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海深海考古重大发现后，记者采访山东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专家

水下考古难在哪儿 三十米深是个坎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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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下考古到底有多难？
一般止步于水面以下30米内

5月21日，由国家文物局、科学技术部
等单位主办的深海考古重大进展联合新闻
发布会披露，作为世界水下考古研究的前
沿领域，以及我国水下考古的重要发展方
向，深海考古这项工作在我国已取得重大
进展。

其中标志性工作是：2022年8月，在南
海北部西沙海槽海域2500米左右发现一处
沉船遗物点，3处沉船。2022年10月，又在南
海西北陆坡约1500米深处发现两处古代沉
船，其中一处承载瓷器文物，散落范围达上
万平方米，推测数量超过10万件。后根据出
水文物初步判断为明代正德年间（1506~
1521）。并定名为南海西北陆坡1号沉船，简
称“1号沉船”；在另一处沉船发现载有大量
原木，初步判断是从海外装载货物驶往中
国，其年代为明代弘治年间（1488~1505）。定
名为南海西北陆坡2号沉船，简称“2号沉
船”。

国家文物局对此发现高度重视，迅速
组织专业力量制定水下考古调查方案。按
照水下考古工作规程，计划用一年左右分
阶段对两处沉船进行考古调查，并在科学
评估的基础上提出进一步的考古和遗址保
护方案。

普通读者或文物收藏爱好者看到这里
可能“浮想联翩”——— 一次发现如此多的明
代青花瓷器，若出水后，收藏市场上的青花
瓷器还会那么“值钱”吗？另外，“宝船”上还
有没有更惊喜的重大发现？

只是，切莫联想。关于水下考古特别是
深海考古难度，恐怕不是普通人凭着自己
经验能够想象到的。

记者电话采访了正在胶东某地执行发
掘任务的山东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负责业
务的副主任王泽冰，他在水下考古领域经
验丰富，曾作为领队组织并参与威海湾甲
午沉舰“靖远、定远舰”的水下考古调查发
掘工作。王泽冰给那些梦想大海捞宝的人
泼了“一瓢凉水”。

据介绍，目前，国内水下考古活动一般
止步于水面以下30米内的区域。受制于技
术和成本等原因，从事超过30米的水下考
古工作将非常艰难，无法保证有效的工作
时间和工作量，仅能开展基层的水下考古
探摸工作。

如果超过30米，仍要坚持发掘或打捞
怎么办？答案是，聘请专业的打捞公司。而
且费用很高，涉及租船、打捞人员费用，以
及各类耗材等不菲的花费。另外，水下考古
工作的核心是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原
址保护是首要的！

根据相关规定，考古部门在水下遗迹
实施考古调查或发掘之前，必须做环评，没
有这个提前量，不允许施工。

据介绍，水下考古的程序与在陆地实
施差不多。同样需要考古队布方、抽泥，然
后拍照、绘图。如果水下能见度不好的话，
只能利用设备进行扫测记录。

这意味着，对于深海考古而言，每进一
步背后要有巨大的技术和资金保障作为支
撑。这是一个很高的门槛。不光一个省级中
心承受不了，即便是国家也很难承受。

可以说，凡是从事海上考古作业的项
目，都是技术难度高、投入费用大的。就以
近年来人们熟悉的考古大事件———“南海1
号沉船”的发掘为例，考古成果可谓丰硕，
目前人们可到博物馆观赏这些宝贝，但很
多人不知道的是，仅打捞就花了过亿元的
费用，还不包括展陈前必要的保护修复等
花费。

2007年，在国家文物局指导下，由广东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委托交通部广州救捞局
开展的“南海一号”整体打捞，打捞对象南
宋沉船的沉没位置也不过在海平面下约23
米处。此次南海“1号沉船”“2号沉船”则是
位于海平面1500米之下。即便是现有国家
的力量也打捞不了，只能作为一处水下遗
产点登记保护，在此过程中不断积累经验，
算是涉足“深海考古”这个区域了。

南海岛屿毗邻海域
有时肉眼可见海底青花瓷

本次联合新闻发布会通稿中提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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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开展已提取出水
文物的保护修复”，结合去年10月我国已发
现这两艘沉船，且通稿中提到，2023年5月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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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号沉船第1次水下考古调查，在沉船遗
址核心堆积区西南角布放了水下永久测绘
基点，并进行了初步探索调查和影像记录，
正式启动了南海西北陆坡古代沉船遗址的
考古调查工作，开启了中国深海考古的新
篇章。”可窥见我国已就此处深海考古遗迹
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

