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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下考古(Under-water Archae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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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淹没于江河湖海下面的古代遗迹和遗物进行调查、勘测和发掘的考古学分支学科。是陆地田野考古向水域

的延伸。历史上由于地震、火山喷发、海啸等自然灾变，一些位于水边的居址、港口、墓葬等沉没于水中；

在一些古代航线下，还保存有大量古代沉船和文物。水下考古除发掘水下的古代遗址、打捞沉船和水下文物

外，还研究古代造船术、航海术、海上交通和贸易等。水下考古需要海洋勘探技术、潜水工程技术等诸多相

关学科的技术支持。 

自19世纪中叶近代考古学发生以后，随着瑞士湖上居址的确认，并进行了水下古代遗迹的科学调查和发掘，

标志着水下考古学的确立。潜入水下进行调查和发掘工作，成为考古学家的一个梦想，但在潜水技术发展起

来前，这个梦想终难实现。到了1943年法国海军发明了水中呼吸器，人们在水下才有了较多的自由，获得了

进行水下考古的基本条件。1960年美国考古学家乔治•巴斯（George Bass）应邀对土耳其格里多亚角（Cape 

Gelidonya）海域的公元7世纪拜占庭时期沉船遗址进行调查和发掘，由此开始了第一次的考古学家将考古方

法应用于水下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开创性地在水下实践了考古学方法，是水下考古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

碑。 

中国的水下考古工作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步。1986年9月，水下考古的专业机构水下考古学研究中心成立。

1987至1990年，通过派人出国学习和与外国水下考古研究机构合作的方式，培训了一批水下考古专业人员。

经过十余年的努力，这支专业队伍在中国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先后进行了多项水下沉船遗址

及其他水下文物遗迹的调查、发掘工作。目前我国的水下考古事业不仅填补了学科空白，而且已从开创阶段

进入持续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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