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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课题

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空间信息技术在吐鲁番土遗址考古与保护中取得新突
破

发布时间：2016-01-13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 作者：徐佑成 江红南

　　2015年底，吐鲁番学研究院与新疆大学合作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基于空间信息技术的吐鲁番地区大型

土遗址考古与保护研究》（项目批准号：10XKG0006）,通过专家评审验收，顺利完成了课题研究各项任务内容，

已圆满结项。

 

课题结项证书

 

　　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统计，不可移动文物增至1491处，新增1277处。其中，世界文化遗产2处，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增至13处，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更新增至25处,其中大部分为土遗址，为研究古代历史保留了很多珍

贵的资料。面对如此众多的土遗址，如何科学有效地进行保护和管理，是摆在专家学者和政府管理部门面前的重要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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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鲁番盆地主要土遗址分布图

 

　　该课题主要以吐鲁番盆地为典型研究区，探索基于空间信息技术对大型土遗址保护研究，为土遗址科学合理保

护提供技术支撑与案例示范。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基于空间信息技术的大型土遗址时空变化与环境分析，基于探地雷

达技术的土遗址病害探测，在此基础上进行区域性的大型土遗址环境评价,提出大型土遗址保护的措施。

 

　　本研究基于空间信息新技术进行大型土遗址的时空变化与环境分析,结合野外实地调查法、文献研究法、实证研

究、专家打分法、无损探测法和定量分析方法，分析了自然和人类共同作用下的土遗址环境情况及地表环境类型时

空变化情况，定量地分析了吐鲁番地区土遗址病害和所在环境的发展变化情况,进行了吐鲁番地区的土遗址生态安全

动态评价以及吐鲁番地区大型土遗址病害分析与价值评估，实现了基于探地雷达技术的土遗址裂隙病害分析,将土遗

址及其所处的环境作为一个系统进行综合分析，为国家大型土遗址的科学保护提供了技术实践和案例示范。

 

交河故城1959年与2010年遥感影像对比图

 

　　本课题通过研究，主要取得以下科研成果：

 

　　（1）通过分析土遗址及其环境变化情况，证明了吐鲁番盆地土遗址是人类在一定历史自然环境条件下产生的

遗迹，土遗址的存在与其所处的环境密切相关。因此，土遗址的保护要充分考虑其所在的环境特征和环境的变化规

律，根据环境特征和变化规律制订合理的保护措施，在对土遗址本体进行保护时要注重对其所依存条件和体现其文

化特征的环境条件的保护。

 

　　（2）吐鲁番盆地土遗址本体及其内部环境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各种病害发育和人为破坏，该区域土遗址外部环

境时空变化主要受人类耕地和居民地的开发活动影响。吐鲁番地区土遗址的主要病害是裂隙、坍塌和风害，这与土

遗址的自身脆弱特性和区域环境特征紧密相关，其它的病害有酥碱、水蚀、表层剥落、生物等病害。

 

　　（3）基于空间信息技术，分析了吐鲁番地区土遗址所处的地表环境变化，1990年至2010年，土遗址遗产区附

近的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人类的耕地和居民地开发活动主要位于土遗址附近，各个区域附近的地表环境类型变化

稍有不同，主要受人类的耕地和居民地开发影响，交河故城和高昌故城这两个重要遗址周围环境发生的变化更加明

显，绿洲内部的土遗址环境类型变化较绿洲边缘或外部的剧烈。而从土遗址周围的各个环境类型变化来看，未利用

地和草地在减少而耕地和居民地在增加。

 

　　（4）基于空间信息技术分析了吐鲁番地区土遗址的时空变化情况，研究表明20世纪60年代至21世纪初期，吐

鲁番地区的土遗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本研究以世界文化遗产交河故城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其大约50年的变化情

况，60年代交河故城西南方向和东北方向边缘部分崖体有一定坍塌，西南和东北边缘处开裂明显。到了2009年交

河故城崖体得到了一定加固，但相对于60年代，崖体宽度在不同地方有明显的缩短趋势，说明台地坍塌是交河故城

最主要的病害之一。研究结果证实了空间信息技术在大型土遗址的时空变化监测研究上具有优势和可行性。

 

　　（5）利用探地雷达进行大型土遗址病害无损探测的研究，证明了探地雷达进行土遗址病害的无损探测具有可

行性。同时，探地雷达探测结果与基于空间信息技术的研究结果相互验证，证明了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考古网分享到：

　　（6）吐鲁番盆地土遗址周围环境变化研究。据遥感数据分析，1990年至2010年，土遗址周围环境基本都发生

了较大的变化，尤其是高昌故城和交河故城这两个重要遗址发生的变化更加明显。高昌故城区域的耕地发生的变化

最大，交河故城周围的居民地发生的变化最大，说明这两个遗址周围分别受人类的耕地开发和居民建筑的影响最

大。

 

　　（7）基于空间信息技术的大型土遗址考古研究。以柳中古城为典型案例，利用空间信息技术在大型土遗址形

制的技术方法，明确了柳中古城形制与保存现状，获得了较好的研究成果。

 

　　本课题为大型土遗址的保护提供了技术示范和成功案例，研究表明空间信息技术在大型土遗址时空及其环境变

化分析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同时，本研究证明了探地雷达等无损探测技术在不损坏土遗址本体的情况下获得遗

址的病害情况，这些为大型土遗址的保护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撑，具有较高的技术应用价值。基于空间信息技术和无

损探测技术的吐鲁番地区土遗址时空变化、环境状况分析及土遗址价值评价等成果对于开展土遗址科学保护和研究

具有较好的学术价值和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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