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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传真

渤海湾发现商周时期制盐遗址 "淋煎法"得以印证

作者：   发布时间： 2008-04-14  文章出处：新华网

    由山东大学考古系、山东省考古研究所和东营市历史博物馆联合组成的考古队，最近对山东东营广北农

场南河崖村周围一处商周时期制盐遗址进行了发掘。  

    据了解，这个遗址距离渤海十几公里，由五六十个小地点组成，每个小地点面积在几千平方米到几万平

方米。  

    这次在南河崖村北一公里处发掘的第一地点，面积为1000平方米。在这一发掘区的西部，考古人员发现

一个面积50平方米至60平方米、深0.5米的红烧土堆积。在这个堆积中，清理出一个2平方米见方的小遗迹，

其中出土了10多对正倒相扣的盔形器。盔形器的内壁有一层白色沉淀物，经采样化验认定为盐在结晶过程中

产生的钙化物。考古人员判断，这个红烧土堆积可能是古代煮盐的盐灶。在其旁边，发现了一处黏土坑。  

    在发掘区中部，考古人员发现了草木灰遗迹，里面有可溶性盐。在发掘区东部发现了灰绿土，据判断为

沟底的沉积。  

    山东大学考古系主任王青判断，这一条沟的用途应为获取地下卤水。古人把卤水泼到草木灰上，等结出

盐花，把盐花刮起，放入黏土坑，浇上卤水，得到更高浓度的卤水，然后在盐灶中蒸煮制盐。  

    王青说，这与《天工开物》中记载的“淋煎法”的技术流程大致相符，可以认为，原始的“淋煎法”制

盐在商周时期已经出现了。   

 

 ■ 返回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转载务经授权并请刊出本网站名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地址：北京王府井大街27号（100710） E-mail:kaogu@cass.org.cn 

备案号：京ICP备05027606 

您是第  01645472  位访问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 | 考古学系 | 友情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