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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传真

陕西咸阳发掘一座汉代积砂墓（7月29日）

作者：   发布时间： 2006-08-01  文章出处：中国文物报

５—６月，在西安铁路北环线工程中，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与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位于陕西省咸

阳市区西兰路农机市场内的苏家寨１号汉冢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该墓由封土堆、墓道、耳室、封门、墓圹、墓室构成。封土堆呈圆锥形，部分已被破坏，残留边长约

３．４—８．５、残高５．５米。封土自墓葬开口以上全部夯筑，夯层厚约０．１—０．４１米。墓道为长

斜坡墓道，上宽约５．３、下宽约１．３５米，由于被铁路桥墩破坏，长度不详。墓道有宽约１０厘米的３

层台级，台级间距约２．３米。在第２层台级以下充填砂子。墓道东端发现一宽约０．６米的方坑，未发现

任何遗物。 

        耳室位于墓道东端接近墓室处。砖室结构，平面皆呈长方形，顶部已被盗洞破坏。南耳室长３．５、宽

１．３、高１．４米。北耳室长３．５５、宽１．５５、高１．４米。各发现２个盗洞。封门用长方形砖分

２排错缝平砌，宽２．４、高３．５米。墓圹长１２、宽８．５、深１０米。墓圹也有３层台级，间距约

２．３、宽约０．３—０．４米。从第２层台级下用细砂填充，其上用夯土夯筑，夯层厚约０．１１米，夯

窝直径约７厘米。 

        墓室砖室结构，所用砖皆经过仔细打磨。墓室平面呈长方形，顶为砖券。长５．８５、宽１．８５、高

３．４米，在封门及墓室西南各发现一个盗洞。墓室底部有厚约１米的细砂。 

       虽然１号汉冢有严密的防盗设置，但仍多次被盗，有６个盗洞打到墓室及耳室，在墓室及耳室仅出土了零

星随葬品，有彩绘陶罐、釉陶残片、柿蒂形铜饰、镏金铜环、铁棺钉，小五铢、五铢以及棺木残块。未发现

墓主人骨。从出土器物、墓葬形制分析，该墓时代应为西汉晚期。 

    近年在咸阳发掘的积砂墓有龚家湾汉墓、财经学校汉墓、查田汉墓等，苏家寨１号汉冢的发掘为积砂墓

的研究增添了新的资料。此墓位于汉昭帝刘弗陵（公元前８６—前７４）平陵与汉成帝刘骜（前５１—前

７）延陵的南面，相对而言距延陵较近，但究竟为哪个陵的陪葬墓，还需做进一步考古调查与研究。该墓等

级较高，墓主身份应十分显赫。由于该墓规模较大，制作精致，对研究西汉时期帝陵埋葬制度，汉代的经

济、文化、盗墓史等都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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