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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深海考古新篇章，
开启了！

陈振凯 侯婧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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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20 年起，江苏省南通市崇
川区按照“一街道一特色、一小区一方
案”原则推进老旧小区改造，让百姓居
住环境得到显著提升。今年，崇川区继
续推进老旧小区改造，40 个老旧小区
改造项目有序推进。图为 5 月 22 日，崇
川区一处老旧小区改造现场。

许丛军摄 （人民视觉）

▼自 2019年起，湖北省襄阳市大规模实施老旧小
区改造，连续5年将其列入市政府民生实事，惠及居民
20多万户。图为 5月 22日拍摄的改造后的襄阳市襄阳
北门公寓。 王 虎摄 （人民视觉）

老旧小区焕新颜老旧小区焕新颜

图④：5 月 21 日，完成南海西北陆
坡一号沉船第一次考古调查的“探索一
号”科考船携“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
器抵达三亚。 新华社记者 郭 程摄

图⑤：“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
新华社记者 郭 程摄

5 月 21 日，国家文物局、科技
部、海南省人民政府、中国科学院联
合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宣布在南海
西北陆坡海域发现大型古代沉船文物
遗址，并成功布放我国首个深海考古
水下永久测绘基点。同时，国家文物
局正式启动对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
号古代沉船遗址的考古调查工作。

网友表示：“沧海桑田！有悠久
文明的中国，不管地下还是海底，都
蕴藏着丰富的宝贵财富。”

开启新篇章

“叹为观止”“这么多瓷器”“只
看着照片就感觉很激动了”“太壮观
了”……在新华社微博发布的沉船水
下实景照片下，网友感叹。

据新华网报道，5 月 20 日，国
家文物局主要负责同志乘坐“深海
勇士”号载人潜水器参加了南海西
北陆坡一号沉船第一次考古调查，
在沉船遗址核心堆积区西南角布放
水下永久测绘基点，并进行了初步
搜索调查和影像记录，正式启动了
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古代沉船
遗址的考古调查工作，开启了我国
深海考古的新篇章。

据了解，此次布放的水下永久测
绘基点由深潜器搭载布放于海床表
面。布放完成后，研究人员能够借助
长基线定位系统对永久基点进行位置
标定，为开展对古代沉船的精准考古
调查工作奠定坚实基础。

两处古代沉船遗址的“露面”源
于去年的考古调查。央视新闻发文
称，2022 年 10 月，深海考古调查团
队在我国南海西北陆坡约 1500 米深
度海域，发现两处古代沉船。其中一
号沉船遗址以瓷器为主，推测文物数
量超过 10 万件。根据出水文物初步
判断为明代正德年间，定名为南海西
北陆坡一号沉船。二号沉船遗址以大
量原木为主，初步研判是从海外装载
货物驶往中国的古代沉船。根据出水
文物初步判断为明代弘治年间，定名
为南海西北陆坡二号沉船。

调查显示，南海西北陆坡两处沉
船年代相近，相距仅 10 多海里。这
是我国首次在同一海域发现出航和回
航的古代船只，充分证明了这一航线
的重要性和当时繁盛的程度。

“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
保存相对完好，文物数量巨大，时
代 比 较 明 确 ， 具 有 非 常 重 要 的 历
史、科学及艺术价值，不仅是我国
深海考古的重大发现，也是世界级
重大考古发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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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发文称，
这一重大发现充分展示了中国深海
科技与水下考古跨界融合、相互促
进的美好前景，标志着中国深海考
古向世界先进水平迈进。

不少网友评论道：“有种和过去
时空接轨的感觉！”

新技术、新装备

用科技之钥，打开历史之门。发
现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的过
程，是一次深海科技与水下考古的完

美融合。
据国家文物局网站报道，南海西

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分别是“深海
勇士”号载人潜水器在中科院战略性
先导科技专项支持下，基于前期相关
海底探测结果，在2022年10月23日

“深海勇士”号第500潜次发现的。
“近年来，中科院先导专项等自

主部署研发的船载多波束系统、应急
救援打捞作业工具、水下无人探测平
台等系列技术和装备，为深海文物水

下发现打捞奠定了坚实基础。”中科
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科学部副主
任陈传绪说。

中工网刊发的报道指出，对于
具有高技术门槛的深海考古，我国
深海技术装备取得的突破性进展，
为深海考古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的
技术支撑。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主任唐
炜表示，在此次考古调查中，首次采
用了一系列新技术、新装备，比如在

深海沉船设置水下永久测绘基点，并
使用长基线定位技术进行位置标定，
大大提高了水下考古工作和资料记录
的精度与准确性；综合使用多种技术
手段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考古记
录。这些对于水下考古技术的提升起
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探索水下考
古发掘技术与装备研发等方面迈出了
重要一步。

据人民网报道，此次考古工作利
用中国科学院自主研发的潜载测深侧

扫声呐获取了沉船区域水下全局分布
图，为快速厘清文物分布范围、测绘
基点选址及文物保护方案制定提供了
关键数据图像支撑。

据新华网报道，针对文物现场观
察和文物提取的特殊要求，中科院深
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将利用载人/无
人潜水器，配合使用新型力反馈柔性
机械手、潜载吹沙清理装置等，对海
底文物进行无损的保护性提取，对被
沉积物覆盖的关键文物进行水下清

