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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简称“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CCHC），是中国

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管的科研学术机构。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是中国考古学界的中心研究机构，是中国考古学的学术研究中心、考古学文

献资料中心、科技考古实验研究中心和中国考古学对外学术交流中心。 

    作为国内唯一的国家级考古科研机构，工作范围面向全国。50多年来，考古研究所在全国绝大多数省，

200多个市、县开展了数千项田野工作。考古研究所单独进行或与其他单位共同进行的一系列重点发掘项目，

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其中尤以都城为主的考古成果甚为丰硕。中国自夏商以降及至隋唐，各个时

期的都城性遗址绝大多数皆有考古所主持发掘，且大多有30年以上的资料和研究积累，历年来取得的丰富收

获在已经建立的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中居于显著位置。这些遗址出土的各类遗迹、遗物出土状态多样，种类

丰富，数量庞大，皆由考古所自己的科技保护人员负责处置和保护。考古所考古资料信息中心下设的博物馆

 



在北京设主馆，下设安阳、洛阳、西安三个分馆，收藏着考古研究所50多年来考古发掘出土的大量文物精品

和标本。除博物馆外考古所还有分布于全国的20多处文物库房，主要收藏数十年来着各个大型城址或区域性

考古发掘的文物标本。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拥有一批在国内外有影响的专家学者，他们绝大多数成长于田野考古发掘第

一线，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亲手发现、发掘了若干各地历代重要遗址并整理发表了相关资料，其中相当部

分学者对某一个城址具有十年甚或数十年以上的发掘研究经历，对各类田野考古遗迹和遗物的处置具有相当

精辟、独到的体验和见解。 

    在夏鼐的倡导与影响下，考古研究所历来注重自然科学技术在考古学的应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建所

初期就组件了若干实验室，其中出土文物修复室集中了数位经验丰富的大师，在诸如考古现场清理、各种类

型和质地之出土物的起取、模型制作等方面成绩显著，尤其金缕玉衣、皮革甲胄、古马车、干旱地带出土漆

木器等等保存状态差，清理处置难度大等尖端性工作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考古所技术室在完成考

古所个发掘现场重要出土物和室内文物处置和保护研究的同时，大力支援地方工作，除现场操作和指导外，

还无私地传授经验，为地方培养起一大批相关人才，其整体实力在全国考古和文物保护界曾一度长期居于领

先地位，发挥着“国家队”的领军作用。 

    考古所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继承和发扬考古研究所五十多年来所积累的丰富和高超的文物保护经验，

现职人员中除成长于田野考古实践，具有经验丰富的考古人员外，有三位专职从事出土遗迹遗物处理、修复

和保护的专业人员，均获得前辈们的精心栽培，基本功扎实，也曾出国到有关的研究所和博物馆进行研修和

培训，了解和熟知国内外在文物保护方面所采取的操作技术及方法程序。他们皆有着近三十年的工作经历，

结合国内外先进的文物保护理论经验和国内传统成熟的文物处理保护技术，多年来为所内外颇有成效地处理

修复了数量众多的青铜器、漆木器、金银器、瓷器、琉璃器、玉石器和以丝织品为代表所谓有机物等多种质

地和类型的文物，取得了诸多优异成绩，在国内同行业有一定知名度。另有回聘和外聘退休老专家数人，都

是国内文物保护或文物修复方面的知名专家。 

    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的宗旨是：发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方面的优势，利

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学术资源和交流网络，建立一个考古发掘、遗产保护、

综合研究、开发利用等多方面互动交流的研究平台，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推动我国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 

    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的主要目标是：成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成为中国文

化遗产保护、尤其是古迹遗址保护领域重要的思想库和信息库；成为中国古迹遗址保护领域较权威的咨询机

构；成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领域较有特色的综合型研究基地和培训基地。 

    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的主要任务是：建立面向全国的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平台，组织和承担跨学科、跨

部门、跨地区的文化遗产保护研究重大课题；开展文化遗产保护理论、政策、法规研究；开展文化遗产保护

科学与技术研究；指导、配合古代遗址考古发掘工作中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承担考古遗址现场保护与出土

文物保护修复工作；承担制定古迹遗址保护规划和保护方案；承担古迹遗址保护展示工程、博物馆陈列展示

等设计和施工制作；开展文化遗产保护科学与技术培训，传播最新的文化遗产保护理念、法规和方法；进行

中外文化遗产保护学术交流；进行文化遗产保护信息库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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