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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阳陵考古发掘出土西汉时期木材的树种鉴定

汉阳陵博物馆      李  库     石  宁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冯德君 

    内容摘要：由于陵寝制度和埋葬习俗的影响，西汉时期的帝王陵园建设、陪葬墓埋葬以及陵园建筑等均使用了大量的木材作为建筑用材，这样大量的木材应该为就近取

材，从它们的种类分析研究和积累，以期了解当时的地面植被，气候状况，环境变迁等。汉阳陵考古发掘出土了一些西汉早中期的木材遗物，此次采集其中帝陵南阙门建筑

遗址、帝陵东侧从葬坑、陪葬墓中的3个标本进行树种鉴定，鉴定结果为铁杉属（Tsuga sp）木材和松属硬松（Pinus spp）木材两类。 

关键词：汉阳陵，西汉木材，树种鉴定，环境研究。 

    汉阳陵位于渭河北岸的二级台塬地上，是西汉第四代皇帝景帝刘启的陵园，自从上世纪90年代起，考古工作者对陵区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古勘探和发掘，成果斐然，其中

在帝陵南阙门遗址、帝陵外藏坑以及陪葬墓的发掘过程中出土了一些没有腐朽殆尽的木材，这些木材的用途是建筑物的梁脊、立柱或者是造墓用材。由于时隔2000余年，人

为和自然破坏严重，出土的这些木材，有的已经碳化，有的已经腐朽成灰，其完整结构、属性和种类已经无法用肉眼直接来分析辨别，所以汉阳陵博物馆和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合作，对那些残存的木材进行采样分析，辨明材质，了解属性，扩大研究领域，希望能为西汉时期的环境气候、植物种群分布等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一些实物证据和帮

助。 

    一、木材标本采样 

    1号标本 1997年汉阳陵帝陵南阙门遗址发掘时采集，采集地点是东半部分的主阙台和门塾的交界处，位置在南边，当时建筑已经倒塌，遗址被埋，阙台高出原地面，发

掘情况显示，这是屋顶房脊用材。木材已经腐朽碳化，残存1米左右的残痕，较坚硬，呈红褐色或黑色。根据文献记载，汉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正月戊子，阳

陵园火”的记载，帝陵南阙门曾经火烧后重建，所以这根房脊的时代最晚应该不会晚于公元前114年，是西汉中期遗物。 

    2号标本 1999年，帝陵封土东侧从葬坑发掘时，在编号为陵东12号的南侧发现一排东西向排列的柱础石，并发现了一些没有腐朽完的木材，距现在地表约7米，此柱洞呈

方形，发掘时木柱腐朽仅剩底部柱础石上的部分，呈红褐色。这些柱础应该是修陵时所用，其上木材也是当时物品，其年代为西汉早期。 

    3号标本 2000年冬，高陵县泾河开发区建设进入空前发展期，西安恒生堂制药厂征用了位于该园区的数百亩地，这也是阳陵陪葬墓分布区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被迫实

行随工清理。其中一座较大的墓葬中保留有大型的椁木遗存。3号标本就采集于该陪葬墓中，墓深约10余米。此墓被盗严重，木棺已锈成灰，木椁部分腐朽，残留部分木头呈

红褐色。根据该墓所处位置和墓葬形制，该墓也为西汉早期墓葬，其内用材亦为西汉早期树木。 

    二、木材标本的鉴定 

    木材由汉阳陵博物馆提供，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机电学院木材研究室鉴定并出具报告，报告结果如下： 

    1、使用工具：单面及双面刀片，表面皿，载玻片，盖玻片，烧杯，毛笔，镊子，酒精，光学显微镜，显微照相系统等。 

    2、具体方法和步骤：先将试样放入水中进行排气，湿化；利用刀片进行徒手切片；古木多严重腐朽，徒手切片成功率很低，大量切制后先存放在30﹪的酒精溶液中；对

切片进行优选，制作临时性封片；利用光学显微镜进行特征观察；利用显微镜照相系统照像；根据观察记录，进行树种鉴定。 

    3、试样解剖特征 

    1号木材标本：无导管，生长轮明显，早、晚材略急变至急变。管胞径壁具缘纹空1列，纹孔塞缘具辐射或弦向棒庄加厚。轴向薄壁组织甚少，疏散轮界壮。木射线单列

(偶见2列或成对)，多数高5—14细胞，射线管胞存在；低木射线间或全由射线管胞组成；内壁无齿状加厚，外缘波浪形。射线薄壁细胞水平壁厚，纹孔明显，端壁节状加厚

明显。交叉区纹孔柏木型(偶见杉木型)。无正常树脂道。鉴定结果为铁杉属（Tsuga sp）木材。 

    2号、3号木材标本:无导管，生长轮明显，早、晚材急变。管胞径壁具缘纹空1—2列，具眉条。轴向薄壁组织未见。木射线分单列和纺锤形两种，单列射线高5—18细

胞；纺锤形木射线具径向树脂道，近道上下方射线管胞2—3列，上下两端逐渐尖削成单列，高1—6细胞。射线管胞存在于两类射线中，多位于上下边缘，射线中部也常见；

低射线间或全由射线管胞组成；内壁甚锯齿加厚，外缘波浪形。射线薄壁细胞水平壁厚，纹孔数少见；端壁节状加厚略见。交叉区纹孔窗格型，偶见松型。树脂道分泌细胞

壁薄，常含拟侵填体。鉴定结果为松属硬松（Pinus spp）木材。 

    三、结语 

    汉阳陵的考古资料显示，其已经钻探发现的各类从葬坑近200座，陪葬墓10000余座，这些陪葬墓和从葬坑中使用了大量的木材。从葬坑建筑时设有地栿，地栿上横铺木

地板，地板之上的两侧有立柱，柱间镶有侧枋木，枋木上横铺棚木，两端以枋木封门，陪葬品放置在这个木质的隧道式空间中，也可以说每座坑就是用木材合围成的一个个

木质的大箱子，从中可以看出汉阳陵仅从葬坑耗费的木材数量是巨大的。其它如帝陵、陪葬墓、大量的建筑用材量也肯定不小。这样大量的木材来源肯定是就近取材了。根

据文献记载，在秦建都咸阳之前，咸阳原为大片葱笼茂密的林莽所覆盖，当时的咸阳原树茂草盛，一片苍翠，直至秦昭王时荀况还极力称赞此地“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

多”。 

    此次采集3个木材样品，有铁杉属（Tsuga sp）木材和松属硬松（Pinus spp）木材两类，可以说明西汉时期咸阳原上有这两类树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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