理，方便考古学家进行原位观测。
陈传绪介绍：“我们将充分利用

已有的平台技术装备，包括‘探索一
号’、‘探索二号’科考船，‘深海勇
士’号、‘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

‘狮子鱼一号’遥控水下机器人等，
同时开展深海考古关键技术攻关和专
用装备研发，为深海考古工作提供有
力支撑。”

微博网友“空山新雨”评论说：“感
谢科技的发达，让我们更完整地了解
历史。”网友“虎啸九天”留言说：“期待
更多行动为考古带来收获。”

深海持续探索

深海考古是世界水下考古研究的
前沿领域。近年来，我国深海考古探
索不止，取得了重大进展。

据 中 工 网 报 道 ， 2018 年 4 月、
2022年8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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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海博物馆等单位
先后在西沙北礁海域、西沙海槽海域
成功实施两次深海考古调查，发现若
干沉船和遗物点。

此次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
船的考古调查工作，是我国首次对深
海水下文物开展考古工作。据人民网
报道，此次考古发现对于研究晚唐五
代以来南海海上航线变迁具有重要意
义，填补了我国古代南海离岸航行路
线的缺环，完善了海上丝绸之路南海
段航线的历史链条。

“国家文物局高度重视这一发
现，迅速组织专业力量，制定水下考
古调查方案，开展已提取出水文物的
保护修复。海南省人民政府落实保护
管理责任，在相关海域开展海上巡
查、监测，保障文物安全。”闫亚林
介绍。

对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古代
沉船遗址的考古调查将分为三个阶段
进行。

据央视网报道，其中第一阶段将
从5月20日持续至6月上旬，使用载
人潜水器搜索摸清沉船分布范围，对
沉船遗址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资料
采集和考古记录工作，适量提取有代
表性的文物标本，以及海底底质等科
学检测样本；第二阶段、第三阶段计
划于 2023 年 8 月至 9 月、2024 年 3 月
至 4 月实施。考古调查工作结束后，
将科学评估沉船保存状况和技术条
件，研究提出下一步考古和遗址保护
方案。

深海考古，要科技也要人才。这
次深海考古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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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海博物馆三家
单位联合组成，成员近 30 人，包括
考古学、文物保护、地球物理探测、
海洋地质、海洋生物、机械电子等领
域科研人员，分为物探航测、深潜作
业、文物保护、测绘记录、摄影摄
像、资料汇编 6 个组，开展协同作
业，共同完成这次任务。

据中工网报道，国家文物局将会
同科技部、海南省人民政府、中国科
学院等，进一步加大深海考古工作力
度。以一号、二号沉船为重点，在南
海重点区域及重要航线常态化开展深
海考古调查，推进海上丝绸之路考古
研究。开展深海考古关键技术攻关和
专用装备研发，加快建设深海考古人
才队伍。切实加强两处沉船遗址的保
护管理，确保遗址和文物安全。

前不久，浙江省苍南县一栋居民楼起火，有网友拍摄下了
消防员在现场英勇救火的身影。大家纷纷留言表达敬意：“救
火的英雄了不起！”

据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文章介绍，5 月 16 日，苍
南县一栋老旧居民楼起火。接到报警后，当地消防员马上赶
到现场。

当时，起火房屋内已经是火光冲天、浓烟滚滚。苍南县消
防救援大队钱库站副政治指导员陈旭特在勘察现场后，与两名
队员果断冲向火场。

穿着灭火服，佩戴着呼吸器，在全套防护装备的保护下，
消防员通过着火点隔壁的楼梯，来到起火的5层顶楼，垂直铺
设水带。“从我们多年灭火经验来看，在楼顶铺设高压水枪是
保护周边房屋、控制火势蔓延的最好方式。”陈旭特说。

而陈旭特顶着烈焰在楼上铺设水带、固定高压水枪的场
景，正好被在附近的居民拍摄了下来。

陈旭特在事后采访中表示：“这次视频里拍摄到的灭火现
场，只是我们多次救援中很平常的一次。我们所在位置都是安
全的，当时心里唯一想的就是尽快灭火，尽可能降低老百姓的
财产损失。”

最终，这场大火在20多分钟内被顺利扑灭。
据介绍，陈旭特今年35岁，已经做了13年消防员，参与

过千余次消防救援。他说，大家看到的消防员之间配合默契、
能够顺利实现救援，都是无数次训练和实战的结果。“每一次

‘逆行’，都源于我肩上的责任和使命。家人对我的工作也十分
理解和支持。我5岁的儿子也把我看做榜样，还说长大了也要
当消防员。”陈旭特说。

网友“畅游”留言说：“站在火光里的背
影令人震撼。为烈火英雄点赞！”网友“宝
堂”留言说：“向英雄致敬！也请一定注意保
护好自己，每次救援都能平安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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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图②：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
船内部 （2022年10月摄）。

新华社发
图③：在沉船遗址布放的水下永久

测绘基点 （5月20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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