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页 本所概况 现场传真 学术动态 学术研究 创新专栏 重大课题 学术资料 考古人物 考古园地 考古论坛 内网入口
          

2021年3月23日 9:44 星期二农历辛丑年(牛) 二月十一 巳时 站内搜索： 请输入关键词... 搜索

当前位置：首页 > 学术动态 > 学术动态 > 学术动态

学术动态

鸡叫城遗址考古队系列讲座——刘建国研究员讲座纪要

发布时间：2020-10-30 文章出处：湖南考古网 作者：袁丹薇 赵彩宇

　　2020年10月22日18：30—22：00，鸡叫城遗址考古实习基地教室内座无虚席，受郭伟民所

长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建国研究员为鸡叫城考古队员们带来了一场学术讲座。刘老

师长期从事数字考古工作方面的研究，主持了多项国家级研究课题，是我国数字考古领域的领军人

物。

　　本次讲座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范宪军老师主持，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多位老师、四川大学

考古学系参与实习的各位师生均到场听习。

图一 刘老师在讲解中

　　刘建国研究员从数字考古的发展历程出发开始了激情洋溢的讲座，数字考古是在计算机技术支

持下，考古学研究中集成运用现代测绘、遥感、三维重建、地理信息系统、虚拟现实、数据库和网

络等技术，充分采集和运用考古现场各种空间信息进行综合分析、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是信息时代

考古学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相关技术的引入，数字考古经历了萌芽（1976

年—1990年）、起步（1991年—2005年）、应用发展（2006年—2020年）三个阶段，考古研究

机构逐渐设立了专门的实验室或部门开展遥感考古工作，人员、经费投入有所增加，研究论文与学

位论文也数目渐增。

　　随后，刘老师为大家简略介绍了卫星定位系统、RTK测量技术与电子全站仪，深入浅出的讲解

与同学们考古技术课上所学内容结合起来，使同学们对于“数字考古”的认识逐渐立体起来。

　　接下来，刘建国研究员为大家详细讲解了“遥感”、“遥感技术”、“遥感考古”三种概念，

介绍了遥感考古的发展历程、考古遗迹的影像标志（遗迹土壤标志、遗迹阴影标志、遗迹植被标

志），并通过具体案例说明这些影像标志在进行考古遗迹或现象判断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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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航片拍摄，考古工作者们能对城址的宫城、内外城、城门等建筑以及沟渠、护城壕、坝

沟、泄洪道等水体有更加清晰的感知。以北庭古城为例，不同于过去学者认为北庭古城拥有两重城

圈，刘建国研究员通过早期航片分析内城的东北部位可能是一重城圈（或者可能是“宫城”的位

置），判断北庭古城是由三重城圈组成。

　　刘老师通过新疆的七个星古城、柯尤克沁古城、卓尔库特古城古城，广西的归义古城和钦州古

城，以及上海的松江城、西藏的藏王墓这几座古城址、墓葬群的航片拍摄，让大家清楚认识到遥感

技术还可以帮助考古工作者发现古城遗址，以及观察对比这些古城遗址的保存状况和历史变迁。同

时，针对早期航片中多发现直径边长190米以上古城遗址，190米以下少有发现的情况，刘老师提

醒大家190米在航片上只有3毫米，小于3毫米的图斑无法准确判断为古城遗址。所以为了进一步分

析古城遗址的详细布局（如马面分布、城门形制、城内建筑等），并且对一些小的烽燧、城堡和墓

葬群等进行研究，使用的航片比例尺应该在1：1万到1:2万之间。

图二 同学们认真聆听讲座

　　刘建国研究员随后介绍了数字摄影测量，指出摄影测量的基本原理是前方交会方法，不仅可以

测量一个空间的点，而且能利用影像重建和测量空间三维物体的模型对“面”（影像）进行测量，

并由此引入了多视角影像三维重建的讲授环节。多视角三维重建技术是以普通数字相机作为影像获

取工具，从不同角度围绕被拍摄物体获取多幅数字影像，然后根据计算机视觉原理，对获取的全部

数字影像进行相互匹配，生成被拍摄物体的表面三维点云，加载影像信息后得到真实的三维模型。

简单说明常用相机设置后，刘老师以已经拍摄、建模过的具体项目作为案例，为大家分享了文物、

墓葬、发掘区、佛窟、塔、调查区域等大小、光线、高度、面积要求不同的拍摄对象应该以怎样的

角度、拍摄手段进行拍摄、建模。

　　结合鸡叫城考古实习的地理背景，刘老师对江汉平原的聚落考古相关内容进行讲解说明。通过

对江汉平原古城聚落的高程影像分析，刘老师指出，古城址分布选点多在地势较低的河谷地带，并

充分利用河流，避免因气候变化导致的洪灾、干旱等问题。比较典型的城址包括城河和陶家湖。在

城河城址的研究中，刘老师模拟了不同水位下对城址的影响情况，并在实地沿城周围拍摄照片，利

用photoscan进行三维建模，判断出其居住区确定出在其东北角处的海拔较高的堤坝与北部水门之

间存在一定联系，能够在旱季引出进入城内实现水稻灌溉。同样地，刘老师也对位于江汉地区的陶

家湖古城遗址进行拍照建模，认为位于外壕外的泄洪道应起到雨季泄洪的作用，而内壕内部的陶家

河、泗龙河则能够在伏旱季节引水进入南部农田区。刘老师强调，在分析古城址水利用条件时，应

注意两湖地区在梅雨过后往往会有伏旱、秋旱的气候现象，而这一时段也是水稻生长需要用水的时

期。

　　随后，刘建国研究员又介绍了GIS与考古学研究的基本概念，包括信息、数据、地理信息、信

息系统以及地理信息系统，其中地理信息系统又包括专题GIS与区域GIS。刘老师举山西临汾盆地

古聚落分布的例子，分析聚落在河流、坡度等不同要素下的分布情况，能够清晰地看到影响聚落分

布的主要因素应为水源。紧接着，刘老师又举明十三陵之例，用三维影像图向大家呈现出十三陵背

倚山脉的特征，与古人墓葬风水思想吻合，发挥了三维GIS技术可视化的优势。最后，刘老师又对

良渚古城的用水与选址进行介绍，在模拟其容水量的情景下，为大家展示出了三维建模下的考古研

究特色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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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刘老师解答同学疑问

　讲座结束后，范老师对讲座进行了总结，并开启了问答互动环节。在场师生就城河城址的河流如

何蓄水问题、遥感考古中能否确定年代等问题进行了提问，都得到了刘建国老师的细致解答。最

后，范老师代表全体师生再次向刘建国研究员的到来表示感谢。至此，本场讲座圆满结束。（文：

袁丹薇 赵彩宇 图：范宪军）　

（图文转自：湖南考古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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