2012年5月，记者曾赴南海西沙永兴
岛、琛航岛等采访。据海军同志和渔民朋友
介绍，中国南海先民很早就在此生产生活，
海上捕捞、运输等活动十分繁忙。因为海水
能见度高，有时在南海岛屿毗邻海域，用肉
眼即可看到海底的青花瓷器。除了考古本
身，我国在南海的水下考古活动对于证明
和宣示主权，也具有特殊意义。

此次联合新闻发布会提到，在上述海
域发现“1号沉船”“2号沉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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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充分展示了我国深海
科技与水下考古跨界融合、相互促进的
美好前景，标志着我国深海考古向世界
先进水平迈进。

以往，国家文物局举行新闻发布会，发
布重大考古发现，较少与其他部委联合。此
次则由科学技术部、中国科学院联合主办
深海考古重大进展联合新闻发布会，引人
注目。体现了我国深海考古的重要支
撑——— 科技进步。

近年来，我国海洋科技的实力产生飞
跃性提升，在一些关键核心技术方面实现
了突破。在探索过程中，解决了耐压结构、
探测传感设备、能源系统、通讯导航系统、
收放系统、辅助作业系统等长期“卡脖子”
的问题，已基本形成自主完备的水下科技
创新体系。

中国研发的“蛟龙号”“深海勇士”和
“奋斗者”号海洋深潜器名声在外。在此次
南海深海考古重大发现中，国家文旅、文物
与和科学技术等部门与地方等联手，形成
了“深海考古+深海科技+海域管理”的协
同体系。

山东水下考古走过8年
跻身全国省级同行“一哥”

记者从山东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获
悉，自中心2015年成立以来，山东水下考古

“从无到有”，已走过8个年头。已跻身全国
省一级水下考古中心中实力最强的位置。

目前国内各省中，有的具有“水下考
古”能力，但一般只作为该省考古院所的内
设部门，而山东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则是
由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山东省文物局所
属的一个处级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享有独
立编制。

中心编制50个，其中专业技术岗位45
个。现有8人获得国家文物局水下考古从业
资格。山东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组建了全
国第1支独立的水下考古物探队伍。内设水
下考古研究室，涉水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室，
以及文物保护与利用部、工程规划研究室
等7个功能完备的部门，并在全省设立了9
个水下考古工作站。此外，他们还与山大等
9座高校、职业院校合作，不断壮大考古力
量，增加专业人才厚度。

2021年10月，中心牵头成立山东省涉
水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学会，团结与此有关
的约400人的专业人才队伍。形成全省水下
考古“一家人”工作架构。

山东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成立后，贯
彻全国水下考古“一盘棋”的战略部署，曾
积极参与海南水下调查、辽宁“经远舰”调
查发掘、宁波水下考古等全国水下考古项
目。并完成对山东省域内威海湾甲午沉船

“定远舰”调查发掘等涉水文化遗产保护研
究项目20余个。

记者在其内设的山东省水下考古展厅
内看到，展厅占地面积130平方米，设计极
富新意。展示中心投巨资采购了多波束测
深仪、旁侧声呐仪、海洋磁力仪、水下机器
人、水下照相机，以及专业穿戴等水下考古
设备、装备。其中由一台像“箱子”一样的设
备和一台像“八爪鱼”设备组成的深潜搭
档，可到水面以下约60米处进行考古勘探。

山东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主任刘延常
说，凡到过中心参观考察的嘉宾，对考古工
作旧有的“老”“旧”印象一扫而光，相反，这
是由先进的理念、先进的科技以及具有前
瞻性的事业规划所撑起的一番事业。有理
由相信，接下来，山东水下考古这支劲旅将
释放出更夺目的光芒。

据新华社报道，国家文
物局、海南省人民政府等单
位5月21日在海南三亚发布
我国深海考古工作最近取得
的重大进展。报道称，2022年
10月，在我国南海西北陆坡
约1500米深度海域发现两处
古代沉船。2023年5月20日，
沉船水下永久测绘基点已布
放，并进行初步搜索调查和
影像记录，开启了中国深海
考古新篇章。这个重大考古
发现强烈地吸引了人们的目
光，并再次引发全社会对于
水下考古的浓厚兴趣。

与陆地考古相比，水下
考古究竟难在哪儿？5月22
日，记者走进山东省水下考
古研究中心，就包括深海考
古在内的一些专业、热点问
题进行了采访。

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内部。 新华社发

水下考古装备。 记者 乔显佳 摄

水下考古设备。 记者 乔显佳 摄

山东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主任刘延常介绍山东水下考古发展情况。 记者 乔显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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