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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传真

“南海Ⅰ号”第二次试掘工作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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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者孙波报道  广受关注的2011年“南海Ⅰ号”考古试掘工作于4月25日圆满完成任务，这是继2009

年9月第一次对“南海Ⅰ号”试掘后，于今年3月26日起开始展开的第二次试掘工作。 

   

    据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有关负责同志介绍，第一次试发掘确定了沉船两侧舷板在沉箱

中的位置。此次发掘主要是为了确定船艏在沉箱中的位置，为全面发掘‘南海Ⅰ号’做经验上的积累和方法上的准

备。为此，考古工作人员采集了大量水、泥等沉箱中的标本进行试验和测算，努力提高考古发现的含金量。针对

“水晶宫”封闭环境内由于泥沙无法及时清除造成的可见度低等实际难题，此次发掘果断放弃了潜水式发掘作业方

式，转而将沉箱上部的海水全部抽空，借鉴陆地田野考古发掘方式进行布方试掘。 

   

    针对船体上部的淤泥造成的考古工作中的塌方及渗水等棘手问题，考古人员创造性地自制了“封闭式硬探

方”，使测量、绘图、摄影等资料采集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在地层取样上，发明了用玻璃试管对实际地层进行直接

套取的新方法，最为真实地保留了最原始的地层叠压关系；另外，通过对水泵进行改造，达到既能抽污水、又能抵

抗海水腐蚀的功用，解决了泥水问题对测量工作的困扰；在测量绘图使用了全站仪、AutoCAD描图等先进绘图工

具，快捷、准确地测量数据，更准确地表现了船体结构的细部，弥补了考古测绘的缺点。 

   

    “南海Ι号”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发现的我国南宋时期沉船，为确保沉船本体及文物安全，“南海Ⅰ号”发掘工

作经历了长达六年的调查探摸、方案论证阶段以及近一年的正式打捞阶段，于2007年12月28日正式入住距离其沉没

地20多海里外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在发掘打捞方案论证阶段，相关人员曾围绕“原地发掘、逐件打捞”、

“围堰式打捞”和“整体打捞”三种比选方案进行了激烈争论。当时考虑到阳江海域的海水能见度很低，“原地发

掘、逐件打捞”方案最终被放弃，而“围堰式打捞”需要把沉船围起来,然后把水抽干,将海底考古变成陆地考古，

这种方法在距离陆地20多海里的海中实行显然不太现实，最终采用了从未有过先例的“整体打捞”方案。此次试掘

工作明显是在“整体打捞”的基础上，部分借鉴了“围堰式打捞”方式。 

   

    广东省文物局副局长魏峻表示，此次排水后的发掘方式是一种有益探索和尝试，今后的发掘工作究竟使用潜水

式发掘还是“围堰式打捞”发掘，将完全取决于试掘效果以及“南海Ⅰ号”文物本体保护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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