣长城考古现场负责人尚珩说。

尚珩表示，这不仅与相关文献记载相
吻合，而且复原了明代戍边将士的日常生
活，让许多人眼中具有军事功能的长城变
得更加“有血有肉”。

这段位于北京市怀柔区西栅子村南山
脊上的敌楼及边墙保护项目，是北京自去
年以来，将工作重心由长城一般性保护工
程向研究性修缮项目转变的缩影，也是中
国文物保护理念由抢救性保护向抢救性与
预防性保护相统筹转变的生动体现。

据介绍，本次研究性修缮采取多学科
深入交叉合作研究的方式对长城进行保
护。在现场勘查工作中，古建、材料、考
古、植物学等多领域专家组成的团队一同
来到箭扣长城，从各自的专业角度提出建
议，最大程度保护长城文化。

“过去遇到长城敌楼 （台） 上坍塌的
砖墙，或许施工人员就对它们进行了清
理，但是现在首先引入考古环节，防止对
文物的‘无意识’破坏。来自各方面的专
家从这些砖墙中还能解读出来自古人和历
史的信息，为数字复原和原址保护提供契
机。”尚珩说。

2021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十
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 提出，
加强现代科学技术在考古中的应用，鼓励
多学科多领域协同合作，推动科技测年、
环境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冶金考
古、同位素分析、微量元素分析、DNA研
究、有机残留物分析等科技考古分支发展。

此次发掘保护过程中，通过动物考
古，在箭扣长城 145 号敌楼清理出的火炕
和灶台遗迹中发现了动物骨头；在 144 号
敌楼东侧城墙上发现一处人工垒砌的石
堆，经清理后推断为一处炮台遗迹；在143
号敌台，敌台靠近关外的一角，发现了用
毛石垒砌的方座，结合古代文献，经推测
为一处旗杆座。

“这些发现印证了古代文献的记载，比
如一座敌台大概住 5 名士兵，火炕能容纳
两个人休息，另外 3 人值守。每座敌台上

旌旗招展，告示此敌台有人驻守，而旗杆
需要固定，就离不开旗杆座。”尚珩说。

箭扣长城以雄奇、险峻闻名。在此次
面积超过 2000 平方米的发掘中，142 号敌
楼“将军守关”充分体现了古人的营建智
慧。“依山体建造，与山体相融合，5层宽
阔的阶梯式放角和巧妙设计的散水，为避
免雨水侵蚀地基、抵御外敌提供了较好的
条件。”尚珩说。

此次多学科考古还发现了一处暗门遗
址。“我们推测明朝侦察兵通过这处暗门去
蒙古腹地侦查，而‘将军守关’的‘关’
就是这处暗门关隘。”尚珩说。

面对常年的积水、植物生长等“病
害”，多学科专家对箭扣长城 141 至 145 号
敌楼 （台） 及敌 （楼） 台间城墙进行“会
诊”，开出“药方”。“下雨时碎石泥沙聚
集、堵塞排水口，就会造成墙体空鼓甚至
坍塌。因此，长城的排水口需要及时疏
通，相关专家对‘排水道’进行了测量和

设计。”尚珩说，“考虑到植被作为长城景
观的自然价值，最终去除了有安全风险的
植被，没有安全风险的植被得以保留。”

在141至145号敌楼 （台） 布设的摄像
头等设备对长城文物安全进行监测。“依靠
传统人工巡视的监测方式，效率、效果均
难以满足长城的保护、监测、科学研究的
需求，因此需要利用数字化技术、智能传
感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对长城本体及
周边环境进行持续有效的监测，建立长效
监测体系及监测标准。”北京市怀柔区文物
管理所所长张彤说。

张彤介绍，数字化技术为长城保护工
作开拓了新的路径。“目前，我们已完成怀
柔区长城本体、重点区域等范围内的基础
地理信息数据、三维模型、一期卫星影像
监测成果以及历史文献数据的建设工作，
下一步将用图像识别、大数据分析实现一
定程度的病害自动识别监测，建立长城数
字保护标准体系，助力长城保护和发展。”

修缮箭扣长城
留住岁月沧桑

新华社记者 罗 鑫 陈钟昊 李 京

20222022年年 88月下旬月下旬，，北京市怀柔北京市怀柔
区雨过天晴区雨过天晴，，境内箭扣长城水汽升境内箭扣长城水汽升
腾腾，，云雾缭绕云雾缭绕，，新修缮的长城若隐新修缮的长城若隐
若现若现，，壮美如画壮美如画。。 郭郭 尧尧摄摄

箭扣长城修缮项目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北京段）建设的重点工程。

2020年9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全国首个长城保护修复实践基

地在箭扣长城挂牌成立，对全国长城保护工作起到了示范推动效果。

目前，在总长约10公里的箭扣长城段，完成和正在修缮的已达5

公里。

▼工作人员在箭扣长城研究
性修缮考古发掘过程中保留了长
城遗址上残留的树根，以此将对
长城植物病害作进一步研究。

在保证长城本体安全的前提
下，保留长城的“旧”，已是北京
市修缮长城的成熟经验。

在箭扣长城修缮现场，145号
敌 楼 一 处 坍 塌 的 墙 体 被 保 留 下
来。现场修缮技术人员解释说：

“残貌本就是长城古遗迹文化的一
部分，我们选择保留这种坍塌状
态而不去复原，让更多人了解墙
体的病害根源和倒塌时序。”

图为工作人员在研究性修缮
段的一处工地进行考古发掘。

本报电 小麦是中国主要的粮食作
物之一，它于 1 万年前起源于西亚地
区，在 5200 年前进入中国。但是，它
是何时向东南传播、融入以水稻为主要
粮食作物的江苏沿海地区的，此前一直
成谜。

南京师范大学近期发布了联合南京
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和英国纽卡斯尔大
学等中外研究机构开展的一项研究成
果。通过对江苏盐城大同铺遗址开展植
物考古的综合研究，专家们发现，距今
2700 年左右，江苏沿海地区已有小麦、
小米、黄米。伴随着麦类和粟黍农业的
进入，江苏沿海地区逐渐形成了稻—旱
混作的农业模式。

大同铺遗址位于江苏省盐城市建湖
县芦沟镇大同村，距黄海约 73公里，遗
址面积近10万平方米。

据报道，2018 年开始，南京大学历
史学院考古文物系对该遗址展开发掘工
作。论文的第一作者和共同通讯作者、
南京师范大学环境考古研究院执行院长
贾鑫副教授带领的环境考古团队，与南
京大学历史学院赵东升副教授等合作，
在 2019、2020 年度的考古发掘过程中采
集了土壤样品，并对其进行了系统的浮
选，获取了种子、果实、木炭等碳化植
物遗存。

贾鑫介绍，团队运用碳 14 测年技术
对这些种子进行年代测试后发现，大同
铺遗址所在的江苏沿海地区的先民，在
西周—东周过渡阶段，最晚在约 2700 年
前，已经开始种植水稻、小麦、小米、
黄米和大麦等作物。在这些农作物遗存
中，水稻依然占有绝对的优势，延续了
中国南方地区稻作农业的传统，其次是
小米和小麦，黄米和大麦较少。

“该时期大量小麦和小米的发现，在
江苏沿海地区尚属首例。”贾鑫表示，大
同铺遗址出土农作物种子的比重低于两
周时期中原等其他地区的考古遗址，这
可能反映该时期大同铺遗址先民的农业
活动尚处于早期开发阶段。

西亚起源的麦类作物和中国北方起
源的粟黍作物，为何能在距今 2700 年前
后的江苏沿海地区大规模发展起来？

研究者在对距该遗址 15 公里的盐
城冈西剖面进行研究时发现，该地区的
古 湖 泊 在 距 今 2880 年 前 水 位 逐 渐 降
低。水位的降低为古代先民提供了更广
阔的陆地资源，便于先民在此进行生产
生活。

“有古气候变化研究显示，距今2800
年前存在全球范围的气候突变冷事件，
这次气候的冷干化导致中原地区粮食产
量降低，土地难以满足先民的生存需
求，人地矛盾突出，中原地区也由稳定
的西周王朝向社会动荡、战争频发的东
周王朝过渡。当时中国的经济中心在中
原，这次事件很可能导致先民们从中原
地区向当时的边疆地区迁徙，其中也包
括江苏沿海地区。”贾鑫说。

他同时介绍，伴随着中原地区的人
群迁徙，中原地区具有小麦和粟黍旱作
农业技术的先民也在西周—东周过渡阶
段向东、南迁徙，与本地的稻作农业人
群融合，在江苏沿海地区形成了稻—旱
混作的农业模式。

江苏东部沿海地区是早期人类活动
和环境变化研究的关键地区之一，“这项
研究为进一步了解江苏沿海地区的农业
发展历史、麦类和粟黍作物的传播路线提
供了新的关键证据。”贾鑫说。

（金 凤）

距今约2700年——

江苏沿海地区

首次发现麦类遗存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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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敌
楼
上
发
掘
出
的
明
代
火
炕
和
灶
址
。

本报电 近日，中共张掖市委办公室、张
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了 《关于世界自然
遗产名录申报工作实施方案》，正式启动张掖
彩色丘陵世界自然遗产名录申报工作。这是
甘肃省提出申报的第一处世界自然遗产。

张掖世界自然遗产申报范围以张掖世界
地质公园七彩丹霞景区为核心，总面积 20 平
方公里，申遗名称为“甘肃张掖彩色丘陵”。
初步计划2022年11月前提请国家林草局审核。

据悉，本次世界自然遗产申报地——张
掖七彩丹霞旅游景区，是世界地质公园、国
家5A级旅游景区，享有“中国彩虹山”“中国
最美的丹霞地貌”等殊荣，具有打造国际知
名旅游品牌的资源优势和发展基础。

（任开明 曹 勇）

甘肃筹备申报本省

首处世界自然遗产
敌楼1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